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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水文化和李冰精神融入
四川省高职院校大学英语公共课教学初探

杜　杨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南充 637131）

摘要：都江堰是四川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都江堰水文化和李冰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具有巨大的价值与意义，

值得发扬广大。将都江堰水文化和李冰精神有机融入四川高职院校大学英语公共课教学有着积极意义。在教学实践中，从整合与创新教学

内容、实现教学方法的多样化、与学生的专业密切结合等方面入手，有助于促进都江堰水文化和李冰精神在四川省高职院校大学英语公共

课教学的有机融入，引导学生在学好英语的同时增强文化自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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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位于成都平原的都江堰，战国时期由秦蜀郡守李冰在总结前

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岷江两岸民众兴建，大大地促进了当时

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后经历代修缮和维护，至今

仍发挥着重大作用。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留存的以无坝引水为特征

的伟大水利工程，都江堰以其悠久的历史、宏大的规模、合理的

布局、科学的运行、巨大的贡献，成为巴蜀大地的骄傲、华夏文

明的重要代表、联合国认可的世界文化遗产。李冰率众修建都江堰，

为经济社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功绩为世人所铭记，

其故事和传说至今仍广为流传。都江堰水文化和李冰精神是中华

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发扬光大。

大学英语是高职院校所有非英语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在人才

培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应担起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将优秀的

地域特色文化和英语语言教学相结合，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

趣，也有助于引导学生在学好英语的同时提升跨文化意识、增强

文化自信、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都江堰是四川重要的历史文

化遗产，将都江堰水文化和李冰精神有机融入四川高职院校大学

英语公共课教学有着积极意义。

2 都江堰水文化和李冰精神概述

都江堰的修建基于当时蜀地的水患等自然灾害，既是当时的

秦国统治者对增强国力、为统一战争提供物质支撑的需求，也是

劳动人民对提升农业生产、改善生活条件的迫切需求。在那个科

技相对落后的年代，李冰凭借着卓越的智慧和坚定的决心，带领

民众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地建成了这一伟大工程，有效地消解

了水患，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促进了蜀地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对于蜀地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外，都江堰的修建体现了

中华民族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的优秀传统以及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尊重，蕴含着珍贵

的人文财富。

都江堰水文化丰富而独特，历经千年仍熠熠生辉。例如，都

江堰工程分利用了地形地势、因势利导，实现了对水资源的合理

调配，既满足了农业灌溉和生活用水的需求，又避免了对生态环

境的过度破坏，这一建造理念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尊重自然

规律、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反映了劳动人民对人与自然关系

的深刻理解；都江堰工程的修建既借鉴了前人的治水经验，又不

拘泥于成法，而是根据当时岷江的水情和地理条件，灵活调整治

水手段，创造性地“度势以建堰”，既做到了水患的防治又做到

了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实现了除害与兴利互济，体现了中华民族

守正创新的优良传统；都江堰工程在修成后并非一劳永逸，而是

经过了历代的不断修缮和维护，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力保

护和扩建，方能在当今仍发挥巨大功效，这种持之以恒、久久为

功的精神元素也是都江堰水文化的组成部分；都江堰的修建及发

展都是以改善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为重要出发点，它在两千

多年的运行中保障了农业的丰收、减少了自然灾害对人民的侵害，

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为人民切实地带来了福

祉，这种以人为本、造福百姓的价值取向也是宝贵的思想财富。

总之，这些思想元素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都江堰水文化的独特

魅力和深厚内涵。

李冰作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主持者，克服重重困难，带领人

民完成了这一伟大工程，不仅造福了当地百姓，其蕴含的精神在

当代依然熠熠生辉。在科技相对落后的战国时代，李冰不惧艰险，

主动承担起治理水患、造福民众的重任，体现了勇于担当的责任感；

李冰在治水过程中凭借顽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彰显了坚

韧不拔的毅力；李冰组织和团结了众多工匠和民众，集众人的智

慧和力量，完成了工程的修建，展现了团队互助精神。

都江堰水文化和李冰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

时代具有巨大的价值与意义，值得发扬广大。

3 都江堰水文化和李冰精神融入四川省高职院校大学英语公共

课教学的基本思路

高职院校以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技术型人才为主要目标，

高职院校的大学英语公共课教学应高度重视英语知识、人文素养、

实践能力的结合。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课程思政，对思想道德

教育和人文素养教育融入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如

何促进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与高职大学英语教学的有机融合；如

何切实有效地提升学生跨文化意识，引导学生在了解西方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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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进一步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提升民族自豪感；如何在新

