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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背景下日语教学中文化自觉与自信培养研究
阿拉坦其其格

（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摘　要】结合课程思政背景，为了在日语教学中有效培养学生文化自觉、自信，本文将展开相关研究，主要论述文化自觉

与自信培养必要性，后提出培养策略与注意事项。采用文中策略能够对日语教学进行课程思政改革，改革后可以有效培养学生文

化自觉与自信，教师只需要注意相关事项就能达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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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课程思政背景下，思政教育需要渗透到其他专业学科教学

体系中，日语教学也不例外，此举对双方有益，故势在必行。

渗透后教师可以在日语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思政教育，

其中就包括了文化自觉与自信培养。这一基础上，如何有效的

进行文化自觉与自信培养成为了教师重点思考的问题，即日语

所代表的日本文化与我国文化虽有渊源，但经过长年累月的演

变，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巨大的差异，要通过日本文化进行我国

文化自觉与自信培养难度很高，必须从中挖掘相关元素。针对

这一问题，有必要展开相关研究。

1	文化自觉与自信培养的必要性

文化自觉与自信是一种人的思想状态，具备这种思想状态

的人首先能够清楚的区分本国文化与别国文化的差异、地位，

并且对本国文化有强烈、不可撼动的归属感，代表从个人角度

上任何外来文化都不能对自身文化信仰造成冲击，宏观上如果

每个人都具备这样的思想状态，那么这个国家的凝聚力就非常

强大，反之这个国家是有可能分崩离析的。其次人对本国文化

的认同感很高，代表人对本国文化有自信，认为本国文化不可

能比其他国家文化差。最后人愿意自觉了解本国文化历史、特

色、发展趋势等，并且自发的向外传播，为本国文化发展做贡献。

从这一角度来看，但一个人缺乏文化自觉与自信思想，那么这

个人在某种时候会感到自己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类似于生活

在这个国家的“外国人”，如果这种现象普及，识别对国家团结、

民族复兴造成阻碍，威胁到国家独立的根本，因此世界上任何

一个国家都要避免这种现象发生，我国也不例外 [1]。

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生活中国际之间的往来十分密切，

加之高度普及的网络，国外文化相关信息在国内形成了巨大思

潮，受思潮冲击，我国学生的思想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畸变，导

致他们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思想状态无法继续维系，转而开始产

生一些错误的观点，例如近些年发生了不少青少年群体在网络

中发表了“质疑我国文化”的言论，这种言论说明发言者的思

想开始脱离我国文化，是文化自觉与自信思想弱化、畸变的特征。

因此为了矫正这种现象，并预防未来继续发生这种现象，国家

提出了加强文化自觉与自信培养的政策要求，学校作为育人平

台有责任展开文化自觉与自信培养工作，此举意义重大，因此

势在必行 [2]。

2	日语教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培养策略与注意事项

2.1 培养策略

为有效在日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下文将

对具体培养策略进行分析。

2.1.1 介绍日语历史背景

着眼于学生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教师要从日语教学内容中

挖掘出相关的思政教育元素，通过这些元素来进行文化自觉与

自信培养，而日语的历史背景就是很好的思政元素，即纵观日

语历史，其发源于我国隋唐朝代，在此之前日语并没有文字，

是在隋唐时期僧侣将中国历史古籍、佛经带到日本，日本人根

据古代汉字等发明了日文，日语体系在有了完整、清晰的概念，

故现代日文中有一些文字与汉字是一模一样的（写法一样，读音、

意思可能有所不同），说明汉字是日语的起源，且在日语发展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基础上，教师在日语教学中应当先介

绍日语历史背景，目的是利用“先入为主”的效应让学生正确

看待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并且在学生心中种下文化自觉与自信

的种子，即通过日语历史背景学生会感到我国文化博大精深，

自觉将其提升到心目中的最高层次，形成自身的信仰，与此同

时学生的文化自觉也会逐渐成型、强化 [3]。

而后，教师可以围绕日语历史背景引导学生进行思政思考，

通过这种思考加深学生文化自觉与自信，例如在日语文字知识

的教学初期，学生基本不认识日文，但会关注日文中写法一样

的汉字，这时教师就可以以这些日文文字作为案例，提出“猜

一猜这个文字在日语中是什么意思？”的问题，大多学生一般

都会根据中文来猜，得出的答案大多是错误的，但教师只需要

在学生猜完之后，告诉学生正确答案，再结合中日历史介绍这

个文字的演变过程，解答为何这个文字为何到了日本会出现意

思、读音上的差异，通过这种方式能让学生形成文化区分意识，

不会将中日文化混为一谈，同时因为日语源于中古古代汉字，

所以日语专业学生会更加看重中国文化，并且认真思考、重新

审视中国文化，如此循环学生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会不断提升。

2.1.2 单词学习与思政的结合

上述提到，日语中存在一些与中文写法相同的汉字，但这

些汉字的意思、内涵不同，例如日语中的“步”是汉语中的“走”，

而日语中的“走”是汉语中的“跑”，这种文字的差异与我国

古代文言文相似，导致一些初接触日语的学生会对汉字独特性

产生猜疑，甚至出现错误的想法 [4]。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教师在日语教学中应当将单词学习与思政教育相互结合，围绕

