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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方针的指引下，

在日语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将思政内容与日语课程内容有

机融合，其目的在于培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文

化观、价值观，以及新时代的德育思想和爱国情怀。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既要理解新课程任务和教学要求，又要在教学过程

中传递主流价值思想，将其与教学计划、教学内容等有效融

合，采用契合的教学方式，以求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同根同源。高校日语专业教师需

要利用自身的教学经验和教学观，主动承担起文化传承的责任和

义务，将中日两国间的多元文化共性和特性穿插在日语课程教学

中，让学生在通过日语教学内容学习日本语言和文化知识的同

时，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中华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伟大，

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长河的新时代为了中华民族之崛起和

民族独立与复兴，构建自由、民主、平等之国度所做出的巨大

牺牲和卓越贡献，使学生能够深刻铭记历史，坚定理想信念，

提升政治觉悟，增强文化自信。

1　日语课程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的关联性分析

教师在构建日语课堂教学环境和设计教学内容中思政元素的

引领作用至关重要。让学生从语言学习入手，将嵌入思政元素的

教育贯穿于教学始终。学生在学习日语语言特色和掌握母语知识

技能的基础上，通过教师有意识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跨文化思

维，在语言文化对比和信息交互碰撞中理解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让思政教育目标得以贯彻落实，增进爱国主义教育[1]。

1.1“课程思政”与日本文字的关联性

日语与汉语的关系源远流长。中国人学习日语相比其他语言

体系要感觉容易得多，其主要根源在于日语语言体系中根植了很

多汉字，这会让中国人对日语有一种熟悉感。但是，日语语系与

汉语语系相比实际上还是有所差异的，有容易学的地方，也有很

多难以掌握的语言难点。如汉字的变异、语法的谓语后置等。日

语由来已久，最初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追溯其源，也说法不一，

但可以肯定的是从语言到文字的使用和流传，汉语对日语的影响

力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据史料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日语就受到了汉语的影响，这

在日本九州福冈县出土的“汉委奴国王印”中可以得到印证。在

公元4、5世纪，日语大量的吸收汉文、汉语，并得以使用。据《古

事记》记载，应仁天皇时期百济学者王仁携“论语十卷、千字文

一卷”赴日，可以推断出汉语当时对日语和文字的使用具有重要

的影响力。从读音来说，日本在吸收大量汉语词汇的同时，也引

入了汉语读音，所以，至今日语中仍然沿用传统汉语中的“音读”

的发音。但是，随着中日两国语言音韵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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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的日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可以看出日语中仍然保留

着古汉语的发音。比如：“椅子”这个词，日语发音是“いす”（isu），

据考证其发音和宋代的“椅子”的发音相似。

1.2“课程思政”与日本历史文化的关联性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国际地位也在不

断上升，这极大地增强了每个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但是，面对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和新时代多元文化的冲击，如何将中

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灿烂的中华文明，以及中国在近现代历

史中的艰辛历程与高校“课程思政”教育相对接，更好地将国家

的优秀传统文化、治国智慧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递给新时代的

青年，让他们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这就需要我们教师进行认真

思考和积极探索。

教师结合日语专业学生所学的《日语专业导论》专业课程，从

学生零起点学习日语开始就融入思政元素，让学生了解中日两国

的关系和相关的文化、政治、历史等内容。一是从日本文化演变

与发展和日语形成史入手，让学生在基于课本学习的同时，了解

到中华文明从古至今对日本乃至整个亚洲产生的深刻影响，从横

向、纵向和古代到近代等多元维度了解到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

二是从中日两国历史关系入手，让学生了解中日两国自建交以来

展开的多领域双边合作，以及1978年8月12日签订的《中日和平

友好条约》，从中国政府采取的对日政策理解其内涵思想，解读新

形势下的中日交流局面。三是从日本的建筑受中国传统建筑的影

响入手，特别是中国古代建筑先进的精湛技术工艺感染和影响了

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如：日本的唐招提寺金堂与中国的佛光

寺东大殿，日本学习、借鉴、吸收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特色

和风格。可见，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通过国别

比较的学习方式，有助于深化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再学习。

2　课程思政与日本文化的融合方式分析

2.1 借助中国古诗词，提升学生文学素养

《日本文学概论》是日语专业的基础必修课，通过对该课程进

行的系统学习和练习，学生会对日本近现代文学知识有一定的了

解。课程主要按照明治、大正、昭和、平成的年代顺序依次展开，

梳理了各个阶段出现的文学流派、思潮、作家、作品和文坛实态。

可以让学生通过编排课程内容的思路，掌握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时

间节点，了解日本近现代文学各个流派及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和

作品特点及文学价值等成就。

从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分析，不难找出其中蕴含有很多中国古

诗词的内容和文化元素。比如：据相关史料考证发现，日本的古

典文学巨作《源氏物语》就与白居易的诗歌有着紧密联系，其中

仅引用白居易的诗句有108处之多。同时，日本古典文学中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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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和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词的格律、手法和意境。可见，

