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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信息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面向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基础英语核心课程，旨在提升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

综合能力。课程巧妙融入思政元素，在语言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与正确价值观。同时，结合丰富文化知识，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让学生既能用英语讲好

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又能汲取世界优秀文化养分，为英语学习和跨文化交流筑牢根

基。

（二）教学目标

1.语言能力：积累词汇语法知识，精准表达。提升阅读技巧，能理解各类文本，培养

写作能力，按要求成文。

2.思维品质：通过对各类文本的分析解读以及写作训练，锻炼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

和创造性思维，能够理性思考、辩证分析问题。

3.学习策略：掌握科学方法，自主且合作学习。

4.文化素养：了解多元文化，尊重文化差异，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5.思政教育：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培养正确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用

英语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二、思政素材

（一）适用范围

本素材适用于《大学外语 I》第三单元（Heroes of Our Time）文本 B (“Heroes among

us”)中对“英雄”事迹、品质、评价标准和意义的学习与探讨。

选用教材：《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 1）》，郑树棠，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3.

（二）素材内容

新华网推出的两部微视频《英雄从未远去》以及《竖屏微视频丨英雄从未远去》以其

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展现了英雄们的伟大事迹和崇高精神，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

宝贵资源，作为思政素材，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 《竖屏微视频丨英雄从未远去》：铭记抗战英雄，激发自强之志

该视频在第十一个国家公祭日之际推出，聚焦于抗战英雄，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教

育价值。微视频带我们回溯那段惨痛而又激昂的抗战历史。在抗日战争时期，无数中华儿

女为了保卫祖国、抵御外敌入侵，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正面战场上，战士们面对敌人的

飞机大炮，毫不畏惧，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敌后战场，地下工作者们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传递情报，为抗战胜利立下赫赫战功；普通百姓也积极参与到抗战中，

为战士们送粮送衣、照顾伤员，以各种方式支持着抗战事业。

该视频强调“英雄未远去”，因为抗战英雄们所展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屈不挠的

斗争精神、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这些精神是我们民

族在困境中奋起的力量源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勇往直前。

“吾辈当自强”是该视频传递出的重要信息。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享受着先

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我们应当以抗战英雄为榜样，学习他们的精神，努力

提升自己，为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当今时代，虽然我们面临的挑

战与抗战时期不同，但同样需要我们具备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去

应对各种困难和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同时，这部微视频引导我们深入思考英雄的特质。抗战英雄们具有坚定的信仰，他们

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所以能够在极端恶劣的环境

中坚持战斗。他们无私奉献，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愿意牺牲自己的

一切。他们的顽强意志和坚韧不拔的品质，让他们在困境中不屈不挠，最终赢得了抗战的

胜利。

2. 微视频《英雄从未远去》：致敬多元英雄，传承精神力量

视频中提到了守护无名红军烈士墓的赵福乾及其父亲、祖父三代、黄文秀等脱贫攻坚

英雄、维和女警察和志虹等不同领域的英雄人物。赵福乾及其父亲、祖父三代默默坚守无

名红军烈士墓，以坚定信念守护历史与英魂。他们虽不被大众熟知，却用无声的奉献，诠

释着对英雄的敬重和对历史的铭记，成为我们敬仰英雄、尊重历史的精神基石。脱贫攻坚

中牺牲的同志，为实现全面小康扎根基层。他们深入群众，克服万难，甚至付出生命。这

些新时代英雄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牺牲换来贫困地区发展和群众幸福，激励我们

在共富路上拼搏，彰显个人奉献在时代使命前的崇高价值。维和女警察和志虹投身国际维

和，于险境中无畏前行，展现中国维和警察的使命担当，也彰显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努

力。她的奉献牺牲，体现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情怀，让我们看到国际舞台上为和平正义而

战的英雄身影。

视频通过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传递出英雄精神的多元内涵，让我们认识到英雄存在

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的精神跨越时空，始终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3. 两部微视频作为思政素材的意义与价值

1）提供了直观、鲜活的教育资源。通过观看这些微视频，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英

雄的精神内涵，激发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2）有助于传承和弘扬英雄精神。英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

我们需要不断传承和弘扬这种精神，让英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

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3）引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英雄们的事迹让我们明白，人生的价值在于为国家、为人

民、为社会做出贡献。通过学习英雄们的事迹，学生可以更加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



追求，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做出正确的选择，以实际行动践行英雄精神。

资料来源：

[1]新华网.微视频 1：英雄从未远去(EB/OL).

