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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issues has been studied for a long time, but it has 
not been widespread in all the research areas. The numbness and even indif-
ference of the public to the ideological issues is precisely the biggest crisis in 
dealing with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invests and analyzes ideological data of 
university English teaching from cognitive competence, environment, fea-
tures and measures under nowadays background.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
per supplies some useful measures of consolidating ideological security from 
five aspects of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language ontology, political tute-
lage, internet plus innovation and social attribute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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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 7 日至 8 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而行，形

成协同效应。而早在 2013 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强调，意识

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

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英语教学在我国高

校已开展几十年，英语既作为一种语言也作为一种工具裹挟着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导致我国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面临外来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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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的侵蚀[1]。本文认为当下国内外语界极少在教学层面深入

涉足意识形态问题，更较少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考量。所以说，

虽然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在高校英语教学领域深入开展

意识形态与教学的相关研究，仍有较高的学理意义和政治意义。 

2. “意识形态”问题起源与影响 

“意识形态”是一个哲学范畴，是哲学史发展的理论结晶，虽然在什么

是“意识形态”以及其起源和影响上各有所云，扑朔迷离，但并不影响我国

众多学者的普遍共识。如俞吾金[2]论述为孔迪亚克的学生托拉西创造了“意

识形态”这一概念，当代法国学者阿尔都塞提出了“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

这一著名见解，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和出发点的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乃

是真正科学的意识形态学说。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是价值观的

表达，是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其核心是价值取向。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提

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具有引导、规范

和整合的功能，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保障，是国家经济安全的精神动力和

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在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的维护上，意识形态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3]。 

意识形态理论历经数百年发展依然能够不断增强自身活力，关键在于其

自身的与时俱进。意识形态阵地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也是国际社会博弈的重

要砝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虽然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但是依然面临许多挑战：国际上，西方一

些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颠覆中国的政治野心，在和平年代，意识形态的渗

透成为西方社会和平演变中国的重要手段。美国在其外交事务报告中就曾宣

扬，可以“运用现代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是有可能触及大部分有影响的国

民——给他们提供信息、影响他们的态度……促动他们走上特定的行动方

向”，从而解构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群众基础[4]。其它还有如“和平队”、

“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美国之音”、“亚洲基金会”和“富布莱特奖学金

计划”等主要意识形态输出机构，通过同外国进行科技文化交流或信息传播

来达到意识形态渗透的目的，以服务美国的对外政策[5]。即使在国内，随着社

会多元化的发展，也形成了多元利益主体，也存在多种社会文化并存的现象

[6]。这些因素不但搅乱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而且对我国的意识

形态安全构成了威胁，更全面、深刻干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 

3. 高校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简述 

“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由来已久，并且经常和国家安全问题紧密相连。

主题检索和计量可视化分析我国知网(CNKI)数据库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意

识形态”主题研究呈现总体上升趋势，其中以政策研究类文章居多。尤其 2000
年以来此主题研究增长迅速，大有爆发之势(如图 1)。学科分类主要涉及政治、

文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语言、文化等；相关研究的关键词有意识

形态、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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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语教育教学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主要涉及翻译策略、语篇分析、文化比

较、语言政策等。已有不少学者对当下我国的英语教学提出了思考和警醒。

如宋广强和章凤红[3]看到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包括西方意

识形态联合行动的压力、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社会阶层分化加大了主流

意识形态社会整合难度、以及信息网络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新的风险。

在高等教育领域，王永贵&路媛[4]指出“衡量意识形态的标准不是合理性和

科学性，而是社会职能”。抓好高校的意识形态建设，是学校和教师必须承

担的教育功能和责任。具体到高校外语教学上，穆凤良[7]曾指出，意识形态

在外语教学中首先是通过语言政策来体现的，虽然英语在中国是作为一门外

语来教学和应用的，但依然是控制社会和实施权利的首要媒介。而王景洁[8]
简要提出了“通过增强教师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引导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克服“中国文化失语症”，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等举措来维护高

等教育的意识形态阵地。以上发现，意识形态问题不单单是国家或政治层面

需要考量的问题，而是全社会各层面都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高校更是意识

形态冲突和斗争之地。过去高校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主要还是集中在特定专业

或特定研究人员身上，尚没有形成大众的普遍关心。而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麻

木甚至不以为然恰恰是当下应对意识形态问题最大的危机。 
 

 
图 1. “意识形态”研究发文数量趋势表 
 

 
图 2. 意识形态研究主题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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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下高校英语教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特征 

