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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语言能力到审美意识的日本文学教学方法 
邹海燕 

（武昌理工学院 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23） 

摘要：高校日语专业的学生必须能够在实际的交流环境中，灵活地掌握、使用日本语言，包括语音、语法等，这是目前教学大
纲所明确要求的，既要求学习者能够在实际的社交环境下，能够将语言知识灵活转化为语言技能，并将其与日本文化联系起来，在
交流的过程中遵循日语的文化规则，从而达到日本文学教学的目的。日本文学课在众多高校中的开课率是比较高的，因此，本文将
以日本文学课为研究对象，分析目前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教育语言能力到审美意识的教学方法，希望能够为日本文
学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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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日本文学课相比于其他日语

专业的课程相比，得不到其应有的重视，这是目前日本文学教学存

在的普遍问题，同时通过调查研究表明，教师采取填鸭式教学方式

居多，一味地将作者生平、文学概念等知识直接灌输给学生，导致

学生认为日本文学是枯燥的，课堂上提不起兴趣，教师得不到课堂

反馈，也不愿意教授这门课程。因此，良好的教学方法对于学生学

习日本文学这门课程大有裨益。 

一、目前日本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在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均将时间和精力放在对文

学作品的背诵上，但是这一方法并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主要是由于

文学作品中的单词通常不适用于生活中的交际，实用性不强，往往

将其作为较为高级的日语精读课来上，对于文学作品本身所表达的

深意只是一语带过，不过多地向学生加以强调，从而导致学生无法

感受到日本文学富含的深蕴，也将无法得到相应的重视，同时高校

的日语专业的名称也有所不同，部分也被称之为日本语言文学，单

就这个专业名称而言，就能将日本文学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来，对于

日语专业的学生而言，阅读日本的文学作品是能够提高语言能力，

了解日本文化的重要措施，这样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日本的语言文

化。日本文学历史的长河流淌两千年，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中中国

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日本文化。虽然后来日本渐渐形成自己

的文学风格，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中国文化的影子。因此对于教师

而言，日本语言文学课的教授难度并不是那么大，通过采取合适的

教学方法，也能够将课堂进行的灵动有趣，关键在于教学内容以及

教学方法的选择。通过调查结果以及研究实践表明，日本语言文学

课需要以文学作品为基础，细读其中的文本，将其变为精读课、语

法课，文本细读的方法是起源于英美新批评中，是较为朴素但同时

也较为实用的方法，通过利用学生无限的想象力使学生感受日本文

学的魅力，在提高日语语言能力的同时，对日本人的审美意识有一

定认知。 

二、日本文学课堂现存问题的原因 
1、教师方面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扮演的是学生的引路人这一角色，因此成

为一名学生爱戴的老师将会激发起学生学习日本文学的兴趣，学习

一门语言必须要掌握这门语言的内在本质，因此教师需要具备深厚

的日本文学专业知识，并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帮助学生开阔视

野，提高学生对日本文学的兴趣。但是目前众多学校日语专业的师

资力量不足以满足教学需求，同时教师的专业水平达不到要求，课

堂缺乏生机，学生缺乏兴趣导致课堂参与意识较弱，从而语言能力

以及审美意识也无法得到提高。 

2、学生方面 

日本文学课在提高学生日语沟通能力以及日语文化素养等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众多学生并没有认识到日本文学课的重要性

以及其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对于学生核心素养提高的作用，因此会

将时间精力放在实用性强且见效较快的专业课程上，同时学生在课

堂上向学生讲授文学知识的过程中，采取的是填鸭式教学方式，导

致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差，不能够主动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基

本功不扎实的学生将会在文学作品的阅读方面较为吃力，降低对文

学的兴趣。 

3、教材方面 

不合理的教材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会制约着教学，由于日本

文学教学大纲中并没有明确要求日本文学所使用的教材，因此目前

尚未能形成统一的教学体系，且多数日本文学教材中鉴赏性的内容

较少，而对于文学评价的内容比较多。并不适用于真正的日本文学

教学，因此一本好的教材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将会对教学起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4、教学方法方面 

