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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与实践

基于语料库的高校“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融合研究

曹培强1，李士芹2，梁永图1

（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249；
2. 天津美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141）

摘　要：语料库作为系统性的语言数据库，是语言研究和话语创新的重要工具。运
用语料库探索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融合的路径和方法，是新时代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课题。依据语料库语言学建构的哲学基础、建构主义心理
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理论和工具，破解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过
程中存在的教师之间、内容之间、实践教学之间的疏离。通过语料库的建库、加工和话
语分析三个阶段以及“语料库驱动”、“基于语料库”等方法论，探索创新高校“思政课
程”与“课程思政”教学融合的“语料库辅助话语体系”与语料库数据驱动学习模式。

关键词：语料库；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03(2024)03-0123-09

  语料库（corpus）是语言材料的数据库，是大量自然出现的语言数据。目前，语料库及其话语研
究发展为具体化、专门化的学术体系，凸显实证性、真实性、代表性的本质特征，成为基于计算机工
具和概率统计进行语言分析的实用性科学。学界关于语料库应用于教学的研究，集中在汉语教学
和各类外国语等语言教学，以及语料库与“思政课程”教学问题①，将语料库及话语研究应用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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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课程”研究成果付诸阙如①。目前，“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在育人目标和根本使命上具有高度
一致性，但是在发挥各自作用，实现同向同行的融合路径上缺乏更为有效的工具和手段。结合近几
年来的教学改革和探索，在运用语料库和计算语言等技术破解“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上
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因此，将语料库等技术和方法运用于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创新
是现实的重要路径和选择。 

一、基于语料库的“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融合的应然性分析
 

（一） 解决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建设中“断层现象”的现实选择

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中不同程度存在的“疏离现象”。一是部分高校“思政课

程”与“课程思政”教师之间的“疏离”。在教学过程中“思政课程”教师之间，“课程思政”教师之间，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教师之间教学联系不够紧密，不同程度存在“疏离现象”。二是部分高校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存在教学内容的“疏离”。高校“思政课程”以及“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

定性和定量分析和话语体系建构缺乏有效路径；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话语体系融合在教

学内容、路径和方法上更是存在“断层问题”。三是许多高校在加强“思政课程”实践教学方面做了

大量的工作，但是在“课程思政”实践教学探索、教学方法创新等方面还没有系统的开展。同时，在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实践教学的内容和体制机制协同上更是存在着各自为政的“疏离”。

解决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建设中的“疏离现象”可以充分运用语料库、语料库语言学

和计算语言等规律和方法。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建设要相互融合形成有效的协同效

应。2016年 12月 7日至 8日，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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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此，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在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过程

中不断运用语料库语言学和系统的计算语言方法进行探索和实践。一是对高校“思政课程”的教学

内容，进行语料库基础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和分析，探索其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二是对高校“课程

思政”的“思政元素”系统内容的探索和挖掘，进行语料库基础性统计分析，努力建立可测量的教学

内容体系。三是在语料库驱动下的“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互融合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

实践教学的探索，构建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教师教学话语体系”和“学生学习话语体系”。 

（二） 基于语料库的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融合的理论基础 

1. 语料库运用于“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创新的哲学基础

语料库语言学认为要根据语言事实进行语言研究。通过实践经验的语言分析方法，从语言对

象的感性认知着手，通过“观察—假设一归纳—整合”的理性分析，进而实现对语言规律的实时掌

握。这种将感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统一，更能真实地反馈语言主体与语言对象

之间的动态变化。因此，将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应用于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互融合的课

堂教学和实践教学融合的话语体系建构，可帮助教师更真实、精准地实现教学内容融合和教学路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李梁. 语料库技术助力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08): 125–130； 李梁. 基于语

料库及其技术的思政课优质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研究［J］. 思想政治课研究, 2020(03): 94–98；王晓莉. 基于

差分进化算法的思政多模态语料库智能构建［J］. 微型电脑应用, 2022, 38(05): 14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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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创新，促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实现。 

2.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运用语料库的价值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解决的核心问题主要是如何理解知识以及如何再建构知识两个方面。瑞士

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认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诠释了人类学习过程的认知规律，深刻

揭示了学习的发生过程、意义的构建过程、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理想状态下的学习环境构成要素

等”[2]19，从而达到自主型学习、情境型学习以及社会型学习的学习模式。而基于语料库的教学语言

内容与形式的研究，遵循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教学实践中，学习是需要学生主动参与，并在教