这些特别的日语单词，提出一些具有思政意义的问题，例如“日

语中的这些汉字均起源于我国古代汉字，那么请问我国文化与

日本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问题的提出能够让学生猛

然惊醒，正确认识文化差异，从思政角度上可以让学生的文化

自信增强，间接培养学生的文化之举。同时，教师在单词学习

的教学活动中可以参照文言文教学方式，让学生尝试根据中日

历史文化演变去翻译日语，促使学生认识到中日单词、文字的

差异性，利于学生文化自觉增强。总体而言，在日语教学中教

师必须保持客观的态度对每个单词进行细致、准确的解释，这

样能让学生也保持客观学习态度，从历史角度上正确看待两国

文化的差异与关系，促进学生文化自信与自觉成长。

2.1.3 加强本国文化学习

任何语言类学科教学中，文化的地位都非常重要，因此现

行日语教材中就有很多有关于中日文化的内容，教师可以在课

堂上将两者进行比较、分析，加强学生对本国文化的学习，奠

定课程思政良好基础。与此同时，因为许多日语专业学生都缺

乏再认识、再学习本国文化的意识，认为这没有必要，所以不

少日语专业教师在本国文化教学中都会遇到困难，这种现象说

明学生对于文化异同性的重视度不高，使得本国文化教学成为

单方面的信息传输，因此建议教师将中日文化的差异代入到生

活中进行比较、分析，这样能够让学生发现自身认知上的不足，

并发觉一些以往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思政问题，这样学生能从语

言角度上重新认识、学习本国文化，并且将学到的内容带入到

日语学习中。通过这种方式，日语教学的内涵更加丰富，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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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学生文化自信、自觉成型与提升 [5]。以孟兰节为例，“孟

兰节”的名词经常出现在日语当中，导致很多初学者错将孟兰

节视作日本独有节日，但教师可以将其代入到我国文化环境中，

引导学生进行对比与分析，即“根据孟兰节的时间，其与我国

中元节时间相近，再通过内容我们会发现孟兰节也就是我国的

中元节，因此可以认定日本孟兰节是由我国中元节演变过去的”，

通过比较与分析，学生会意识到学习本国文化利于自身对日语、

日本文化的理解，同时也清楚的将本国文化、日本文化做了先

后区分（历史角度上我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起源之一，某种意

义上是日本文化的“祖先”），故学生的文化自信、自觉会有

所提升。

2.2 注意事项

以上策略实现了日语教学的课程思政改革，能够对学生进

行文化自觉与自信培养，但为了保障培养作用稳定性，建议教

师在教学中将学生放在主导地位，遵从“以人为本”的原则来

进行教学，这是教师需要注意的思想。不同学生在学习上有不

同的需求，如一些学生可能更想要了解日语中的特有名词，但

也有学生更注重日语的日常交际，对此教师需要充分与学生进

行沟通，了解他们的内在需要，而后在课堂上提供对应的资源，

让学生自主思考、了解，这样才能保障学生思维活跃性，利于

思政作用渗透。

3	结语

综上，日语作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与我国汉语及历史文化

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课程思政背景下教师可以将汉语、中国

历史文化代入日语教学，促使学生在学习日语相关知识时接受

思政教育，以破除学生内心迷障，促进学生文化自觉、自信成长。

这一基础上日语专业学生在未来才能发挥自身专长，投身于祖

国建设中，向外传播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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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伦理文学下女子体育的礼化性特点

女子体育在整个赵宋王朝时期的发展并非顺从人意 , 它的

发展与宋朝程朱理学的盛行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强调“礼者,

天理之节文 , 人事之仪也”, 将封建宗法制作为“天理”对待 ,

极力维护封建礼教和“男尊女卑”、“女归男”、“妻归夫”

的秩序 , 女性的地位较为卑微 , 严重地束缚了妇女参加各种民

间体育活动的自由 , 阻碍了女子体育的发展 [10]。例如宋代司马

光所作的《温公家范》。在这样的伦理文学下，女子也只能顺从，

在家相夫教子，安稳度日，也就只有少数贵族女子才能有获得

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虽然道德伦理不足以限制贵族女子们参

与体育活动，但是基本的礼仪道德还是有所规范的。尤其是在

贵族世家，更是要严格遵守礼仪制度。因为特殊的家族地位决

定了礼仪的重视程度。《宋史·礼志》中记载遇到国宴和重大

册封亲王仪式时，一般都有蹴鞠表演；还提到朝廷教坊司派人

对进宫表演的民间蹴鞠艺人“前期教习之”。通过这样的礼仪

活动，提高了蹴鞠从业者的精神境界，达到了以德引争的目的
[11]。男子蹴鞠如此，可见女子蹴鞠即“白打”更亦如此。因此，

古代女子体育不仅有伦理言论的限制，更是有文化的影响。因此，

古代女子体育充斥着礼化性的特点。

小结

宋代女子体育有以下几个特点：道德规范下女子体育的封

闭性特点；重文轻武下女子体育的娱乐性特点；畸形审美下

女子体育的轻柔性特点；风俗文化下女子体育的节令性特点；

社会分层下女子体育的阶级性特点和伦理文学下女子体育的

礼化性特点。这些特点的的形成与宋代社会、宋代文化、宋

代思想、宋代阶级分层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些原因从而影

响着女子体育的发展方向，为我们现代女子体育的发展给予

指导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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