[2]新华网.微视频 2：英雄从未远去(EB/OL).

三、教学设计及反思

（一）教学设计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1. 树立正确、全面的英雄观，尊重和敬仰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理解英雄精神的多

样性和普遍性。不仅认识到红色英雄的伟大贡献，也能发现现代社会中平凡英雄的闪

光点。

2.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深刻领会红色文化中英雄精神的深厚内涵和时代价

值，自觉传承和弘扬红色精神。在学习和实践中，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努力

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英雄精神。

教学过程及基于“三环联动教学模式”的“课程思政”活动设计

1.学习理解环节及各项活动 (课前线上+课中线下)

（1）知识环开启+感知与注意活动(课前+线上)

a.借助在线学习平台提前发布文章内容以及从新华网获取的《英雄从未远去》微视频

系列学习资源，让学生在课前进行自主预习。

b.要求学生在预习过程中，观察视频中的关键场景和英雄的行为品质，并标注出文中

描述英雄行为和品质的关键语句，以及不认识的单词和短语，引导学生形成对英雄行

为和品质的初步感知。

（2）知识环与思政环交织+获取与梳理活动（课前+线上）

a.学生自主阅读文章，利用思维导图制作软件，制作关于文章中不同英雄（多

里·斯托达德、瑞安·拉塞尔中士、纳尔逊·曼德拉等）的事迹、身份和所展现品

质的思维导图。同时，将《英雄从未远去》短视频中相关信息补充到思维导图中。

b.教师通过在线教学管理系统查看学生的思维导图作品，给予及时的反馈和指导,并

组织学生进行线上互评，让学生根据 OBE 理念中设定的成果标准（如内容完整性、

逻辑清晰性、对比分析的准确性等）对同伴的作品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

c.学生根据教师和同伴的反馈，完善自己的思维导图。然后使用表格制作工具，梳

理这些英雄的不同品质特点，整理成表格。

（3）知识环与思政环融合升华+概括与整合活动（课中+线下）

a.课堂上，学生借助思维导图概括文章每一部分主要内容，重点关注文章中对英雄

定义的不同观点。

b.学生分组，整合文章和课前视频中涉及的英雄品质，概括新时代英雄的多元内涵，

形成对新时代背景下英雄的全面理解。



c.每个小组推选代表，在全班进行汇报展示。其他小组提问和发表意见，形成互动

交流的氛围。教师根据 OBE 理念中对学生成果的要求，对小组的汇报进行评价和总

结。

2. 应用实践环节及各项活动（课中+线下）

（1）实践环与知识、思政环关联+描述与阐释活动

a.学生选择文章中的一位英雄和一位自己熟知的红色英雄，用文章中学到的词汇和表

达方式，写一段对比描述其事迹的文字，分析他们行为的异同点，并阐释两者所体现

的共同英雄精神。

b.小组内分享，互相交流对不同英雄精神融合的理解。

（2）实践环促进知识、思政环内化+分析与判断活动

a.利用在线学习平台的讨论功能，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主题为 “红色英雄的精

神是否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平凡英雄？” 让学生分析红色英雄精神与文章中现代

平民英雄的呼应之处，及其在现代英雄品质塑造中的重要作用。

b.讨论结束后，组织学生进行反思和总结，分析自己对红色英雄精神和现代平凡英雄

关系的新认识。

（3）实践环推动知识、思政环内化+内化与应用活动

a.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身边的 “平民英雄”，记录他们的事迹，用文章中学到

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描述这些身边的英雄，并在课堂上分享。

b.学生根据文章中对英雄的理解以及红色英雄的伟大精神，反思自己如何在生活中传

承和践行英雄精神，阐述自己的具体行动和目标，鼓励学生将英雄精神内化为自身的

价值观。

3、迁移创新环节+各项活动 （课后+线上）

（1）三环协同创新+推理与论证活动 （选做）

a.教师通过在线教学平台发布一个假设情境：假设在一个未来的社会中，科技高度发

达，人们面临的危险和挑战与现在不同。让学生推理在这样的社会中，英雄的定义可

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并进行论证，写一篇短文阐述自己的观点,学生可以使用在线

文献检索工具查找相关资料，为自己的观点提供支持。

b.完成后，组织学生线上讨论，让学生分享自己的论证思路和观点，讨论不同观点之

间的异同和合理性。教师引导学生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论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

