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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教学模式在高校日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宋世磊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辽宁大连 116601）

【摘 要】 随着教学的不断实践，体验式的教学模式开始逐渐得到很多高校的认可与推崇。这种富有新意的教学模
式给予了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很多可能性。能够更好地实现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的双向互动，打破以
往固有的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增加了学生体验课程实质的机会；同时帮助教师更为生
动的呈现课程知识与课堂任务，更有针对性且更为深入的帮助学生培养学习的兴趣与能力，从而使得日
语课堂的效果增效显著。本文就将站在高校的角度，对体验式教学模式在高校日语教学中的应用展开相
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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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训练时间，很容易导致学生在哑巴式日语学习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学生在有限的学习中使用目标语言进

行交流训练的机会较少，也间接影响到学生的毕业和工

作应聘。这本是语言类学科教学与学习的最大忌讳，却

仍然被不少高校所接受，导致改革之路较为缓慢。

2.2 学生在日语学习中的兴趣缺乏，学习进度
较慢
在我国目前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日常教学中，教学

质量不尽人意的原因除了固有的陈旧教学模式严重阻碍

发展之外，学生自身的学习状态也会影响到教师的教学

与学生的学习持续性发展。换言之，教学质量和学习质

量的保障需要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共同努力。目前我国

大多数的学生由于教育教学模式过于死板单一所以对高

等院校的日语专业教学内容学习兴趣低下，这直接导致

在实际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进度难以向前发展，学生

的学习质量难以尽快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得到相应的提

升。换句话说就是教师与学生的努力方向不一致，教师

与学生在课堂中的配合程度不高，难以为课堂教与学的

任务工作服务。教师常常只注重专业知识的全堂课程讲

解，而忽略了学生实际的学习反映与学习效果，只在于

教学内容输出的量，忽视了学生的实际学习所获得的质

量；而学生也常常对日语学习本身失去兴趣，难以在课

堂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

能力和语言使用能力。换个角度理解，则是教师的教学

授课内容无法得到学生的真正认可，而学生的实际学习

状况也得不到教师充分的重视，这一教与学的结果的直

接使得高等院校的日语教学效果始终不理想。

2.3 日语语言学习环境缺乏，学生难以充分感受
日语氛围
对于语言类学科的教学，最为困难的地方就是缺少

良好灵活的语言使用环境，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的高等院

校缺乏浓厚的语言学习和使用的氛围，学生对于日语语

言学习的环境缺乏，难以充分感受真正的日语学习和日

本文化的氛围。我国是汉语语言环境的国家，尽管汉语

和日语以及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有相似之处，然而对于绝

大多数的日语学习者而言，日语不是他们的母语，而生

活环境严重缺乏日语，使得语言的学习与训练以及文化

1  体验式教学模式在高校日语教学应用现状

日语作为一门外国语言，在中国鲜少能出现较为纯

澈的语言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内学习者的语

言学习与运用。现如今，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

我国多种语言学习渐渐兴起。高等院校中开设的日语专

业以及其他外语专业所要选修的日语课程都逐渐受到教

育部以及高校领导层的重视。由于日语学习在中国缺少

实际运用的环境，使得学习日语的学生在相关学习与训

练上较为吃力。语言学科的教学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始

终处于劣势地位，发展始终不景气，一直是我国教育教

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因为它有别于其他专业学科的教

学，技能学习需要实际锻炼的环境，而我国较为缺乏，

不少学生会将目光放在国外，渴求通过国外的外语环境

从而提升自身的语言掌握能力。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学

生出国留学进行海外镀金的第一步仍然是在国内进行语

言的学习，只有在国内对目标语言有一定的基础才能够

顺利地拿到国外高校的通知书。日语作为一门语言学

科，其教学效果与课堂上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如今我国的高等院校开始

就目前国内的高校语言教学现状不断展开研究和探讨，

不间断地设法延伸日语课堂的发展道路。由此提出了将

体验式教学模式融入进高等院校的日语课程授课形式 
之中。

2  体验式教学模式在高校日语教学问题探析

2.1 课程中教师与学生的主客体呈现不明显
当前在我国的高等院校日语课程实际教学中，授课

教师的课堂普遍会将教师与学生的主体和客体的呈现模

糊化。在绝大多数的日语教学课堂上，教师常常会对学

生进行绝对性的掌控，这类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

教学模式使专业课程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填鸭式”教

学模式看似迎合了教学大纲的要求，却实则打乱了真正

的教学节奏，学生无法通过课堂的学习做到全面发展，

而是被迫迎合教师将应试教育的工作实施到底。这一教

学结果使得我国推崇的素质教育在实际教学中荡然无存，

学生通过课堂学习而得到的收获甚微。教师在课堂占用

大量的课堂时间进行专业知识的讲解而直接忽略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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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较为欠缺。学生在不能讲日语的课堂中学习到的

