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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影视作品为媒介的日语教学方法探索 

——以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为例 

丁玉亭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  北京  102601） 

摘  要：目前，影视作品已成为外语学习的有效途径之一，为提升学生的日语学习积极性，不少高校将日语影视作品应用到日
语教学中。另一方面，如果影视作品与教学内容的契合度低，缺少具体的教学环节安排也会导致影视作品在教学仅起到娱乐作用。

本文将从实际教学角度出发，从影视作品的选取和教学环节设计两方面对日本影视作品在教学中运用提出具体操作建议，并以我校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为例列出具体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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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与日本的交

流合作逐渐深化，目前不少高校根据日本较为领先的技术开设
相应的专业，例如，日本具有非常成熟的养老照护体系且走在

了世界养老产业发展的前列，“养老+日语”也是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培养优秀复合应用型人才的探索

途径。 
另一方面，日语教学中影视作品的运用不仅能够在学生对

语言和文化的理解等认知方面、学习兴趣等情感方面达到较好
的效果，同时，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影视作品同样可以发

挥教材的作用，促进学生对话讨论和协作学习。[1]我校健康服务
与管理专业主修课程以养老服务相关课程为主，为了将该专业

和日语课程进行更好衔接，避免日语实际运用能力和日本社会
文化割裂，如何运用老年人相关的日本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日

语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日语水平，了解日本社会文化，成为
必要的探索话题。 

一、日本影视作品的选取 

影视作品的教学需保证所选影视作品内容与相关教学内容

相匹配，才能真正发挥日语影视作品的教育作用，提高大学生
日语语音运用能力。[2]教师需根据教学课程及内容，选择健康生

动的日本原版影视作品，采取有效应用策略，提高学生的学习
效率与积极性，寓教于乐。[3]因此，要提高学生的日语学习积极

性及专业信念感，选择与所学专业及日语能力相匹配的影视作
品尤为重要。 

本文以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学习日语科目为背景，探
索如何将影视作品更好融入日语教学中。根据学生的专业背景，

为了拓展该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选取与养老关联度较高的电
影，根据日语内容理解的难易程度进行排列，选取的影视作品

信息如表 1。 
表 1.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相关影视作品 

影视作品名称 类型 养老主题 

哈尔的移动城堡 动画电影 
“变老”容貌变化背后的心

理变化 

漫长的告别 剧情类电影 
认知症身心上的变化与家人

的羁绊 

入殓师 剧情类电影 日本人对“死亡”的敬畏心理

U-29 人生规划-临

终关怀护士 
纪录短片 

让病人平静而有尊严度过人

生最后时光 

U-29 人生规划-遗

物整理师 
纪录短片 直面生死，热爱生活 

二、日本影视作品课程教学环节设计 

近年来，不断涌现出基于影视作品的日语教学实践研究。
玥戴 [4]在影视作品日语教学的研究中，针对具体教学实践提出了

三个阶段的建议，首先，老师介绍故事梗概并提出话题；其次，

学生观影过程中老师进行讲解和情节梳理并让学生参与到剧中
表演进行情景再现；最后，观影结束后让学生展开讨论自由发

言或者分组讨论观影前给出的问题。孟庆利[5]在语体教学中影视
教学法的运用中提到需注意影视作品的选材的同时，需要教师

的正确引导，包括影片观影前讲解剧情和剧中的人物关系，提
示学生应当注意观察的地方，影片观影后了解学生所观察到的

内容。 
（一）教学环节 

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对教学环节进行了细化，针对每部
日语影视作品进行影片简介、问题提出、影片观影、情节回顾、

片段模仿/台词翻译、观点表达六个学习环节。通过引导学生思
考问题、回顾情节、模仿翻译、表达观点的方式激发学生日语

表达。 
1.影片简介 

为了让学生了解日本的社会文化，提高日语学习动力，影
片简介环节包含对电影背景、导演演员和剧中人物关系的介绍，

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影片背景、内容和角色，学习相关日语内容。 
2.问题提出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才是真正主角,教师更多是充当学
习引导者、促进者的角色,需有效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6]为了

让学生捕捉日文问题要点，且观影时目的明确，设置问题提出
环节，该环节包含四到五个与电影中心思想和人物有关的问题。 

3.影片观影 
影片观影环节使用日语视听内容加深对日语词汇语句的印

象，做到学有所“乐”。通过观看原汁原味的日语电影，还原
真实语境的同时提供适当的日语文化氛围，加深学生对日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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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与日本社会文化的了解，开拓学生视野。 
4.情节回顾 

该环节与问题提出环节相呼应，学生在观影后对观影前的
问题做出相应回答，一方面通过回答问题捕捉问题点并练习日

语回答方式，另一方面，回顾整个剧情，且利于最终课程评价。 
5.片段模仿/台词翻译 

黄春婕[7]在日语影视作品的应用研究中表明，教学目标不
同，相应的教学方法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并提出对应的教学方

