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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基础日语》教学的探索 
孟南柯 

（广东培正学院  广州市  510830） 

摘要：《基础日语》作为高校日语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有着课时多、涉及知识面广泛、任课教师与学生接触多等特点，这些

特点也是这个课程可以巧妙地融入思政元素的优势。在“课程思政”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下，《基础日语》教学应

该紧跟时代脚步，发挥自身优势，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使教学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起来，以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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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旨在立德

树人的新教育理念。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应该努力构建课

程思政的育人大格局[1]。而高校的日语专业，由于中日两国历史等

诸多原因，更应该从各方面加大对“课程思政”的实践，以培养有

正确的历史观、有民族自豪感、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有自信心、可

以为两国的美好未来做出贡献的优秀日语人才。 

一、高校日语教学“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高校的外语专业学生，由于对于外语有深入的学习而极易对外

国文化产生强烈的兴趣，加上现代网络媒体不断发展，信息的传播

更加多元化、全球化，正在处于探索和好奇心旺盛的外语专业的大

学生们，就更加容易接触到外国的多元文化，也更容易受到外国文

化的冲击。尤其近年来，日本动漫与其相关的文化在我国的青少年

群体中十分受欢迎，而大部分学生选择日语专业的动机也多受“娱

乐因素”与“文化因素”影响较大，周明瑾、杜玲莉曾在 2018 年

对于四川省高校日语专业学生的入学动机做过调查，综合三类院校

的调查数据，可以发现，“吸引日语专业的学生填报本专业的因素

中，受动漫、日剧等文化产业的影响所占比例最大[2]”，而随着日语

以及相关课程的学习，无疑对日本文化的兴趣与向往也会不断加

强。面对这些浩大的、新鲜的信息量，正处于价值观形成期的大学

生一般难以分辨信息的优劣，如果不在日常的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

的因素，任其接触一些价值观扭曲的信息，则会造成学生不了解历

史，不理解或错误地理解两国的文化，甚至有出现价值观完全扭曲、

无法明辨是非对错、无信仰无情怀的危险。因此，为了提升日语专

业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历史

观，必须要在日语专业的各类课程上加强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二、“课程思政”在基础日语教学中的探索 

《基础日语》是高校里日语专业里的必修核心课程，一般从学

生大一入学开始，持续四个学期，每个学期的课时在 8~10 课时，

课时安排相较其他课程较多，且该课程的任课教师与学生接触较

多，学生对于基础日语任课老师的信任度与喜爱度也较高，由于基

础日语课程有着以上良好的先决条件，那么在课堂上结合授课内容

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课程思政教育往往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下

面笔者将结合本人在基础日语课堂上的相关实践，阐述“课程思政”

在基础日语教学中的展开。 

1 “讲好中国故事” 提升民族自信心 

在“课程思政”还没有全面地融入高校外语教育之前，部分高

校学生易出现“灯下黑”的情况，对外国历史和文化如数家珍、侃

侃而谈，但对于自己国家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反而知之甚少，甚

至有些学生接触到错误信息后，将一些中外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和顺

序搞混。为了避免这种倾向的出现，在课程思政的实践中“讲好中

国故事”，引导学生更多地了解本国历史和文化，并对中外历史和

文化的比较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在之后的跨文化交际中，“传播好

中国声音”。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关系也是相当密切，教师可以从这点

入手，将语言学习与课程思政相融合。 

以《新编日语 1》这本教材为例，日语专业的学生一般从日本

文字的起源学起，立足于这个知识点，教师可以告诉学生，日本最

早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而当时的中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都十

分发达的国家，其文明程度已经远超日本、朝鲜，影响力也不断向

周边国家进行辐射。4 世纪左右，汉字与汉文化传入日本，日本开

始使用汉字表音，之后通过简化或删减的方式，才渐渐形成了平假

名和片假名，而现在的标准日语的表记方法就是平假名、片假名、

汉字、罗马字混合书写。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如果没有文字，可以说

带来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不仅教育无法展开、历史也无法记录，将

会逐渐走向文化灭亡，不言而喻，汉字的传入对日本的意义是非常

重大的，即使日本则多次想过废除汉字，也最终未能成功，可见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再如，授课时讲到《新编日语 3》第十课的应用文《浦岛太郎》

时，可以让学生去查阅与这个日本民间故事有着同样龙宫和龙女元

素的我国唐代传奇小说《柳毅传》，引导并帮助学生用日语讲述《柳

毅传》的故事内容，或者进行一些中日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在这

里，可以在课堂上进行两种类型的活动，一种是举办“用日语讲中

国故事”的小型比赛，让学生查阅自己感兴趣的、具有教育意义的

民间故事，比如《白蛇传》、《嫦娥奔月》等，或者是一些红色故事，

比如《少年英雄王二小》、《半根皮带》等，教师可以根据情况进行

时长设置、评分标准、评分规则等等，并且要做出恰当的点评，激

发学生对中国故事的了解和兴趣，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

心。第二种教学活动，是让学生撰写研究报告，对比中日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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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同，进而去探索两国人民在民族特点、自然观念、或者叙事手

