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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的“一单 + 三环 + 二辅”混合式

教学模式在《基础日语 1》课程教学中的实践与应用
杜彬彬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基础日语 1》是日语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本课程自 2017 年加入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

后，积极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经过 4轮的实践和应用，构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一单 +三环 +二辅”

混合式教学模式。即，围绕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以“学习任务单”为驱动，以“反馈互动”为监督，构建“知识

+ 文化 + 技能”的日语核心课程金课群，为学生学习《基础日语 1》课程输入文化知识和技能训练，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

丰富生态因素。构建全过程、多元化课程评价体系，全面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本课程 2020 年被认定为省级一流课程，并

与省内外多所院校进行了深入的合作，为其开展混合式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基础日语 1》；以学生为中心；一单 +三环 +二辅；混合式

2018 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

建设的指导意见》，文件中指出：“推进课程改革，加强不

同培养阶段课程和教学的一体化设计”。《基础日语 1》课

程是日语专业的必修课，也是日语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是

日语专业其他课程学习的基础，但传统的日语教学模式存在

不少问题，导致日语专业学生难以适应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

要求，也打击了学生学习日语的兴趣。在“互联网+”背景下，

笔者所教授的《基础日语 1》课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课程教程资源单一、陈旧，无法满足“拇指族”

学习日语的兴趣；

（2）课程学习内容多，学生疲于学，被动学，学习积

极性不高；

（3）师生、生生间互动较少，日语学习效果不理想；

（4）学生的日语语言基础一般，但日语语言技能和文

化理解能力较弱。

要解决以上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对日语传统教学模式

进行改革创新。笔者以本校日语专业一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

（2017 级 -2020 级），通过开发建设《基础日语 1》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改变教学模式，构建多元化课程评价体系等形

式，经过 4轮的实践与应用，构建

了“以学生为中心”的“一单 + 三环 + 二辅”混合式教

学模式，现将实践和应用过程总结如下：

1《基础日语 1》课程教学改革理念及思路

1.1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一单 + 三环 + 二辅”混

合式教学模式，具体如下：

1.1.1 一单 +三环（见图 1）

依托《基础日语1》省级线上一流课程，以“学习任务单”

为驱动，围绕“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以“反馈互动”

为监督，通过“BOPPPS”+ 翻转课堂模式，积极开展协作式

学习、探究式学习，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图 1）

1.1.2 二辅

1）第 1辅（见图 2）

通过《基础日语1》、《日本国家概况》和《日语交际口语》

三门省级一流课程间的协作、互补，构建“知识 + 文化 + 技

能”的日语核心课程金课群，为学生学习《基础日语 1》课

程输入文化知识和技能训练，夯实学生日语语言基础知识的

同时，提升学生的日语语言技能和文化理解能力。

（图 2）

2）第 2辅（见图 3）

通过“线上线下、课内课外、理论实践”的互融互补，

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图 3）

1.2 建立全过程、多元化课程评价体系，注重全面素质

横向评价，全面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细化明确各项教学目标，将考核落于实处（见图 4）。

通过线上线下的融合，构建全过程，多元化的课程评价体系，

课程成绩由“线上成绩+线下成绩+期末成绩”三部分构成。

注重对学生素养的评价，通过小组实践，小组发表等形式，

加大对学生输出能力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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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 教学改革的方法及途径

2.1 以学生为中心，重新整合、系化教材内容，形成文

化知识体系——文化之角，并引入《新经典日本语（基础教

程）》、《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初级）》等丰富的优质教

材资源，取长补短，构建较为完备的信息化课程教学资源。

2.2“多模块、动态化、立体化”课程资源共享，实现

对学生泛在学习的支撑。根据学生的知识学习、遂愿学习、

文化学习，开发建设并持续更新线上 10 大拓展模块。知识

学习拓展模块，包括教学资源模块、语法知识模块、朗朗诵

读模块、阅读练习模块和日语写作小课堂；遂愿学习模块，

包括日剧频道、动漫频道和日语歌曲；文化学习模块，包括

日本童话故事、中日文化之窗和中国新闻。目前拥有在线拓

展资源 1000 个，教学视频资源 119 个，教学音频 119 个，

供学生随时随地进行无障碍移动式学习。

2.3 以“学习任务单”为驱动，以“反馈互动”为监督，

通过“BOPPPS”+ 翻转课堂模式，积极开展协作式学习、探

究式学习，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提升

学生的核心素养。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日语专业教学指南》和《日语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基础日语 1》课程的教学目标，