知识难以在生活里的实际运用中得到相应的巩固练习，

学生的日语学习则变成天书似的抽象概念，难以触碰，

却又不得不继续深入学习。

3  体验式教学模式在高校日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3.1 积极创设合理的体验式教学，将学生学习特
点使用效果最大化
日语作为一门集聚听、说、读、写多种技能的综合

语言类学科，在目前我国的高等院校日语实际教学中对

于体验式教学的渗透仍然不强。大多数教师对课堂上体

验式教学情境设置与编排的环节过于稀少。不少教师对

于教材内容的教学仅仅只是照本宣科，为了完成繁重的

教学任务以及适应严峻的应试教育现状，始终侧重知识

的讲授量。而事实是，过于赶进度只会使得学生的日语

学习严重缺乏训练，学习的日语知识难以得到综合性的

发展。目前我国的高等院校教师急需积极地创设合理的

体验式教学，将学生的学习特点使用效果最大化。尽管

日语的构成中语法和单词量是核心组成部分，但学生的

实际理解和掌握程度同等重要。教师不仅需要教授正确

的日语发音、缜密的日语语法、海量的背诵日语单词的

方法，更需要锻炼学生流利的日语口语以及阅读能力。

教师可以合理地设计自身的教学课堂，吸引学生的学习

兴趣，解答学生的学习疑惑。例如，教师可以要求学生

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正式上课之前进行一个日本文化

的介绍或者较为简短的日语演讲，帮助学生在实际的日

语语言使用中感受日语和日本文化的魅力，同时通过教

师对学生的引导对我国的文化不断保持自信与警惕。这

一类的教学行为都有助于不断增强学生的主体地位，增

加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机会，充分利用学生的学习

特点，使得学生主动的接受文化的熏陶以及知识的补给，

做到全面发展。

3.2 激发学生日语学习兴趣，树立学生于实践中
学习的意识
众所周知，优质的课堂不仅离不开教师的充分备课

以及将知识灵动地呈现到讲解中，同时离不开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的前提往往

是学生本身对所要学习的课程有着比较强烈的兴趣与热

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名言说明了这个道理。体

验式教学模式充分在高等院校的使用，必要前提则是教

师需要完成体验式教学模式的核心任务。即在课堂上开

始正式授予学生知识之时充分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吸

引学生的学习注意力以及学习兴趣。只有做到对学习内

容进行充分了解与体验，才能够使学生对教学内容有深

刻的印象，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感受日语知识的文化氛

围以及日后对知识更有效地记忆。与此同时，教师加深

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体验能够引导学生按照自身的实际

生活习惯，将课堂上学习的内容有机融合到日常生活中。

因而教师教学工作的关键在于帮助学生将课堂的学习内

容融入进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同时充分调动起课上的学

习兴趣和主动性。由于中国并不是日语语音交流使用的

国家，因此教师在日语课程的教学上要充分考虑课堂上

内容呈现的流程布置，课堂教学氛围的烘托以及学生学

习兴趣的大概方位，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生活状态与社

会发展的状态，利用好现代多媒体技术，将日语课程的

授课知识与学生的实际生活合乎常理且贴切的有力融合。

例如教师可以选择日本的动漫进行日语课程的学习的先

前热身，或者将日本典故放入相应的日语知识点的教学

中，帮助学生学习知识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日本的文化，

引导学生全面的学习与发展。

4  结语

新课程标准改革旨在培养学生成为能够全面发展且

高素质的人才。日语作为一门外来语言，专业学习需要

教师与学生共同作用于教与学才能够将专业的方方面面

吃透。语言学习如果只是语音和语法等的理论学习与简

单的词语、句子和文章写作训练，便只能是枯燥乏味令

人无法忍受下去的课程。传统的教学模式将知识掌握情

况的考核无限放大，学生总会不可避免的被动应付学习

与考试，久而久之失去对日语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这

使得日语课堂上的氛围常常是被迫割裂，教师沉浸在教

授中，而学生也在近乎煎熬的困境中度过甚至虚度学习

时光。体验式教学模式能够较为全面的带领学生在时间

有所限制的课堂上充分的感受日语所蕴含的魅力以及更

贴近真实的感受日语学习与训练的趣味性，在近乎身临

其境中将日语甚至日本文化深刻理解与掌握。只有能够

真正适应学生的学习特点，对学生学习有积极意义，能

够推动教学不断向前发展的教学模式与方法才能创造良

好的教学氛围。体验式教学模式需要教师在课程总体设

计上充分贴合学生的学习特点与学习能力，巧妙且合理

的将其融入进教学环节中，以求最大限度地增强学生在

课堂中的主体地位，适当增加体验式教学不间断的锻炼

学生的日语口语能力，将中日文化差异内容带入到体验

式教学中，从而提升高等院校日语专业的总体教学效果

和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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