司显柱[1]指出，英语经常被看作一种中性的交流工具，而不是一种文化

或意识形态的载体，这种忽视导致英语教学中的许多行为和话语加强了西方

的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渗透。这种持续地渗透已经熏染了高校英语

教学的各个层面，却不易被察觉。夏远超[9]也提出当下英语教学理论跟随西

方英语国家，但在教学理论研究上与西方英语国家差距较大、英语教学过于

重视西方文化，淡化传统文化以及过于重视英语学习忽视母语学习的现状。

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访谈观察、教材研究，也部分凸显了当下英

语课堂存在的意识形态认识模糊现象。为进一步探求问题，本论文设计并分

析了来自全国范围各层次高校的 100 份调查问卷，对象有全国双一流高校、

普通本科高校和高职类院校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课堂，包括老师和学生，其

中男生 23 人，女生 77 人，35 岁以上的调研对象占比 17%，17~22 岁占比 74%，

也就是有效答卷来源以在校学生为主。问卷测试维度包括认知、环境、特征、

举措四个模块，问题 Q1-Q5 主要测量被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专业、身份

等要素，问题 Q6-Q29 共 24 个单项选择题，包含由 A 到 E 共 5 个选项分别对

应数字 1~5，根据个人回答的肯定程度，越肯定的回答越接近数字 5。Q30 设

置了一个开放性问答题，测量被调查者的主观能动性与相关建议。总体而言，

问卷数据基本达到了设计预期，美中不足的是多数问题选项“3”的比例偏高，

也就是不偏不倚的中间等级。在深入调研中发现，被调查者不知道、不愿意、

不熟悉如何选择或者无明显偏好两极，居中从众心理影响较大。综上发现，

当下我国高校英语教学意识形态生态状况主要存在以下特征： 

4.1. 意识形态的校园认知方面 

在 Q6“你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认识”一题中(图 3)，48%的调查对象都选

择了数字 3，只有 18%的调查对象选择了最肯定的数字 5，而平均线以下的选

择达到 23%，说明被调查对象对意识形态的概念并不十分熟悉。Q7“你认为

高校老师和学生关注意识形态问题的必要性”一题中，有 35%的调查对象选

择了数字 3，有 37%的人选择了数字 5 很有必要，说明被调查对象对意识形

态的关注度不够。Q8“你接触的英语教师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吗？”有 32%的

人选择了数字 3，只有 34%的人选择了数字 1，说明被调查对象并不十分了解

英语教师是否存在意识形态问题。Q9“你认为西方国家会利用英语向国内校

园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吗？”(图 4)有 43%的人选择了数字 3，而选择数字 1 和

2 的人高达 26%，选择最高级别肯定的人只有 13%，说明被调查对象缺乏对

西方意识形态输出的必要戒备和防御。Q15“你认为接触的互联网信息有意

识形态问题吗？”平均以下否定回答的比例占 82%，也就是作为意识形态问

题泛滥的互联网世界，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认为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以上

数据基本反映出校园里对意识形态概念和存在性的基本认识明显不足，对西

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警觉和防范不足。 

4.2. 教材与授课内容方面 

Q10“英语课上有人和你谈论过意识形态问题吗？”选择数字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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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竟然占比 94%，也就是说基本上很少在课堂上谈论意识形态问题。对应

的 Q11“你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可度？”有 47%的人选择了数字 3，38%的人选

择了数字 2，只有 12%的人选择了最低级的数字 1 代表不认可西方价值观。

当下外语教学中的理念、方法、素材多源于国外，传递的是国外文化的价值

观。比如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以诗意般的语言、动人的情感、坚

定的信念著称，多年来也被国内英语学习者追捧和模仿，却很少人思考其现

实意义和潜在的文化暗示。实际上《I have a dream》来源于《圣经》，扎根

于“美国梦”，传递了大量“上帝造人”、“赎罪”、“圣爱”、“上帝万

能”等并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价值观。目前国内多数高校都开设一门英语报刊

选读课，王祥兵[10]从中发现了很多异化翻译，其主要目的是拉近与中国读者

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加其灌输的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中国读者潜移默化

的影响。现行英语课教材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些词汇也绝大多数暗含美国等西

方国家价值观的暗示。在 Q13“你相信赎罪说、上帝万能说吗？”问卷中，

有数字 3 以上肯定回答相信的人占 21%。Q14 你认为接触的英语教材、学习

资料有意识形态问题的平均以上肯定回答 35%。Q16“你认为校园里庆祝圣

诞节、情人节、感恩节等认可吗？”(图 5)平均以上的认可选择高达 59%，只

有 19%的人选择数字 1 不认可。 

4.3. 教师言传身教与自主学习方面 

老师的话语权对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即使教师无意识

的话语也会对学生产生重要的影响。现有的外语教师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多

数麻木，御外意识淡薄，许多英语教师从未思考或意识到意识形态问题。尤

其是不少通过国家交流计划或者自费出国境进修、访学后，不但自身的学识

和知识结构多为“西学”，而且早已潜移默化地接纳了西方的价值体系，以

为自己已然具备国际化的思维，实则是其思想最容易受到侵害，其归国后心

悦诚服地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对西方大加赞扬，并且不加批判地传给学生； 
 

 
图 3. Q6 你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认识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7180


