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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基础日语教学中提升学生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以标日教材的入门单元为例

姜银实　李银子　张　盼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上海 201399）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有效的交流，

需要掌握扎实的语言基础，还需具有语言能力、能有效的掌握一

门语言首先要了解那个国家的文化、并且熟知本国文化与外国文

化之间的差异，具有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目前我国的日语教

学相对来说侧重日语语言教学和日本文化的传播。随着学生对日

本文化了解的加深，开始接受日本意识形态，反而对母国文化知

之甚少，所以在跨文化交际中，很容易出现缺少文化自信和文化

自觉的现象。因此，在日语教学中需要导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中国文化的相关内容，这样能够使学生在了解中日文化差异的

过程中增强民族文化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本研究根据项目组

设计的教学方案进行教学实践，最终进行总结和反思，进一步完

善引入课程思政的课程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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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日语教学中提高学生的文化自觉与自信的重要性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

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教育教学并不是单纯地传授知

识，要在其中找到知识的底蕴以及价值。如何在基础日语课程

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做到显性隐性教育相结合，是我们

日语教师应该思考并完善的内容。在实际教学实践中我国的外

语教学侧重于对语言知识的累积，逐渐忽视了对文化知识的培

养。以致于外语教学所承载的文化内涵难以得到发挥，教学课

程以语言体系建立为主要教学内容，重视学生的语音语调、语

法句式的纠正，忽略文化的重要性。外语教学应培养学生承担

文化交流的重要任务。文化对一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具有重要影响。对本土文化的正确认识与传承，积极影响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外语学习不仅是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更是文

化继承的重要主体。在日语教学中，我院的教学模式一直侧重

日语语言教学及日本文化传播。随着学生对日本文化了解的加

深，会开始接受日本意识形态，而因为对母国文化知之甚少，

所以在跨文化交际中，很容易缺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因此，

在日语课程中导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文化的相关内容

非常必要，在教学活动中不断进行本土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培养，

使学生可以在跨文化交流中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对外来文化

进行有效分辨，吸收真正对社会发展有利的优秀内容，促使我

国政治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在基础日语教学中认识培养学生文

化自觉与自信的重要性，建立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加强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学生未来的学习与生活。

二、提升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教学实践

本研究根据项目组设计的教学方案进行教学实践，主要以入

门单元的教学为例进行教学设计，并且实施教学实践。

（一）学习者的心理特征

学生处于大一新生，没有参加过社会实践，对学习目的还处

于迷茫期。对日本的动漫和化妆品有兴趣，但对基础日语兴趣不

太浓厚，为了完成学分而学。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在本课程。在社

会上关注个人在学校的发展、毕业后的求职。在专业上关注实训

课等。除高考考日语的学生之外，大多数同学入学前没有学过日语，

没有日语基础。

（二）课程目标

我院的基础日语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要培养学生的综合日语能

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学生们毕业后在机场工作和社会交往中

能用日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

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提高思辨能力，以适应我国社会发

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具体的有以下几个目标。

1. 知识目标

通过线上学习资料拓宽学生视野，通过线下教师对核心内容

的精讲教学，对拓展内容的讨论，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让

学生了解日语文字、语法结构，并且要正确掌握五十音图、浊音

和半浊音、长音和促音的发音特征和书写方法。掌握平假名及片

假名的正确书写方法。

2. 能力目标

提升学生深层次理解日本社会问题的能力；教师通过分析每

节课的核心问题，加深、巩固、拓展学生对基础日语知识的理解。

3. 态度目标

理性解读文化差异，尊重他国文化，热爱祖国文化；以学生

为主体，通过任务驱动式教学、小组讨论等提升学生构建问题意

识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与同伴合作能力。

（三）重点和难点

在入门单元，学习作为基础日语课程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

的五十音图，学习假名还有声调。其中日语语音和假名书写是入

门单元的重点，也是一个难点。难点在于大概两周的时间，每周

上 4 节日语课，总 8 节课要学完五十音图的书写发音，要记住 5

段 10 行的平片假名的书写和发音，这个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讲

是一个难点。

（四）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

1. 入门单元是总 8 个课时来完成的，首先介绍日语语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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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语音，介绍日语文字和五十音图来源用 2 课时，讲授清音的