法，听解注重是让学生听懂内容，识别信息，获取语言知识，
可选择播放片段，隐去字幕让学生练习听写台词。口语可通过

模仿配音、模仿角色扮演让学生练习发音以及语法、句型的应
用，或将影视作品的内容作为演讲主题让学生发表意见。 

本课程将影视作品作为辅助教学素材运用到学生的听解和
口语中，故将听力练习、台词模仿、观点表达融为一体进行设

计。 
台词分析环节根据影片日语内容进行相应调整，利用部分

台词进行听力、翻译、口语模仿练习。听力练习强调对关键词
的理解和关键信息的捕捉能力，并根据信息了解大意；翻译练

习加强学生对影片中富含深意的美文进行理解；口语模仿力求
发音精确，通过语调语速的模仿加强日语学习。 

6.观点表达 
在课堂教学中,重点在于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对话,在该过

程中,教学还需要承载发展能力、丰富情感、提升精神境界等多
重功能。[8]观点表达使用教师提供的固定句式简单表述影片观

后感。通过简单日语表达观后感，提高日语的运用能力，增强
用日语表达的信心，巩固日常使用的日语词汇及表达并记忆精

选电影台词中所涉及的句型结构及表达。通过分析影片中案例
所体现的主题提高责任意识。另外，根据影视作品内容，进一

步了解日本养老、认知症、照护、丧葬文化等。 
（二）具体案例 

本文以《漫长的告别》为例，讲解具体教学环节步骤。该
影片讲述曾为校长的东升平退休后患上认知症，妻子和两位女

儿等家庭成员共同克服困难，陪伴老人并从中寻收获了感动和
力量的故事。影片自 2019 年上映以来斩获了第十一届 TAMA

最佳电影奖等多个奖项。该片将家人之间的羁绊体现地淋漓尽
致，同时反映了日本“老龄化”社会家庭护理、外界的异样看

法等诸多问题，是一部非常适合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赏析
的影视作品。 

《漫长的告别》观影教学分为影片简介、问题提出、影片
观影、情节回顾、台词分析、观点表达六个环节。旨在通过教

学环节练习日语听力，学习认知症相关日语表达的同时，了解
日本的老年社会现象，提高学生对认知症长者前后期症状的了

解和应对意识，将学生的专业和日语学习进行紧密衔接。 
1.影片介绍 

介绍该电影的原作小说、导演、演员、电影名字的由来，
并请学生阅读翻译。 

2.问题提出 
观看电影之前介绍影片中五位关键人物之间的关系，让学

生有问题意识地观看电影，理清楚人物关系及相互之间的牵绊，
在观看前提出四个围绕“爷爷”和其他四位关键人物之前牵绊

展开的问题。让学生捕捉日文问题中的疑问词，听懂日文问题，
思考如何回答问题。观影的同时请学生记录自己学到的词或表

达。 
3.影片观影 

观影结束后讨论认知症长者在患病前期和后期的症状表
现。根据学生回答情况给出相关提示，例如，老爷爷在认知症

前期和后期病情有怎样的变化？从衣冠整齐到穿着随意，从对
擅长的事情的持续热爱到已无力继续曾经的热爱，从健忘到生

活已无法自理。观影时观察并留意学生的感兴趣点，作为观影
结束后活动环节的素材。 

4.情节回顾 
罗列 13 个关键信息，进行关键信息和五个人物的匹配游

戏，讲解 13 个关键信息涉及的日语内容。 
5.台词分析 

截取影片的片段音频进行泛听、精听精讲、模仿三个环节。
泛听播放两遍，分别回忆发生的场景及听大概的内容；精听精

讲先讲解与学生专业相关的日语词汇。在学生熟悉该部分生词
后再进行第二次精听练习；最后请学生分角色朗读进行模仿。 

通过本次教学实践，培养了学生在使用日语素材时对日语
关键词语捕捉能力，形成了观看日语影片时日语语句的模仿习

惯，同时通过视频观看、听力练习、台词模仿、观点表达等多
种形式的日语输出，使学生较大程度掌握影片中的日语专业用

语。通过影片深入了解照护人员、入殓师、临终关怀照护人员、
遗物整理师等职业，提升了专业自豪感及服务精神。在思政教

育方面形成了发现问题深入思考问题及总结观点的习惯，提高
了小组合作意识和表达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蕴

含的美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即便他人不理解对坚持的职业的信
念感。 

三、结语 

影视作品的运用已成为语言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教学方

式，而这种教学方式不单是为了提升学生的语言学习兴趣，作
为学生“劳逸结合”中的“逸”的身份出现，而是通过选取与

学生专业知识素养匹配的影视作品，进行精心的教学环节设计，
从而提升学生听懂关键词，用日语回答以及表达自己的想法的

能力，同时，加强对自己所学专业的信心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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