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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 21 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进程，国际化应用型外语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具备深厚思政素养的高品质

英语国际化人才已迫在眉睫，成为国际化人才教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对课程思政视阈下江苏新型英语国际化

人才的学业培养、法律素养、多元文化能力与思想道德政治素养教育四维度的培养对策进行深入详细的探究，为 高校培养出

放眼世界、心怀天下并具有家国情怀的英语国际化人才提供借鉴意义。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ng process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It is growing to demand of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oriented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It is extremely urgent who are high-quality international English talents with profou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and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talent education. This paper makes 
a thorough and detailed exploration of the four dimensions, which includes academic training, legal literacy, multicultural ability and 
ideological and moral political literacy educ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Jiangsu's new international English talents , who have a global 
perspective and the feelings of nation and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international English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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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对江苏英语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办学理念与模式，探索

课程思政视阈下江苏英语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以推动江苏

英语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课程化建设，把思政教育贯穿于大学

教育的全过程，重点培养以“立德树人”教育为根本的拔尖

英语国际化创新型人才。

论文拟从新型英语国际化人才的学业培养、法律素养教

育、多元文化能力教育与思想道德政治素养教育这四方面进

行深入的阐述与分析。

2 新型英语国际化人才的学业培养
新时代，高等院校构建以课程化思政体系为指导的新型

英语国化人才培养方案，在教育中彰显人文文化交流和专

才培养，并融合新时代中国对新型英语国际化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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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重点不仅仅停留在以跨文化沟通与理解能力的汉、英双

