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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专业方向课《中拉及美拉关系》的思政优化及实践

林文君

汕头大学　广东汕头　515063

摘　要：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校西班牙语专业课程思政改革面临新要求。本文以《中拉及美拉关系》课程为例，

探讨如何通过跨学科融合与思政元素创新性融入，优化专业课程设计，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结合“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拉外交实践，引入侨批档案、华人故事等特色资源，构建以“政治文化认同”“语言文化传承”为核心的思政案

例库，并通过翻转课堂、情境教学等模式增强学生参与感，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家国情怀、文化自信及跨学科素养，形成“师

生双向互动”的思政教学模式，解决了传统课程思政生硬嵌入的痛点。研究成果为高校外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可复

制的实践路径，符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新文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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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文科”背景下，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已成为

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特别在外语专业课程中如何有效

在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契

合，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西班牙语作为我国外语

学科的重要环节，不仅肩负着语言能力培养的任务，更承载

着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的重任。随着全球化进

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拉美及加

勒比地区在国际交往中的当代价值不断提升，西班牙语专业

也亟需同步更新。传统的语言教学模式即使能满足语言能力

的培养需求，但往往忽视了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的相互融合。
[1] 因此，如何在西班牙语专业课程中，通过跨文化的视角与

思政元素的融合设计，重构课程体系，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

全球范围和家国情怀，目前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2]

本文旨在探索如何将思想政治与西班牙语专业课有机融合，

推动课程体系重构，培养具有国际范围视域、跨文化及拥有

家国情怀的复合型人才，进一步推动“新文科”背景下的思

想政治与专业课程的改革与创新。

2. 思政与学科内容的交织：资源整合与实践创新

2.1“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中拉关系教学内容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拉关系的进步提供了新的契机

和发展，成为中拉和美拉关系教学的重要背景。在这一大背

景下，课程内容的创新急需要强调语言技能的培养，还要紧

密注重结合国家外交政策的现实需求。[3] 通过引入“一带一

路”倡议在拉美地区的推进实际，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更好地认

识我国与拉美国家在各方面的合作与互动。通过展示中国在拉

美地区的投资项目、文化交流，帮助学生初步建立全球视野，

认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此外，还可以带动学生主动讨论“一

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方式和交流形式，增强学生对中国

外交战略的理解与自豪感，从而将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内容高

度契合，形成具有与时俱进与实践性较强的教学框架。

2.2 侨批文化与华人故事的文化资源融入

侨批文化作为华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

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对于中拉关系的深刻把握具有重要

的价值。在《中拉及美拉关系》课程中，通过课堂上讲述侨

批文化与华人故事，能够让学生更深刻理解华侨在拉美地区

的历史贡献。侨批作为华侨与故乡沟通的媒介，其背后蕴藏

着中国移民在海外生存与发展的艰辛历程，彰显中华文化在

海外的传播。通过对侨批文化的认识，学生不仅能够了解中

拉历史脉络，还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强大包容力与生命力。

此外，华人的成长故事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部分，也能够激

发学生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通过课程中对这些历史文

化资源的挖掘和引入，学生将更好的理解中国与拉美地区的

合作与联系，同时也能够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

2.3 构建具有“政治文化认同”与“语言文化传承”的

思政教学案例库

在《中拉及美拉关系》课程中，构建具有“政治文化

认同”与“语言文化传承”的思政教学案例库至关重要。通



教育探讨７卷 2期
ISSN:2705-1323（O）2737-4149（P）

15    

过创新设计结合中拉关系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案例，教师可

以促进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更好地把握两地的政治文化

发展和历史背景。通过分析中国在拉美的外交、交流与教育

等案例，帮助学生学习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如何通过文化交流

增强自身能力。在此基础上，学生不仅能够提高语言能力，

还能清晰文化交流背后的政治逻辑与战略意图，进而形成政

治文化理解。[4] 同时，教学案例应突出语言文化的传播，结

合中拉文化联系沟通重大事件，帮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理解

语言和文化的紧密联系，从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与

全球视野。

3. 思政教育与学科创新的双向融合：从理念到实践的

深化

3.1 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与课程内容的协同发展

在《中拉及美拉关系》课程中，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入

不仅仅是对学科丰富，更是推动课程目标进一步实现的重要

推动。通过将“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合作等主题潜移默化

引入课程，教师能够将中拉关系的历史背景与当前国际局势

结合起来，帮助学生从多维度理解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外

交战略和发展目标。跨学科融合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语言能力，

还拓宽了学生的国际视野。课程中通过中拉合作案例分析，学

生能够更高分析中国与拉美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

互动，认识到语言和文化在推动国家间交流与合作的作用。[5]

同时，通过引入侨批文化与华人历史故事，课程进一步扩展了

中拉关系的文化维度，增强了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3.2 跨文化视野下的思政教学资源整合

