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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课程思政的基础日语教学优化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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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分析了课程思政的基础日语课程改革设计思路；其次从日语五十音图课程思政建设、《基础日语》课程思政建设提出了
融合思政元素构建基础日语课程思政教学的主要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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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basic Japanese curriculum reform design idea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econdly, fro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Japanese five-tone map curriculum,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Japanese 
curriculum, it puts forward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o build the basic Japanese curriculum The main measur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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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阶段，高校需积极开展有关的思政教育活动，积极
挖掘、提炼、开发课程中蕴涵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及德育作用等，
并将其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中，并形成“院系精品、门系思政、课
有特色、人人育人”的良好局面，形成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良性共
生、同频共振的育人新格局。

1、基于课程思政的基础日语课程改革设计思路
1.1 挖掘《基础日语》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
教师应对教材内容有整体的把控，充分发挥本课程所包含的

“政治”要素。其中，《综合日语第一册》是《基础日语 1》的教材内容，
是一门面向日语专业零基础学生所开展的专业教学课程。教材所选
取的日语会话及文章内容涵盖范围十分广泛、题材广泛、类型多样，
既有趣又有深度，引人深思。其中不乏爱国、励志、勤劳等等思想
政治要素。对每一篇文章中所蕴含的思政要素进行梳理和提炼，是
课程思政基础日语课程改革设计的前提。 

1.2 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
在对每一课的思政要素进行梳理和提炼之后，在实际教学中

要将爱国、励志、勤勉等思想要素与教学内容有机地融合（表 1）。
具体而言，教师应将教学内容中词汇、句式、五十音等结合思政元
素。例如，在对文章的解读中，除了对其自身的深度分析，发掘其
深层含义之外，还能拓展当下的时代背景，中日两国文化的交往背
景和相关的社会知识等等 [1]。

从基础日语教学整体角度进行分析，教师应将教材内包含的
思政元素充分发掘出来，并与实际所开展的教学内容相结合。在此，
为了让以上课程更好地融入到思政元素中，教师所创设的课堂教学
应遵循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在“以人为本”的课堂教学中，高
校基础日语教学课程思政的设置要从学生的需要和接受性两方面入
手，教师应将思政元素以及有关素材的选取归纳为如下三方面。

（表 1 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纲要）

序号 教材内容 思政元素与教材内容结合的策略
1 涉及人物传记类的文章 可以剖析人物的性格及其人生观和价值观。

2 涉及人与自然类的文章
可以思考应树立怎样的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日间的自然观差异及

相互借鉴之处。
3 涉及哲学类的文章 可以引导对当下现实社会问题的反思及人性的思考。
4 涉及日本诗词等古典文学或传统艺术的文章 可以联系中国文字、唐诗宋词、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坚定文化自信。
5 涉及余暇娱乐类文章 可以引导学生正确管理时间和利用余暇。
6 涉及亲情、友情、师生情等散文随笔抒情类文章 引导学生要感恩身边的人，感恩社会。
7 涉及童话、物语类的文章 引导学生明白其中的做人做事的寓意

8 涉及战争、呼吁和平的文章
引导学生牢记历史教训，热爱和平，激奋学

习，报效祖国等。

9 涉及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文章
引导学生感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拥护

党的领导。

（1）思政元素可视化 ：该课程运用视觉化的策略，使学生能
够更好地感受家国情怀、社会责任、人文精神等思想内容。如，运
用“智慧树”“云班课”等信息化平台，结合图文、视频等资源配置，
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确保可将基础日语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为学生们营造出更为直观、生动的课堂教学情境。

（2）思政元素选择贴近学生特点：当谈到“思想政治”时，学
生们往往会产生刻板印象，“枯燥，无聊，说教”这些标签会使学
生远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既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还需贴合学生

的生活实际，应对学生的内在需求与思想动力产生全面的认识，以
此拉近学生与思政教育的距离。例如，教师可从学生感兴趣的社会
热点或电影、书籍等案例入手，使思政元素自然而然地结合教学内
容，融入学生心。