M. Zhang, S. L. Li 
 

 

DOI: 10.4236/oalib.1107180 6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图 4. Q9 你认为西方国家会利用英语向国内校园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吗？ 

 

 
图 5. Q16 你对校园里庆祝圣诞节、情人节、感恩节等认可吗？ 

 
对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反认为是“糟粕”。Q25“英语课上对西方文化的批

判多吗？”中等以下选择否定答案的比例占 53%，也就是说课堂上很少会批

判西方的文化。教师尚且如此，学生又当如何呢？Q12“英语教学、学习过

程中你接受过意识形态安全防范教育吗？”选择平均以下否定回答的比例高

达 74%，也就说学生在课堂上很少接触到意识形态安全防范教育。Q17“你

能够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吗？”选择较为肯定能够做到的人只有 25%，而较

为肯定做不到的人占 35%，反映出学生用英语讲述、传播中国故事的能力不

足，有待提高。Q18“和英语相比，你在其它专业上花费的精力？”平均以

下否定回答的比例高达 82%，说明被调查对象多数花在英语学习上的精力占

比很高，一方面跟我国英语教育的大环境有关系，另一方面也跟学生花费很

大精力备考英语等级考试有关，对自己的专业反而忽视了。这样培养出来的

学生，实则是在摧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种现象与中央的教育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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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精神背道而驰。 

4.4. 校园内外的社会大环境方面 

改革开放 40 年来，外语教学改革成绩卓越的背后，实为在该领域对我国

意识形态守候的缺失。现行大肆庆祝的“洋节日”，沾沾自喜的“洋朋友”，

信手拈来英语词汇的口语化，自幼儿园开始直到研究生阶段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精力孜孜以求的“英语证书”，由此可见一斑。一方面自然有“英语”自

身发展的历史原因形成了今天“一语独大”的世界地位，也有我国的外语教

育政策使然，但也的确反映出社会公众和大学生群体西方价值观的概念化和

民族信仰的遗失。Q19“你有出国工作和生活的理想吗？”平均以上肯定回

答有出国工作和生活理想的人占比 39%。而 Q20“你对四个自信的认可度？”

(图 6)有总共 9%的人选择较为否定的回答不太认可，有 28%的人选择数字 3
一般认可，选择最高级别数字 5 十分认可的人不足 50%。同样 Q21“和西方

相比你对国内各方面的满意度”选择平均以下否定回答不太满意的有 34%。

Q26 和英语国家相比对国产电影、书籍、商品的认可指数选择最高认可的只

有 18%。不得不说数据向我们传递了一种十分危险的信号。穆凤良[7]的研究

还曾提及，近代中国曾闯进来一位英国语言学家 Lugard，为中国殖民化提出

了一项语言政策构想，最好让中国采用通用的外语作为统一的媒介，其结果

必然造成民族文化荡然无存。而反观我们长期以来盲目自信，对此“媒介”

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多么重视。Q22“如果有意识形态防范的讲座你会去听

吗？”持明显否定态度不会去听的人占 18%，选择数字 3 一般的人占比 43%。

Q23“你认为学习英语会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吗？”选择否定答案不太

会受影响的比例占 82%。Q28“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认可程度”

选择最高级认可的仅有 51%。Q29“你了解、学习马列、毛概等的认真和受

益指数”持中等以下否定态度的占 45%。这更加证明当下的课程思政和民族

文化复兴指导思想的重要性，值得我们好好参磨和实施。 
 

 
图 6. Q20 你对“四个自信”的认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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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巩固高校英语教学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 