语文化教育的层面，更是应该高度重视培养以思想道德政治

教育为本的拔尖英语国际化创新型人才为至上目标。具体而

言，江苏高校不仅以培养英语国际化人才专业化、技能型和

研究能力为主的综合专业知识，还要重点培养具有家国情

怀、世界情怀、思想道德政治素养高的新型人才，使培养出

的新型英语国际化人才拥有高品质的中国文化思想道德政

治素养，并能自然而合理地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当

代优秀文化通过英语语言文化交流传递出去。具体细化到指

导学生攻读学业的科学学习方法，“线上线下”知识系统化

的教学 [1] 以及学习压力和心理辅导等周密的教育管理模式。

2.1 引导大学生适应大学生活

高校要合理运用学校的管理、师资、后勤等资源，及时

引导大学生熟悉学校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校园整体布局、

教室、自习室、图书馆、食堂、寝室与市图书馆等重要建筑

的位置。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在校园举办的各项组织活动，

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建立稳定的学

习、生活和工作的关系网，积极应对新环境所存在的各种困

难，尽快适应学业进度、生活节奏、大学学习和生活环境，

逐步了解大学生涯的基本规律、学习目标与要求，能尽早适

应大学生活，从而避免浪费一些宝贵的生命时光。

2.2 培育大学生树立目标

高校要组织专人向大学生介绍世界名流大学的基本概

况、顶尖学科、留学基本的要求和条件，引导大学生树立肩

负起社会重任和国家担当的宏伟目标和远大理想，激发学生

学习的激情和动力，学生能积极主动地确立近期学习目标、

长远工作目标。邀请研究国际化人才的专家和学者开展大学

新生专题讲座，从全球全人类的视角对学生所学专业进行概

论与综述，解读大学生涯开设的专业发展方向，详细分析英

语国际化的专业课程设置、专业特点、专业优势、专业前景

和前沿科研的切入口，列出该专业要读的书目、查资料所需

要的网站、名师的著作与科研论文等，帮助该专业学生明确

学习内容与目标，为以后的出国深造夯实基础。学校要加强

学生的思想道德政治修养和刻苦学习的能力，拓展学生的视

野，加强提升学生的远见素养，使学生全面认知自己所学的

专业及学科前沿，逐步实现全方位提升自我素养。

2.3 开设心理辅导与咨询中心

以南通科技职业学院为例，学校除了开有心理辅导课程

之外，还开设了已达十余年的心理辅导与咨询中心，各系部

或二级学院设有心理辅导站，开展心理委员和心理协会骨干

培训，定期让学生做大学生心理健康问卷和心理普测，以班

级为单位上报心理特殊学生月报表，排查大学生心理危机干

预应对与挑战，举办大学生专题培训——心理画：测评与治

愈、心理教育工作专题培训、全国心理危机培训、“悦心助

学成长营活动”、手语操比赛等“追梦”思想道德政治教育

下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及实践活动，等等。

2.4 升学与就业指导

江苏多个高校开展了多层次、多渠道和宽领域的对外合

作培养国际化人才基地，实行中外优秀教育资源共享、中外

大学之间教师互派、知识互授和联授、交换生互派、学分和

学位互认等，使大学生明确个人发展的空间和定位，学生的

综合能力得到不断提升，逐步实现优质升学。学校为学生

提供职业实践和职业生涯规划方案，提供实习和企业实践机

会，助力英语国际化人才的职场技能及素养培育，使其能够

以夯实过硬的英语国际化专业知识，积极应对未来就业和落

户的各种环境变化，以精神饱满的激昂斗志完成学业及顺利

就业。

3 新型英语国际化人才的法律素养教育 
高校将法律基础教育从其他素质教育中分离出来，使其

成为专门的一门必修课程。通过教师授课的方式增加大学英

语国际化人才基本的法律知识、社会规范和法律必备常识。

高校英语国际化人才法律素养教育有以下主要内容。

3.1 安全知识教育

学校开设安全知识教育平台，“线上线下”对学生反复

灌输校规校纪、人身、财产、治安、环保、卫生、食品、消防、

信息、网恋、出行、交通等方面的安全教育内容，提高英语

国际化人才自我防护能力、生存本领与求生意识等技能。

3.2 知识产权教育

学校给英语国际化学生开设知识产权课程授课和学术座

谈会，系统性解读国内外知识产权法律和政策，把握专利权、

出版权和商标权等法律知识点和基本理论，让其具备依法保

护知识产权的能力、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

3.3 学术研究诚信教育

学校给英语国际化学生重点进行学术研究的道德、诚信

和规范教育，培养其献身于科研的钻研精神、严谨的治学态

度和诚信品质，规范学术论文撰写的治学原则、文献引述真

实有效、杜绝学术抄袭认定等教育。使英语国际化学生有觉

悟地践行尊重他人知识产权，信守并尊重学术研究的规范和

行为准则。

3.4 中外宗教文化教育

英语国际化人才不可避免地接触国内外不同文化背景下

的宗教文化元素和宗教信仰这一敏感话题，学校对学生要进

行合理而有效的教育，使学生能够注意自己在言谈举止上不

要排斥或贬低他国宗教文化信仰，注意各国的宗教和文化禁

忌，注重日常生活中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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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交流话题和交往方式的合理性与原则性。

3.5 其他国家安全意识教育

英语国际化学生在境外求学，不仅要圆满完成学业，更

要注意自身安全问题，要具备高度的自我安全保护意识。要

学习留学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常识，遵守留学国就读学校的考

勤制度和学籍管理制度，不谈自己和他人的隐私，保管好自

身贵重物品，保存好重要财务收据备查，慎重交友，入乡随

俗、不做任何有违涉及国内外法律法规之事，尽快入医疗保

险，结伴外出，严守国外的驾驶与交通规则，等等。

3.6 保密工作教育

高校要强化对英语国际化人才保密知识的教育，通过保

密法律课程了解国内外国家保密法律规范，增强英语国际化

人才的保密意识；通过爱国教育和家国情怀教育，强化英语

国际化人才保护国家机密的认识，加强其对党、国家和人民

利益的保卫意识和责任使命，以及防范情报的观念和意识。

最终达到：英语国际化人才不仅能增强自己对党和国家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而且也能遵守他国的保密要求和基本规范。

4 新型英语国际化人才的多元文化能力教育
高校对英语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不仅仅以“翻译”为培养

目标，更应以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主要培养目标与人才培养理

念，尤其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易经》《道德经》《论

语》《黄帝内经》《尚书》《庄子》《大学》《中庸》《孟

子》《素书》《诗经》《礼记》《左传》《墨子》《荀子》《韩

非子》《列子》《孙子兵法》《尔雅》《战国策》《史记》《汉

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楚辞》《三字经》《千字文》

《弟子规》《百家姓》《名贤集》《红楼梦》《三国演义》《西

游记》《水浒传》等经典著作）、中国现当代优秀文化（如

《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等著作）与国际文化相结合，要将优秀的文化思

想知识和外语基本技能有机结合，要体现出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的根基作用，使学生学会能用外语向世界各国讲好中国本

