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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大学日语》教学模式改革初探 
汪菲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江苏省苏州市  215009）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多媒体技术辅助外语教学已经成为一种新趋势，亦是当下外语学界的研究热点。本文以《大

学日语》课程为例，在分析《大学日语》教学现状和问题点基础上，探讨“互联网+”环境下，如何发挥线上教学优势对《大学日语》

课程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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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model of College Japane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Wang Fei 

(Tianping College,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215009)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multimedia technology-assiste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has become a new trend and a hot research topic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language. Taking "College Japanes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aching status and problems of "College Japanese" and discusses how to make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online teaching to reform "College Japanese"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Inter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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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 建设的快速推进，对视野广、语言精、文化

通、专业强的高端复合型小语种人才的刚性需求日趋旺盛，对小语

种人才培养改革也迫在眉睫。中国教育部发布的 《2022 年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中明确指出：全国统考科目中的外语分英语、

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 6 个语种，由考生任选其中

一个语种参加考试。同时教育部也明确规定，各高校不得对报考非

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的考生作统考外语语种限制，进一步保障了小

语种考生的权利。随着国家和社会对小语种教育的重视，日语由于

与汉字同源，较容易入门等优势，近年来选择日语高考的考生逐渐

增加，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统计数据，全国选择日语高考的人数 

2017 年有 16，000 多人，2018 年有 23，000 多人，到了 2019 年

增加至 48，000 多人，2020 年已经突破 100，000 人，全国大部分

地区高考日语人数大幅增加。但是高中日语欣欣向荣的景象背后也

存在着很多隐患。祁春花（2018）曾经指出：高中开设的日语高考

班仍然处于摸索阶段，经验尚浅。大部分学校采取了与校外的培训

机构合作开设日语高考班。由于培训机构的老师不受学校统一管理，

流动性大，学生无法得到系统的教学管理，无法保证日语教学质量。

虽然表面提高了考生的高考成绩，但是考生的实际日语能力并未达

到要求，这也给高校公共日语的教学带来了一定困扰。 

笔者通过两个半学期的大学日语教学实践中也发现，由于小语

种高考生们的学习周期不一致，各个学习者之间的日语水平存在很

大的差异，这也给大学日语教学实践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对不同

学习基础的日语学习者实行分层分级教学?另外由于笔者所在学院

的大学日语课程实行线上教学，如何将传统课堂授课模式与线上授

课模式相结合？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课题。本文基于以上问题意识，

首先探讨高校公共日语教学现状和问题点，以《大学日语》课程为

例，探讨多媒体环境下大学日语线上课程改革和实践途径。期望能

通过本研究，给大学日语课程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大学日语》课程性质 

《大学日语》课程是很多高校面向非日语专业学生在本科阶段

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大学日语教学指南》（2021 版）对大学日语

课程进行了如下定位：①系统地传授日语基础语言知识（包括词汇、

语法、句型、文章结构等），训练学生听、说、读、写、译等语言综

合运用能力。②通过学习与专业或未来工作有关的学术日语或职业

日语，使学生掌握在学术或职业领域进行交流的相关能力。③语言

是文化的载体，使学生在完成日语语言学习的同时了解日本的社会

