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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材出发，浅析大学日语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的
方法与途径

——以《标准日本语（初级）》为例
杨飞飞

（湖北商贸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在高校教育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文件，强调和突显了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

学日语作为高校的公共通识课程也不例外，也应该合理开展课程安排，积极探索合适模式，将思政教育贯穿课程始终。本文以《标准日

本语（初级）》为例，从教材出发，结合笔者自身教学经验，探讨在大学日语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的方法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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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在高校教育教学中融

入课程思政的文件，强调和突显了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016 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及为谁培养人这

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2018 年《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

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指出：“把思想政

治教育贯穿高水平本科教育全过程，提升思政工作质量，强化课

程思政和专业思政。一体化构建内容完善、标准健全、运行科学、

保障有力、成效显著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体系。强化每一位

教师的立德树人意识，在每一门课程中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

素。” 2019 年《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的意见》指出：“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把课程思政建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坚持知

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充分发

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引领带动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2020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指出：“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

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

才培养质量，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

由以上一系列指示及文件可以看出，课程思政建设是贯穿高

校教育教学全过程，涉及每一门课程、每一位老师和每一位学生的。

大学日语作为高校的公共通识课程也不例外，也应该合理开展课

程安排，积极探索合适模式，将思政教育贯穿课程始终。

一、大学日语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的必要性

（一）高校教育教学的政策与要求

由引言部分的论述可以看出，现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

改变只通过思想政治相关课程来开展的传统、单一模式，而应覆

盖到每一门课程。大学日语课程作为高等学校教育的通识课程之

一，理应贯彻和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与政策要求，充分发挥课程

优势，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在讲授日语相关知识的同时，将课程

思政与日常教学自然有机融合，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思政内

容的熏陶，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二）日语课程的特点与优势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学习的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语

言所属国家的文化特征。日本自古以来，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

不论是日语的形成与发展，还是日本文化的内涵与特点，都与中

国文化紧密相连。通过日语课程的学习，不仅可以系统的认知和

学习日本文化，而且可以以此为基础，溯源中华文明，重新审视

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提升学习者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激发学习

者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怀。因此，在进行日语教学时，应该充

分利用其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独特优势，将日语课堂打造成思

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

（三）基于社会现实的考量与需求

现在的部分大学生对日本及日语存在着两种比较片面的态度，

要么比较有好感，不加鉴别的接受，要么对日本的很多事物都不

太认同。不论是哪种态度，都不利于日语教学的顺利进行，不利

于学生的价值观形成。因此，基于这种社会现实的考量与需求，

在日语教学中，不仅要引导学生正确地、客观地、全面地认识和

看待日本文化，学习其优点与长处，更要引导学生通过文化溯源，

通过思政元素的融入，重新学习和审视本国文化，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综上所述，无论是为了顺应国家的政策与要求，还是为了利

用日语课程独特的优势和特点，抑或基于社会现实的考量与需求，

在大学日语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润物细无声”的

思政教育，将通识课程、专业课程与专门的思想政治课程结合起来，

打造一张覆盖高校教育全过程的思政教育网都是必须和必要的。

二、大学日语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的方法与途径

本文主要是从《标准日本语（初级）》教材出发，探讨如何

从教材本身入手，挖掘日语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思想政治教育

渗透到日语教学的方方面面。

（一）结合教材实际内容融入思政元素

《标准日本语（初级）》是非常适合公共日语和英语专业二

外日语学生使用的一本教材，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衔接合理。

但由于出版时间较早，内容比较陈旧，与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社

会多少有些脱轨。此外，词汇、语法、课文、练习等，完全没有

直接涉及思政元素的内容。这就对教师的综合素养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需要教师具备广博的知识储备及敏锐的政治意识，能够从

教材内容本身出发，挖掘其背后隐藏的思政元素，并通过合理的

课堂设计，将课程思政与教学内容自然有机地结合起来。

例如第 9 课生词出现了「四川料理」（四川菜）、「北京ダック」

（北京烤鸭）等词汇。可以在课前预习阶段以“你的家乡美食是什么”

为题，引导学生挖掘和发现家乡的特色美食，简单介绍其用材、

做法极其所代表的寓意等。现在的大学生有很多对自己的家乡并

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和了解，通过家乡美食这一载体，深入挖掘家

乡文化的底蕴与深层内涵，了解祖辈们对脚下这片土地的付出与

热爱，激发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可以鼓励有能

力的学生用日文来写作和表达，在进行思政教育的同时，提高学

生的日语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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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例如第 29 课总结和补充了一些自然灾害、事故、事件的相

关词汇，由这些补充词汇，可以引出温室效应、沙漠化、水土流

失等其他环境问题的相关词汇。可以在课前提前布置作业，让学

生查阅资料，了解我国现在的环境现状，了解社会发展和自然保

护的关系，在课堂上学生可用日文简短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

不仅可以使学生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而且可以增加学生的词汇

量，锻炼口语表达及写作能力，还可以使学生懂得保护环境、爱

护自然的重要性，在学习中树立正确的自然观。

除了挖掘词汇背后的思政元素，还可以结合课文内容，自然

而然地融入课程思政。例如第 17 课应用课文提到了日本人如何过

新年，可由此延伸，请学生讲述自己家乡过新年的传统习俗，在

新年时发生的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或者对中国新年等传统节

日的认识与看法等，引出节日的文化背景和情感，引发学生对我

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和认识。

第 30 课应用课文，讲到了主人公小李和同事去香山郊游的场

景。由此可以进一步向学生介绍日本人喜欢的中国景点和旅游胜

地，通过图片、视频等各种形式，介绍其日语说法、风格特点、

动植物保护现况等情况，在积累词汇量的同时，可以展示我国瑰

丽壮阔的大好河山，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另外，在教材正文内容之外，“专栏”和“单元末”部分的