根据教学目标设置课程教学，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

式教学模式。

2.3.1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认读及书写日语假名；

2）识记约 1300 个日语词汇；

3）识记 50 条日语基本句型和日语基础语法知识点；

4）能运用日语词汇及日语基础语法知识点。

能力目标：

通过听、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训练，学生能运用

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口语和书面语的交际活动。

1）听的能力。能基本听懂语速每分钟250字的语言材料，

一遍可以听懂 60% 以上；

2）说的能力。能进行基本的日常生活会话，能基本准

确表达自己的想法；

3）读的能力。能基本读懂日语能力考试4级水平的文章，

准确率达到 60% 以上；

4）写的能力。30 分钟内能用「です」体、「ます」体

写出 100-150 字左右的日语文章，内容基本通顺、连贯、有

逻辑性；

5）译的能力。能灵活运用学过的语法知识点，正确进

行中日文互译，准确率达到 60% 以上。

素养目标：

1）培养学生的文化理解能力和中国情怀，了解中日文

化的差异，使学生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2）使学生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3）使学生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

4）使学生具备一定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5）使学生具备一定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3.2课程教学设置

以“学习任务单”为驱动，以“反馈互动”为监督，通

过“BOPPPS”+ 翻转课堂模式，积极开展协作式学习、探究

式学习。课程教学在重视日语语言知识的同时，通过同步、

异步讨论、小组实践、小组发表、课程拓展知识竞赛等教学

活动的设置，以学生为中心，实现课程的“两性一度”，提

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沟通能力、合作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跨文化交际能力。

1）线上学习

线上学习主要围绕“课前”和“课后”两个环节

①通过教学视频，自主学习基础知识点和相关文化背景

知识。学习过程中，对要点、难点进行自我梳理，形成在线

笔记，实现生生间的互赏互学；②通过在线作业、测试、考

试，巩固所学知识点，查漏补缺，等待课堂二次内化；③通

过讨论区，对难点、疑问进行师生、生生间的交流。通过师

助、互助，解决一部分难题，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④

通过拓展资料区，实现学生的遂愿学习、知识学习和文化学

习，全面提高学生的高阶能力。

2）线下教学

线下教学主要围绕“课中”环节。通过讨论、发表、互

评，充分实现师生、生生间的交互，实施 BOPPPS+ 翻转课堂

模式，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有效课堂。

3）“反馈互动”贯穿于课程教学始终

无论是线上教学还是线下教学，由于学生缺乏一定的学

习主动性，因此，学习任务的完成度并不理想。特别是线上

教学属于异步教学，教师很难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因此，

互动反馈成了监督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有力保证，也成了师

生互动，共同解决难题，第一时间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的重要

手段。

《基础日语 1》课程教学中，笔者主要采用了线上讨论、

小组实践、小组发表、优秀小组实践展、拓展知识竞赛等教

学活动的创设，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通过小组合作、

小组互评以及师评，提升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及小组协作能力，学生实现了较好地知识迁移，日语语言能

力、文化理解能力都有了一定的提高。

4）“线上线下、课内课外、理论实践”互融互补，拓

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加大学生的输出锻炼，提升学生的实践

能力；

5）以情景对话为主线，通过“问-答”的方式，学思结合，

注重提高学生的日语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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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积极融入课程思政，通过“文化之角”+中日文化之窗，

培养学生的中国情怀，提高学生的文化理解能力，使学生具

备初步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要想培养日语综合型人才，就要让学生不仅要懂日语，

还要了解日本和日本文化。《基础日语 1》课程根据课文内

容增设“文化之角”，积极引入吉林大学周易夫教授的《中

国交流史中国文化的日本之旅》课程，使学生了解中国文化

对日本文化形成的影响，培养学生的中国情怀，提升文化自

信。提高学生的文化理解能力，从而更好地运用日语语言知

识，使其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7）通过小组实践项目的设定和小组互评标准的制定，

