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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日语教学中本土文化失语原因及其对策探析
刘 壹

（辽东学院 辽宁省丹东 118001）

【摘 要】 语言是文学的基础，是社会各领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高校日语专业中仍然存在中国文化比例失
衡、培养方案中有关我国传统文化的课程缺失、教师课堂讲解中过于重视日语教学而忽略了本土文化知
识的传授等问题。高校教学应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认识到这一现象的严重性，从学生的学习兴趣出发，
在教材中加入本土文化元素，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逐渐形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创新型合作互动课
堂，实现文化的交融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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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的基本要素。教材要有目的的将汉语、日语、中华

文明、日本文化乃至多国文化有机融合在一起。目前，

高校日语专业课程采取的教材有《新经典日本语》、《日

语精读》、《综合日语》等系列教材，高校非日语专业所

采用的教材主要是《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大家

的日本语》等系列教材。调查研究显示，以上所采用的

教材涉及中华文化元素的比例与涉及日本文化元素的比

例相差甚远，呈现的内容比例严重失调。绝大部分内容

是介绍日本的民风民俗、交际礼仪以及物质文化状况，

涉及我国传统习俗的内容稀少且浅显。

2.2 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设置中与本土文化相关
的课程缺失
在专业培养方案中，必修课程多是注重训练和掌握

知识的科目，要求学生熟知语基语法及文学常识、具备

与他人日常交流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文学经典赏

析和文艺演出欣赏的能力。诸多高校将听力、阅读、写

作、翻译等课程设为主干必修课程，单科学分绩点高，

并开设大量日本社会文化、民风民俗等辅助选修课程，

但人才培养方案中却没有“现当代语文”“中日文化对比”

等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开设，考试也是围绕以上科目

进行命题，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不作要求，更不重视学习

者吸收母语文化，这就造成只以掌握日语为目标，而患

上“母语文化失语症”的现状。

2.3 课堂教学中过于重视日本语教学，忽略了本
土文化知识的传授
掌握语言知识。在教师这一向导的引领下，难免会

出现忽视中国文化的现象。在讲解日本的传统节日时，

教师会演绎出诸多文化内涵，而对中秋节、上元节等本

国节日，却很少用日语介绍，这就几乎使所有日语学习

者可以运用日语流利介绍日本的民俗节日，却无法向外

国人介绍自己本国的民俗文化。在对日语专业学生的调

查问卷中，问及其能否运用日语介绍一个中国的传统节

日时，几乎所有的同学都选择了春节，而对春节的介绍

也仅限于家人团聚过团圆年、吃饺子、看春晚、放鞭炮

等，而对于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没有一个同学能够用

日语准确回答。究其原因，一是教师没有教授本土文化

的意识，二是教师对本国传统文化内涵知之甚少，没有

相应的知识储备，无从传授知识。

随着 18世纪声、光、电、磁的发展，无线网络技术
日益发达，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

响日益扩大。除了韩语文化，日语文化也在中国风靡，影

响日益深远。高校在争相开设日语专业的同时，也为其他

专业的学生开设选修课，其中有许多关于日本语言的课

程，但却很少有关于本土文化日语输出的课程。显然，日

本语的学习是高等教育所关注的重点，这也就造成了当今

日语教学中本土文化失语的现象，这种发展趋势是病态

的，我们必须在教学中将本土文化融入日语教学中。

1  本土文化失语现象

南京大学的从丛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

《“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的文章，该文

章着重论述了在英语学习中严重缺失中国文化的现象，最

早提出“中国文化失语症”这一概念。该文发表后立即引

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许多语言学家开始进行实证

调查和研究，证实在我国外语教学中确实普遍存在这一问

题。放眼国内的同类别研究，绝大多数是将日语教学中

出现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本土文化在语言学

习方面的正面影响。本文力求从中国语言的大环境着手，

探究在高校日语高等教育中导入中国文化的策略。

2  日语教学中本土文化失语现象的原因分析

在日语专业的教学中，亟需渗入中华文明已经是学

界的普遍共识，在日语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完全摆脱

母语文化，只是学习外语的语言运用，这将导致其不能

做到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效输出，也不能实现两国文化

双向交流的最终目的。在人才培养中，要将焦点放在对

外传播本国文明能力的培养上，本土文明礼仪与民风民

俗也应成为语言学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日语学

习者对中华文明的认知程度调查显示，对汉文化的认知

现状不容乐观，其片面地认为学习日语就是对语言综合

熟练地运用以及对当地文化习俗内涵地详细掌握，而忽

视双向的交流与传播，致使自身文化的传播效率低下。

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日语教材中本土文化比例严重失衡
教学材料具有丰富性、教学语境具有真实性、教学

内容具有代表性，这是一套科学严谨的跨文化教材必须



Education and Learning,教育与学习 (2)2020,3

ISSN:2705-0408(P);2705-0416(O)

