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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高校日语听力课程教学改革路径探索
王　莎

（西安翻译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5）

摘要：“互联网 +”时代下，微课、混合式教学等为翻转课堂教学注入了新活力，有利于创设沉浸式学习情境，加快师生角色转化，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高校日语专业教师要立足翻转课堂教学理念，创新日语听力教学方法，利用微课布置预

习任务，引导学生课前自主学习；导入日语动漫片段，丰富听力教学素材；积极开展日语趣味配音活动，鼓励学生自由结组，提高他们

日语听力和口语；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巧妙运用混合式教学平台，促进课内外教学衔接，提高

日语听力课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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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重新调整了课内外教学时间，把课堂主

导权、学习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鼓励学生进行小组合作、

探究式学习、项目化学习，引领他们深度学习，加深他们对知

识点的理解，合理布置学习任务，科学引导学生课后自主学习，

鼓励他们运用互联网搜集相关资料、参与线上教学，实现课堂

教与学的双赢。高校日语教师要把翻转课堂教学理念融入听力

课程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制作微课，巧妙融入日本动漫、影

视剧片段，丰富听力教学素材，锻炼学生日语听力、丰富他们

日语知识储备，加深他们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同时，教师要根

据日语听力课程重难点设计学习问题，鼓励学生进行小组合作，

让他们开展日语趣味配音、情景交际对话训练，提高他们日语

听力和口语表达能力。

一、翻转课堂在高校日语听力课程教学中的优势

（一）有利于促进学生之间的有效互动

翻转课堂模式下学生是高校日语听力课堂的“主角”，根据

微课对预习任务进行讨论、分析中日语言文化差异，探索解答预

习任务的方法，有利于激发自主学习积极性，主动与其他同学进

行讨论，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从而提高自身日语学习能力。同时，

翻转课堂有利于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鼓励他们反复观看教学视

频，与其他同学讨论视频新词汇、发音和语法，让他们和其他同

学还原视频对话内容，创新日语听力训练方式，提高学生团队协

作精神，进一步提高学生日语听力，提高日语听力课程课堂互动

质量。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翻转课堂模式倡导把课堂交给学生，让他们做课堂的“主人”，

围绕他们学习需求来开展课堂学习活动，引导学生深度参与课堂

教学，提高他们课堂学习体验，有利于激发学生日语学习兴趣，

提高他们日语自主学习能力。高校日语教师要加快师生角色转化，

搜集抖音、B 站等新媒体平台日语听力教学素材，把日语歌曲、

日本动漫等课外素材融入日语听力教学中，利用生动有趣的短视

频激发学生日语听力学习兴趣，让他们主动跟随短视频练习日语

口语，有利于提高他们日语学习能力。

（三）有利于活跃日语听力课堂氛围

良好的课堂氛围有利于激发学生日语学习兴趣，让他们主动

参与日语听力训练、趣味配音和日语新闻播报等课堂活动，从而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翻转课堂摒弃了“填鸭式”教学模式，利用

短视频营造沉浸式教学氛围，精美的短视频、丰富的听力素材更

容易活跃课堂氛围，鼓励学生利用日语进行交流、讨论，让他们

复述短视频日语对话内容，把日语听力和口语教学融为一体，从

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日语听力教学效果。

（四）有利于提高日语听力教学质量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创新了高校日语听力教学方式，优化了课

内外教学衔接，督促日语教师利用短视频指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

便于他们跟随短视频熟悉日语词汇、发音和语法等知识，锻炼他

们的日语听力，为后续课堂小组合作、项目化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有利于提高日语听力教学质量。同时，翻转课堂模式督促高校日