书写用 3 个课时，还有浊音，半浊音，促音，长音，声调的讲授

用 3 个课时。教学方法主要用讲授法，游戏法和小组讨论法。

2. 讲解日语语音，五十音图的书写，特殊音，声调是用讲授法，

其中给学生播放一些有趣的小视频，比如《日本小朋友学习五十

音图的歌》等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 介绍日语文字和五十音图来源主要用小组讨论法，在这个

环节上大量加入课程思政因素，明确给学生几个问题，比如我国

汉字如何传到日本去的，有谁来传播的等以分组讨论的方式让学

生做主体，增强学生们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与

同伴合作能力，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探索性学习能力，团

队写作能力。

4. 五十音图的默写主要用游戏法，比如一张卡片写一个假名，

让全班同学来说卡片上的假名的读法，以及要说出来是哪一行那

一段。还可以请两个学生到黑板听写老师说的 10 个单词。这个单

词是课内没学过的，用假名来写。要是有写错的学生，换新的学

生来写。写完以后让学生们利用手机来查黑板上的单词的意思，

看谁查的更快更准确。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们的主动性和提高

学习日语的兴趣。

5. 所有的课程都是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首先课前预习是用

线上给学生发布任务，这个任务可以有效地利用国家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比如爱课程，智慧树，学堂在线等等平台，这些平台上

的公开课较多，关于日语的也已有 1000 多个视频，具体的有清华

大学的《日语与日本文化》，交通大学的《大学日语》等等精品

在线课程。并且授课教师也可以利用再现平台建立相关课程，本

项目组是利用超星学习通建立了线上的基础日语课程，授课教师

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导入授课班级信息，课后可以有效利用这种平

台发放学习资源和收发作业。

（五）评价体系

随着教学形式的多样化，教学评价体系也需要突破创新，项

目组对原本的基础日语评价体系进行改革，具体的有以下几点。

1. 课堂表现

课堂表现占整个考核的 30%，主要看听讲认真度，发言频率，

出勤率，课堂纪律等等，要做到学生为主体的课堂，多鼓励学生

发言，每一次发言教师都要记在教学手册上，可以培养学生们自

律性和自信心。

2. 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占整个考核的 20%，每堂课设置小组讨论环节，主

要看每个学生的小组讨论的参与度和最后作品呈现（发言总结或

录音频或视频）。小组讨论环节要明确规定每个组员的分工，可

以培养学生们团队合作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口头发表能力。

3. 课后作业

课后作业占整个考核的 30%，作业是两人一组完成的编写对

话，教师提供跟课堂内所学过的知识有关的素材，两人一组完成

编写对话，并提交音频资料或视频资料，这种形式可以培养学生

们分工合作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教师可以对其发音

的准确性，语法的正确应用性等进行评价。

4. 小测试

小测试占整个考核的 20%，每一节课都邀请 1-2 名学生到黑

板进行小测试，测试内容包括单词的听写，翻译句子，五十音图（考

抽卡片）。通过小测试可以培养学生们的自律性，可以有效地巩

固好所学到的知识。

三、教学后记与反思

根据项目组设计的教案进行了实践，总结不足点。本项目设

计的教学方案里加入了大量的小组讨论环节，通过教学实践发现

有很多学生都不积极参与小组讨论，每一次发言总结者都是固定

的那几个学生，不积极的学生一直不积极。要改进小组讨论更有

效的进行，任课教师必须要给每一个小组成员制定一个任务，并

且给每一个成员进行评价。具体的做法如下：

A 成员：组长；主要做总结和发表。

B 成员：给其他组的发表进行提问。

C 成员：回答其他组员提的问题。

D 成员：回答其他组员提的问题；制作 PPT。

课程思政背景下进行小组讨论，让每一个学生进入到小组讨

论中，每堂课都会涉及到日本文化，以及中日文化对比，提升学

生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提升爱国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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