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9 月 8 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表彰大会上首次全面阐述伟大抗疫精神，其中就包括了

“尊重科学”这一主旨：面对前所未知的新型传染性疾病，中

国在抗疫斗争中秉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遵循科学规律。总

书记多次强调，既要有责任担当之勇，又要有科学防控之智。

“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由此可见在人文教育中融

入科学教育对于文科学习的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在知网上搜索在外语科技教学方面对课程思政的

建设的相关文献，几乎很少涉及，对于法语方向思政研究仅

有 3 篇文献，且都是从法语专业大方向上提出较为笼统的思

政建设意见，关于法语科技类课程思政建设几乎没有涉及。

1.科技法语课程的介绍

科技外语教学以法语为例，《科技法语》课程是普通高等

学校法语本科专业的一门限选课程，具有理论基础和基本技

能相结合的特点。本课程在法语语言知识学习的基础上进一

步增加和丰富学生专业类、技术类法语语言知识。科技法语

具有丰富的词汇、独特的句型结构和专业上通用的表达方

式，学习科技法语是对法语语言学习的补充和提高，也是开

拓学生视野、了解世界范围内本专业前沿知识和技术发展现

状的途径之一，培养学生阅读、理解、翻译科技领域的法文文

献资料的能力，增加学生获取最新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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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今后可能从事的中外经贸科技交流打好知识和语言基础，

是帮助学生将语言学习与实践运用相结合的重要环节。通过

本门课程的学习，了解科技类的词汇、表达、句型在法语应用

中的具体体现，尝试运用法语解释一些简单的科技原理或现

象，同时也为高年级学生在阅读专业类文献和法语原著打下

良好基础。

2.外语类科技课程的特点及优势

2.1 外语类科技课程具有实用性

作为教师工作者，如何在课堂上向文科类学生展现国家

科技的新成果，新动态，新理念，是一项重任。例如在授课中

安排的内容可涉及新能源开发与气候变化、火车发展与高铁

时代的到来、中法两国宇航探索与开发、互联网和 5G 技术提

升、人工智能与 VR 技术发展等等；

2.2 外语类科技课程具有渗透性

通过一些外语模块课例如科技法语等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的渗透，一方面可以传授给学生英语类及法语类专业的知

识技能，提升科学素养，另一方面利用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

借助网络平台关于科技类宣传视频 （CGTN 制作的节目：辉

煌中国、Ici, c’est la Chine moderne）或者案例分析（“一带一

路中欧班列”、中国高铁的建设）等对学生进行思想熏陶，影

响学生的价值行为观。

2.3 外语类科技课程具有融合性

这类课程可实现非德育课程与思政教育课程的有机结

合，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一方面可调动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二是同学们在学习完这门课程，能够以 PPT 或

者是辩论，口语表达的形式，甚至是思想汇告、调查报告等方

式来对咱们国家的科技发展状况，尤其是自十八大以来所取

得的科技上成就以外文的方式展现出来。培养学生对国家科

技发展的认同感，文化的归属感。

2.4 外语类科技课程具有紧迫性

在知网上搜索在外语教学方面对课程思政建设的相关

文献，基本都集中在专业英语与大学英语课程，对于法语方

向思政研究仅有 3 篇文献，且都是从法语专业大方向上提出

较为笼统的思政建设意见，关于课程思政建设几乎没有涉

及。法语作为以外语为特色的本学院的重要专业之一，承担

着为国家输送应用型、复合型小语种人才的重任，在学生的

思想方面更是要注重引导，确保其在进入社会后能够有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看待问题。

3.课程融合
在授课之前，教师一定把握好教材的难易度、内容的知

识性和趣味性、不同题材课文的前后顺序和授课进度。我们

认为，课文内容的编排既要体现与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

关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同时也要传播一些科学常识，并在

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进行思政渗透，让严肃的话题和轻松的

话题交替进行。教材内容的选择要反映不同科技领域的新发

现、新成果。体裁形式包括报道、评论、综述、图片、视频等。内

容涉及新能源开发与气候变化、火车发展与高铁时代的到

来、宇航探索与开发、互联网和 5G 技术提升、人工智能与

VR 技术发展前景等等。 除了突出法国占有优势地位的高

科技领域的技术，也向学生输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科技

突破，尤其是在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下，中国科技的辉煌成果展示，引导大学生的科技自信，增强