土民族文化与民族故事，让国外越来越多的受众群体逐渐感

受到中华优秀文化与中国民族故事中内蕴着的深厚的中华

民族的德行与智慧，从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确立中国的文化

身份和感悟中华优秀文化的先进性，在全球多元化文化格局

中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当代优秀文化的强劲生

命力与智慧力。同时，提高英语国际化人才的跨文化交际能

力，使其能适应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合理而有

效地开展文化交流。英语国际化人才应通过在多元文化环境

视觉之教学实践，提升自己对各国之间文化与思想层面的交

流与合作的能力，增强自己对各国之间的价值观、人文历史、

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生活礼仪等文化层面的理解能力，并

能包容与认同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譬如，罗马尼亚的一些

学者提出，教学应从多元文化的意识、知识、技能与态度四

个维度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多元文化能力，学习国与国之间的

文化知识，拓展对不同国家的深层文化认知，能与不同国家

的人在沟通与交流中达成包容与共识 [2]。高校要将跨文化类

的课程通过探索跨国、跨校、跨学科和跨专业的人才合作英

语国际化培养模式，形成丰富多样的学科体系、课程体系、

知识结构与文化知识库存，培养英语国际化人才的跨国、跨

文化全球意识、思维能力和调适能力，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

友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可持续发展。

5 新型英语国际化人才的思想道德政治素养
教育

高校要群策群力地将课程思政元素自然融入对英语国际

化人才的教学实践中，要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顶层设

计，达到提升高校师资队伍与管理队伍的德育育人水平。能

将道德规范、哲学原理与做人道理恰当、适量地融进学科育

人之中，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专业课程的教学之

中，能把爱国为民思想、以人为本理念的思政元素贯穿于课

程的标准、内容、设计和评价系统等教育的中心环节。高校

只有基于前述各方面工作的有效开展，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做

到培养英语国际化人才的思想道德政治素养，使其能自觉践

行和宣扬思想道德政治之文化，也才能培育英语国际化人才

的科学创新精神，也才能使英语国际化人才把历史起源、中

国古典哲学思想、人文思想和地理知识等渗透进日常学习之

中，也才能使英语国际化人才秉承以德育人、人文化人，拥

有人、动物和大自然共生共存的和谐发展的自然观 [3]、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责任感与时代担当精神。高校采取多样化

的“线上线下”教学模式，将思政文化元素融入虚拟的大学、

教室、微课与课堂之中，使思政教育不受时空的限制，将承

载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的内容融入英语国际化人才个

性化自主式学习之中。把英语国际化人才培育成奋发有为、

身心健康、具有光辉人格魅力的优秀人才；对英语国际化人

才教育的重中之重是，把思政意识、法制观念、国家政治认

同、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文化修养、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等渗透于日常授课之中，提升

全面文化育人，使英语国际化人才拥有中华民族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与捍卫祖国文化的高度意识。高校要让英语国际化

人才了解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港、澳、台的经济发展、社会

状况和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等；了解中美关系、中欧关系、

亚洲形势和全球一体化等国际时事政治；要让英语国际化人

才树立世界大一统、为人类谋未来的鸿鹄之志，能一以贯之

地践行中国优秀文化、中国精神和中国梦想，能砥砺心志并



19

养成高尚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高校要在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4] 视阈下，研究英语国际化人才教育所面临的机遇、考验和

挑战，构建高等教育英语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发展规划，树立

英语人才国际化的办学理念、教科研资深大师队伍、人性化

管理模式、顶尖人才资源、优质课程体系等国际大环境格局，

从国际视野和国际思维角度出发，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与

感召力的优秀英语国际化人才。

6 结语 
课程思政视阈下江苏英语国际化人才培养是江苏快速发

展的国际性大都市的迫切需求，是高素养和高品质的英语国

际化人才竞争的迫切需求，是实现新时代国家高等教育发展

战略的迫切需求，是推动社会各行业和部门职能转变的迫切

需求。文章以新型国际化视野为研究视角，阐述与分析了课

程思政视阈下江苏高校培养出的英语国际化人才应该具备：

有跨文化语言沟通能力，有处理国际事务和应对国际管理等

方面的法律素养与能力，有过硬的思想道德政治素养和健康

的心智与体魄，能经得起多元思维与文化的冲击，能时刻捍

卫中华民族的主权、人格尊严和中国国格。同时，文章深入

研究如何培养出放眼世界、心怀天下并具有家国情怀的英语

国际化人才。文章研究的内容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与实践性，

以期对国际化人才培养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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