内容也可以成为进行课堂思政的载体。例如第 5 单元末补充了很

多职业相关的词汇，可以在课前以口语表达或写作的方式布置作

业，让学生用日语简单地谈一谈自己希望从事的职业，将来想成

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为什么以此为目标。这样，使学生在提高口语

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同时，认真思考自己的职业理想和规划。

第 11 课专栏部分介绍了箱根地区的木片儿拼花工艺品，可以

此为切入点，请学生收集我国的精美工艺品与高超的工艺制作手段，

如木工卯榫结构，陶瓷器烧制技艺，丝织刺绣技艺等，通过图片、

视频等各种方式进行展示，引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激发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同时深入了解我国古代人民的劳动智慧与匠人精神。

从教材本身内容出发，自然地融入思政元素，是一种最直接、

最有效，并且不会让学生觉得强行植入，不容易引起学生反感的

方式。教师在备课时要深入思考，精心设计，达到润物细无声的

课程思政教育效果。

（二）结合时事热点融入思政元素

除了从教材内容本身出发，开展思政教育之外，还可以基于

教材内容，结合当下的时事及热点问题，恰当的融入思政元素。

例如在上课时，如果恰逢一些重要节日，如端午、清明、重阳

节等，可以单独留出几分钟时间，补充一些日语的相关说法，回顾

这些节日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内涵，引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与重

视。也可以与日本的节日进行对比，进一步了解中日文化差异，拓

展词汇量，提高专业能力和素养，加强跨文化比较与交流的能力。

再如，在讲解第 13 课单词“大象”时，正值云南地区发生亚

洲野象群迁徙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因此在

课堂上准备了一些影像资料，让学生观赏了野象群在迁徙过程中

发生的趣事，以及政府和当地民众为保护大象，保护人民财产安

全，确保人象和平相处作出的大量努力。同时也使学生思考野象

群离开栖息地的深层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人类活动的扩张，

导致野象栖息地的缩减与破坏。由此使学生了解中国在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议题上的挑战和努力，引发学生

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树立正确的自然观。

在讲解第 18 课单词“飞行员”时，我国刚刚发生了一次不幸

的空难事件。此时将单词讲授与当下的热点新闻相结合，从“飞

行员”这一单词，引申到这一热点新闻，向学生展示国家“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及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凝

聚力，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和对国家、对政府、对

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

第 19 课应用课文讲到了主人公小李和同事小野及森去新泻县

滑雪的场景。在讲解这篇应用课文时，正值我国举办北京冬季奥

运会。随着近年来国家的大力推广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

触冰雪项目，加之 2022 年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和我国运动健儿的骄

人成绩，全国上下都掀起了一股冰雪运动的热潮，燃起了很多人

对冰雪运动的热爱与激情。在课程中加入这一热点新闻的介绍，

可以使学生深切感受到我国体育运动事业的蓬勃发展，感受到我

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

当代大学生接收信息的渠道十分广泛，对当下的时事及热点

本就比较感兴趣。在课堂中恰当地引入时事热点，进行讨论和拓

展，不仅可以调节课堂气氛，增加专业知识，也可以融入思政元素，

进行思政教育。

（三）结合历史人物或事件融入思政元素

除了结合时事热点，还可以结合历史人物或事件融入思政元素。

第 21 课学习了「地震」（地震）这个单词。我国虽然不是一

个地震频发的国家，但历史上也发生了多次影响比较深远的地震

灾害。特别是笔者亲身经历了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对于地震灾

害有着切身的体验与感受。在讲解这个单词时，结合自己的经历

向学生讲述了当时的真实状况，使学生感悟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

无常，懂得珍惜时间、珍爱生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中

的不如意和挫折。

第 17 课学习了贝多芬、肖邦两个单词。这两位作曲家是人类

音乐史上的代表性人物，留下了众多优秀的音乐作品，但是他们

的创作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也经历了无数的困难与瓶颈。从单

词延伸开去，使学生在了解他们的辉煌成就的同时，也认识到他

们在遇到困难时的坚持与努力，引导学生树立遇到困难时勇于坚

持、敢于迎难而上的精神。

除了从教材内容出发，也可以稍微脱离教材，结合重要历史

人物、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思政教育，如“历史上的今天”。可以

提前布置任务，让学生选择历史上的大事要事，在事件发生的同

一天进行课堂发表。

例如 2008 年 8 月 8 日我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夏季奥运会，可以

在 8 月 8 日的课堂上，请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与感想，重温开幕

式的精彩瞬间，回顾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历程，感受国家政治、

经济、文化、体育等各方面的飞速发展，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和对国家的认同感。

三、结语

在新时代背景下，将思政元素融入高校课堂教学，是高校课

程改革的必然趋势，也使高校教师面临着更高的要求与挑战。大

学日语课程的教师应充分发挥外语教学中跨文化交流、比较文学

等优势，以教材为依托，以学生为中心，深入挖掘思政元素，精

心设计课堂，将思想政治教育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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