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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play a key role in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curriculum-based val-
ues education, and teachers’ teaching competence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of its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From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an 
empirical study is conducted on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teaching competence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urriculum-based values education. This study estab-
lishes a framework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teaching competence in cur-
riculum-based values education,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cultivation literacy, disciplinary literacy and teaching competence. And each 
dimension has been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14 specific aspects. The study then 
analyzes influencing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teaching 
competence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model,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ways to develop the teaching competence.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br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research on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eaching competence and the con-
struction of curriculum-based value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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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2014 年，上海率先提出“课程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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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2020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要求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

养体系，发挥每门课程的育人功能[1]。根据相关思政教育政策精神，各门课

程的“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这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

举措，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国之大计，关系到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国

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崛起等重大问题。大学英语是高校通识

教育公共必修课中的核心课程，受众面广、教学延续时间长。课程兼具工具

性和人文性，担负着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国际交流能力和跨文化交

际能力，服务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重任。因此，大学英

语课程是高校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阵地，其必要性、重要性和优势显得

尤为突出。 
教师是教育根本任务的具体实施者，在课程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在全面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教师队伍是主力军，教师是关键[1]。《大学英语

教学指南》(2020 版)指出，大学英语可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释能

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教学内容，在课程建设、教材编写、教

学实施等各环节充分挖掘思想和情感资源，丰富其人文内涵[2]。由此可见，

“课程思政”对大学英语教师提出了新要求。然而，大学英语教师普遍课时

量较大，授课学生数量多，教学任务艰巨。此外，大学英语教师自身多数并

未简历系统的思政知识体系，且习惯了以教授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为重点提

升语言综合能力的教学模式，“课程思政”对于大部分教师来说是个新的挑

战。因此，要确保课程思政建设落地落实、见功见效，发挥大学英语教师在

课程思政中的关键作用，必须要推动教师积极适应新要求、迎接新挑战，提

升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2. 文献综述 

2.1. 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研究 

教学能力是指在各种教学情境下，教师实现有效教学所具备的人格特征、

知识、技能和态度等的综合[3]。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就是指在某课程的各种

教学情境下，教师有意识地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将其以恰当的方式

融入到教学中，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教学目标

所具备的人格特征、知识、技能和态度等的综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既体现

一般教学能力的内涵，也遵循课程思政的特定要求。 
随着课程思政建设的持续推进，课程思政研究也从不同的视角、在各个

方面不断开展。但是，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特别是针对

大学英语或外语教师群体开展的教学能力研究不足。现有研究以思辨型、经

验归纳型研究为主，有少量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现有研究主要聚焦教

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构成、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现状和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实现途径三个方面展开。初良龙、王学文探讨了在教学设计和执行环节大学

外语教师应具备的四大能力：基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设计能力、基于现

实融入的语境建构能力、基于合作交互的教学建构能力、基于闭环逻辑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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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管理能力[4]。李小霞提出了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四大素养，即思想政治素

养、专业素养、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及信息素养[5]。张彧凤、孟晓萍认为，大

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包括课程育人价值的认知能力、课程思政元素

的分析挖掘能力及课程思政实践的教学能力三个方面的能力[6]。从理论层面

上看，大学英语教师在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时应具备以上一系列的能力。为了

了解客观现实状况，有研究者在一定范围内对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开展了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外语教师在总体上表现出较强的教学能力，主要体现

在主观认识到位，注重专业知识、外语学科理论与思政知识的学习，具备较

强的教学实践技能三个方面[7]。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不足，如：课程育人

理念不足，思政教学内容遗漏，思政教学方法生硬，教学设计和教学效果评

价能力相对欠缺等[6] [7]。针对存在的不足，相关研究主要从教师个人、院校

管理两个层面提出了提升教学能力的途径[5] [6] [7] [8] [9]。基于以上相关方

面的研究、国内外外语或英语教师教学能力框架和《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高玉垒、张智义构建了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金字塔模型[10]。
此后，胡萍萍、刘雯静基于该模型对国内 182 所院校的 502 名大学英语教师