语教师重视学生课下指导，例如录制复习微课、 布置小组日语情

景剧表演任务等，做好课内外教学衔接，借助线上教学平台解答

学生日语听力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为他们答疑解惑，从而提

高学生日语听力。

二、高校日语听力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一）学生日语听力参差不齐

高校日语专业学生很多都是零基础，进入大学后才开始学习

日语，日语听力、口语都比较薄弱，少部分学生具备一定的日语

基础，可以进行基础的日语交流，这反映出学生日语听力参差不

齐，无形中增加了日语听力教学难度。日语零基础学生日语词汇、

短语积累比较少，对日语语法的理解也比较肤浅，很难准确提取

听力录音中的有效信息，难以复述听力对话内容。但是日语教师

习惯采用“一刀切”式教学模式，没有划分日语听力难度层次，

也忽略了运用短视频开展日语听力课前预习指导，影响了学生日

语听力发展。

（二）日语听力教学素材与模式单一

高校日语听力课程教学以音频播放、学生复述教学模式为主，

很少开展趣味配音、小组合作学习等教学活动，音频内容也局限

于教材，缺少日语新闻、歌曲、动漫、电影等课外素材，听力教学，

单一的教学模式和素材容易让学生产生“审美疲劳”，难以激发

他们自主学习积极性。例如教师在日语听力教学中习惯先播放教

材配套录音，根据录音设计问题，要求学生回答问题、复述听力

内容，忽略了选用学生喜爱的日本动漫和歌曲等作为听力素材，

也忽略了引导学生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演绎录音对话内容，影响

了日语听力教学质量。

（三）课内外教学衔接不畅

听力水平高低体现了学生日语综合学习能力，对学生口语、

词汇、跨文化意识等要求比较高。由于高校日语专业学生很多都

是零基础，他们更需要进行课下听力、口语和阅读训练，但是日

语教师却忽略了开展日语听力课下指导，只是布置了课文背诵、

口语交际训练作业，却忽略了根据听力课程内容制作复习微课，

没有利用混合式教学平台开展日语听力课下指导，没有及时为学

生答疑解惑，影响了日语听力课程教学质量。

（四）学生课堂参与度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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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高校日语教师教学理念比较保守，习惯性掌握课堂主导

权，忙于讲解日语词汇、语音、语法和语言文化等知识点，留给

学生独立思考、合作探究的时间比较少，也忽略了开展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导致学生处在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课堂参与度比较低，

这种教学模式让学生日语听力课学习效果大打折扣。同时，教师

忽略了根据日语听力课程教学重难点设计探究式学习任务，很少

开展日语配音、角色扮演等日语听力实践活动，影响了学生对日

语听力知识点的深层次理解。

三、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高校日语听力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一）微课开展课前预习指导，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翻转课堂模式转变了高校日语专业教师教学理念，督促他们

调整课内外教学时间，让他们利用视频开展课前预习，布置课前

预习任务，让学生根据视频进行课前自主学习，把更多课堂时间

留给学生进行自主探究，从而提高日语听力教学质量。首先，高

校日语教师要全面分析日语听力课程单元教学重难点，围绕重难

知识点制作微课，并在微课中设计预习任务，利用微课指导学生

进行课前预习，提高他们自主学习能力。例如教师可以利用微课

开展日语日常生活用语听力教学，利用微课介绍日语中的问路、

餐厅就餐的日常用语，并添加文字说明，帮助学生辨析清音和拨音，

要求学生写下微课中的对话内容、搜集其他生活用语，指导他们

利用互联网搜集日语生活用语相关知识。其次，学生可以根据微

课练习日语的清音和拨音发音，了解关于日语问路、餐厅点餐等

短语和常用句式，并复述微课对话内容，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搜集

关于日本传统节日、节日祝福语等相关知识，丰富日语知识储备。

同时，学生可以搜集自己习惯的日本谚语、热门歌曲短视频，并

把这些视频分享给教师，作为后续日语听力课堂教学素材，参与

到日语听力备课环节，提高自身日语听力。

（二）导入日语听力课外素材，丰富听力教学素材

“互联网 +”时代下，微课为高校日语听力课程翻转课堂教

学提供了更多便利，帮助教师导入学生喜爱的日本动漫、热门歌

曲、电影片段等素材，营造沉浸式教学氛围，激发学生日语学习

兴趣，从而让他们主动参与课堂互动，从而提高他们日语听力。

第一，教师可以剪辑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的《哈尔的移动城堡》《千

与千寻》片段，把动漫片段作为听力素材，让学生默写自己听懂

的动漫台词，并鼓励他们分享对动漫人物、日本文化的了解，把

日语听力和跨文化交际教育衔接起来，提高日语听力教学趣味性。

教师可以重复性播放动漫片段，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提炼动漫中

的关键信息，引导他们在情境中领悟动漫故事情节、对话情境，

帮助他们理解动漫台词，从而让他们写下其中的台词，提高学生

日语听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第二，为了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