学环境作用下获得新知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的“教师”是

知识意义构建的引领者，需要在学校主管部门协同下，以思政课教师为主体并与专业课教师根据人

才培养目标建立系统语料库；“内容”是知识意义构建的承载者，需要对语料库的内容进行系统分

析，包括文本的系统选择，以及词汇的频率、离散和多样性，语义学和话语：搭配、主题词和人工编

码的信度等，运用社会语言学和文体学分析话语的语境和语言变量；“学生”是认知体系建构的践

行者，需要在话语分析和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上，提升其能力和觉悟。 

3. 认知心理学对于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的价值

运用语料库在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的理论意义还在于教师对认知心理学“注意

理论”和“图式理论”两大理论的实践。从“注意理论”方面看，运用语料库和计算语言对语料信息

的观察、分析、处理有助于开发学习者的智力。美国认知心理学学者罗宾逊认为，在信息处理过程

中，人脑通过注意、记忆和推理三个方面实现智力开发。在教学实践中，语料库能将大量有真实语

境意义的实例以直观数据、语境共现等形式呈现在学习者面前，吸引学习者注意力，帮助学习者利

用语境展开推理，进而获取语义信息和语言规律。从“图式理论”方面看，语料库对大学生“思政课

程”与“课程思政”语言认知图式的形成也有积极作用。由于语料库特有的语境共现界面能激活认

知图式或者大脑的神经网络，使语言应用规律或规则以图示化的形式浮现，并通过人脑加工转化为

学习者的语言系统，从而实现大学生“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语言输入到语言输出的转

化，使学生的思维能力与认知觉悟不断提升。 

（三） 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语料库及话语表达的实践基础

语料库数据驱动学习模式是促进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融合的重要模式。语料

库数据驱动学习模式是以语料库数据驱动学习者自主参加学习的教学活动。在实践中教学中，围

绕“以学习——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教师帮助与鼓励学生基于语料库提供的真实性、代表性的

数据（语言事实），展开对语言材料的思考与质疑，并主动从语言事实中观察、概括和归纳语言规

律。这样，学生通过语料库索引，对语言主动去观察、分析和比较，最终得到个体认知，产生习得。

在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中，借助于语料库的自主学习模式，大学生可以通过分析语

料库提供的语言使用模式，对教学内容和实践教学进行推理认知，不断强化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批

判性思维，从而建立个性化、开放性、互动合作的教学模式。

大数据时代，语料库及计算语言学运用于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是大势所趋。语

料库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资源实现工具和方法，其鲜明特征在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

中得到有效呈现：一是语料来源真实。语料的真实性是其作为学习型资源的核心特质。高校“思政

课程”与“课程思政”语料库文本就是一个“真理性”的话语库。教师运用真实的语言数据，帮助学

生建构认知图式，提高学生对“教师”和“教材”话语的理解力、表达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提

供一个真实的“语言浴”[3]。二是语料应用典型。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语料库，是一个系

曹培强 等：基于语料库的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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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独特语言载体和知识体系。在教学中可以利用语料库的系统性、知识性和代表性，最大限度

地理解目标话语的应用规则，实现典型教学与学习。三是语料库开发自主。高校“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教师个人或教研组需要进行有效协同，根据教学对象的特质、兴趣和所处环境，在遵循

语料库建库原则的基础上，实现整体性教学和个性化教学的有机统一。 

（四） 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运用语料库规律的技术基础

语料库与计算机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计算机等信息科学技术对于语料库及其话语研究带来

了横向和纵向层面的变革。在横向层面，计算机通过汉字输入、语音识别、全文检索等自然语言处

理系统，加工大量文字信息，对杂乱无章的语言条目进行检索、计数和排序，使基于语料库的语言

学研究具有高速、可靠、可重复性等特点。在纵向层面，计算机能够精准地计算各类语言条目在文

本中的概率，并形成统计语言模型，使语言学家在大规模真实文本中，开展内容分析、语言教学、语

言规律探寻，实现语言定量化研究与定性化研究的困境突破。因此，语料库运用于高校“思政课

程”与“课程思政”相互融合的一体化教学，便具有了可靠的技术基础。具体来说：一是语料收集、

整理，也就是文本采集。目前各种网络爬虫是计算机采集文本的主要方式。常见的有：WaC（Web
as Corpus）技术——定制已采集的文本，计算机扫描识别技术（OCR技术）——将各类纸质书籍和文

