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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的高等教育承载着中国未来社会中坚力量的培养任

务，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提升培养的同时还承担

着对学生的德育、智、体、美等进行综合素养的培养，但是

培养什么、如何培养，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在中国大门

开放，人才频繁引进来送出去的今天，若干的问题更加值得

对国际教育的“课程思政”进行深入研究。

2 国际教育问题研究背景
2020 年在中国处于新冠疫情的水深火热之时，国内外

却不时出现一些国家重金培养的留学生发布“不当言论”，

侮辱自己的祖国，不尊重抗疫英雄，不尊重中国传统文化，

引发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中国药科大学许可馨在美国公开诋

毁祖国成了“恨国党”，从骨子里表现着崇洋媚外，这种人

即使回到中国，能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吗？

北京大学哲学系石平在日本留学时大放厥词公开辱骂国

家，并且在日本媒体上发布，并放弃了中国的国籍，加入了

日本国籍。他数次在媒体面前批评母国，也许仅仅是为了个

人利益，而公开辱骂母国。

如此种种越来越多的类似事件的发生，让人痛心疾首，

一个优秀的学生不仅仅是成绩的优秀，也应该拥有更好、更

正确的三观，及保护自己和适应生存的能力，学校、教师传

授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品格 [1]。国际教育课

程更应该注重“课程思政”：在传统课程的基本教育基础上

要让学生具有起码的爱国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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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教育课程思政定位
国际教育办学主要模式为中外学生交换培养，即存在有

向其他国家输送中国留学生，同时也招收其他国家留学生前

来中国进行中国教育。故在国际教育课程思政融入设计中应

先就思政目标就以确定。思政目标应分为内容要求、能力目

标、思政要素定位组成。

3.1 内容要求
3.1.1 培养中国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意识

中国留学生作为中国文化形象代表的在综合素质要求上

更需要具有维护、传播、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在未来

职业道路上发挥塑造祖国形象、代表中国价值观传递。也将

中国文化传承给在中国学习的其他国家学生，使得他们了解

并热爱中国文化。从悠久的历史到今天的辉煌成就，向海外

传递出中国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让世界尊重和热爱中国。

3.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入
国际教育课程的思想政治修养还应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培养与实践，使学生了解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内涵，

引导学生将个人道德理想与国家、社会相结合，端正个人的

价值取向 [2]。在追求个人价值的过程中，首先要树立民族本

源感，深刻理解文化的民族性，什么样的价值观、理想和感

情应该是青年人正确的文化素养。

3.2 能力目标
能力目标主要是对课程思政的“教什么”“怎么教”“怎

么学”提出要求和思路。提升学生的价值能力，实现学生

的个性化发展需要，培养学生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设计和能

力。学生能有效的分别国际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价值区分和文

化内涵，具有家国情怀和政治认同。

3.3 思政要素定位
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是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传播的使

者。实现教育的全过程，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实现价值取向，

教会学生在国家发展与个人人生蓝图的交汇处规划自己的

职业生涯。引导学生的政治认同、文化自信、知行合一，使

学生做好“传播中国声音”“讲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

的工作国际教育课程针对的学生具有一定的环境复杂性和

个体的特殊性，课程思政教育对国际教育中更加需要追求无

痕化教育，如何结合课程内容，在教学设计中有效地、无痕

地融入思政教育，政治认同、爱国主义、文化素养、法治意

识的形成和道德修养的关键思想内容、供给的优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体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法制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 [3]。强化学生的理想信念切实提升立德树人的成效。

4 以课程思政为核心的国际教育课程改革
国际教育的课程体系应注重知识传授过程中能力的培

养，避免“二元”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问题，结合国

际视野、民族情怀、正确的语言观和科学的思想政治目标教

育观，并以知识和能力相结合形式为目标。

4.1 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思政途径探索
国际教育专业课程涵盖了广泛的跨学科课程和学科，专

业课程内容与思想教育不容易直接衔接，所以在思想教育内

容的设计上，涉及教师的研究、深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和课程及教学方法，找出思想要素与课程内容的最佳融合。

为了明确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内容和形式的标准，有必要研究

该课程与训练大纲同一模块和矩阵中的其他课程之间的关

系，从而形成一个思想政治课程的有机网络。在教学方法上，

它不同于专业思想政治课。由于内容和课时的限制，专业思

想政治教育不能长期深入开展，更谈不上僵化的灌输。相反，

它应该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感染和灌输学生，改变他们的

思维和行为。这需要对课程材料进行全面的理解和研究。首

先，道德因素在哪里以及如何结合在一起是很清楚的。

4.2 不断丰富课堂内容，深挖思政因素
课程思政元素不断融合，但课程内容如何结合，和哪些

元素结合，需要和授课内容的各个方面找出其相关的联想

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

及个人素养和职业素养等融入思政元素。

4.3 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改革——探讨三位一体教学

模式
积极开展融合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载

体以及考核方式的研究与实践，采用“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

例如，在课堂教学中，基本理论知识的讲授中融入中国

共产党党史组织管理经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内

容。借助各种平台资源延伸，让学生分组协作共同形成大作

业，通过阅读、观看视频材料和案例分析等，以生生互动、

师生互动等方式实现学生全过程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提升。

利用“第二课堂”增加学生思政元素教育。可利用各类

学科竞赛、学校各类社团活动，通过学生自主参与，实现思

政教育的多渠道融合。

5 结语
国际教育课程对于方向为将要出国留学的学生不仅仅要

学习，还要面向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面貌、展现中国的

文化，做好中国和世界交流的窗口，利用多种渠道方法相结

合，进行爱国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需要潜在的、逐步

的、润物细无声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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