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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标框架下日语专业实践课程的教学改革

——以日本传统文化演习为例

任颖

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  天津  300204

摘 要：本文在新国标指导下 ,以日本传统文化演习课程为例，从新形势下日语专业实践课程面临的主要问题、课程实践

教学体系的构建、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改革、实践课程建设成效、实践课程特色与创新五个方面 ,探讨日语专业实践课程的

教学改革 ,对高校日语专业实践新国标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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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初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本

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新国标”)，开启了我国

外语教学的新时代，新国标是高等学校外语类本科专业准

入、建设和评价的依据。新国标明确提出外语类学生应具备

外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一

定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

力和实践能力。在素质要求指出，外语类学生应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中国情怀与国

际视野，对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培养要求。

根据新国标的指导方针，日本传统文化演习课程正式

纳入日语专业课程群。相较于以往的高校日语课程设置中，

偏重学生语言教学，忽略思辨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日语专

业课程中实践课程的教学改革迫在眉睫。本文将从日本传统

文化课程的主要课题与现状入手，结合具体实践情况，探讨

高校日语实践课程的教学改革方向。

一、新形势下日语专业实践课程面临的主要问题

日本传统文化演习课程为课程形式为线下课程，授课模

式为教师讲授与学生实践相结合。课后教师修改学生作品和

学生小组讨论交流。授课对象是日语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

课程内容包括日本传统文化的概述、日本传统礼仪讲习与实

践、花道实践：自由花、日本传统和服文化概述、和服实践：

浴衣、日本传统音乐、传统乐器概述、日本传统音乐鉴赏、

日本传统乐器实践尺八、三弦、日本传统饮食历史文化概述等。

在教学实践中，本课程主要呈现以下两个问题：一是

在日本传统文化的教学中，教师讲授占主体。二是培养学生

实践能力的同时，如何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并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二、日本传统文化演习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一）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根据课程建设的现状和在授课过程中实际发现的问题

点，结合教学培养目标，本课程的教学方式的改革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学生为中心，直观实践型教学。转

变教师单向讲解说明，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学习热情，主动

参与学习。二是扩展学生视野，融合启发式讲解。解决文化

教学容易出现的散和漫问题，以科学方法论为引导，进行梳

理和系统性总结。三是培养合作精神，设计沉浸式活动。从

教师布置任务到学生自主探索学习，结合小组讨论的知识扩

展，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及组织实施改革

在教学内容及组织实施过程中，本课程主要重视以下

三个方面。一是教学内容多元化、课程思政化。从学生熟知

的中国传统文化展开，在深入我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探究日

本文化，培养了学生的家国情怀。二是教学形式多样化、信

息数据化。在课程教学中，教师辅助学生进行实践活动，将

书本融入实践活动中可触可感。活用随行课堂、超星学习通

等平台，运用智慧教室多媒体，在课上与学生互动。三是教

学流程阶段化、反馈及时化。在课前、课中、课后分别运用

平台设置任务，使学生自主关注学习进程和阶段，并通过互

动平台的完成度和小测验及时对所学内容进行调整，同时教

师及时跟进学生端反馈。

（三）考核成绩评定方式改革

本课程主要是分为随堂作品设计和期末考察两种结合

的成绩评定方式。在开展教学改革前课程主要是评定期末考

试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无法真实反映学生的参与度与课堂

表现，研究创新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培养。深化教学改革后，

在随堂作品设计环节中给学生一定的自由度，利用规定的花

材进行自由设计，课前的演讲也将计入平时成绩的考核范

围，能够更加全面地考核和评定学生的学习情况。

三、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改革

本课程旨在内容与时俱进，深挖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

教育资源，注重提升学生知识、综合能力及素质。主要体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培养学生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知基础上，了解日本传

统文化，提高学生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文化意识，使学生能

够加深对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使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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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比较中树立学生的中国文化自信。

（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视野。培养

学生尊重文化多样性，形成跨文化的同理心，具有多样性文

化的包容意识。在加深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基础上，了解日

本传统文化并能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

（三）培养学生的唯物主义思辨能力，树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积极引导学生全面认识中国，客观看待外部世