开展问卷调查，最终将该模型修订为内外环模型[11] (图 1)。该模型结合实践

调查，在理论层面上较为完整、系统地阐述了能力构成要素，为衡量和提升

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供较大的参考价值。综上所述，在课程思政教

学能力方面开展更为具体、深入、细致的研究，持续开展有数据支撑的实证 
 

 
图 1. 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内外环模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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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进一步丰富与充实思辨型、经验归纳型研究的成果，是下个阶段研究

的重点与方向。 

2.2. 生态学视域下的外语教师发展研究 

在“社会文化转向”理论的影响下，外语教师教育研究转向以“全人”视

角关注教师发展研究，而随着随之而来的研究范式革新，使强调个体与环境交

互作用的生态学理论日益受到关注[12]。其中，由美国心理学家Bronfenbrenner
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对外语教师发展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该理论模型由四

个嵌套在一起的同心圆和一条时间轴组成。四个圆的中心是发展的个体，而

四个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环境。根据与个体的密切程度，由内往外的

四个圆依次代表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时间轴代表历

时系统[13]。由于生态系统理论视域下的教师发展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各学

科领域的研究成果都较少。刘宏刚研究发现，外语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

主要集中在教师专业发展环境[14] [15]、教研实践[12] [16]及教师心理[17] [18] 
[19]三个方面[20]。依托 Bronfenbrenner 的生态系统理论，后续研究可以深入

外语教师身处的生态系统，在考察教师与各子系统、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互

动关系中研究教师发展过程，探索教师个体发展的影响因素。 

3. 研究方法 

在开展研究之前，首先要明确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本研究针对大学英

语教师开展实证研究，引导教师在生态学理论的指导下对访谈的问题进行思

考。首先，根据访谈数据分析归纳得出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需具备的教学能力。

其次，根据访谈数据考察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发展过程，并在

生态系统理论视域下总结得出促进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发展的影

响因素。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两个问题：1) 大学英语教师在开展课程思政教

学中需具备哪些能力？2) 促进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发展有哪些

影响因素？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利用目的抽样选取访谈对象。本研究选取了

五名大学英语教师参与访谈，该五位教师已成长为实施课程思政的“示范型”

教师，其成长经历具典型性。这五位老师在课程思政相关教学竞赛中获得过

国家级或省级奖项，或获得过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或教学研究项目立项，

对“课程思政”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在平日“课程思政”教研、学习活动中

表现积极。参与访谈的大学英语教师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访谈采取半结构

方式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可以使受访者既定问题的框架基础上，自由陈述自

己的观点和看法，以便研究者能在关键信息点上进行深挖，在更深层次上解

读问题[21]。访谈提纲如下： 
1) 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的大环境下，你对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认识，课

程思政与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你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的动

机。 
2) 你第一次接触到“课程思政”的时间。请讲述你提升课程思政能力的

过程，特别指出过程中的关键人或事。在实施课程思政过程中遇到过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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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参与访谈教师的基本信息 

教师 性别 教龄 教育程度 职称 获得成绩 

T1 女 5 博士在读 讲师 国家级比赛特等奖 

T2 女 11 硕士 讲师 省级比赛一等奖 

T3 女 10 硕士 讲师 省级比赛一等奖 

T4 女 11 博士在读 讲师 省级示范课程立项 

T5 男 17 硕士 副教授 省级教学研究项目立项 

 
3) 综合考虑我们所处的环境，要较好地在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你认为

大学英语教师需要具备的能力。 
经受访教师同意，访谈过程进行全程录音。访谈结束后，通过录音转写

为文字的形式进行数据整理。在对数据进行整理之后，采用主题分析法对数

据进行归纳分析。根据主题分析的步骤，研究者先熟悉所获取的数据，之后

根据资料的特点和内容进行编码，将一级编码整理成主题，这些主题包括了

访谈中相关数据里的重要信息，二级编码是对主题之下的内容进行二次分类，

形成子主题；在对数据进行编码之后，进行主题回顾，检查编码整理好的数

据是否与主题相印证，定义和命名主题是确定每个主题所传达的内容；最终，

研究者在数据中寻找有效事例来支撑主题[22]。 

4. 研究结果 

4.1. 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本研究采用主题分析法，将采访中获取的相关数据归纳为 3 个主题和 14
个次主题，如表 2 所示。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主要包括 3 个维度