- 56 -

3  高校日语教学与本土文化相连接

掌握一门跨国交流技能只是外语学习的基本目标，

在文化交流中向国外人士输送本国优秀文化，实现文化

传播无国界，才是终极目标。高校日语教学应将本土文

化内容渗透到教学环节中，让学生从全局的视角感受文

化融合的魅力，形成日语学习的创新模式。在与国际接

轨的过程中，传播中华文明的人才不仅要流利地讲出外

国语，而且还要熟谙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以及深层内涵。

3.1 提高学校教学条件的重要性
将本土文化传播弘扬，能够提升本国核心文化的竞

争力。作为培养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的摇篮，高校不能紧

紧局限在如何教好一门外语，更需要重视组织学生参与

跨文化交际活动，增加两国文化交流碰撞的机会。在把

国外优秀文化引进国内的同时将中华文明传播并弘扬光

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文化交流的共赢。外语学习与交

流是文化交融的主要方式与载体，在教学过程中，学校

要为学生增加参与跨文化交际活动的机会，也要在日常

学习中注重增加学生展示自我的机会。如果学习者本身

对本土文化知之甚少，那么在交流中就无法全面展示本

土文化的魅力，在国际交流中也就处于被动地位。

3.2 提高自身认识的重要性
自从从丛教授提出“中国文化失语”这一概念后，

越来越多的教育学者将关注的视角聚焦在此问题上，将

研究方向转向在外语学习中如何导入中国文化，但由于

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仍然普遍不足，对此问题的探讨与

研究大多局限于理论方面。当今日语教学最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是将前沿理论研究导入教学改革，帮助学生认

识理解和弘扬本土文化在文化交融中的重要性。

4  高校日语教学导入本土文化的策略

4.1 重塑日语教材内容，补充相应的中国文化
目前，国内所采用的学习资料只是设置一些有关的

词汇短语、语基语法知识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的主题，比

如“知識の窓”“日本の風土”等。而对这些知识专题的

学习也无法让学生达到跨文化交流要求的能力，要将独

具特色的母语以及中华文明的精髓镶嵌入教材中。教材

的编写设计要根据学习者不同年龄段所能接触的知识深

浅程度，增加中国文化材料所占的比重，将两种文化交

融的魅力特质淋漓尽致地呈现在学习者面前。教材中所

编写的知识专题，要适合不同需求的学习群体使用，例

如，可以设置一个旅游专题，加入中日两国著名旅游风

景区，介绍美食、戏剧、购物等词汇；对于到日本留学

的人群，可以设置两国生活习惯、问候方式等文化常识

的专题；对于在高校上课学习的群体，在低年级阶段，

可以将较为简单的单词短语编入会话、读解文中。在高

年级阶段，运用对比手法，将呈现同一内容的文化编入

一篇文章中，学习者在联系日语发音和翻译的同时能够

通晓两国文化的种种差异。

4.2 在课程体系设置中，适量增加一些体现本土
文化的课程
如上文所述，国内诸多高校所开设的日语必修课程，

绝大多数是以语言基础与日本社会文化为主的课程，讲

解中华文明的课程却少之甚少，这是日语专业无法有效

实现两国文明交流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的课程中，可以开设“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作品

赏析”“现当代文学作品赏析”等课程，在修读此类课程

的过程中，学生能够深度有效地了解中华文化，为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交融奠定基础。

4.3 采用多样化的跨文化交际型实践模式
随着无线网络的普及，线上教学平台与海量教学素

材，有助于学生语言的实践应用，有助于学生正确对待

中日文化的差异。一方面，在教学设计中，教学者可以

采用案例分析法，在案例中体现异域文化的多样化与差

异化，让学习者体会其文化的精髓之处；另一方面，教

师可对中日两国的热点话题发表观点，使学生能够换位

思考异域文化，提高参与度。学习者运用跨学科文化知

识是教学任务完成的关键，教师可以利用影像片段开展

教学，在观看视频的同时，注重讲解资料中的场景、氛

围等课题环节，帮助学习者增加文化认同。

4.4 教师要具备双重文化的理解与掌握能力
作为课堂活动的主导者，教师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

涵、独特的文学造诣，具备明晰两国文化背景、讲解时

事热点的能力，以此引导学习者体验文化交融的无限魅

力。要精通双语教学，注重传播文化平等的理念。这就

需要教学者利用网络无限储存资源这一特点，灵活运用

多种学习工具，获取海量教学素材，还可以亲赴日本进

行留学进修，聆听专家讲座等，在日常交流中增进语言

运用技能，掌握双语教学的核心要点。

5  结语

综上所述，日语教学不是语言和文化的单向输出，

而是两国文化的交融共生。不只是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运

用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与不同种族人群的交际能力。

这就需要教材编写者重塑日语教材内容，加入分析中日

文化差异的内容，运用多种交际型体验实践模式，对中

国文化实现全方位渗透，同时教学者自身也要具备对双

重文化的理解和掌握能力。只有多管齐下，才能有效提

升本专业学生本土文化的输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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