档转成电子文本，语音识别技术——建设大规模口语语料库，文本整理软件——消除文本噪声提高

标注准确性等。二是语料加工。目前各类高准确率的计算机词性标注软件、句法剖析软件、语义

标注软件、情感分析工具等纷纷面世，保证了语料库和话语分析研究的效率和信度，使得语言研究

得以向纵深发展。三是语料库分析。目前语料库分析技术更加多样化，在基础方面比如索引分

析、词表分析和主题词分析；在高阶研究方面，比如多维度分析、多因素分析、聚类分析、自动语义

分析、情感分析等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些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高

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的语料库建设和话语方式方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二、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语料库建构和教学话语分析
 

（一） 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语料库建设原则和内容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语料库建设，要坚持以下重要原则。一是目标性原则。要

把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语料库建设放在“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4] 的统一育人目标下建设，放在“大思政

课”建设的目标和要求下建设。二是阶梯性原则。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语料库

建设要按照“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阶梯性要求，按照高校大学生专科生三年、本

科生四年、本硕博学生的阶梯性教学要求进行科学设计。三是系统性原则。高校“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相融合的语料库建设要根据大学生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及不同学校、年级和专业背景，

在课堂教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等环节进行系统性设计。四是整体性原则。高校“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语料库建设要在各学校的教学管理体系、制度设计、工作体系等方

面进行整体性的规划、设计和有效实施。五是融合性原则。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语料

库建设和有效促进教学要体现融合性。体现在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师要通过学校的

制度和体制机制的融合和建立，通过部门和学院集体协同、集体备课制度、教学内容协同、实践教

学开展等方面进行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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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语料库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分为

若干类型。一是按照语料库所代表的整体不同，可分为通用语料库和专门语料库。比如，最新的国

内外形势、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以及人才培养的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性要求的语料库，就是高

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通用语料库；要根据整体性的建设和要求，建设高校不同学

段和专业的“思政课程”专门语料库，不同学段和专业的“课程思政”专门语料库。二是按照语言传

播媒介的不同，可分为书面文本语料库和口语语料库。比如“思政课程”的教材语料库，“课程思

政”的教学案例文本语料库；“思政课程”的音频、视频等语料库，体现“课程思政”的科学精神、工

匠精神等视频、音频语料库。三是按照语料产生年代划分，可分为共时语料库和历时语料库。“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共时语料库就是相同周期内产出的语言，而历时语料库中收集的则是不

同时期内产出的语言。四是按照语言类型，可分为单语语料库、平行（双语）语料库和多语语料

库。有学者指出，“依据语篇信息理论建立信息处理系统语料库展示语言信息处理水平，其以语篇

信息理论为指导探索教材和教学语言信息传递模式及其规律。”[5]135 比如，高校“思政课程”与“课

程思政”相融合的语料库“语言类型”可以有机结合进行设计，高校“思政课程”平行（双语）语料库

可以根据教学需要，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4卷）进行平行语料库或者多语语料库建设；对于英

语专业的学生来说，英语专业“课程思政”教师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平行语料库或者多语语料

库可以运用于教学，也可以通过内容分析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在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

内容要求基础上，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的专用语料库正在建设和完善。包括多模态

语料库，以及涉及社会语言学和计算机语言学的网络语料库、信息处理语料库继续得到完善。

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的语料库加工处理技术研究不断推进。在近年来的教学

实践中进行了语料库统计分析的词频统计分析，并基于文化人类学和中外比较的高校“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词语教学、统计和实验；对于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内容进行

了“标注”，对于词汇、句子和文本内容进行了话语分析；对课堂教学路径、话语表达方式和师生互

动的翻转课堂教学等进行了有效探索，并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成效。但是，目前专门的“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语料库标注、分析和检索软件有待进一步研发；语料库应用于“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话语表达方法、范式和语料处理规范，用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以及马

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分析语料库和话语创新都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深化。 

（二） 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语料库教学话语方法分析

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研究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教学话语问题，依赖于自然数

据。因此，根据对语料库依赖程度的不同，把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语料库教学话语的研

究方法分为三类。 

1. “基于语料库”的方法

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高校“思政课程”与“课

程思政”融合的语料标注处理，从而展示其语言特征和语言规律，为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相融合教学话语的择取提供依据。托尼尼－博内利（Elena Tognini-Bonelli）认为，“基于语料库”的

方法特征是对语料进行语法标注、语义标注以及语料附码进而发挥语料价值 [6]。在语言实践中，

“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具体为，以现有语言研究成果（包括词频、概率、标注）为基础，提出假设，再回