多数老教师未能适应现代化的教学模式，其现存的教学方法过

于陈旧，大学生的思维是灵活的，若一味地向学生灌输书本上文学

概念相关方面的知识，忽视了独立思考对学生学习的重要性，同时

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早已不适应现阶段学生的思维，继续沿用会

使学习效果不尽如人意，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对学生将来的学习发展产生消极意义。 

三、日语语言能力的培养 
1、日语词汇 

词汇是学习一门语言最基本的组成要素，与日本文学作品密不

可分，在日本文学中运用到的词汇与日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自然环

境、生活习惯等息息相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日语中的

词汇不仅具有其最基本的含义，同时如果在自身的特定的文化背景

下还具有衍生含义，如果不理解其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所使用的方

法，将会导致学生在实际的交际生活中错误使用，不能达到有效的

交际目的，例如日语中的“あなた”所适用的语境为在家庭环境中

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并不等同于汉语中的第二人称“你”，同时在

日常的交际交流中，不能作为第二人称使用，由此可以看出汉语和

日语虽然翻译的意义相同，但是在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却不尽相

同，同时在众多的日本文学作品中，对于“龟”这个字而言，所代

表的含义是长寿，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汉语文化中，龟的意义所

含贬义居多，往往用来骂人和贬低人，这一类词往往会产生交际摩

擦，在文学作品鉴赏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误解。因此在日本文学教学

的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对作品中的语段进行鉴赏，同时还需要讲解

单词的概念以及所具有的文化意义。 

2、日语表达 

由于日本人在过去未受过外来民族的入侵，且大和民族占据绝

大多数，文化差异较小，因此日本社会中的人种、生活方式等没有

太大差异，这也将对日本人的语言表达起到了较为基础的形成作

用，例如敬语表现、授受表现等，其中均在日本文学作品中有所体

现，这要求日本文学专业课程的教师在讲述的过程中深入挖掘其文

学内涵、仔细讲解，防止学生在与日本人的工作交流中产生文化冲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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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敬语表达 