（3）思政教育以鲜活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问题在于时势，人
心乃最大的政治，把握问题，就能抓住人心 [2]。在此教师应将基础
日语教学内容与当下政治结合起来，并使学生可探究出我国当下民
生问题（表 2）。

（表 2 思政教育问题切入点）

示例章节 思政融入 教学效果 思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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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沙
治沙女杰
牛玉琴的

故事

展示牛玉琴一家的故事，不只是以感染人
的方式激活“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精神，
也是在展示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

黄沙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与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不谋而合。这
就是中国人民的故事，是属于中国的故事，是中华民族的魅力所在。

1.3 实施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
在课程思政视角下教师应采取有效的教材方法，其不仅要突

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还需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课堂教学气氛，所采用
的教学方法可为案例、课堂讨论、自主学习等，进而提高学生的学
习习惯、思考方式以及问题解决能力。

其次，在教学评价方面。教师可增加构成性评估的比重和内容。
根据以往的词汇听写、背诵句型段落、翻译和课后习题的完成情况，
结合课程具体教学内容，增加对文章中心思想的概括、人物评价、
中日文化相关出版物、读书报告、中国故事等评价。以此突破以往
的教学评价模式，充分体现高校日语专业的“高阶性”与“创新性”。
同时，还需挖掘学生的思政精神，彰显课程“挑战性”以培养学生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文化自信、家国情怀等。

1.4 明确基础日语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要点为日语五十音图 ；教学难点为书写、发音。解决基

础日语教学重点难点的办法为，采取图文并茂的方式、结合我国汉
字加强读写训练等。

2、基于课程思政的基础日语教学优化措施
2.1 日语五十音图课程思政建设
日语五十音图是基础日语教学的初始课程，也是日语专业学

生的首要课程，是帮助学生掌握有关日语知识的基础。在日语五十
音图的教学过程中，可将课程思政的力量融入其中，结合有关的思
政元素，帮助学生从学习基础内容开始逐步了解到我国文化与日本
文化所产生的联系，以此构筑起意识形态的安全防线 [3]。

2.1.1 追根溯源，挖掘五十音图与汉字联系
五十音是学生学习日语的基础，其中出现的假名是从汉字中

衍生出来的。平假名来源于汉字草书，片假名来源于汉字的一种或
一种偏旁的一种 [4]。在教学中，教师可从五十音图假名的由来、《万
叶集》的介绍、五十音图的展示等方面，来引出中国汉字的深刻含义，
引导同学们去体味中国的深厚文化。日语中的词语或句子都是由汉
字（汉语）、平假名（和语）、片假名（外来语）组成。例 ：私はア
メリカ人です。（我是美国人。）私为汉字，は、です为平假名，剩
下的则是片假名。再如，平假名源自汉字的草书，也是书写日文时
最泛用的文字，日文语法、外来语以外的单字都是写平假名。而这
次要介绍的「片假名」则来自汉字部首，一般只用在两种情况。一
是外来语：如咖啡的「コーヒー」（coffee）、长崎蛋糕的「カステラ」

（Castella）；二是拟声词，像是「ゴロゴロ」表示滚动的意思等。
2.1.2 化繁为简，探索五十音图隐藏的汉字
从五十音到现在，中国汉字仍然有其踪迹，有些笔法甚至与

汉字完全相同。
在此过程中，教师可通过图形对照、文字意蕴，向学生们直

观地展示中国人学习日语的优点，简化初学者眼中的“困难”，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和国家自豪感。
例如，片假名「ア」源自「阿」。「ア a」源自「阿」楷书写法左边
的部首「阝」，不仅写法上没有太多变化，读音也相同 ；「イ i」演
变自「伊」楷书写法的「亻」字边，写法和读音都没有发生任何变
化，所以只要了解这两字间的关联就能轻松记住「イ i」的读音。