归语料库中的语言实例验证假设，将常规概念与理论进一步延伸。首先对“思政课程”与“课程思

政”相融合的语料库整体内容进行语言计算和整体性分析。其次结合课堂教学内容和实践教学等

需要，对内容进行分解，在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课程等教学中实施精准教学。最后通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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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测评，对高校“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相融合的效果进行测评反馈，从而形成动态的有效

教学目标和目的。 

2. “语料库驱动”的方法

托尼尼－博内利（Elena Tognini-Bonelli）指出，“语料库驱动”的方法特征是将语料库作为原始

文本进行理论建构，不进行语料标注。在语言实践中，“语料库驱动”的方法并不提前假设，而是通

过对语料库中的语言事实采取“观察—假设一归纳—理论整合”的思维过程，得出目标语言使用情

况的假设乃至结论。比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重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相关专

业课程的科技文献和学科发展史等，渗透到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课堂教学内容

和实践教学环节过程。 

3. “语料库辅助话语研究”的方法

可以看出，“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从既定设想出发，运用语料库进行验证，属于演绎法；“语料库

驱动”的研究不从特定的设想出发，而是从语料库的分析结果出发做进一步分析，属于归纳

法。[7] “语料库辅助话语研究”的方法则是淡化前两种研究方法的区别，实现演绎法与归纳法、定

量的语料库语言学分析方法和定性的话语分析方法平衡地交叉融合。比如，在高校“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的教学融合，要通过构建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课堂教学内容、实践教学要

求、教学案例，以及音频和视频等多模态语料库。在系统分析和定量研究基础上，建构教师教学和

学生认知的阶梯性、层次性、逻辑性有机统一的话语体系。 

三、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运用语料库创新教学路径探索

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一体化建设可以根据语料库和语言学规律，运用语料

库辅助话语研究，构建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新模式，并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语料

库数据驱动学习模式，从而创新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新路径和新方法。 

（一） 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的“语料库辅助话语体系”建构

语料库根据计算机存储的自然语言为研究客体，以定量研究为特征；“话语分析”研究自然语言

的使用，注重情感话语、批判话语、隐喻话语等定性分析。话语研究的核心特征包括：一是话语的

系统特征。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内容是一个整体，具有系统性、逻辑性和层次

性。因此，要从整体上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话语结构，构建高校“思政课程”和“课程

思政”话语体系。二是话语的结构特征。就是涉及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话语成分的组织

构成，包括经典案例、重要文献体裁特征、叙事结构和元话语，同时，对内容进行文本解构和话语分

析。三是话语的语义特征。就是指话语的含义或者隐含意义。话语的主观评价包括立场、情态、

言据性等子话题，以及话语中的主题、话题链、焦点和前景化等信息显隐于接续维度的子话题。因

此，教师在教学中，进行多样化的语言教学、理论教学和多模态语料运用的情感教学，创新教学话

语表达方式。四是话语的社会属性。涉及社会认知、话语建构、形象建构、身份认同等在文献中的

呈现。语料库语言学可以解决少量文本的定性话语分析不足，不断实现大量话语分析的准确性和

可重复性，并对结果开展“三角验证”，消解“过度诠释”或“诠释不足”的话语分析问题。同时，“语

料库语言学也通过话语分析所关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重要议题，如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语料

库是记录语言数据的“黑匣子” （ black box） ，更需要宏观社会、文化或情景语境的话语分析。”[8]

在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互融合的一体化教学中，要按照要求帮助学生进行知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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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通过文本的语义特征进行情感教育、政治认同和价值观建构。

大数据时代的计算机语料库是一种记录真实语言信息的大数据源。“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和计

算机软件技术的发展，大量电子文本的获取、存储、处理、算法得到了快速发展，并被应用到各领

域。语料库语言学从早期主要用于探索语言自身形式层面的特征和变异/变迁，发展到重视语义和

情感层面的基于语料库或者语料库驱动的话语研究。” [9] 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语料库中

的语言材料来自于公开发表的重要文献和学术研究成果，视频与音频材料源自官方网站，口语语料

库语料又是师生在实践教学中生成与使用的语言，无论哪一种都是真实和历时的。这些语料经过

计算机规范化加工，使语料库中的语料始终站在教学“前沿”，形成“发展中”的优质教学资源。因

此，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语料库可以服务于课程优质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帮助师