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侧重对学

生输出能力的评价，提高学生的日语应用能力。

8）“讨论区”的融入，培养学生协作交流的意识，提

升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9）构建“日语核心课程金课群”

经过 4 轮的教学实践，以《基础日语 1》课程为核心，

开发建设了三门省级一流金课，形成了稳固的“日语核心课

程金课群”。通过课程间的协作和互补，为学生《基础日语1》

课程的学习输入文化知识和技能训练，培养学生的文化理解

能力，夯实学生的日语语言基础知识的同时提升学生的日语

语言基本技能和综合素养。

10）延伸基础日语 1 课堂，丰富第三课堂——日语角和

社团活动，为学生搭建实战训练平台，将理论与实践、课内

与课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提升学生的日语输出能力和实

践能力。

2.3.3 课程评价

采用线上线下融合，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

全过程、多元化课程评价体系，注重全面素质横向评价，全

面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具体构成如下：平时成绩占 60%，

期末成绩占 40%，具体细项如下：

1）线上成绩 30%；

①视频学习占 30% ②作业成绩占 30% ③测试成绩占 15%

④考试成绩占 10% ⑤线上讨论占 10% ⑥笔记占 5%。

2）考勤 5%；

3）线下作业 10%；

4）综合作业平时测试 5%；

5）小组作业 10%；

6）期末成绩 40%。

3 本课程教学改革解决的课程教学问题

3.1《基础日语 1》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大量优

质教材资源的融入，拓展资源的开发，丰富了课程教学资源，

解决了《基础日语1》课程教学中教材资源单一、陈旧的问题，

极大激发了学生学习日语的兴趣；

3.2“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解决

了《基础日语 1》课程教学内容多，课时不够的问题；

3.3“BOPPPS+ 翻转课堂模式”的应用和实践，解决了

教师疲于讲，学生疲于学的问题。课前“学习任务单”的驱

动，线上学习内容的完成，使学生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

课前的讨论，课中的发表、交流、评论，课后的小组实践，

加强了师生、生生间互动和交流，给与了学生充分地输出训

练，同时也大幅提升了课堂教学的效果；

3.4 以“学生为中心”的“一单 + 三环 + 二辅”混合式

教学模式，大大提升了学生的高阶能力。

4 结语

近代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指出：“教师之为教，不在全

盘授予，而在随机诱导。”学习重在“知新”，在创新，在发展，

在培养探究的能力。“以学生为中心”的“一单+三环+二辅”

混合式教学模式主要通过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的混合，强化

了教师的主导地位，突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主体地位，实现

了教、学、用三方面的跨越式发展，优化了教学资源，提高

了教学效果。在实践和应用过程中也取得了以下成果：

4.1《基础日语 1》在线课程被认定为浙江省线上一流

课程，共 226 所学校的学生参与了课程的学习。获浙江省

2020年共享应用TOP10本科课程、社会学员选课TOP10课程，

和省内外多所高校进行了一定的合作，为其开展混合式教学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取得了良好的推广和应用效果。课程教

学也得到了学生的一致好评、同行的肯定及督导的认可。

4.2“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在《基础日语 1》

课程教学中共进行了4轮的应用和实践，实现了应用-推广-

普及 - 完善，共有 892 名日语专业一年级学生参与了课程的

学习，满足了学生的遂愿学习、知识学习、文化学习，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得到了大幅提升，近 2 期课程期末成绩年段平

均分逐年提高，班级优秀率和合格率大幅提升。

4.3以《基础日语1》课程为中心，以“金课群”为支撑，

以第三课堂为延伸，构建了较为稳定的《基础日语 1》课程

生态系统，大幅提升了学生的核心素养。在省日语配音、日

剧 PLAY，全国高校日本知识大赛、日语演讲比赛及日语歌

曲等比赛中屡获佳绩，并实现了零的突破，取得了特等奖的

喜人成绩。

4.4 以学促教，教学相长。近三年课程团队也取得了一

定的教研成果，主持教改课题 3 项，发表教改论文 7 篇，获

教学类奖项 15 项，建设完成 3 门省级一流课程，构建了日

语专业基础阶段核心课程金课群，并积极应用于教学实践，

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笔者也带着本混合式教学模式及其

成果参加了浙江省首届教师创新大赛，获得了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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