创新能力。

（2）三环深度融合反思+批判与评价活动 （必做）

a.聚焦文本中提到的有关英雄评判标准的疑问，组织学生进行线上小组辩论，主题为

“英雄是由他们的行为结果还是行为过程决定的”。

b.让学生根据文章中的观点和自己的理解进行辩论，分析不同观点的合理性，引导学

生形成正确的英雄评价标准。

（3）三环联动激发创新+想象与创造活动 （选做）



a.学生以 “红色精神与未来英雄” 为主题，创作一幅绘画作品，将红色英雄的形象、

精神符号与未来科技、社会元素相结合，表达对未来英雄的想象和期望。

b.完成后，学生用英语介绍自己的作品，阐述创作思路和所蕴含的意义。完成后，学

生在学习平台上分享自己的作品，教师和其他学生进行评价和欣赏，激发学生的创造

力和对红色文化的热爱。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创新点

（1）教学模式创新：“三环联动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教学中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政

教育相对分离的模式，构建了专业知识、思政元素和实践应用三个环节相互关联、层

层递进的有机整体结构。通过这种独特的模式设计，使思政教育不再是孤立的部分，

而是自然地融入专业教学的全过程，形成一个紧密联动的教学体系，实现了从单一知

识传授向知识、价值和实践能力综合培养的转变。此外，该模式具有广泛的专业适应

性和灵活性，不同专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求，在专业知识的重点、思政元素的

选取和实践应用的方式上进行调整和优化。无论是理工科、文科还是艺术、医学等专

业，都能找到适合本专业的教学实施方式，实现了教学模式在不同专业领域的有效迁

移和应用，打破了传统教学模式对专业的局限性，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普遍适用性。

（2）理念融合创新：有效融合了 OBE（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和现代信息技术。以

OBE 理念为导向，明确每个教学环节的成果目标，确保教学活动围绕学生应达到的学

习成果展开，使教学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衡量性。同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

供的丰富资源和多样化工具，如在线学习平台、文献检索工具、软件应用等，为三个

环节的教学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提升了教学的效率和效果，实现了教育理念与技术

应用的深度融合创新。

（3）评价体系创新：建立了综合考虑专业知识、思政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多元化评价

体系。不再仅仅关注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还注重学生在思政方面的理解和应

用能力，以及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和创新能力。通过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相结

合的方式，利用在线评价系统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并及时反馈，为学生的学习提

供了更有针对性的指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创新了教学评价的理念和方式。

（二）教学评价及反思

“课程思政”教学的成功之处

（1）强化了课程思政教育：将红色文化元素自然融入英语教学，使学生在学习语言

的同时，接受红色精神的熏陶，树立正确的英雄观和价值观。通过对红色英雄事迹的

学习和讨论，学生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培养了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例

如，在分析红色英雄与现代英雄的共通之处时，学生深刻认识到英雄精神的传承和延

续，激发了他们向英雄学习的决心。

（2）培养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基于 OBE 理念的教学活动设计，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

探究、合作交流、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学生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工具进行学习和



创作的过程中，提高了信息素养和实践能力。例如，在在线辩论和批判评价活动中，

学生学会了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培养了批判性思维能力；在创作

活动中，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提升了创新能力。

“课程思政”教学中值得研究的问题

（1）思政元素融入的平衡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有时可能会出现思政元素融入过多

或过少的情况，影响语言教学和思政教育的平衡。如果思政元素融入过多，可能会占

用过多的教学时间，影响英语知识和技能的教学；如果融入过少，则可能无法充分发

挥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

（2）教学评价的全面性问题：尽管建立了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但在实际操作中，可

能仍然存在评价不够全面的问题。例如，在评价学生的价值观和思维能力时，可能缺

乏具体、可量化的指标，导致评价结果不够客观准确。

改进措施

（1）优化思政元素融入策略：深入研究英语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的结合点，合理安

排思政元素的融入时机和方式，确保语言教学和思政教育的平衡。例如，在讲解词汇

和语法时，可以结合英雄事迹进行举例说明；在进行阅读和写作教学时，引导学生分

析英雄精神的内涵和价值，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思想认识水平。

（2）进一步完善教学评价体系：细化教学评价指标，特别是在价值观和思维能力等

方面，制定具体、可操作的评价标准。采用多种评价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作品

分析法等，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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