的素养，即育人素养、学科素养和教学素养。 
 

表 2. 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主题分析框架 

主题 子主题 

育人素养 思政意识、了解学生 

学科素养 英语语言学科知识、教育学学科知识、相应的思政学科知识、其他

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 

教学素养 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教学资源建设的能力，利用教学

平台开展教学的能力，开展教学反思能力，开展课程思政理论与实

践研究的能力，教学团队合作能力 

4.1.1. 育人素养 
大学英语教师的育人素养主要体现在思政意识和了解学生两个方面。受

访教师对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拥有清晰的意识和正确的动

机。同时，受访教师对学情分析较为到位，对学生的思想境界有较好的把握，

这为有效开展课程思政奠定了良好基础。 

教师 T1：英语本身是一门外来语言，在引进来的过程中不仅带来了语言知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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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语言国家的文化，而这些文化于中国本土的文化之间形成了碰撞与交融。大学

生不仅仅要学会用正确的英语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要去思考如何让不同的文化进

行交流融合，让外来语言和文化能为我所用，如何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在这过程中，

正确价值观引导必不可少且至关重要。因此，我们要教学过程中开展“课程思政”。 

教师 T2：从大学生的思想认识现状来看，亟需思政教育的合理引导。部分同学政

治思想认识不够成熟，平时不太关注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推出以及与个人的紧密关

系；部分大学生崇尚优越的物质生活，个别甚至存在拜金主义思想和行为，自我意识

强烈，集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则相对较弱。 

教师 T3：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交流愈来愈频繁，因为改革开放、信息

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政治意识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所以教师应当引导当代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意识，这个任务相当艰巨。 

教师 T4：“00 后”、“Z 世代”的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对

外界事物有“独特”的认知……在大一的某节课上，我让学生就“假设今天是母亲节，

你会如何向母亲表示感谢”分享观点。我找了位男生回答，他说他会问他妈妈要 3000

元生活费。我对他的回答感到十分震惊，同时深深感受到思政教育的重要性，思政教

育要贯彻在教学的整个过程中，这样才能逐步纠正学生已形成的错误的或有偏差的认

知。 

4.1.2. 学科素养 
大学英语教师的学科素养主要指教师需具备英语语言学科知识、教育学

学科知识、相应的思政学科知识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其中，英语语

言学科知识包括英语语言本身的系统知识、语言技能提升知识、英语国家文

化知识等。教育学学科知识包括教育相关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相应的思政学科知识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等基础性知识，以及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动态性知识。此外，其他相

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宪法法治知识等与大学英语课程

教学主题相关的其他学科知识。受访教师接受过专业的英语语言学习和较为

系统的教育学知识学习，因此具备较扎实的英语语言学科知识和教育学学科

知识，但表示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过程中仍需进一步提升知识的应用能

力，以便能通过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教育途径，在准确理解文本内容的基础

上用优美的语言灵活开展“课程思政”。此外，受访教师普遍认为自己在思

政学科和其他学科知识的掌握上有所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课程思政”

的开展。 

教师 T3：课上我们需要使用英语进行授课，当提及到国家政策、文件、新兴科技、

中国传统文化等相关的一些中国特色词汇表达，我可能就会说不上来，或者并不确定

自己的说法是否正确。这就需要我们平时关注这些方面的知识，有意识地去定期积累

词汇表达。 

教师 T1：现在我们的教材内容大都仍是选用国外的一些原版材料，只有在理解了

语言文字所传达意思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为了达到思维训练等思政教

学目的，我们必须具备相当扎实的语言知识，包括语法、句法、语篇和语用知识等，

先来解决文本理解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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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T4：“课程思政”要找对时机。把一篇思政话题的文章交给学生做阅读理解，