大学生文化自信的自塑力，使大学生更加坚定生活在社会主

义体制下的制度自信。

在课后，除了布置相关专业知识作业外，还通过一些开

放性作业，引导同学们通过自行搜集材料，发散科学思维，关

注国家实事，有机结合来完成作业。例如通过组织学生观看

《辉煌中国-法语版视频》，让同学们切身了解在十八大以后

中国科技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从中扩展了专业性词汇，也

树立了自信。对于教师方面，也要提升思政觉悟和育人能力，

加深教师对课程思政的时代背景、核心价值、建设原则和实

施路径的理解把握，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

4.关键问题的分析

4.1 教材建设

首先这门科技法语课，开设时间不长，且国内暂时还没

有找到一本能涵盖科技主题信息量的教材，这就对教师的备

课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为所涉及的主题多，且新而难度也

深，需要任课教师在教学研究上有一定的相关知识积累，如

何选择合适的主题，来对思政课程进行融会贯通，这是值得

思考的地方；其次是传统的语言工具书所能提供的帮助有

限，在专业知识授课内容上把握是否条理清晰，这需要加强

教材建设。

4.2 课程建设

接下来是单一的科技外语课程，使得学生的学习很难有

连贯性，而仅有一个学期的课程课时，使得涉及的主题和授

课内容安排略有紧凑，从而使思政课程渗透，难度加大，学生

的接受程度如何，只能通过课后作业，调查报告等反馈可知，

并不能及时在课堂上可知，所以应在这方面加强课程建设，

如开设多样化科技外语课程，除科技法语外，还可增加科技

法语阅读课程，科技法语翻译课程，在专业学习的基础上更

夯实思政课程建设。

4.3 内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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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科技专业知识和思政内容无缝衔接，这是教师要

首先考虑的问题，以及从理论知识过渡到实践过程中，如何

让思政德育融入其中，是教授这门课的老师所需要思考的问

题。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结合每一个科技主题，向学生讲解

或者展示中国所取得的科技成就，紧扣时代主题，紧跟社会

科技发展，紧贴教学要求。例如教师在介绍法国航空航天工

业知识里，可穿插中国近 50 年探索宇宙奥秘的历程，尤其是

在 2020 年，嫦娥五号首次从地外天体采样返回等历史性的

成就。除教师介绍外，也可让学生依据主题轮流制作 PPT，每

次课进行 3-5 分钟的法语演讲，通过这样的课堂互动方式，

促使学生进行大量中国科技外文素材的学习和整理，同时提

高学生外语实践水平得到发挥，通过同班同学的分享深入了

解我国科技取得的重大历史进程，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自豪

感，鉴定文化自信。

5.实施方案
（1）在授课之前，教师一定要把握好教材的难易度、内容

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不同题材课文的前后顺序和授课进度。

其次要归纳总结国内外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德育教育、

“课程思政”等概念的现状研究，这样可以把不同板块的思政

教育渗透到不同科技主题中去。

（2）创新教育教学：将科技法语教学的显性教育和课程

思政的隐性教育结合起来，把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到科技法语

的各方面、各环节和各阶段，开展科技法语课程思政示范课

（如微课、慕课）、示范中心建设。教材内容的选择要反映不同

科技领域的新发现、新成果。体裁形式包括报道、评论、综述、

图片、视频等。内容涉及新能源开发与气候变化、火车发展与

高铁时代的到来、宇航探索与开发、互联网和 5G 技术提升、

人工智能与 VR 技术等等。 除了突出法国占有优势地位的

高科技领域的技术，也向学生输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科

技突破，尤其是在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

导下，中国科技的辉煌成果展示，引导大学生的科技自信，增

强大学生文化自信的自塑力，使大学生更加坚定生活在社会

主义体制下的制度自信。

（3）可对部分外语专业的专科生、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

了解他们对科技外语中融入“课程思政”的认知情况，并进行

问卷调查。

（4）加强与科技企业人员的联系，可邀请一些科技人员，

最好是法国科技企业驻中国分公司相关人员，到教室的课堂

上谈谈他们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促进校企交流。

（5）组织法语专业教师对新时代高校科技法语“课程思

政”的现状分析，包括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6.总结
外语类科技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是对法语多元化教

学方针的践行，是将“非德育课程”与“思政教育课程”有机结

合的重要教学途径。在这过程中，要依据不同阶段科学发展

现状，结合课程思政实施方针，依据学生学习心理和知识接

受程度，合理选择和安排科技法语教学的各方面、各环节和

各阶段。让学生在课堂上不仅外语实践水平得到提升，同时

升华了社会主义自豪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教师也需结合

该课程特点，不断提升外语专业素质、科学技术和思想政治

素养，为外语类科技课程的思政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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