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典型案例

推荐表

案例名称
中国故事串联英语课堂，职业元素融合思政元素

——《大学英语》“课堂革命”典型案例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课程属性 课程类型 所属专业(代码) 学时

大学英语 9901156

☑公共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纯理论课

□理实一体化课

□纯实践课

60

二、授课1情况

授课教师 授课时间 授课班级 所属专业(代码) 学生评教分数

徐雪
2019-2020学年

第一学期

19物流1-2班

19物流3-4班

530802

530802 93.86

徐雪
2019-2020学年

第二学期

19建工1-2班

19建工三二分段1-2班

440301

440301-3 94.03

徐雪
2020-2021学年

第一学期

20石油1班

20石油2-4班

20化妆品1-3班

470204-4

470204

480101

93.21

徐雪 2020-2021学年

第二学期

20人力资源1班

20人力资源2班

20人力资源3班

590202

590202

590202

91.66

徐雪
2021-2022学年

第一学期

21石油1班

21石油2班

470204-4

470204 95.98

徐雪 2021-2022学年

第二学期

21计算机5-6班

21计算机7-8班

21软件1-2班

510201

510201

510203

93.66

三、案例内容

(一) 摘要(500字以内)

《大学英语》是一门面向全院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程。课程以
学语言、强技能、育品格为目标，坚定不移开展课程思政，进行课堂革命。

中国故事内涵丰富，中国发展、中国成就、中国文化、中国企业、中国人物、地
方民俗皆属于此，因而总能与课程模块产生联系。《大学英语》课程以“讲中国故事
”为核心，以职业元素与思政元素为抓手，以教学主题、模块内容、学习素材为融入
路径，建立了“一核心两抓手三融入”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以中国故事串联教学
模块，培养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以单个主线串联学习活动，培养学生语言技能
；以职业元素与思政元素有机结合，培养具备职业能力和家国情怀的建设者。通过线
上+线下，实践+竞赛的方式，使课堂生动起来、学生自信起来、成果丰富起来，取得
了良好的教学育人效果。此外，课程创新性地融入了茂名地方文化和产业文化，增强
学生对地方和行业的认同感。



(二) 解决的问题(500字以内)

1 解决教材中外国元素较多的问题，培养文化自信。

英语教材往往存在较多的外国元素，如外国文化、名人和企业。这些事例能让学
生认识多元世界，但也容易让学生唯西方马首是瞻。

我国沉淀了许多优秀文化和智慧，涌现了许多杰出人物，也取得了巨大的科技、
经济进步。在语言学习中多路径融入中国故事，能让学生看到祖国成就，培养学生文
化自信。

2 解决学生不开口的问题，培养讲好中国故事能力。

哑巴英语是英语教学的痛点。学生不愿意开口的原因主要有（1）对话题不熟悉，
觉得无话可说；（2）熟悉话题内容，但是不擅长组织语言。无论哪种原因，都会导致
教学效率低下，也不符合讲好中国故事的宏观要求。

在语言教学中组织“一个主题、难度递进”的活动，让学生通过听、读、译、查
、写做好语言积累并获得信心，能水到渠成促成口头输出，培养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
能力。

3 解决语言教学与思政教育生硬结合的问题，提高育人效果。

英语教学开展课堂思政仍处于探索阶段。部分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只考虑主题相关
却不考虑如何融入，往往变成用英语上思政课，无法感染学生。

根据具体情况，对不同的思政内容采取不同的融入路径，以故事代替说教，能将
思政教育恰如其分地融入语言教学，实现学语言、育品格、强技能的目标。

(三) 问题解决策略(思路、过程和做法等，2000字以内）

1 采用目标倒推法，确定需要融入的思政元素及相应的融入路径。

从国家、学校、企业三个层面分析育人目标。首先，国家需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新人，在民间外交愈加频繁的今天，尤其需要能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的人。其次，我院“立足茂名，面向广东，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的办学定位，要求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建设者。再次，企业，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艰

苦”企业，需要有操守、懂业务、且留得住的人。



综合分析学院专业开设情况、毕业生去向及茂名市经济文化建设重点，结合课程内容对

《大学英语》的思政元素进行选取，共设三大类别，分别是国际视野、中国情怀及文化自信，

对应元素的融入路径、作用如下表所示：

2 坚持立德树人，依据职业发展规律重组教学内容，促进思政元素与职业元素的有机结

合。

在问卷调查及企业实践的基础上,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序化，设计“成长规划”“求

职应聘”“融入职场”“介绍公司”“营销策划”“业绩成果”“自主创业”等七个反映职

业发展过程和岗位工作流程的模块。找准每一模块的职业元素与思政元素结合点，将思政元

素融入职业规划、职业技能培养、职场实践等环节，塑造行业精神，突出国际视野。



3 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组织教学活动，使学生成为学习主人、

课堂主角。（以典型案例进行说明）

（1）课前，基础学习前置化。

针对学生基础薄弱、信心不足的情况及碎片化学习倾向，利用信息化手段（小视频、小

程序）翻转课堂。学生通过课前自学句型为课堂输出做好积累，通过回答问题构建演讲逻辑。

（2）课中，课堂活动主线化。

根据后天学习由外（输入）向里（内化）的认知规律，坚持一个模块一条主线，以主线

串联难度递增的听、说、读、写活动，通过巧思设计将隐性的思政育人融入显性的语言教学

每一环节。

如案例《追求理想》，要求学生学会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姓名、兴趣、学校、院系、专业、