与文化，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④培养学

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述能力，学会用日语讲中国故事，服务中

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可以说，日语基础语言能力的掌握和应用、以

及跨文化交际交流能力是其核心培养能力。 

《大学日语》教学现状 

1.学习者学习动机不强，水平层次不齐 

如上所述，大学日语课程主要面向的是高考日语考生，他们中

很多人当初选择日语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应试，高中日语教

育也多是填鸭式教育，他们的学习时长也并不相同，长则两年左右，

短则几个月。因此，高校大学日语教学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大学日

语学习者动机不强，学习水平层次不齐。 

2.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过于单一 

修刚（2018）曾指出，中国专业日语教育偏重日语语言能力本

身的综合能力提高，与培养高素质人才相比，课程设置过于单一，

教学方法陈旧，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方法还没有形成。其实这个问

题同样适用于公共日语，公共日语的师资多来源于日语专业的教师，

他们的教学方法也多沿用日语专业教育模式、教学模式简单，教学

方式单一。 

3.课时量不足 

祈福鼎、于春堂、苏娜（2022）对各大高校大学日语课程设置

进行调查后发现，大多数高校大学日语课程为周 4 学时，有的高校

为周 2 学时，且各大学日语课程基本都是开设两个学时。笔者所在

高校的大学日语课程的周课时为 3 学时，且由于跨校区，课程采用

晚上大班晚上授课。由此可以看出，当下高校大学日语普遍存在教

学课时不足，教学任务重等问题。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日语》教学改革初探 

针对以上大学日语教学问题与现状，以下以《新编日语教程 3》

（第三版）第 4 课 員 構“新入社 の心 え”为例，探讨如何在“互联

网+”环境下进行大学日语课程的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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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前线上预习活动 

笔者发布预习任务单，其中包括教材配套音频和主题相关学习

资源的学习资料包，学生需提前完成预习作业并上传至班级联络群。

比如为了提高学生的上课积极性，笔者会找到和语法点对应的图片，

然后由学生配音，共享在班级群。另外，为提高大学日语的四六级

过级率，笔者利用腾讯共享文档在班级交流群建立了班级题库，班

级分工合作录入真题并分析真题考点。这样的预习活动可以有效发

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和培养合作能力。 

2.课堂线上活动 

在实际的课堂线上活动中，笔者采用翻转课堂的方式，将课堂

分为重点语言知识点讲解和练习；主题情景练习和模拟。 

1.结合历届大学日语真题，加强语法点训练。 

由于笔者所在高校的特殊性，大学日语采用线上教学，且由于

是晚课和大班授课，日常学生的考勤成了一大难题。因此，笔者选

择了具有随机点名功能的雨课堂线上教学软件。另外充分发挥雨课

堂在线答题功能，发送大学日语四六级真题，现场线上答题（如下

图 1）。 

 

图 1  大学日语四六级真题展示 

2.情景会话练习 

在完成基础的日语语言学习之后，笔者会对课文或者会话文部

分进行筛选，有重点地讲解。比如第四课选择着重讲会话，这是为

提高学生的职场语言运用能力。这是根据《大学日语教学指南》（2021

版）中对大学日语的课程性质（大学日语可通过学习与专业或未来

工作有关的学术日语或职业日语，让学生获得在学术或职业领域进

行交流的相关能力）而设定的。首先，笔者按照下图 2 设定并驱动

交流场景 1；其次利用会话文让学生体验秘书身份，完成下图 3

“5W1H”笔记练习，场景 1 主要是训练学生听写能力，增强输入。

然后围绕学生笔记教师开始驱动场景 2-给合作公司打电话，在此场

景下教师可以结合课文如下图 4 一样分析打电话流程，锻炼学生的

口语输出能力。 后场景 3 为扮演秘书身份的学生向上司汇报沟通

结 果 。 这 三 个 场 景 也 让 学 生 体 会 了 日 本 企 业 文 化 中 所 强 调 的

報 連“ · ·相”①的重要性。 

 

图 2  会话文场景驱动 

 

图 3  5W1H 笔记速记 

 

图 4  打电话 

2.课后线下活动 

课后，为了巩固课堂学习效果，提高学生的文献搜索和分析能

力，以及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笔者以“中日企业制度对比”为主

题布置课后小论文作业。另外，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可以有效

开展第二课堂，加强专业日语专业和非日语专业学生交流，打通学

科壁垒。 

结语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信息化时代教育的改革，《中国教育

现代化 2035》（2019）也提到，要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本文以大学

日语教学实践为例，探讨了当下“互联网+”环境下教师应改变既有

传统授课模式翻转课堂，有效充分地利用多种方式开展日语第一和

第二课堂，提高大学日语学生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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