并不能达成思政教学目的。这种生硬的、强制性的教育手段不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可能引起学生的反感情绪。 

教师 T2：我好像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自己上学的时候也就修过几

门公共必修课程，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法律基础》等。感觉得跟着思政课老师补补这方面的知识，平时也要多

关注时事政治，多阅读 China Daily、CGTN 等官方媒体发布的新闻。 

教师 T5：我觉得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总会涉及跨学科的一些知识，而且必须在了解

这些知识之后才能对教材内容有更到位的理解，才能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比如在上

“Green Architecture (绿色建筑)”这一课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搞清绿色建筑、生态建

筑相关的一些概念之后才能顺利解读文本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融入“可持续发展”等思

政元素。在备课中遇到这些专业的东西，总是花去我不少时间和精力。 

4.1.3. 教学素养 
大学英语教师的教学素养指的是融合课程思政元素开展英语教学的教学

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教学资源建设的能力，利用教学平台开展教学

的能力，开展教学反思能力，开展课程思政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能力以及教学

团队合作能力。受访教师认为，这些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学开展课程思政教学

的必备能力，但现阶段在教学设计、评价、资源建设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挑战

性。 

教师 T1：“课程思政”在教学中难度最大的还是要“润物无声”以及如何去检验

课程思政的结果。根据不同的单元主题提炼课程思政的元素和内容，结合平台开展混

合式教学设计，不留痕迹地开展思政教育，这个过程要经过反复的锤炼，需要长期的

实践和积累。“课程思政”是个抽象概念，在不同的主题下它所涉及到的内容和元素

都不同，如何进行检测评价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其次，“课程思政”要在实践中体现

其价值，但是外语类课程的实践类成果相对较少，所以也对评价构成了一定的难度。 

教师 T3：思政元素的挖掘还是挺费神的，需要有团队一起开发、整合资源。现在

的教研室团队、出版社组织的教材研究团队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合作的途径。 

教师 T5：教学研究项目的立项推动着我开展“课程思政”研究，关注相关研究的

动态，对平时的教学实践行为进行反思。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4.2. 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发展 

随着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的推进，教师们的“课程思政”意识逐步提高，

以讲座、培训、示范课等形式出现的学习交流日渐频繁，相关竞赛和研究也

备受关注。在内外合力的推动下，受访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得到较为明显

的发展，也从最初的“学习型”教师成长为“示范型”教师。 

教师 T1：我第一次听说“课程思政”是在 2020 年初，那时候报名参加了一个学

校主办的青年教师技能大赛，当时对“课程思政”基本没什么概念。但是这次比赛算

是一个契机。在这之后，我有逐步去关注和学习课程思政相关的内容，通过学习典型

案例之后有了一个大致的认知和框架。2021 年，我开始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中结合线

上平台实施“课程思政”。这一年我和我的团队老师们参加了外研社的“教学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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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在现场授课阶段，我在学生小组讨论环节设计了一个问题：What are the reasons 

for China successfully launching Bei Dou system (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有哪些原因)?

学生随后给出了一个答案，也是我当时期待他们给出的答案：It is due to the effort of 

researchers, creativity of developers, and the power of our nation (这是由于科研人员的

努力、开发人员的创造力和我们祖国的强大力量)。但是，专家点评提出，这个问题与

前面的内容没有连贯性，看似是“课程思政”，但却非常地生硬。这个点评给我留下

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自从那次之后，我就开始反思应该如何真正地把课程思政落到实

