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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高职留学生对外汉语课堂案例分析 

——以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商务 

专业留学生《汉语综合》课程为例 

周依依
1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 

【摘 要】：对外汉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人才，课程思政在教学中的合理运用能有效促

进该目标的达成。本文对如何将“课程思政”融入《汉语综合》教学的真实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期能探索汉语

课程思政育人的实施途径，从而服务于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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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

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沿线国家来华留学人数不断增加。这给我国高职院校的留学生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但这项机遇也伴随着新的挑战。由于文化、习俗、法律方面的差异，留学生不仅不适应在华的学习和生活，而且学习效果无法

得到保证，高职院校对留学生的管理和教育也存在着诸多困难。如何有效地改进高职院校对留学生的思想教育水平，是一个急

需解决的问题。 

对外汉语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人才。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下，实施“课程思政”,在对外汉语

教学实践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增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方面具有

重要价值。 

1 案例主题 

1.1课程和案例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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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汉语综合》是我校电子商务专业(留学生)的公共基础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汉语学习基本能

力，渗透专业基础词汇、常用句，为专业课程服务。本门课程是对汉语语言要素、语言知识、文化知识、专业知识和语用技能

等方面的整合。本课程教学任务有如下三点：一是培养留学生的自主学习汉语的能力；二是针对性地进行电子商务专业词汇的

提前渗透；三是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 

本课程教学内容共分为四个模块：商务会面、商务买卖、商务日程、商务安排，本案例选取的是第二模块“商务买卖”中

“价格询问”这一章节。本章节主要围绕相关语言点的教学，培养留学生掌握量词、助动词、数字和人民币的表达；理解并灵

活使用汉语中买东西常用的语句，能结合实际流利地用汉语进行购物，且能够将所学的问价询价以及讨价还价词汇、句型运用

到实际专业学习实践中。 

(1)知识目标： 

留学生能够通过词汇、语法、课文的学习，掌握数字表达法、人民币表示法和一些简单的量词，并了解电子商务领域的价

格询问方面的词汇、句型，以及一些商务礼仪和商务文化。 

(2)能力目标： 

能以复述、表演或对话的形式说出课文内容，培养学生汉语交流与商务交际的能力。 

(3)情感与价值目标： 

通过教学提高学生对中国日常生活的了解以及理解，提高学生学习电子商务文化的兴趣，进而提升对中国的喜爱和向往；

培养更多喜爱汉语、了解中国、精通电子商务的人才。 

1.2思政内容融入的理念和思路 

整个课程的设计思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同向同行理论为指导，以提升学生汉语文化素养、商务职业道德和专业学习兴

趣为重点，牢牢抓住课堂教学主渠道，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线，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切入点，以“抗击疫情”为契机，

向留学生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引导留学生知华、友华、爱华。 

1.3学情分析 

我校 2019 级有 118 名留学生来自印尼、哈萨克、东帝汶等 17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学习者虽然都已经具备初级

以上的汉语水平，但是商务汉语水平并非是均衡的，甚至差异较大。 

1.4案例的思政教学目标 

(1)提升教育的国际化水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通过线上线下的教学活动，感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体现的生

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中国精神，向学生传达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引导学生感受中国力

量。 

(2)提升留学生的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学生学习电子商务文化的兴趣，了解更多的商务汉语知识，培养更多喜爱汉语、了解

中国、精通电子商务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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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留学生思想教育的有效性，助推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优秀人才。 

2 与专业教学内容相结合的思政融入点 

2.1教学方法 

(1)讲授法。通过“精讲多练”的教学方法强化课堂的语言学习环境。 

(2)“互动式教学法”“情景交际教学法”“任务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 

(3)实践教学。充分运用国内国外实习基地、跨境电商工作室等平台，使留学生真正做到“在做中学，在用中学”的结合。 

(4)充分利用线上资源，将课堂主讲与现场讨论、网上互动等教学方式巧妙融合，在潜移默化中达到“课程思政”的教育目

标。 

2.2教学内容与思政点的结合 

(1)任务带入： 

课前要求学生预习询问价格的句型，然后试着用汉语买东西进行对话练习，并且拍摄视频，上传到云班课。教师选取其中

一组同学的作业进行点评，视频中一位非洲同学去买奶茶时营业员询问要“大杯”还是“小杯”。老师进一步解释，在中国买

饮料时可以选择规格，有的人食量小，选择小杯可以减少浪费的现象，更节约环保。此环节中，教师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

堂结合起来，将“绿色、共享、生态、环保”等思政元素浸润式地融入汉语课堂，引导学生深刻体会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关