性，教师还可以播放学生课前搜集的日语歌曲、日本电影片段，

鼓励他们猜歌曲和电影名称，并让他们复述歌词和电影台词，让

他们主动参与日语听力课堂互动，实现学生日语听力和口语的“双

提升”，全面提高高校日语听力课程教学质量。

（三）组织小组合作学习，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高校日语教师要留给学生更多自主学习、

合作探究的空间，科学设计小组合作学习任务，鼓励学生自由结组，

让他们合作完成日语听力学习任务，加深他们对日语知识的理解。

例如教师在讲解日本旅游相关知识时，可以搜集关于富士山的相

关日语纪录片，要求各个小组默写出纪录片台词、写一份中国旅

游景点的日语解说词，明确小组合作学习目标。各个小组可以多

次播放富士山纪录片内容，听准每一句解说词，先把整体内容默

写下来，再小组合作查询日语词典、互联网资料，对纪录片中的

词汇、语法等进行分析，进一步完善富士山解说词，提高日语听

力和语法学习能力。同时，各个小组可以选择最喜欢的一个中国

景点，合作完成日语解说词，体验中日语言文化差异，进一步提

高跨文化理解能力。教师可以组织日语导游角色扮演活动，由各

个小组轮流朗读日语版中国景点解说词，由其他小组担当同声传

译，让他们把日语翻译成汉语，让他们深度参与到听力教学中，

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积极性。

（四）开展日语趣味配音活动，提高学生日语听力

高校日语教师要尊重学生日语听力差异，设计难易程度不同

的日语听力学习目标，选择难易程度不同的听力素材，开展趣味

配音活动，激发学生日语学习兴趣。首先，教师可以分为基础、

中等和难度三个维度来搜集日语配音素材，挑选语速适中的动漫

片段作为日语听力基础教学素材；挑选语速稍快的日语电影作为

中等教学素材；挑选日语说唱歌曲作为日语听力难度教学素材，

兼顾不同水平学生日语听力学习需求。其次，教师可以开展基础、

中等、难度日语配音活动，挑选出对应的动漫、电影、歌曲，例

如歌曲《曾经我也想一了百了》《哆啦 A 梦》片段，由学生自由

结组、挑选配音素材，让他们跟随日语视频进行练习，让他们根

据短视频场景、人物关系进行配音，锻炼他们日语听力，提高他

们日语学习能力。通过日语趣味配音，学生可以掌握更多日语词汇、

短语、谚语等知识，并规范自己的日语发音，听懂不同场景、不

同主题日语对话内容，从而提高自身日语听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五）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提高课下指导质量

日语教师可以利用超星学习通 APP 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开展线上直播教学、线上测试，引导学生自主规划学习内容，鼓

励他们与同学、老师进行线上互动，优化课内外教学衔接，从而

提高日语听力课程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可以根据日语听力教学内

容开展复习课教学，积极与学生进行连麦互动，与他们日语讨论

今天的天气、课程安排等，激发他们线上发言积极性，还可以开

展线上听力测试，检验学生日语听力能力，针对他们的弱点开展

复习指导。教师可以线上分享日语日常用语、商务日语对话短视

频，并布置角色演绎作业，指导学生进行课下学习，便于他们线

下自主回看、下载教学视频，并及时回复他们线上留言，及时为

他们答疑解惑，从而提高他们日语听力课程学习能力。混合式教

学有利于完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加强对学生课下自主学习指导，

促进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全面提高日语听力教学质量。

四、结语

总之，高校日语教师要积极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加快师生角

色转变，根据教学重难点制作预习微课，指导学生根据短视频进

行课前预习，帮助他们提前熟悉课堂教学重点，把更多课堂时间

留给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导入日本动漫、歌曲和电影等素材，进

一步丰富日语听力教学素材，引导学生默写动漫台词和歌词，提

高他们日语听力。同时，教师还要积极开展小组合作学习，鼓励

学生进行日语配音练习，提高他们日语听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利用混合式教学开展课下指导，与学生进行线上互动、讨论，提

高他们日语学习能力，全面提高日语听力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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