处，自然地融入到课程教学中去。虽然现阶段我做的也不是特别的自然，特别的无痕，

但是至少现阶段我不会把课程思政看成是通过一个活动就能达成这么简单了，我会把

思政内容分散在每一堂课每一个教学过程中，让课程思政丰富起来。 

教师 T2：我大概是在几年前学校组织的一次讲座上第一次接触到“课程思政”这

个概念，当时就觉得在课程教学中开展思政教育非常有必要，而且很重要。后续我就

特别关注线上线下关于“课程思政”的讲座和沙龙，尤其受益于杨鲁新教授关于“课

程思政”的系列讲座，平时也会通过参加教研室的集体教研活动，与同事们探讨思政

元素的挖掘、思政内容的融入途径等。2021 年和 2022 年，我连续参加了两次“高校

外语课程思政优秀案例征集与交流活动”，都获得了省级一等奖。接下去我打算参加

跨校跨区的虚拟教研室活动，与思政专业老师、外语专业老师等更广范围内的教师开

展研讨，多学习多思考，以进一步推进“课程思政”更好地融入到我的课程教学中。 

教师 T4：最初听说“课程思政”这一概念的时候认为，在我们以往的教学中其实

也有思政教育的成分，例如教师的言传身教、贯穿教学始终的正确价值观引导等，再

提出“课程思政”似乎有点多余。后来在 2020 年一次教研会议上学习了《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我意识到“课程思政”的必要性，新时代对思政教育提出

了新的要求，思政教育需更系统化，需有意识地进行设计。学校对此也非常地重视，

每年都有“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的申报，并把示范课程立项建设与教师业绩考核联系

起来。我在教授的课程也成功申请成为校级示范课程，后续又申请成为省级示范课程。

我还进行了几次示范课呈现，虽然有比较大的压力，但在过程中也收获了很多。 

5. 讨论 

本研究对五位在课程思政教学方面取得一定成绩的教师进行半结构式访

谈，主要考察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需具备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及课程思政教

学能力发展情况。 

5.1. 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英语教师需具备包括育人素养、学科素养和教学素

养 3 个维度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其中，育人素养包括思政意识和了解学生

两个方面；学科素养包括英语语言学科知识、教育学学科知识、相应的思政

学科知识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教学素养包括教学设计、教学实施、

教学评价、教学资源建设的能力，利用教学平台开展教学的能力，开展教学

反思能力，开展课程思政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能力，以及教学团队合作能力。

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得出，育人素养是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前提，学科素养是

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基础，教学素养是达成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关键。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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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的素养相辅相成，构成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三角模型，如图

2 所示。《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指出，保证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关键

是提升教师的五个素养，即育人素养、学科素养、教学素养、科研素养和信

息素养[2]。参考该指南构建形成的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金字塔模

型[10]，以及胡萍萍、刘雯静[11]后续修订的内外环模型，都沿用了五维能力

框架。本研究结果中的教学素养涵盖了以上五维能力框架中的部分科研素养

和全球素养，如“教学反思与改进能力”、“课程思政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

能力”、“团队合作与协作能力”、“数字素养”和“课程思政资源信息素

养”。本研究中的“教学反思与改进能力”、“理论与实践研究能力”与教

学有更紧密、更直接的联系，教学中的“学术科研”能提升教学生产力[23]，
因此将此教学中的“科研素养”归入“教学素养”。此外，在信息化时代，

外语教师的信息素养应充分体现在教师的教学、科研过程中[24]，因此，数字

素养、信息素养以及在信息时代逐渐凸显的团队合作能力可被认为是教师教

学中的必备素养。在张文霞等开展的大学外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现状调

查研究中，将教学能力界定为主观认识、专业知识和客观行为三个方面[7]。
本研究结果显示的素养分类与张文霞等研究中的能力界定更为接近。 

 

 
图 2. 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三角模型 

 
研究结果同时显示，大学英语教师在思政学科、其他学科知识方面需“及

时补课”、“随时补课”，在教学设计、教学评价与教学资源建设能力方面

有较大提升空间。特别是如何在教学评价中融入对思政教育效果的评价，是

教师们最感困惑的问题，这与石坚等[25]、潘海英等[26]、张文霞等[7]研究中

的结果一致。因此，促进教师积极开展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提升教学设计、

教学评价与教学资源建设方面的能力是下一阶段提升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

教学能力的突破口。 

5.2. 促进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与讨论，根据 Bronfenbrenner 的生态系统理论，本研

究构建形成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发展的生态系统理论模型，如图

3 所示。大学英语教师处于系统的中心位置，在与各子系统的交互中课程思

政教学能力得以发展。其中的双箭头表示各子系统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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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发展的生态系统理论模型 