系和可持续发展观，并倡导学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情景教学： 

让学生在课堂中模拟情境：刚来中国不久的留学生想在网上购买防护新冠肺炎的物资，但是他还不会在中国进行网上购物，

希望你能帮助他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拓展学生有关疫情防护物资的词汇，如“口罩”“消毒水”等，以及电商购物的词汇，

如“满减”“红包”“优惠券”等。并且需要学生对三大电商平台：淘宝、拼多多、京东进行综合对比，并分组汇报。在这个

环节中，通过情景模拟、线上调查、小组汇报等形式将教材中的知识点联系当下社会热门话题。这个环节中就如何做好新冠肺

炎的防疫措施，向留学生普及防疫工作的知识，增强学生安全卫生的意识，宣传在抗疫斗争中体现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展现中国在抗“疫”中的大国担当，提高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 

(3)文化融入： 

通过学生去买口罩等防疫物资询问价格的视频，运用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带着一系列问题去主动探究专业知

识，针对问题的分析检查学生预习和复习的情况。这里通过学生第二课堂活动聚焦时事热点，引导学生深刻感悟疫情期间我国

政府各项举措的科学性、有效性、先进性。结合中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生动事例，阐述了它背后所蕴含的“生命至

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强调在疫情期间携手为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力量，让留学生感知中国文化的同时感受中国力量。 

(4)专业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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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购物询价付款句型的教学，观看中国人买东西的视频，付款方式选择微信，并让学生分组讨论支付宝、微信等电子支

付的优点，延伸说明在中国移动支付已成潮流。此环节中引入科技创新和电子商务所带动的中华民族振兴，彰显我国大国实力

和技术优势，培养留学生“中国认同”思想和“中国情怀”,并且让电子商务专业的留学生能够理论结合实践，对中国电子支付

各种新的手段有系统化认识，并树立正确的从业理念，培养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 

(5)实践探索： 

要求学生课后调查扬州特产的价格，并找出自己的国家有没有类似的东西，进行价格对比。在最后通过有效利用第二课堂

的方法，让留学生切身体验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城市文化历史的厚重底蕴，激发其学习中国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动力。并且让

留学生了解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外文化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增强了沿线国家和中国的合作与交流。相信持续推进“一

带一路”倡议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继续向深层次、全方位发展，为推动世界文明繁荣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 

3 案例意义 

本案例以语言点为基础，拓展内容紧跟热点，贴近学生的生活，能较好地拓展和深化书本中的教学内容，使学生学到具有

交际价值的语句，让学生明白“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含义。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同向同行理论的指导下，将“思政”融

入课程设置以及课堂设计教学中，把留学生课堂转化为中国“思政教育”的窗口，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宣扬中国精神和中国力

量。 

4 教学反思 

4.1实施效果及成果 

(1)学生深切理解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充分领悟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

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实现知识教育与思政教育双重效益，培养了知华、友华、爱华的优秀国际人

才。课程结束后，留学生在第一时间自发递交了书信、视频、抗疫主题绘画和书法作品，表达了共同战胜疫情的信心。 

(2)停课不停学，学生课堂参与度高，课堂反馈良好，学生对教师的评教率提高。通过学生满意度问卷调查表体现，学生在

课程结构满意度、课程实施效果满意度、课程管理满意度上的好评率有所提升。 

(3)全面提升了学生的素质教育目标，发展学生的团结合作和创新精神，培养更多“知华友华爱华”的优秀国际人才，增强

留学生的中国认同。 

4.2存在的实际困难与问题 

(1)教学过程中不同学生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不同，导致有些内容重复讲解，降低了课堂效率。 

(2)教学过程中复习回顾的时间超出了教学设计的时间。 

(3)教学过程中学生依赖中介语的使用。 

4.3今后的改进思路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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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过程中以大多数学生的学习进度为主，对基础较弱的学生加强课后的辅导。 

(2)根据实际教学反馈及时调整教学设计中的教学时间预判。 

(3)由于教学对象的特殊性，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使用语法翻译法进行教学活动外，还应多使用情景法、暗示法、全身反应法、

交际法等教学方式来帮助学生学习汉语。 

5 结束语 

作为来华留学生的必修课，汉语综合等对外汉语课程担负着重要的教学和教育职责。汉语课堂不仅是留学生提高汉语语用

技能的课堂，还应该是留学生感知和认识中国的课堂。对外汉语教师不仅要让留学生会说汉语、懂中文，还要让留学生能够将

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传递给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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