时代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引导学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这些都是高职大学英语教学中受到广泛关注的话题。都江堰是四

川的重要物质文化遗产，四川省高职院校将都江堰水文化和李冰

精神融入大学英语公共课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有

助于在英语知识和英语技能教学的同时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加深

学生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培养

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还有助于引导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良

好的工作作风和职业道德。从教学内容的整合与创新、教学方法

的多样化等方面入手，可以进行都江堰水文化和李冰精神融入四

川省高职院校大学英语公共课教学的实践。

3.1 整合与创新教学内容

在将都江堰水文化和李冰精神融入四川省高职院校大学英语

公共课教学的过程中，教学内容的整合与创新至关重要。

在讲授有关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或旅游景点的课文时，可以

融入一些对都江堰工程的简单英语介绍，并通过对都江堰的介绍

加深学生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提升学生对中国传统科技

的认识、增强学生对四川本土的文化遗产的了解。此外，可以适

当选取与都江堰水文化和李冰精神相关的英语文章、故事或诗歌

进行教学，这些素材可以是古代文人对都江堰的赞美之词，也可

以是现代学者对李冰精神的解读。通过阅读和分析这些文本，学

生不仅能够提高英语阅读和理解能力，还能深入感受其中蕴含的

文化和精神内涵。

在英语听说训练时，也可以将都江堰水文化和李冰精神较好

地融入进去。例如，设计情景对话，让学生模拟向外国友人介绍

水利工程和李冰的功绩；或者围绕着相关主题组织英语演讲活动。

这样的训练能够增强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同时有助于加深他们

对中华优秀文化和传统的理解与热爱。

通过对教学内容的整合与创新，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

生动、有趣的学习体验，使他们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深刻领悟都

江堰水文化和李冰精神的魅力和价值。

3.2 实现教学方法的多样化

在将都江堰水文化和李冰精神融入四川省高职院校大学英语

公共课教学的过程中，应重视教学方法的多样化的实践。

情景教学法可以在教学中运用。在一些涉及到努力奋斗等相

关主题的课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创设都江堰建设的具体场景，

让学生在模拟的情境开展互动活动，感受和理解都江堰水文化及

李冰精神的内涵。例如，通过角色扮演，让学生扮演李冰或当时

的民众，用英语开展一些关于工程建设的对话，既能锻炼学生灵

活运用英语的能力，又能让学生更加了解修建都江堰的艰难过程，

从而更深刻体会李冰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及坚韧精神。

多媒体教学手段在当前的大学英语教学中是不可或缺的。利

用丰富的图片、视频和音频资料，向学生展示都江堰的壮丽景色、

水利工程的精妙设计以及李冰的传奇故事的英语介绍，在提升学

生英语听力的同时，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使抽象的文化

和精 神变得更加直观和生动。

小组合作学习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将学生分成小组，共同

探讨用英语更好地介绍都江堰水文化与李冰精神，鼓励他们用英

语分享自己的见解和感受。通过小组讨论，学生能够相互启发，

拓宽思维，提高英语交流能力。

总之，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能更好地将都江堰水文化和

李冰精神融入高职大学英语课堂，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

教学活动当中，从而提高大学英语公共课的教学效果，提升学生

的综合素质。

3.3 与学生的专业密切结合

大学英语公共课的教学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将英语教学和

学生的专业相结合，既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积极性，又有

助于学生的专业能力的提高。在教学中，可以根据专业特色，找

准切入点，开展与都江堰工程和李冰精神相关的特色教学活动。

例如，对于旅游专业的学生，教师可以开展导游模拟活动，组织

和引导学生用英语介绍都江堰景区和历史文化，并进行互评；对

于建筑类或水利类专业的学生，教师可以用英语简要介绍都江堰

水利工程的原理和技术；对于农业科技类专业的学生，教师可以

从促进农业生产的角度用英语就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积极意义作介

绍。相关教学内容和活动的开展既能加深学生对都江堰水文化和

李冰精神的认识，又能实现学生的英语水平和专业水平的有效提

升。

4 总结

都江堰水文化和李冰精神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重要价值。将

其融入四川省高职院校大学英语公共课教学，不仅有利于丰富教

学内容，更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当然，在教

学实践中，这种融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院校和教师不断探

索和创新。在教学内容的整合与创新等方面，要充分挖掘都江堰

水文化和李冰精神中的英语元素，将其与教材内容有机结合，让

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教学方法

的多样化与实践中，采用情景教学、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多种

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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