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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新基建”内涵 1

“新基建”是相对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而言，特别是

与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建设相区别而提出的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是目前我国经济与民生发展领域中最受瞩

目的社会热点，被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动能。2020 年

国家发改委对“新基建”概念和内涵做出正式解释，即

包括 5G 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

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

互联网七大领域。[1]

随着“新基建”的提出，教育部及相关专家学者们

提出了建设“教育新基建”这一概念。“教育新基建”的

内涵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为外部技术层面，关注现代信

息技术为教育赋能，加强线上教育教学平台与资源的建

设；其二为内涵要素层面，构筑内涵培养的“新基建”。

2021 年 4 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召开了 2021 年全国高教

处长会，教育司司长吴岩同志在会上以《夯实教学“新

基建”托起培养高质量》为题做了重要报告，并提出了

抓好人才培养四项“新基建”，即抓专业质量；抓课程质

量；抓教材质量；抓技术质量。[2]

二、“教育新基建”背景下日语专业课程教学改革

研究

（一）完善内容体系

课题：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探讨“课程思政”

在“日本文学作品选读”课程中的应用（2020JL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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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背景下商务英语实训平台建设路径的优化研究

（202101376067）

作者简介：王婷婷（1994-），女，满族，籍贯：吉林四

平市，职称：助教，学历：硕士，单位：长春财经学院，

邮编：130122，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目前日语专业学生多数为零起点，所以日语教材都

是从最基础的假名和语音语调编起，而综合日语和高级

日语的教材也多侧重对单词和语法等语言知识的讲解，

进而导致日语专业课程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偏重语言

知识的现象，从而忽略对学生人文素养方面的教育提升。

中国自古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随着“一带一

路”倡议的不断深化，既懂语言又晓得语言学习国地理、

文化、风俗等相关知识的人才备受瞩目，在人才市场的

竞争力也越来越高，因此在日语教育教学过程中可以增

加对日本文化等相关知识的讲解。另外，随着我国国际

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对文化输出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因此在教学内容上可以增加一些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知

识，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优秀文化的传承，还有利于我

国优秀文化的外宣。

（二）课程思政融入日语教学

日语专业学生有着更多与日本人接触的机会，承担

着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先进思想传播出去的重担，如

果不能树立正确价值观，便很容易受到一些消极思想的

干扰，出现文化上“崇洋媚外”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不利于文化自信的养成。

因此在日语专业教育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将两

者自然、有机融合，进而达到培育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教

学目标，正是当前高等学校日语专业所面临的新课题新

任务。

众所周知，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

因此要想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要进一步强化

日语专业课教师的育人意识，提其升育人能力。例如，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借鉴了我国许多的优秀传统文学文

化，如日本假名文字都是从我国汉字的草书和楷书中演

变过来的，因此日语专业教师在讲授日本汉字由来时，

可以向学生讲述我国文字的博大精深。另外，日本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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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也是借鉴了我国许多经典古诗词，如日本著名

文学作品《源氏物语》中引用我国《白氏文集》的诗文

多达 106 处，包括 26 个卷次，引用了白居易 47 篇作品。

其中《源氏物语》的第一帖《桐壶》正是紫式部模仿唐

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进行创作的，描写了日

本天皇与其妃子之间的爱情故事。因此日语专业教师在

进行讲授时，都可以将课程思政融入日语教学中。

（三）产教融合教学

目前在日语专业课程教学中存在着培养内容与社会

需求脱节的现象，导致日语专业毕业生在毕业后并不能

找准自己的专业定位，盲目应聘，甚至出现所学专业与

从事工作完全不符的现象。而就公司企业来说，许多招

聘来的毕业生在工作之初并不能顺利完成公司交代的工

作任务，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新入职员工培训。

显而易见，学校的这种培养模式不仅不利于学生个人今

后的发展，对社会上的公司企业来说，也会增加新入职

员工培训的成本。

产教融合主要就是主张将产业与教学相结合，近年

来国家十分注重高校的产教融合发展，只有不断深化校

企合作模式，才能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另外，随

着有道翻译、百度翻译等高科技软件的不断开发与利用，

仅仅掌握日语语言知识的日语专业人才已经不被社会所

认可，因此学校在日语人才培养中应该加强与企业之间

的有效合作，打破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的壁垒，

了解地方社会企业所需的日语人才应该具备哪些知识与

能力，并努力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习机会，这样不仅能

够将学生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在企业实习的实践相结

合，提高学生在校学习的学习兴趣，也会帮助学校在人

才培养上更具有方向性，进而能够高效率地为地方企业

的对外贸易等方面输送其所需人才，甚至还能减少地方

社会公司企业对新入职员工培训的成本。

（四）示范引领教学

2018 年 8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

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提出要淘汰

“水课”、打造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金课”。在日语

教育教学过程中，日语专业教师可以多多参加比赛，在

比赛中总结经验，进而不断提高日语专业课程的含金量，

实现以赛促教。另外可以组织日语专业教师观看中国大

学 MOOC 上的在线课程，将其中的优秀教学方法运用到

自己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当然日语专业教师还可以组

成团队，共同建设线上课程，不断提高自身教育教学水

平的同时，也可以为同样从事日语教学的其他教师起到

师范引领的作用。

三、结语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教学改革改到深处

是课程，因此日语专业课程的改革对日语专业人才的

培养至关重要，本文主要从完善内容体系；课程思政

融入日语教学；产教融合教学；示范引领教学四个方

面对日语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进行了阐述，并强调在日

语教育教学过程中应该增加一些有关中日文化方面的

知识，并融入课程思政，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

价值观，同时应加强校企合作，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更具有针对性，另外还应该注重示范引领教学，帮

助课程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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