法、文体意识上的异同，提高学生的科研兴趣，培养学生严谨的科

研态度，引导学生要全面了解、探究两国的各个方面，避免出现“文

化偏科”。 

2 结合实际案例 避免空泛说教 

课程思政与本身课程的融合问题一直是课程思政的难点所在。

邢晓春（2021）指出；“在教师层面，将课程思政简单地理解为专

业课程+思政课内容，将思政课生硬地搬到了专业课堂上，既没有

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还扰乱了专业教学的思路及秩序[3]”。笔者

认为，除去以上两点，最值得警惕的就是生硬说教法可能会激起学

生的“逆反心理”，起到“反效果”，进而后续教学无法展开。 

针对这个问题，教师可以结合一些实际案例，特别是近期发生

的，引起讨论的热点问题，让学生对此发表看法，进行讨论，之后

教师再进行评价和总结，教学反馈会相对良好。 

在讲到《新编日语 3》第十六课应用文《人类爱的金牌》时，

教师可与 2021 年 8 月刚刚过去的东京奥运会进行结合。具体实践

可以分为几种模式，第一种是问答法，教师可以设置各类问题，比

如“2020 東 獲京オリンピックで、中国の 得メダル数は？（在本次

奥运会中中国一共拿到多少块奖牌？）”“世界ランキングは何位？

（世界排名第几？）” 終 獲 誰“中国最 の金メダルの 得者は ？（中国

首金获得者是谁？）”等问答题，结合一定赛制和奖励机制可以充

分活跃课堂气氛，也会为课程思政带来良好的效果。第二种是演讲

法或写作法，教师可以设置和东京奥运会有关的发表题目，或者布

置以奥运会为主题的日文作文，让学生们抒发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但在此实践中，教师有可能会发现一些错误倾向的言论或偏激的看

法，针对这种情况，要引起一定的重视，及时与学生交流，引导这

部分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激发学生多去关注本国时事，了解我国

在各类国际舞台的优异表现，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榜样，强化学生

“创造、奋斗、团结”的精神内核，让学生认识到奥林匹克精神的

内涵是“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公平竞争”，增强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和自信心。但笔者建议，教师在进行类似的课堂活动时，要充

分考虑信息的激增和学生的接受能力[4]，一定要严格地控制时间并

要进行合理规划，以免本末倒置，影响基础日语中的其他教学内容

的展开和进度。 

3 反面案例警示 引导学生思考 

教师在教学中可以灵活运用“正面典型和反面案例结合”的技

巧，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很多时候，反面案例比正面典型更加有

“振聋发聩”的效果，更具话题影响力，更能引发学生进行思考，

并以此为鉴，约束和规范自身的一些行为。教师在选择反面案例时，

也需要尽量结合时事，选择具有话题度和热度的事例，调动起学生

思考和讨论的积极性。 

例如，2021 年 7 月 3 日，某“网络红人”发布了一条视频。在

该视频中，她穿着日式洛丽塔服饰在旅顺博物馆门口跳“日系宅

舞”。此视频一出，立刻引起了网民的激烈讨论。又比如，2021 年

8 月，有爆料称某知名演员在 2019 年在日本的乃木神社参加朋友的

婚礼，并在之前也去过靖国神社并多次发布不当言论，后被当事人

证实并道歉，并提及自己是因为“无知”而犯错，颇有掩饰之嫌。

教师在讲授到关于“人文”、“服饰”、“旅行”、“信仰”等内容时均

可举出此类案例，在讨论其恶劣性质和不良影响之前，教师可以先

讲授一些基本知识，比如旅顺这所城市的历史伤痛、特定场合的装

束问题、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的发展历程等等，在此基础上，让

学生尽量使用日语进行讨论或者发表自己的看法，鼓励学生自主挖

掘出合理的思政元素[5]，教师在这种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应该时刻

保持政治警惕性，注意学生的言论或思想，一旦出现偏激或错误的

倾向，要及时做出指正和引导。 

在将此类案例与课堂内容相融合时，教师要时刻注意将教育的

重点放在“立德树人”上，潜移默化地教育学生应该牢记历史，不

要忘记民族曾经的伤痛，更不要忘记先烈为我们现在美好生活所做

出的牺牲与努力，一方面起到警示作用，另一方面达到正面的积极

的课程思政的教学目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思政元素对于高校外语教学的展开，一定是意义巨

大的，它在提升学生外语能力的基础上，也能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念，比起之前单一的知识传授的教学模式，这种融合性的教学模

式无疑是实现“全人教育”的有效途径。本研究通过在基础日语教

学中的具体实例，阐述了本人对于基础日语教学中课程思政的融入

的探索。课程思政与日语教学的融合，是近几年才开始的全新的教

学模式，是一种新的理论，也是一种新的挑战。对于此，一开始很

多教师会认为，外语教学和思政内容相关性较小，无法做到有机结

合，也有陷入生硬说教或无法检验课堂效果的困境。但我们同样可

以看到，各个高校的参与日语教学老师在这方面的不断探索与努

力，教师需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充实思政元素知识，学校也

可以通过建立相关的评价体系与调查问卷等等形式来验证课程思

政的教学效果，只有各方面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积累经验，才

能不断优化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以达到最理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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