日语中对敬语的使用是贯穿于日常的交际全程的，其中敬语多

用在涉及到上下级关系和利益关系以及尊卑长幼关系等，以此为基

础来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在请别人给我一杯水的交际，需

要根据说话者与被要求行动的人之间的关系，对水进行不同的表

达，敬语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十分高的，其中表现的主要是上

下级关系以及内外关系。例如在与外人提起自己的爸爸以及在家里

对爸爸的称呼是不同的，因此在日本语言文学教学的过程中需要重

视敬语的表达，理解敬语背后的文化，才能真正了解日本人的思维

和行为方式，从而更好地与日本人交往，教师在教授英语表达的过

程中可以采用日本文学中的一个小片段进行情景教学，通过固定的

情境让学生分别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并学习其中人物的语言语

气，通过在反复练习的过程中从而掌握日本人的交流方式。 

（2）授受表达 

授受表达方式体现了内外意识以及恩惠意识，在交流的过程

中，主要根据受者与授者的关系来选择补助用词，这主要是由于日

本人认为人和人的关系是以内外关系为基础的，因此日本人对于内

外的概念十分重视，如果听者是说话者的亲人，因此他是内部人员，

因此在授受动词的选择上需要进行选择，同时日本人在表达的过程

中十分具有恩惠意识，尤其是喜欢用“てもこう”等类似的表达，

因此教师在对文学作品授课的过程中，一旦其中涉及授受表达，教

师应当以此为契机，向学生讲解清楚，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

能力，防止避免双方起冲突，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 

3、日本语言能力教学的具体方法 

对于日语语言能力的培养以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为例，

这是在教学实践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曾经先后六次被搬

上大银幕，这篇故事主要讲述了少男少女之间第一次恋爱的纯真的

情感，这篇文章在读者阅读之后，会将其带入一个空灵美好的唯美

世界，因此在对这篇课文进行学习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在课前认真

仔细地备课，仔细地读文章中的词汇以及表达，以及文章所蕴含的

深刻的意义，以便在课上能够提高教学效率，为学生们更好的讲解。

对于小说中较为经典的句子，教师可以让学生自行根据自己的理解

进行翻译，并让不同的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表述，并整合出经

常出现错误的翻译点，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纠正和强调，为了能够

准确的表达出文章的含义，防止出现翻译过于生硬的句子。因此，

教师应当教学生联系上下文，培养学生的语感，进行词语的准确翻

译，使其更好的体会日本文学的魅力，从而巩固自己的日语基础知

识。 

通过精读日本文学作品可以发现其中的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中

会有不同的用法，让学生在实际的语境中感受词汇的不同含义，不

仅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还能够提高语言能力，真正做到学以致

用。 

四、日本文学审美意识的认识 
虽然通过文本精读的方式能够对日本文学有一定的了解，并能

够提高日语素养。但是在日本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并非仅仅包含词

汇及语言表达的教学，但是长期以这种方式进行精读教会，使学生

感到枯燥，打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过多的强调日本文学知识的灌

输同时缺乏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不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如

何在学生、老师以及文学作品之间建立起一座交互式沟通的桥梁，

是目前日本文学课程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之一。 

自然美是日本文学审美意识的最初来源。例如在《伊豆的舞女》

这篇文章中，文中一开头所描写的是骤雨以迅猛之势向我追赶来的

场景，这段描写仿佛强调雨点也在不停地催促我去追赶舞女，作者

以间接的手法让雨点儿将我和舞女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在这样

的一个场景中是“我”这个人物形象与自然中的景象融合在一起，

在这个如诗如画的美丽场景中，展现我与舞女之间的凄美爱情，人

与景相融，可谓是相得益彰。 

同时，教师应当根据接受美学理论，基于学生的成长经历以及

对所阅读文本的感受，以自己审美的视角对文本进行赏析，发挥学

生的主体性，揭示作者的写作意图，体会文本所带给学生的深蕴，

同时这也是一个审美经验积累的过程，学生在对日本文学作品阅读

的过程中，可以体会文本自身所带有的语言美、创作美等多方面，

将审美经验与日本文学教学相融合，让学生领略日本文学中的异国

文化激发其无限的想象力，对文本进行多元文化的解读。 

不同的文学作品往往带有不同的美感。例如，在天国木田独步

的作品中能够感受其秀美的景色，而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能够感受

其字里行间的色彩美与古典美，通过对不同的日本文化作品进行解

读，能够真切的感受到日本文学中对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以及唯美

主义的解读，带给学生愉悦的感受，从而达到滋养心灵的审美目标。 

文学作品中的多数语言文字中含义是十分的隐晦的，这对于学

生来讲不能直接体会到小说自身所带有的魅力，因此，教师可以发

挥学生的想象力，让学生闭上眼睛，想象其中的画面，并对其进行

故事情节的联想，通过将画面串联起来从而增加故事的立体感在这

一过程中，也能使学生对文章的学习更加的充实且生动。教师应当

通过不断的对教学方法进行实验，及时进行复盘，看哪一种教学方

法适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根据学生自身的特点，以学生的

视角为依据，对自己的教学方法进行改进，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

素质，促进学生培养探究精神，提高教学效率，从而对日本文学的

理解更加深刻。 

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深入探究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文学的教学需要对语

段、语法进行精读，而不是单纯的讲授单词以及句子的翻译，而是

应当发现日本文学与学生实际交流过程中之间存在的藕断丝连的

关系，让学生透过文学看到生活本质，真正理解和领悟其背后所蕴

含的深刻含义，培养学生多元化思维，由此增强教师的教学效果，

虽然目前的教学方法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还不够成熟，需要教师在

接下来的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探究，以此来更好的应用于教学当中，

让学生大胆的思考、领会，不断的感受日本文学课堂所带给学生的

魅力，手持打开日本文学大门的钥匙，在教师的带领下一同走进日

本文学学习的殿堂，提高其语言能力以及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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