在《中拉及美拉关系》课程中，侨批文化与华人故事

不仅为课程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思政教育的深入实

施提供了独特的资源。侨批文化作为历史的见证，体现了华

人在海外，尤其是在拉美地区的历史轨迹和文化交流。[6] 通

过侨批的历史背景及其在拉美地区社会中的影响，学生能够

学习掌握华侨在海外生存的智慧与奋斗历史，同时真切感受

到中华文化的传播和深远影响。将这一文化交流案例融合到

课程中，不仅让学生认识到中拉文化互动的意义，还增强其

文化认同和自豪感。教师可以通过展示分析侨批如何成为拉

美华侨与祖国之间情感与信息的纽带，帮助学生认识文化在

国际化中的传承与影响。更重要的是，侨批文化作为跨文化

交流的重要桥梁，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案例视角，理

解语言与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性。

3.3 教学方法创新与思政教育的互动性

翻转课堂和情境教学的创新应用，在《中拉及美拉关系》

课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推动思政教育与外语专业

课的融合方面。翻转课堂的实施，让学生不仅能课堂上的被

动学习，而是通过课前自主学习相关的中拉合作背景、政策

文件和外交案例等材料，为课堂讨论做好准备。教师则在课

堂上通过启发式提问、小组合作等方式，激发学生的批判性

和理解分析能力，从而促使学生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逐渐

形成跨文化的全球视野。在翻转课堂开展的前提下，情境教

学的引入更好促进学生加入更加真实和互动的学习环境。在

模拟中拉国家合作的情境中，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和情境分析，

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跨国合作中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因素，

从而提升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7]

3.4 思政教育对专业课程教学模式的推动作用

思政教育的融入为《中拉及美拉关系》课程的教学模式

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在课程中，思政教育不仅

要求学生掌握语言技能，还要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和跨学科素

养。通过利用情境教学和翻转课堂，学生不仅可以了解中拉

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实际问题，还能学会怎么将所学知识

应用于问题的解决中。情境教学鼓励学生从多维度分析全球

合作中的各项问题，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中拉关系。

通过课堂讨论、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学生从多个角度看待

理解中国与拉美国家的互动，进而建立全球视野，提升其国

际理解力和社会认同感。这种教学模式也促使学生不仅仅停

留在专业课的掌握上，更注重培养其独立思考的能力、跨文

化能力，从而为学生培养国际化职业生涯打下基础。

4. 教学模式的突破与实践：翻转课堂与情境教学的双

重效应

4.1 翻转课堂模式中学生主体性与思政理念的结合

翻转课堂作为一种创新传统教学模式的方式，将课堂

外的学习活动转转到课堂内，而将课堂时间用于加强学生的

思考与讨论。在《中拉及美拉关系》课程中，翻转课堂可以

让学生在自主学习有关中拉外交背景及“一带一路”倡议等，

来强化他们对课程内容的初步理解。课上教师可以通过分组

讨论、案例分析等方式，促使学生自主思考和交流，从而进

一步引导学生理解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合

作。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仅要传授语言知识，更要注重引

导学生对国家发展战略、国际合作等思政话题的思考。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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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以设计一个模拟联合国的辩论活动，让学生代表不同

国家讨论“一带一路”项目对拉美国家的影响，

4.2 情境教学下的家国情怀与跨学科素养的培养

情境教学注重通过设置真实的情境，促使学生在创设的

情境中思考，从而提高其实际解决问题能力。在《中拉及美拉

关系》课程中，情境教学可以设置与中拉关系相关的情境解决

案例，例如中拉文化交流项目、贸易合作谈判等情境，激发学

生思考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增氧推进与拉美国家的交流合作，

并分析其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通过情境模拟

和角色扮演，学生不仅能够提升语言能力，还能通过具体的情

境理解跨学科的知识与思政元素的交融。在学习中国与巴西的

经济交流合作时，设置模拟跨国公司在巴西的投资决策过程，

学生小组合作通过分析相关政策、文化背景等因素，做出合

理的决策。[8]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加深对中拉关系的

理解，还能够培养跨学科的素养，如国际关系、经济学和文

化学等。此外，情境教学中的讨论与反思能够强化学生的家

国情怀，让他们在分析中国对外政策的同时，理解认识国家

战略对国际发展的影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豪感。

4.3 思政教学中师生互动模式的创新与应用

在传统的思政教学中，师生互动仅仅限于课堂内的单

向传授，而新颖互动模式则能有效提高思政教育的参与感和

感染力。在《中拉及美拉关系》课程中，师生互动可以通过

小组合作、互动式讨论以及丰富的的教学工具来实现。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探索的引导

者。例如，教师可以通过设置开放性问题，引导学生讨论中

国与拉美国家在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合作与挑战，激

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同时，师生之间的互动是彼此双向的，

教师要主动倾听学生的见解，了解他们的观点与思考方式，

从而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与方式，确保学生的思政教育要求。

此外，教学工具的多样化也是促进互动的关键。[8] 例如，利

用在线互动平台、课堂即时反馈工具等方式，教师可以在课

后与学生保持互动，解答他们的疑问，深化课程内容。

结语：本论文通过对《中拉及美拉关系》专业课中思

想政治实践案例的分析，探讨了在“新文科”背景下如何实

现思想政治教育与外语专业学科内容的融合。思政教育不仅

是专业课程的重要补充，更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方

式。通过整合“一带一路”倡议、侨批文化和中拉文化合作

等实际情境案例，课程更好地将思政教育与语言文化教学融

合起来，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语言能力，还增强他们对我国文

化的认同与对国际关系的深刻认识。翻转课堂与情境教学的

应用，打破了传统教学方式局限，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通过多元的互动方式，不仅加强了学科知识的把握，还强化

了思政知识理念的内化和实践。思政教育需要从单向价值传

递转为知识与价值有效双向互动，以促进学生思想的全面发

展。课程思政应更加重视学科与思政教育的结合，依托数字

化手段，推动跨学科的有机融合，并建立健全的多元化评价

体系长效机制，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加全面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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