2.2《基础日语 1b》课程思政建设
2.2.1 问题导入
按照上述提出的基础日语与思政元素的有机结合原则，教师

可通过影片《妖猫传》中的一张照片，以及李白的诗词，介绍著名
的唐朝使臣晁衡。晁衡，本名阿倍仲麻吕，19 岁赴唐朝求学，一
生都在钻研中国文化。他精通汉学，善写诗文，与李白、王维等文
人交好。公元 753 年，传他在归国途中遇难，李白万分悲痛，作诗
哭悼，就是上述著名的《哭晁卿衡》。这首诗是日本地遣唐使同李
白的深厚友谊，同时也是中日人民和中日友好交往的佐证。在这里，
教师可让同学们各自想一想，对于日本的遣唐使体系的了解，以及
日本原来是无字的，日本人最先接触到的是哪一种语言？这两个问
题。

2.2.2 融入思政素材
在融入思政素材时教师应结合现代化教学技术与工具，以此

提升课堂教学效率，也满足了学生对课程教学直观性、生动性的需
求。首先，向学生们播放中日文化的汉字交流。通过观看录像，让
同学们对中日语言沟通的来源进行归纳和说明。日本起初并没有自
己的文字，在中国汉字传到日本后才产生 [5]。虽然汉字具体传入的
时间已经无从考证，但日本人最先接触到的文字是在光武帝于东汉

光武帝时代，赐予日本”汉委奴王”的金印 ；奈良时代，日本出现
了真正意义上的“字”也就是平假名和片假名。平假名是汉字的草书，
歪歪扭扭，在日语中用于固有词汇 ；片假名是从汉字的偏旁发展而
来的，字迹整齐，用来标记外来语。其次，汉字进入日本后，经历
了漫长的演化，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符号，标志着日语，在本质和
作用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网络技术的迅
速发展，汉语中涌现出了许多日语新词语，如达人、御、忘年会等。

2.2.3 学生讨论
汉语中除了以上列举的词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日语新词呢？

教师应让学生按照该问题开展小组讨论。并说出，自己在日常生活
中频繁使用的日源新词？以及对日源新词的看法。

2.2.4 提炼思政点
以日源新词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对外国

文化，教师可让学生以“取其精华，除其糟粕”，而对自己的民族
文化，则要“传承精髓，传播天下”。在此过程中，可升华学生对
文化自信的认识与思考。习总书记在《治国理政》中的第三部著作
中提到了“文化自信”。自从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在公众演
讲和文章中提到了“文化自信”一词。习总书记在福建省武夷山视
察时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我们就不会走上今天的成功
之路。新时期的文化自信，既要立足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命脉，更
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融入新鲜的血液，才能铸就中华文化新辉
煌 [6]。

2.2.5 教学效果
该课程基于基础日语教学与思政元素，通过提问、复述、听写、

讨论、表演等形式，激发学生对日语学习的兴趣，此过程有助于提
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可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去 [7]。此
外，本课程注重精读，注重课前预习，课后温习，使基础知识扎实，
在听、说、读、写、译等方面得到全面的训练与发展，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自主性。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其运用能力是衡量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
手段。本课程旨在把教材的内容转换为实际语言表达的能力，使学
生能够把所学的语言运用到情境中去，使学生敢于用、会用、正确
地表达。同时，在思政元素与课程教学内容的结合下，学生了解了
我国民族文化、中日发展历程以及我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等，其对
于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爱国主义精神有着重要的价值与影响 [8]。

结束语 ：综上所述，落实我国教育部对高校提出的思想政治
教育要求，高校应将课程思政元素和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有机结合，
进而充分发挥思政育人、课程树人的良好教学效果。同时，基础日
语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对于学生全面发展来说意义重大，为此教
师需努力挖掘、积极建设、合理开发，真正实现课程“思政”与“思
政”课程改革并驾齐驱，使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学校人才培养体系全
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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