 
微观系统是指个体所处的当下环境以及环境中与个体直接产生交互作用

的人或物之间的关系[13]。在本研究中，微观系统即与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发展

产生最直接影响的环境，教师所接受的教育、拥有的教学经验是重要的系统

因子。即在微观系统层面，教师教育经历和教学经验是促进教师教学能力发

展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在本研究中，受访教师并未直接提及所受教育和教

学经验两个因素，但在研究初始研究者采用目的抽样方式选取了访谈对象，

要求受访教师均需具备硕士以上学历，有 5 年以上教学经历，且在“课程思

政”方面取得过一定成绩。拥有高学历教育经历和较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势

必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较高的育人素养、科学素养和教学素养。 
中间系统包括个体所在各微观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本研究中教师参加

的培训项目、同行交流、示范课呈现、教师竞赛及研究项目都与微观系统相

互关联、相互作用，形成教学能力发展的中间系统。英国应用语言学家理查

兹(J. C. Richards)、爱尔兰教育家法雷尔(T. J. Farrell)提出的 11 种语言教师发

展策略和英国教育家罗布森(Jocelyn Robson)总结的 9 种常见高校在职教师职

业发展策略中提及了工作坊、课程学习和学术会议、同伴观察、关键性事件、

案例分析、同伴指导、教师作为研究者等策略[27] [28]。而本研究受访教师中

提及的一些关键因素与上述教师发展策略相一致，这些因素正是在职大学英

语教师发展的关键策略。好几位受访教师都因参加相关学术讲座或课程而开

始了解“课程思政”，促进了相关能力的发展。受访教师后续参加课程思政

教学比赛或获得过教学研究项目、示范课程立项，这都成为了教师教学能力

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事件，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参加教学比赛要有完整的、

创新性的教学设计，其中要进行到位的学情分析、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目标

设置、思政元素的挖掘、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施步骤的设计、有效的教学

评价。完成教学设计后，参赛教师团队教师开展课例研究，进一步对教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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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案进行“打磨”[29]，开展反思与改进。整个参赛过程会对参赛教师产生

较大的压力，但能极大地促进教学能力的发展。 
外层系统指两个或多个情境之间的联系和进程，其中至少有一个情境不

包含个体，但却对其所处环境中的进程产生间接影响[30]。在本研究中，学校

政策和课程建设要求情境不包含大学英语教师个体，但却对个体能力发展具

有影响作用。为了推动课程思政建设，学校制定了相关政策，将课程思政教

学竞赛获奖、示范课程和研究项目立项等，与教学工作业绩考核挂钩，对职

称晋升也造成一定影响。此外，近年来国家致力于建设一批一流本科课程，

对课程建设明确要求。在打造“金课”的过程中，回归课程“育人”本质，

推动课程思政理念达成广泛共识，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大格

局[31]。现阶段的课程教学大纲、授课计划中均已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对课程

教学提出了明确要求。 
宏观系统是以上三个系统的大环境，体现特定社会文化的态度和观念。

本研究中的社会普遍认知、国家政策和国家发展被认定为宏观系统中的重要

因子，共同推动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提升。社会的普遍认知认

为，教师的本职是教书育人，是“育人”的直接实施者，因此，教师必须具

备“育人”的教学能力。在 2014 年上海率先提出“课程思政”概念之后，国

家颁布各类政策文件以明确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对教师提出提升课程思

政建设意识和能力的要求。同时，国家的发展需要建设好高水平的人才培养

体系，则必须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于人才培养体系中，必须在课程教学

中抓好课程思政建设，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核心点，全面提升广大教

师的课程思政建设意识和能力[1]。 
时间维度上的历时系统显示个体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产生的变化。

本研究中的历时系统反映了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发展过程，受

访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从“学习型”教师成长为“示范型”教师。 
综上所述，促进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教

