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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在几千年前孔子就已经意识

到了自我反思对于加强自身修养以及提高学识水平的重要性，因

此在高校日本文学教学中引入反思性教学的理念势必能够起到一

定的帮助作用。反思性教学，英文全称为 r e f l e c t i v e

teaching，起初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是一种存在时间较短的

教学理念，这种教学理念的研究对象是教学工作的主体以及活

动，通过深入研究来逐渐解决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这种教学

理念的应用能够帮助学生培养反思意识、创新能力等，同时也

能够给老师提供更多教学工作方面的进步提示。高校日本文学教

学工作中就应当加入反思性教学的理念，帮助教学主体通过不断

地研究和探索来解决目前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我国高校日

本文学教学工作中有效结合“学会教学”和“学会学习”，以

此来进一步推进日本文学教学的发展和进步。

1  反思性教学的特点

反思性教学会在立足实际的基础上解决日本文学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教师需要对以往教学工作的整体过程进行回顾，回顾内

容包括自身在过程中的表现，以此来总结自身在完成教学工作时

的问题的不足。

反思性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师生的共同进步和发展，主要

指导依据就是“两个学会”理念，“学会教学”和“学会学习”这

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异同点，相同点是无论是教学还是学习，

都需要重视过程；另外教师在“学会教学”时还需要在掌握专业

知识的前提下加强对自身教育伦理以及道德意识的建设。反思性

教学可以帮助教学自身发展成为一名学者型、科研型的教学人员，

这样有助于学生提高自身的认知水平，丰富自身的思想境界[1]。

职业道德感的存在与否会直接影响到教师在完成教学工作时

的态度，它是反思性教学的重要突破口，一个教师只有具有一定

的责任感，才能够更加认真地将自身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

们，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作为教师所具有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

让学生更准确地把握“学会学习”。

2  在反思性教学下构建日本文学教学模式的具体措施

2.1将文学史以及作品鉴赏进行有机融合

通过研究以往传统日本文学教学的工作安排内容之后，我们

发现多数高校都会将日本文学史和作品鉴赏这两者分开进行课程

安排，一些高校甚至在不同的学期开设，导致这两者之间并不

存在教学时间的交集，许多学生往往在学习完一门之后，在进

行下一门课程的学习时就会忘记之前的内容，从而无法将日本文

学史和作品鉴赏内容很好地联系在一起，阻碍学生发现并思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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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正常进行。教师需要将文学史和作品鉴赏课程进行有机融

合，这样才能够帮助学生在了解文学背景、意义的前提下开展对

文学作品的鉴赏，这样可以在脑海中逐渐形成一个学习体系，将

所学内容逐渐和自身的客观意识结合，把握文学作品存在的意义。

由于课程融合之后的教学内容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对于教师的教

学水平存在一定的考验价值，因此教师只有将文学史同作品鉴赏

课程进行有机融合之后，才能够在初期回顾课程很容易发现其中

存在的不足，从而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反思，落实反思性教学理

念，从而对教学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2]。例如，日本著名作家

岩井俊二的作品《情书》就可以作为课程讲解的范例，教师首先

需要给学生讲解这部作品完成的文学时代背景以及岩井俊二的写

作特点，之后选取其中较为经典的片段让学生进行阅读，课上或

者课后让学生观看由柏原崇、中山美穗主演的同名电影，或者可

以安排学生在观看电影后去排练某一片段，加深对该文学作品的

理解。

2.2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优势

为了更好落实反思性教学的理念，教师在日本文学教学课堂

上还需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优势，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脱离互联网而存在，教师就需要抓住这个点来

发挥网络的优势。教师可以创建网络交流平台以及课前预习课程，

让学生利用这个在课前完成预习内容，同时如果有问题就可以及时

提出，教师可以及时进行辅导答疑，教师同时也可以将学生提出的

问题进行整理和分类，在课堂上着重讲解问题较多的内容，改变课

堂内容的侧重点，提高课堂有效性。另外，学生还可以在平台上寻

找到自己喜欢的日本文学作品或者文学作家，踊跃发表自己对于作

品或者作家文笔的看法和意见，学生与学生之间在交流过程中会逐

渐产生富有创造性的见解，有利于提高其对日本文学作品的了解水

平。网络可以有效帮助教师和学生记录教学以及学习过程中的内

容，方便其在学习闲暇时间对自身进行反思。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师需要意识到反思性教学的特点，在了解目

前高校日本文学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后，寻找合适的措施对其进

行改善，逐渐培养学生鉴赏日本文学作品的能力，提高他们对相

关作品的分析、研究以及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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