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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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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教融合是当前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大学英语作为职业院校公共基础课程，在培养学生语言

能力的同时，肩负着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过程对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职业院

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开展，不仅能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怀，还能提升专业认同感和职业素养，产教融

合背景下，教师要进一步优化教学方法，基于课程目标构建主题模块，运用情境教学，案例分析等方式，将思政

教育贯穿教学各环节，提升教学深度与广度，促进学生德育品行的综合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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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curr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College English, as a public basic course in vocational colleges, not only cultivates students' language ability but also shoulder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talent. Incorpo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cours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not only enhance students'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patriotic 
feelings, but als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rofessional qual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eachers should further optimize teaching methods, construct theme modules based on course objectives, and 
apply methods such as situational teaching and case analysis to incorpo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out all 
teaching links. Enhance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eaching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oral and 
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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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文件指出，要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需求对

接，培养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这为职业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政策导向

和实践框架[1]。产教融合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

强调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而课程思政则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二者结合将为职业院校

大学英语教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当前，随着我

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和国际化人才需求日益增长，职

业院校大学英语不仅承担着语言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

的任务，更肩负着文化传承和价值引领的重要职责，如

何在产教融合背景下推进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实

现语言能力培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统一，已成为

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

开论述，以期为广大教师后续教学工作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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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代大学生思政素养特点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当

代大学生接收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思想观念呈现多

元化特征，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能够形成自己的

观点，尽管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但他们仍展现出正确

的价值观念，能够辨别事件的优劣性[2]。结合学生职业

发展层面来看，当代大学生更加注重专业知识的实用

性，重视个人职业发展，希望在学习过程中形成正确的

职业素养，从而更好地发挥个人价值。从社会发展层面

来看，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较强，积极参与各类社会

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关注社会问题，愿意为社会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总之，基于当下学生思政素养特点，

教师在开展教学时也要加强知识内容与学生发展间的

联系，基于职业教育目标优化教学方法，进而促进学生

价值观念和职业素养的全面发展。 
2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开展价值分析 
2.1 增强文化自信 
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多国文化的对比学习，能让学

生感受传统文化的价值魅力，增强优秀文化的尊重意

识，培养良好的价值认同[3]。结合职业院校学生专业特

点开展思政教育，也能让学生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魅

力和时代价值，进而更加自信地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

展示中国形象，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 
2.2 落实政策要求 
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4]。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文件指出，教师要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

面，聚焦学生专业素养、职业发展，在英语教学中渗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

内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2.3 提升专业认同 
产教融合背景下，将行业元素和职业情境融入到

英语教学中，既能让学生了解相关行业的发展前景，培

养良好的专业认同，也能激发学生内在活力，使其主动

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深化知识理解与应用，提升学习质

量[5]。不仅如此，课程思政与产教融合的融合，也能让

学生从优秀人物事迹中挖掘职业道德规范，进而树立

正确的职业理想和职业态度，促进身心健康成长。 
2.4 提升教育质量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开展有助于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思政元素的融入，能够进一步提升英语教学内涵，

增强学生学习体验，使其更好地融入到课堂学习中，促

进英语素养的综合化发展[6]。在此过程中，思政教育元

素的渗透也能够强化学生学习能力，促进知识、能力、

思维的内化与跃迁，从而使学生成为社会发展所需的

高素质人才。 
3 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开

展原则 
3.1 坚持价值引领，突出思政核心 
在产教融合背景下开展职业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思

政教学时，教师必须坚持价值引领原则，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贯穿于英语教学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一方

面，要保证英语教学质量，帮助学生树立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纯粹的技能训练而对

学生学习积极性造成影响[7]。针对职业院校学生能力、

认知特点，教师也要进一步挖掘英语教材中蕴含的思

政元素，联系专业发展前景、社会热点事件设计教学活

动，以此促进学生德育素养的综合化发展。 
3.2 注重行业融入，对接产业需求 
在产教融合背景下开展职业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思

政教学时，教师必须注重行业融入原则，将行业元素和

产业需求有机融入英语教学，让学生直观了解行业最

新发展和需求，以此提高英语学习的实用性，培养学生

良好的专业认同感和行业责任感[8]。 
3.3 强化实践导向，服务职业发展 
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应创设真实语境，一方面，

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语言能力；另一方面，将语言学习

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进

而树立正确的专业认同，推动能力、思维的有效发展[9]。 
3.4 推进协同育人，形成多元合力 
教师落实课程思政教育工作时，应打破传统的封

闭式教学模式，加强与思政课程、专业课程、企业实践

等环节的沟通与协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有效

提高思政教育的整体性[10]。在此基础上，职业院校也

加强企业、社会的合作交流，以产教融合为导向，邀请

企业专家进课堂分享行业经验和职业道德，与思政课

教师共同开发教学资源，组织学生参观企业和参与社

会实践，由此拓展教学资源平台，丰富思政教育内容，

使学生在多种环境下受到全方位的思想道德教育。 
4 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开

展具体策略 
4.1 构建主题模块，融入思政元素 
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开展