师所受教育、教学经验、教师培训项目、同行交流、示范课呈现、教师竞赛、

研究项目、学校政策、课程建设要求、社会普遍认知、国家政策、国家发展。

各系统因子在不同系统层面产生互动，在共同对教师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教

师的教学能力得以逐步发展。同时，教师个体本身对生态系统也在产生影响，

推动着各系统的变化发展，同时维持正常、健康的发展生态。 

5.3. 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发展途径 

综合分析上述促进教学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

学能力的发展主要可归纳成两个层面的途径：教师个人层面和教育管理层面。 
在教师个人层面，与时俱进，持续学习，突破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不足

之处。首先，深入学习解读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了解国家发展趋势和人才培

养要求。其次，形成终身学习意识，在教学过程中提升英语语言能力、积累

多学科知识，平日里查漏补缺，持续拓宽知识面。最后，通过参加教师培训

项目、讲座、集体教研、教学竞赛、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研究等活动，学习

典型案例，形成教研共同体，开展教学研究，以解决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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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建设方面的难点。 
在教育管理层面，明确要求，搭建促进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发展的平

台。明确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和内容重点，制定激励政策，提供制度保障。

推行教研室、虚拟教研室等教研共同体建设，在更广范围内开展经验交流、

优质资源建设与共享。充分发挥教师网络培训中心、教师发展中的作用，组

织开展教师培训、示范交流、教学竞赛、教研论文评选等活动，提供教师学

习机会。 

6. 结语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生态学理论视角对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

教学能力开展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大学英语教师在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过

程中需具备包括育人素养、学科素养和教学素养 3 个维度 14 个方面的教学能

力，而现阶段大学英语教师大学英语教师在思政学科知识、其他学科知识、

教学设计、教学评价与教学资源建设能力方面尚为欠缺。同时，大学英语教

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在与生态系统各因子的不断交互中得到逐步发展。此

外，本文在构建生态系统模型的同时得出促进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

力发展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发

展途径。本研究以期促进大学英语教师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促使课程思

政建设落地落实，提高课程和人才培养质量；同时，为今后教师课程思政教

学能力研究提供一定参考，为教师教育发展、课程思政建设研究提供有益启

示。后续研究可以扩大研究样本量，在更广范围内开展实证研究，以便进一

步提高研究结果的精确性和推广度；亦可在生态学视角下开展更多的教师发

展研究，以“全人”视角关注教师发展。 

基金项目 

第一批浙江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目“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大

学英语课程思政内涵和实施路径探究”；2021 年度校级“课程思政”(“三进”

专项)示范课程《综合英语》；2022 年浙江省一流本科课程《大学英语听力》。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References 
[1]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2020-06-05. 

[2]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 [Z]. 北
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3] Tigelaar, D.E.H., Dolmans, D.H.J.M., Wolfhagen, I.H.A.P. and van der Vleuten, 
C.P.M. (2004)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Framework for Teaching Com-
pet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48, 253-268. 
https://doi.org/10.1023/B:HIGH.0000034318.74275.e4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9817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https://doi.org/10.1023/B:HIGH.0000034318.74275.e4


Y. F. Shen 
 

 

DOI: 10.4236/oalib.1109817 13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4] 初良龙, 王学文. 新时代大学外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构建研究[J]. 湖州师范

学院学报, 2020, 42(12): 26-30. 

[5] 李小霞. 新时期高校外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提升路径研究[J]. 湖北经济学

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18(3): 153-156. 

[6] 张彧凤, 孟晓萍. 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研究[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1, 41(21): 33-35. 

[7] 张文霞, 赵华敏, 胡杰辉. 大学外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现状及发展需求研究

[J]. 外语界, 2022(3): 28-36. 

[8] 洪岗. 对外语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考[J]. 外语电化教学, 2020(6): 23-31. 

[9] 何亮姬. 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及提升策略[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22(6): 39-42. 

[10] 高玉垒, 张智义. 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结构模型建构[J]. 外语电化

教学, 2022(1): 6-14+102. 

[11] 胡萍萍, 刘雯静. 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现状调查[J]. 外语电化教学, 
2022(5): 11-17+106. 

