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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结构支撑型课程思政模式探讨—以《日语阅读》课为例 
李明英 

（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摘要：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要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高校思政教育要实现主渠道与侧分支的有效并联，必须细化思政目标，

寻找专业与思政目标对接点，本文尝试通过侧结构支撑型课程思政模式，深入并细化课程思政培养方案，从而有效推动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协同前行，相得益彰，构筑新时代社会主义育人大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

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

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打破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与专

业教育相互隔绝的“孤岛效应”，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前

行、相得益彰，构筑育人大格局，是新时代中国高校面临的重要任

务之一。 

侧结构支撑型思政模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的课程思政

探讨，在大学通识课的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之外，细化思政目标，

选择专业与思政的对标点，结合专业课程实际，从侧面补充完善大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课程与思政的有机融合。  

（一）日语阅读课的培养目标 

日语阅读是为日语专业语言技能拓展而开设的专业必选课。在

日语专业课程体系中起到承前启后、拓展提升的作用。其教学目的

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提高学生的阅读速度，培养学生细

致观察语言的能力以及分析归纳、推理检验等逻辑思维能力。从而

提升应用语言的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这门课所对应的人才培养

目标按照等级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初级目标主要是词汇语法知识以

及阅读技巧、语言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高级目标是通过阅读理解

日本民族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积淀，打破母语思维定势。理

解日本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谈话规则。有效地进行

跨文化交际。追求更高层次的“悦”读阶段。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

从中汲取学生成长过程中所需的人文营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世界观； 

也就是说，除了语言技能的学习外，课程的终极目标更多的指

向跨文化交际以及人文素养和价值观念的塑造。围绕这一目标，在

课程设计的过程中，寻找与课程目标相匹配的思政结合点。 

（二）日语阅读与思政结合点 

弗洛姆说：“阅读是或者说应该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1】。

作为一名阅读课老师，我们首先要考虑怎样带同学们与文本对话，

怎样从对话中擦出智慧的火光，有效推动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

人。 

众所周知，日本自古以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遣隋使、遣

唐使就是古代日本为学习中国先进文化而派遣到中国的使者。日本

文化与社会中的中国元素可以说俯拾皆是。以此为基点，结合习近

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提出的“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们

在日语阅读课中，对标四个自信中的文化自信，做了符合专业实际

的侧结构支撑型课程思政设计。 

（三）日语阅读课中的思政设计 

设计的出发点是发掘日语文本中的中国元素，以弘扬民族自信

心为站脚点，发掘日语语言中的汉字文化基因。重溯汉字的日本之

旅，重拾民族文化自信。主要设计思路如下： 

① 发掘日本古诗词、文学作品、建筑、服饰、书法、茶道

里的中国元素。众所周知，日语的文字是借用中国文字创造的。从

日语词汇至今可以看到唐代文化的影子，比如说辣椒在日语中叫做

“唐辛子”，南瓜叫做“唐茄子”，蓖麻叫做“唐胡麻”。进口货叫

“唐物”等。古代日本文人曾模仿中国古诗创作了大量汉诗，严绍

璗在《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中提到：“九世纪时代在日本流传

的汉籍，已分别为隋代的 50%及唐代的 51.2%，即当时中国文献典

籍的一半，已经东传日本。”【2】此外，日本的建筑也深受中国文化的

影响，奈良古都叫做平城京，是模仿唐长安城的规划布局建造的。

日本的茶道、书法、传统服饰中也可以看到众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影

子。在日语阅读课上，教师可以通过“日本文化中的中国元素”引

导同学们关注古代中国对日本社会各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使同

学们认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重拾民族文化自信，为增强新时代

中国的国际认同寻找跨国文化交流的支撑元素，积极推动学生为建

设新时期中国话语权而努力。 

② 发掘中华优秀传统经典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在文化、社

会、商业等领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比如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

可以选读其中部分内容，带领学生感受《论语》在日本实业家涩泽

荣一眼中的魅力，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日语语言应用能力，还可以

拓展学生对日本社会文化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因为文本内容是《论

语》指导日本近代商业实践的成功案例，可以加深学生对《论语》

在指导商业实践中所发挥的伟大力量的认识。从而激发学生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博大

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

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

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 

综上，在日语阅读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发现文本中的中国元素，

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并激励

学生以这些伟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为支点，为建立和完善中国话语体

系而努力，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扩大中

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如此，课程与思政有机融合，浑然一体。

有效克服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使二者的关系“如

春在花、如盐化水”，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完成学生的价

值观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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