过程中，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和思政目标，构建不同的

主题模块，基于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巧妙融合思政元



应克冬                                                            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研究 

- 161 - 

素。如“中国传统文化模块”，教师可选取中国传统节

日、饮食文化、建筑艺术等内容，以英语知识为媒介，

让学生介绍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学生的文化自

信和民族自豪感；“中国发展成就”模块，教师则可选

取中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脱贫攻坚等内容，结合社

会热点设计英语语篇，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了解中国

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唤醒爱国情怀。教师也可聚集学生

专业发展，选择职业道德规范、工匠精神、职业礼仪等

人物事迹，为学生讲述岗位背后展现的奉献精神与工

匠精神，从而规范学生行为准则，促进其职业道德和职

业素养的协同发展。在具体教学中，教师可以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为主题，结合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成就，为学生讲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和实践，让学生立足生活，正确认识环境保护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在此过

程中，教师还可结合相关专业领域取得的成果展开教

学，为学生讲述当下新兴环保技术和措施，如新能源开

发、污染治理等，使学生直观了解专业知识对环境保护

的现实意义，增强专业认同感，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 
4.2 设计情境教学，激发爱国情怀 
情境教学是职业教育的重要教学方法，在大学英

语课程思政中，可以设计各种真实或模拟的情境，使学

生在具体情境中感受思政元素，激发爱国情怀。例如，

教师可以“Tourism”为主题，创设“外国游客导游”

的生活情境，让学生扮演导游角色，用英语向外国游客

介绍中国的旅游景点、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在此基础

上，教师也可运用 CHINA DAILY 和中国日报双语新

闻等资源设计教学内容，让学生在了解国际局势方面

最新消息的基础上，明确中国当今地位。不仅如此，教

师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也可引入一些热门的工作报告，

还有外交部发言人的英语翻译，基于此内容创设情境，

让学生从多个角度了解祖国的发展，认识到坚持社会

主义特色道路的必要性，由此促进学生良好文化自信

和爱国情怀的全面发展。 
4.3 引入案例分析，培养批判思维 
案例分析是培养学生批判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的

有效方法。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中，教师可以引入社会

热点事件，让学生展开讨论与分析，由此培养其良好的

思辨意识。例如，教师可以“Business Ethics”为主题，

引入某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道德困境案

例，让学生思考企业是否应该采用当地普遍存在但不

符合中国企业标准的商业行为。在此过程中，教师也可

让学生分析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文

化、世界格局、市场经济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谈谈在

国际商业环境中是否应该坚守道德底线。在此基础上，

教师也可开展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分别扮演中方、外

方发言代表人，用英语阐述观点，进而提高学生商务英

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未来发展打下基础。 
4.4 开展项目探究，强化职业素养 
项目探究是产教融合的重要教学形式，在大学英

语课程思政中，教师可设计多种主题的项目任务，让学

生自主探究学习，强化职业素养。例如，在电子商务专

业英语教学中，教师可设计“跨境电商平台分析”项目，

让学生以小组形式调研国内外主要跨境电商平台的特

点和运营模式，用英语撰写分析报告并进行展示。依托

这一活动，既能提高学生语用能力，也能让学生摆脱教

材知识束缚，以国际化视野进行深度学习，明确跨境电

商的发展趋势和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由此增强专业

认同感和职业自信心。 
4.5 开展跨文化交流，提升国际视野 
跨文化交流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在课程

思政中，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跨文化交流活动，提升学

生的国际视野和文化素养。例如，教师可开展“中国文

化海外推广”活动，让学生设计和制作介绍中国文化的

英语短视频、海报或手册，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传统文

化的魅力和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也可邀请外籍教师

或留学生开展文化讲座，从文化、专业等角度开展多种

形式的中外学生文化交流活动，让学生在真实的跨文

化交际中提升国际视野，增强文化自信，树立正确的发

展意识，进而为自身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4.6 利用数字平台，拓展思政深度 
数字化技术是当今教育发展的重要工具。在大学

英语课程思政中，教师要充分利用数字平台和技术手

段，拓展思政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例如，教师可建立“英

语+思政”微信公众号，为学生定期推送中国文化、时

事热点、行业动态等优秀资源，让学生利用碎片时间自

主学习，了解社会发展趋势、岗位人才需求以及人才所

需的优秀品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念，促进学

习能力的有效提升。针对学生专业知识、岗位发展间的

不同，职业院校也可与相关机构进行合作，开发“英语

+思政+专业”的三维移动学习 APP，为不同学生推动

针对性学习资源，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不仅如此，

职业院校也可利用慕课（MOOC）平台开设“中国文化

英语表达”等在线课程，邀请领域专家担任指导教师，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课程，并在基础上增设实时

互动板块，促进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营造良好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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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切实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师在产教融合背景下开展职业院校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时，应充分认识到课程思政是

一项系统工程，对现有教学理念进行革新，创新教学内

容与教学方法，加强课程思政与产教融合理念的深度

融合，满足不同专业学生发展需求，推动能力、素养的

个性化发展。不仅如此，今后教学中，教师也要持续深

化产教融合，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使课程思政加更贴近实际，打造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校本课程，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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