[12] 彭剑娥. 生态系统视域下高校外语教师的国际发表研究[M]. 广州: 中山大学出

版社, 2019. 

[13] Bronfenbrenner, U.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ssachusetts. 

[14] 顾佩娅, 等. 中国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环境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7. 

[15] 吴斐, 杨永和. 生态取向下民族地区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研究[J]. 贵州民

族研究, 2018, 39(10): 247-250. 

[16] Edwards, E. (2020) The Ecological Impact of Action Research on Language Teacher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Educational Action Research, 29, 396-413. 
https://doi.org/10.1080/09650792.2020.1718513 

[17] Hofstadler, N., Babic, S., Lammerer, A., Mercer, S., and Oberdorfer, P. (2020) The 
Ecology of CLIL Teachers in Austria—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CLIL Teachers’ 
Wellbeing. Innovation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15, 218-232. 
https://doi.org/10.1080/17501229.2020.1739050 

[18] Mohammadabadi, A.M., Ketabi S. and Nejadansari, D. (2019) Factors Influencing 
Language Teacher Cognition: An Ecological Systems Study. Studies in Second Lan-
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9, 657-680. https://doi.org/10.14746/ssllt.2019.9.4.5 

[19] 古海波. 高校外语教师科研情感叙事案例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苏州: 苏州

大学, 2016. 

[20] 刘宏刚. 基于 Brofenbrenner 生态系统理论的外语教师发展研究: 综述与展望[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1(2): 56-63. 

[21] Dörnyei, Z. (2007) Research Method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Quantitative, Qualita-
tive, and Mixed Methodolog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2] Braun, V. and Clarke, V. (2006) Using Thematic Analysis in Psychology.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3, 77-101. https://doi.org/10.1191/1478088706qp063oa 

[23] 庄智象, 戚亚军. 教学与科研互动关系的价值重构及其对外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

的启示[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5(3): 31-35+95. 

[24] 戴炜栋, 王雪梅. 信息化环境中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与路径研究[J]. 外语电

化教学, 2011(6): 8-13. 

[25] 石坚, 王欣. 立德树人 润物细无声: 课程思政的内涵建设[J]. 外语电化教学, 
2020(6): 43-45.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9817
https://doi.org/10.1080/09650792.2020.1718513
https://doi.org/10.1080/17501229.2020.1739050
https://doi.org/10.14746/ssllt.2019.9.4.5
https://doi.org/10.1191/1478088706qp063oa


Y. F. Shen 
 

 

DOI: 10.4236/oalib.1109817 14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26] 潘海英, 袁月. 大学外语课程思政实践探索中的问题分析与改进对策[J]. 山东外

语教学, 2021, 42(3): 53-62. 

[27] Richards J.C. and Farrell S.C. (2005)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Language Teach-
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67237 

[28] Robson J. (2006)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in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Chal-
lenges to Culture and Practice. Routledge, London.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397299 

[29] 王蔷. 课例研究——植根于课堂的外语教师专业发展途径[J]. 中国外语, 2020, 
17(6): 55-61. 

[30] Bronfenbrenner, U. (1993) The Ecolog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Research Mod-
els and Fugitive Findings. In: Wozniak, R.H. and Fischer, K.W., Eds., Development 
in Context: Acting and Thinking in Specific Environments, Lawrence Erlbaum As-
sociates, Inc., New Jersey, 3-44. 

[31]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910/t20191031_406269.html, 
2019-10-30. 

 
 
 
 
 
 
 
 
 

Appendix 1.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生态学理论视域下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及发展研究 

摘要：教师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教师课程思政教

学能力是课程思政建设落地落实、见功见效的重要保障。本研究基于生态学

理论视角，针对大学英语教师群体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及发展实证研究。

研究得出包括育人素养、学科素养和教学素养 3 个维度 14 个方面的大学英语

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框架，构建形成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发展

的生态系统理论模型，从而得出促进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发展的

影响因素，并提出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发展途径。本研究对开

展教师发展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为教师教学能力发展、课程思政建设提

供参考。 

关键词：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生态学理论，大学英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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