职业规划和梦想。整个模块，我们以袁隆平院士为主线。第一次课，播放袁隆平院士的英文

采访视频，由袁老在采访中提及的“禾下乘凉梦”引出“梦想”、“理想”这一主题；接着

引导学生上网查找袁老的兴趣、学校、专业等信息，完成英文信息卡；再次，将卡中信息套

入自我介绍的重点句型进行操练并拓展对话。第二次课，仍以袁老的“禾下乘凉梦”导入，

组织学生进行主题演讲与写作，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和“中国梦”联系起来，实现思想

的升华。

（3）课后，学生作业成果化。

根据学生期望得到认可的心理特点，及时将学生的作业展示于网络课程的学生作品
专栏，使学生得到正向反馈，增强学好英语的信心，培养学习英语的动力。



4 完善教学支持体系，全面开展课程思政。

（1）文件规范化：修订课程标准、设计教学案例，在教学文件中详细呈现课程思政的

融入路径，使课程思政有据可依；

（2）网课立体化：丰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内容，增设新栏目展示学生作品，使成果可

视化，培养学生自信；

（3）资源多样化：整合素材、制作体现地方特色及行业特点的语言学习资源，使思政

教育落到实处，为专业和地方服务；

（4）竞赛全员化：参照省技能大赛内容，在班内开展“讲中国故事”口语比赛海选，

在校内举行口语及写作大赛，同时鼓励学生参加校外的各级各类技能大赛，使教学与竞赛融

通，使每一位学生能在竞赛中得到锻炼和提升。

（5）评价动态化：构建动态评价体系，基于语言学习的渐进特征和思政教育的隐性特

征，注重过程性评价，以发展性评价为主，结合定性评价。评价从学科目标（含知识目标及

技能目标）和思政目标两方面展开。对学生，既评价学生的进步与成果，也评价学生的态度

和价值观。对老师，既评价学科教学成效，也评价思政育人效果。根据学生、同行与督导的

评价，完善教学标准、改进教学方法、健全课程制度，推动育人水平的不断进步。

(四) 实施效果(500字以内)

1 课程进步，网络课程深受欢迎。

《大学英语》课程一直与时俱进自我革命。从 2015 年省质量工程教教改项目，到 2018

年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再到 2022 年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大学英语》的结构、内容、

资源、栏目不断完善，深受学生欢迎。目前累计开设 9个学期，选课人数 11735 人，课程访

问量超 1130 万人次，评价分数 4.9（满分 5分），形成了规模效应。



2 学生进步，语言技能、职业能力和道德品质同步提升。

我校学生来源不一，入学英语成绩普遍较低。将职业元素与思政元素融合，通过丰富的

教学活动调动学生积极性，学生用英语实践职场工作，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语言技能、职

业能力和道德品质同时进步，课程目标得以实现。

（1）敢于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展现了文化自信。

学生讲述中国人物（线下课） 学生讲述中国科技（线上课）

学生讲述中国企业（线下课） 学生讲述中国成就（线上课）

（2）乐于参加外事志愿活动，讲好了茂名故事。



（3）语言技能提升，参加技能竞赛屡获佳绩。

（4）职业能力及政治素养过硬，得到了用人单位认可。

3 教师进步，个人与团队教学、教研、科研出成果。

教师在实践中精进了教学技艺，近五年教学评价皆为“优秀；参加 2016 年及 2018 年广

东省信息化教学大赛获课堂教学比赛三等奖、教学设计比赛二等奖；参加 2021 年校级课程

思政示范课说课比赛获二等奖；主持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通过验收）及课程思政示范

课（在建）；主持完成省、市、校级教科研项目 4 个；带领的《大学英语》教学团队成员

也相继立项课程思政课题。



(五) 创新与示范(500字以内)

1 强化中国元素，多路径融合职业元素及思政元素。

根据不同内容，从教学主题、模块内容及教学素材三个路径融入中国元素。组织学生开

展主题探索、资料收集和成果展示，提高学生职业工作能力，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

养学生的四个自信，使学生成为具有家国情怀的建设者。

2 融入地方文化，提高认同感。

我校地处粤西，支柱产业为石油加工。由于地方经济相对珠三角落后，石油产业工作

也较为辛苦，很多学生毕业后不愿留茂、不愿进入石油行业。这与职业教育为地方经济发

展培养高技能人才的目标相悖。

创新性地融入地方文化，将思政教育对人的培养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联系起来，一方

面帮助学生深入了解地方产业，提高对地方和行业的认同感，促使他们毕业留茂，为地方

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培养学生讲好行业故事、茂名故事的能力，使他们成为茂名

宣传员和大型外事活动的后备服务力量。

3 坚持一条主线，化繁为简，以一个主题串联学习任务。

坚持一个模块一条主线，以主线串联起听、说、读、写、译活动，通过巧思设计将隐性

的思政育人融入显性语言教学的每一环节，融盐入水，润物无声，做到不讲思政而事思政。

(六) 反思与改进(500字以内)

1 评价体系中对学生态度及价值观的评价需要进一步具体化、量化。

态度与价值观属于人的主观意识，往往不容易被观测也不容易被量化。在目前的评价

体系中，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和价值观，多以观察方式进行主观评价，可能会出现偏差。对

此，需要进行改进，使评价更加客观。

2 案例的示范辐射作用需要进一步加强。

案例在学校范围内得到推广应用，受到学生欢迎、得到同行和督导肯定。在 2022 年高

职院校英语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国培项目中，该案例在“说课程”活动中向省内参训教师进

行展示，得到专家点评认可，起到了点滴示范作用。但由于疫情，院校之间交流较少，未

能与兄弟院校特别是茂名地区院校深入交流、改进设计、推广做法，示范作用不够充分。

对此，需要在未来与兄弟院校加强交流，共商、共建、共享教学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