许多研究已经意识到了在高校外语教学领域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

要性。但是要让高校英语教师真正普遍实施起来还是具有很大的难度，毕竟

由于专业领域的限制和自身政治素养、政治敏感度的局限，会有很多现实的

困难，难有具体的抓手，需要长期的思考和建设。本文尝试提出一些构思，

以供英语教育同行参考。 

5.1. 首先是思想认识方面 

Q30 多数被调查者提出首先和重点都是加强宣传，提高认识。虽然说在

英语教学的各个环节都应该开展意识形态教育，但是在高校群体中开展意识

形态教育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是社会知识、社会技能、

社会思潮的前沿群体，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力军。大学阶段正是其价

值观和人生观养成的重要时期，并且对整个社会思潮具有引领作用。作为高

校英语教师，必须首先完全接纳在英语教学中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的必要性，

而不是选择性，之后才能思考和执行具体的实施办法。 

5.2. 语言本体方面 

即使抛开政治层面的考量，从专业角度也要关注语言本体层面的意识形

态问题，对英语的词汇、句式、时态、篇章等语言知识层面包含的褒贬意义、

群体喜好、隐喻概念要有深刻的认知和解读。比如说汉语中的褒义词翻译到

英语中很可能成了贬义词，英语母语中把母亲(mother)作为开玩笑的对象是

十分平常并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汉语的谦虚表达在英语语境中并不能体现

出我们的高尚，极其伤害我们民族自尊心的“东亚病毒”是英语造词的谬引

是可以沟通修正的，将香港暴行分子描述为“protests”是明显带有双重标准的

扰乱行径。 

5.3. 教师政治修养方面 

教师原有的教育习惯和潜意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

质量，如果高校英语教师单纯从语言层面去搞语言教学和研究，忽视文化传

播的影响，潜意识里只会传播了西方的道德和价值观，则不利于帮助学生形

成正确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如何引导学生批判性解读学习材料内容，才是

高校英语教学的重点，换句话说，主要是帮助学生批判性的解读语言学习的

素材，正确评价其中暗含的东西方不同的社会规则和价值理念，理解而不媚

外，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强调“四个自信”，以弘扬中华传统优秀价值理

念为主要任务。因此教师自身政治修养和政治站位的提高十分关键，自我教

育习惯和潜意识的升华十分重要。不能做一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

贤书的教书匠，而要承担为国育才，为党育人的新时代教育重担，在教育教

学实践中，平衡把握英语的工具和人文属性，既要培养学生信息发掘和吸收

能力，又要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多关注国

家大事，将国家导向和声音搬进课堂就是很好的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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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互联网+创新方面 

在当代大众媒介环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不仅需要借助大众媒

介来进行，同时也深受大众媒介的影响[11]。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介环境下，教

育的“课堂”早已不是固定的教室。有一种声音说，作为教师你从来都没玩

过王者荣耀，没刷过抖音，你如何了解你的学生？暂且不对此声音本身作评

价，互联网世界的推特、脸书、微博、抖音、游戏、网红、人肉、爬虫等等，

客观上确实存在大学生群体的娱乐至死对抗教师群体的一无所知！在官方的

网络治理和主流媒体声音之后，确实需要教育者更加熟悉当下大学生群体的

学习生活特征和价值取向，以应对和创新教育教学中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安全的难题。 

5.5. 语言社会属性方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

日益提高，“英语世界”愿意附和、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愿意重新认

识和思考中国思维和中国智慧。许多的中式英语已广被接受，中国方案正为

解决许多世界难题提供模板，中国智慧正在日益受到更多关注。近日一位叫

马丁·雅克的英国教授在演讲中提到“中国崛起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存在

5000 年还这么强”，如今的世界正在步入一个“中国化”的时代。在我们维

系自己谦虚低调的文化传统之余，国人更应该主动出击，推动中国传统文化

词汇化、概念化进程，提高自身思想国际化水平，向世界自豪展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的引导与肯定，对青年群体的力量勃发至关重要。如年度文

化传播人物李子柒坚持拍摄中华传统美食的短视频，在国外收获了大量因此

爱上中国的粉丝，虽然是个例，却着实是青年一代优秀的榜样，是课堂之上

应该肯定的正能量。 

6.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意识形态本体研究受到普遍重视，尤其是学科属性内的研究

较为深入，而其它学科与意识形态相关性的研究较为薄弱。由于学科属性和

研究视角局限，我国外语学科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也较为浅显，尤其是防

外意识不强，甚至普遍麻痹大意，为我们的研究和教育敲响了警钟。要在思

想认识、语言本体、政治修养、互联网+创新、语言社会属性各个方面全面加

强意识形态教育和建设，必须要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本质属性，以“四个自信”为主要内容，以“两个巩固”为根

本任务，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建设原则，以网络意识形

态建设为重点，以中国叙述方式为基本特点，以中华民族复兴为伟大使命，

以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为新要求的理论体系[12]。在前期调研中我们悲观的

发现，多数高校英语教师对代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文本”从未主动

解读或深刻思考，甚至知之甚少，又怎能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正确引导和培养

学生呢？虽然不是要求英语教师都去学政治学，但是自觉关注国家大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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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策导向，研读理解国家的“语言文本”，培养学生的跨学科视野，关注

专业教学的意识形态安全，是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英语教学必须加入的重要

内容和具体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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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课程思政背景下再论高校英语教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摘要：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由来已久，却鲜有触及高校教学领域。而高校

大众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麻木甚至不以为然恰恰是当下应对意识形态问题最大

的危机。本文调查、分析了当下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英语教学中意识形态

问题在认知、环境、特征、举措方面的数据，并从思想认识、语言本体、政

治修养、互联网+创新、语言社会属性五个方面提出了巩固意识形态安全的路

径，符合当下课程思政建设的教育教学要求和国家发展需要。 
关键词：意识形态，英语教学，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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