界。探究日本文化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家国情怀，逐步形

成跨文化的观察视野，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四）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在实践的

过程中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达到智育、德育、美育相结

合的教学目标。同时引导学生了解日本文化，通过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在花道实践、和服实践、乐器实践等过程中培养

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

   本课程主要是线下为主的课程模式。每节课前安排学

生对上一节课进行复习讨论。并在课后布置引导学生搜集与

下节课相关的背景资料、阅读相关书籍后设计课前的小演讲

和讨论，并在实践课的最后设计小组讨论交流。在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同时，也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思

辨能力和研究创新创新能力。

四、日语专业实践课程建设成效

本课程课程改革解决的重点问题有：一是转变教师单

向讲授，变成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学习热情，

主动参与学习。二是解决文化教学容易出现的散和漫问题，

以科学方法论为引导，进行梳理和系统性总结，扩展学生视

野，融合启发式讲解。三是从教师布置任务到学生自主探索

学习，结合小组讨论的知识扩展，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

思辨能力。

本课程教学理念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体现以学

生发展为中心，致力于开启学生内在潜力和学习动力，注重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课程教学目标清晰，课程教学设

计合理，围绕目标达成、教学内容、组织实施和多元评价需

求进行整体规划。课程内容丰富，能够反映日语学科前沿知

识与社会发展需求，注重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具有一定的

创新性和挑战度，内容结构符合学生成长规律，教学资源丰

富多样。科学有效地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日本文化的热情，组织学生参加日本知识竞赛、中日文化

互鉴主题活动等，在实践中体悟中国传统文化。

五、日语专业实践课程特色与创新

日本传统文化演习课程是一门全新的日本文化体验课，

在课程特色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突出课程思政，培养学生文化自信。

本课程结合历史文化等内容的讲授，帮助学生体悟中

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对日本的深远影响。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应随着教学内容、方法和评价的改革不断更新。课程内容主

要包含日本传统礼仪讲习与实践、花道实践、和服实践、日

本传统音乐鉴赏与乐器实践、日本传统料理实践等方面。课

程旨在提高学生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文化意识，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实践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思辨

能力、研究和创新能力。

（二）比较中日文化，提高学生思辨能力。

通过对于中日文化的比较，鼓励学生积极创新，引领

学生探寻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持续发展方式及意义。

课程的开设有利于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全方位、多层次

地吸收日本文化知识。日本传统文化演习主要以理论文化知

识和实践操作结合的方式，向学生介绍日本花道、和服、传

统音乐等的历史、传承以及发展概况，并指导学生进行插花

实践和和服体验、日本尺八三弦等的鉴赏和演奏。这种通过

结合实践的授课方式，不仅有助于对日本文化抽象的认知形

象化、具体化，同时这种寓教于乐的体验方式也有助于激发

学生的学习热情。

（三）培养国际视野，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培养学生尊重文化多样性，形成跨文化的同理心，具

有多样性文化的包容意识。例如中日传统服饰文化比较课

程中，主要侧重于启发学生认知中国的传统服饰汉服文化。

教师提出问题“我国的传统服饰有哪些？”通过学生回答，

引发学生对我国传统服饰的认知和思考，教师从专业角度说

明了解我国传统服饰的意义，深化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

解。介绍中国传统服饰的典型特征，并概述日本和服的起源

即中国三国时期吴国的衣服形制。探究日本文化的同时，培

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加深对于我国传统文化对外影响力的理

解。同时增加现场展示环节，教师辅助学生分别试穿汉服与

和服，并将其特点进行比较，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能力。从中日文化的对比中，帮助学生体悟中国古代优秀传

统文化对日本的深远影响。最后总结发扬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的意义，深化对中日服饰文化关系的理解。 

六、结语

《新国标》提出外语类学生应具有“中国情怀与国际

视野”，对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培养要求。根据

新国标的指导方针，本文就日本传统文化演习课程为例，探

讨了日语专业实践课程的教学改革 ,为高校日语专业教学提

供了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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