中国古典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厚的影响。因此，日语

教师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从中国古典文学切入，打通文

学与外语专业学科的界限，让学生了解更多领域的知识，提升

文学审美素养。再如：日语教师可以选取中国古典诗词中像

《静夜思》、《春晓》等广为熟知的经典作品，融入到《日

本文学概论》整个教学过程。这样既可激起学生对中国古典诗

词的兴趣和熟悉度，同时又可将中国古典诗词与日语翻译结合起

来学习日本文学；既能帮助学生加深对日语单词的掌握程度，

提升日语翻译的准确性和学习能力，又能锻炼学生对不同国家文

学的鉴赏和分析能力，从多元层面掌握文学知识。

2.2 传授中国传统礼仪，加强文化自信

教师以课程思政为视角，在给学生讲授日本文化知识的同

时，从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出发，找出中国传统礼仪与日本礼仪

的渊源和共性，以此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专业素养。如：在

教授《挨拶の言葉》课程内容时，将课程与思政教育元素教学

划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时段，以潜移默化的渗透教学方

式，将中国传统礼仪植入日语课堂教学；在进行该课文讲解

时，可详细介绍日本的鞠躬礼仪与中国传统礼仪之间的关系，

借此使学生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礼仪文化，以古今之文化差

异和对比来探讨我们现代日常生活中的礼仪知识，以此反思当今

社会出现的不文明现象，探究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礼

仪文化。

俗话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

宁”。围绕中华礼仪传承，高校可以开展“讲文明礼仪，促

人际和谐”等主题的教育活动，或在学生结束假期回到学校之

后，开展学校礼仪教育活动，让学生能够学习文明礼仪，规范

言行举止，创建和谐校园。中国自古就素以“礼仪之邦”之

称，从很多中国传统故事和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中华民族

讲究文明礼仪、重视传承礼仪。比如：《三字经》中的“融

四岁，能让梨”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所以，无论是在

学校教育管理过程，还是在教师教学过程，均可以中国传统礼

仪为立足点，以日语语言、文化背景等为基础，在让学生了解

外国语言文化和礼仪知识的同时，明确礼仪文化之源，学习并

运用中国传统礼仪，时时刻刻遵纪守法，处处讲文明懂礼貌，

规范言行举止，凡事把握好度，怀有敬畏之心[ 2 ]。

3　课程学习与提升思政元素内涵分析

3.1 梳理日语教材内容，综合把握和深入挖掘思政元素

教师在日语课堂教学中，首先，需要从内容中梳理出一条

主线，并挖掘课程内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像在《日语综合教

程》中，其内容涵盖范围很广，题材也比较丰富，其中还包

含很多具有深刻寓意的思想，如爱国、励志、求真等思政元

素，教师可从中提炼和梳理出各类文章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根

据教学要求和任务，综合设计教案和合理安排教学。例如：

《日语综合教程》第五册的《田中正造》一文，这是一篇人

物传记，主要是描绘田中正造具有的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大

公无私的精神和品格。从人物形象和道德教育角度，教师可以

提炼出关键性的语句和思政元素，以人物品格教育为中心，以

共同的人物品格特点为主体，选取中国具有相同特性的典型人

物，如：周恩来、李大钊、陈望道、鲁迅、钱学森、焦裕

禄、黄大年等与之做对比分析[3]，以中日两国充满正能量典型

事例的共性出发实施全过程的思政教育和德育教育，让学生学习

这些优秀人物身上的伟岸风骨和优秀品格。

3.2 立足思政教育元素，更新日语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的更新，需要跟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一是教师要

展开情景活动教学，通过对情景的生动演绎，帮助学生提升日

语语音的辨识能力，对不同语境下的日语词义、句义和段意加

深理解。二是教师要通过复述文本、听写、互动、提问等方

式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以此提升学生对日语基础知识的掌握

能力和理解能力。三是教师要通过循环往复的视听练习，锻炼

学生对日语的听音辨义能力，加深对日语语言知识的掌握程度，

灵活进行日语对话交流[4]。四是教师要将日语知识传授与思政教

育目标联系起来，在帮助学生掌握日语知识和语言技能基础的同

时，健全和树立正确的学习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日语专业课程思政元素要渗透于教学目标的设计之中，要紧

紧围绕“教书”和“育人”两个层面来进行，“教书”主

要是传授学生日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育人”是让学生通

过课本内容的学习，了解其中蕴含的德育思想、文化元素，提

升人文素养，从多元语言和文化碰撞与对比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

的爱国情操，树立文化自信，明辨是非曲直，既要以取其精

华、去其糟泊的心态学习他国文化，又要主动传承和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强化民族文化自豪感。在落实这一教育目标

时，教师可以借用当今模范人物、经典事例，在让学生加深对

日本文化了解的同时，运用跨文化思维来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比如：以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教师以“新

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による肺炎と戦う中国”为主题布置实践任

务，要求学生课前收集相关素材，课中用日语介绍中国的抗疫

实情、身边的感人事迹等，课后用日语宣讲中国抗疫故事，从

而传播中国抗击疫情的正能量，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5]。

4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的各类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已势在必

行。这不仅有利于激发高校课程思政教育的正能量，培养学生

的爱国情怀，还有利于学生拓展学习视野和提升思辨能力。所

以，发挥日语教师在思政教育发面的引导作用，以日语文本内

容教学为主线，以贯穿课程思政教育元素为主导，在实施语言

教学的全过程导入思政教育元素，品鉴国别文化的同源属性和文

化韵味，提升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同时，提高学生

的人文素质和道德品格，发挥思政教育的实效性，达到立德树

人、三全育人和为国育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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