生准确、充分地掌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要求和内容，为教师进一步开展教学话语创新提

供大量的、真实的、生动丰富的资源，为创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以及教学话语效

果测量提供方法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二） 基于语料库的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教学模式建构

根据语料库、语言学、建构主义理论、认知心理学和输入假说理论，依托高校“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语料库优势，尝试性地建构了基于语料库的“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教学模

式”。该模式的运用体现在实践教学全过程，即：课前、课堂、课后。一是在课前，“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教师要协同构建学生开展自主学习的基本范围。建立基于“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语料库的学生学习平台。包括充分体现专业特色和行业特色的“课程思政”特色专业教材和教学语

料库，开展“探究式学习”。二是在课中，教师在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互融合的一体化

教学语料库数据支撑下，根据学情测量结果，引导学生统一学习，将整合后的教学资源（经典案例、

核心词汇、典型句子、图片、音频、视频等）呈现给学生。通过开展基于“问题意识”的对话式教学，

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题的平等对话，引导学生参与课堂，对思想政治基于的内容“感同身受”和

“共鸣”，引导学生从“求知”到“熟知”再到“真知”的转变（见图 1）。[10]110 开展基于环境视角的工科

课程思政情景教学法，以及学习迁移视角的理科课程思政关联教学法，把专业课程的内容与大学生

的专业实际、行业实际和生活实际结合，把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内容有机结合。同时，把“思政

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环节有机结合。三是在课后，学生基于“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语料库的教学平台上进行团体实践活动，补充与巩固相关知识，开展“合作式学习”。

总之，基于语料库的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在学生层面实现“探究式学

习”——“引导式学习”——“合作式学习”，有助于增强学生自学能力，提升学习兴趣，拓展知识面，

有效提高学生口语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以及其他综合能力。

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语料库环境下新型“教”与“学”关系的建构，即“教”的主导性

与“学”的主体性有机统一。“教”的主导性体现于教师在教学全过程利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

政”语料库，整合碎片知识，实现抽象知识由繁至简，引导学生正确应用语料数据进行知识意义建

构。“学”的主体性体现于学生在学习全过程运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语料库，自主获取必需

语言资料，通过“阅读”、“观看”、“表达”，进行课前探究性学习、课中“引导式学习”、课后“合作式

学习”，在高校“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系统性、阶梯性的语料库教学平台上，开展自主式、协

作式学习，强化学生在特定情境下的思考力、判断力和领导力。因此，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

政”教学模式实际上是双轨学习模式，即学生在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语料库数

据支撑下，实现全过程学习，课前探究式学习、课堂中引导式学习，课后合作式学习，三者有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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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交互进行，是解决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一体化教学中 “疏离现象”的有效途径。比

如，“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本科专业的“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教学，就是依据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性教学上构建专业特色鲜明的语料库和话语教学体系。包括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各个环节上有机协同。结合专业特点和行业实际，体现

国家发展战略、行业发展现状、机械工程历史、工匠精神、科学精神、工程伦理等特色《机械工程》

教材编写和教学运用就是“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教学的成功探索和实践。

为此，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教学改革促进了学生的语料库数据驱动学习模

式建立。这一模式以建构主义理论、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和语言习得理论为根据，依托信息环

境与技术，侧重学习过程体验。在教学实践中，建构语料库数据驱动学习模式，在教师的整体引导

下，促进学生根据语料库学习平台的主动学习方式转变。同时，通过创建基于语料库的“发现—产

出—展示”的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学习模式，运用语言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

等规律突破传统的教师“一言堂教学”固有模式，在学生的“知识获得——理论探索——实践训练”

过程中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

总之，基于语料库及其话语研究的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融合创新依托语料库以

及信息技术，构建专业性、系统性和逻辑性的语料库，探索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语

料库辅助话语体系”与语料库数据驱动学习模式的建构，创新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

模式和教学话语。久久为功，止于至善，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成果得到了更好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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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systematic  language  database,  corpus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language  research  and
discourse  innov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xplore the way and method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by using corpus. Based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Corpus  linguistics,  theories  and  tools  of  constructivist  psychology,  cognitive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and etc. can help to break through the alienation of teachers, content and practice
teach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Through  the  three  stages  of  corpus-building,  corpus-processing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methodology of "Corpus-driven" and "Corpus-based", this paper explores a corpus-assisted
discourse  system  and  a  corpus-data-driven  learning  model  for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Key  words：CORPUS；university；"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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