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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日语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常见问题，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从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

提出设计日语专业实践教学的原则和建设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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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是学习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两大模块，两

者不可偏废。对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均需要理论的学习

和实践的应用，只有将理论和实践有效结合，用理论指

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和深化运用理论，才能真正地

达到知行合一，才能把冰冷的理论变成鲜活的生活实践，

再把实践中的经验和理论相结合，做到融会贯通，最后

达到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的目的。外语学也是如此，不

但要在课堂学习外国的语言知识、社会文化，还要通过

实践把所学的外国的语言知识、社会文化运用到实际的

学习和今后的工作中。作为外贸大国的中国和日本，商

贸、文化等交流非常活跃，对熟悉中日文化差异，有商

务知识技能并且日语语言熟练的现代商务日语人才需求

旺盛。原有的只掌握单一的日语语言的人才，已经不能

满足社会需求。对于日语语言教学和改革，探索的人比

较多，但对商务日语专业社会实践及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探索仍然不能满足当前商务日语专业对人才培养的需

要，因而探索商务日语专业跨文化背景下的实践教学体

系的建设就显得极其必要。 

1  实践体系存在问题 

2019 年 6 月 9 日，国家第一批 15 所高职院校升级
为“职业大学”，明确要加强职业院校的职业性，强化职

业本科院校的各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迫在眉睫。在

此之前，各省市高职的商院校务日语专业在专科阶段进

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共构建了课堂内的实践体系和

课外实践、课内专项基础实践和专业课综合实践、校内

和校外实践等形式。甚至部分院校组织学生进行了校外

6-8个月的跟岗和顶岗实习（专业实习也是专业实践的重
要组成部分）。林林总总的实践形式似乎很热闹，但总的

来说还存在不少问题。简单说，就是“少、乱、差”。 
1.1  少：深度实践少、实践时间少、实践单位少、

实践项目少 
（1）深度实践少。指有些高职院校仍然还停留在课

内实践（主要局限在听说读写译的练习上），即使有课外

的实践也是老三样（日语演讲比赛、日语写作比赛、日

语配音比赛），缺乏深度实践项目的开发。 
（2）实践时间少。是指实践所占的学时和时间比例

少，大部分实践还是课堂学习和课内实践。产生实践时

间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师资原因（教师短缺，授

课相关工作量太大及教师精力有限；学校缺乏激励措施；

教师缺乏开拓精神；学校缺乏相应配套措施等），也有体

制原因、社会原因等。因为怕出安全问题，有些学校采

取让学生寒暑假参与社会实践顶替专业实践，导致实践

总时长不足。 
1.2  乱：管理乱、标准乱、实习单位乱 
（1）管理乱。首先是管理部门乱，有的学校是教学

部门管理，有的是学工口管理，还有教务部门和学工口

共同管理。 
（2）标准乱.是指没有实践标准，或者有标准而不

严格执行标准，随意性大。 
（3）实习单位乱。是指学生参加实践的单位参差不

齐，个体户、小微企业、私营企业占比很高，不能形成

集体实习，也不利于管理。 
1.3  差：实践效果差 
因为实践少，实践乱，加之和专业并不对口，对专

业水平提升作用几乎没有，因此实践效果很差，这也严

重影响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就业质量。 

2  实践体系重构建 

2.1  构建实践体系的原则 
2.1.1  实践课程要和理论课匹配原则 
一般教学先进行理论学习，后进行实操或实践教学，

并且实践教学的内容一般为巩固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或验

证理论的科学性，因此先后顺序一般不能颠倒。实践课

程的深浅要和所学的理论知识相匹配，实践内容和所学

的理论知识，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要基本相当，实践内

容不宜过难或过易，过难或过易都不利于实践课的顺利

开展。过难，会打击学生的自信心；过易，学生会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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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学到东西，会轻视实践课。 
2.1.2  实践课程课设顺序合理的原则 
此原则很好理解，就是要求设计实践课程时，注意

实践课程之间的先后顺序。学生不可能发音没学好，就

练习日语口语或翻译。 
2.1.3  内容科学合理 
实践课的设计内容要符合学科的特点，还要符合学

生学习规律和学生学习的兴趣，因此要求内容根据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开发出内容科学，有利培养学生专业知

识和技能的实训课，是必然要求。 
2.1.4  要突出实践性 
既然是实践课，就要有别于理论课。不要把实践课

变成理论课的习题课或复习课，要突出使用的特点和实

用的特点。要紧贴生活实际，才有可能让学生觉得鲜活，

有血有肉，学得会，用得上。 
2.2  构建实践体系的标准 

基于以上问题，商务日语专业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时，就要全方位、多层次设计课程中的实践体系。从商

务日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看，本专业主要培养具有德智

体全面发展，拥有良好的日语听说读写译的语言知识、

外语沟通交际能力和商务知识、商务基本操作技能，熟

悉国际贸易规则、法规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因此

构建跨文化背景下的商务日语实践体系，是人才培养方

案中不可回避和缺少的重要部分。 
探讨商务日语专业实践体系的标准，更有利于提高

对实践体系构建的重要意义的认识。 
实践体系标准应包括：①紧扣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人

才培养目标的标准；②紧密结合主要就业岗位对岗位核

心技能要求的工作标准；③强化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标

准。 
笔者根据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经验教训，对商务日

语专业实践体系构建做出如下设计（图 1）： 

 

图 1  实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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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践课程体系建设内涵 

（1）做好实践体系建设的规划。实践教学既然是

一个体系，也就表明不是随意开设几门实践课就万事

大吉了，而应该根据商务日语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来系统研究理论课外的实践课程体系如何支撑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要达到培养目标中学生应具备的素质技

能，需要开设什么样的实践课程，这样才能形成相互

联系、相互支撑，系统性的有机体系，才能对人才培

养方案做出有力的支撑。那么，做好系统性的建设规

划就显得极其重要。 

（2）编制内容科学、紧跟时代、紧密配合理论的实

践教学课程标准。要组织有丰富教学经验和实践经验的

高水平教师，编写每个实践课程标准及配套教学文件，

包括实践教学大纲、实践教学指导书、实践教学计划（进

度）、实践教学学生报告手册（报告书）等基本教学文件。

并且，这些文件务必做到内容科学、体系完整、紧跟时

代、紧密配合理论、符合实际、实操性强。 

（3）每个实践课程标准，应该包括本实践课程的目

的、开设本实践课的依据、学分学时、对应的岗位技能、

指导教师资格及要求、对学生要求（职业道德、职业技

能、知识水平、心理和身体要求），实践教学方法手段、

实践教学内容或模块、实践教学考核标准和考核方式等

内容。 

（4）实践教学安排要合理。这里的合理包括实践教

学安排的时间上的合理和内容的合理。实践教学要和每

学期理论课的开设匹配，注意前后衔接，理论与实践的

穿插合乎教学规律。实践的内容也应该遵循从简单基础

的实践逐渐过渡到复杂综合的实践，从单门课程实践向

专业综合实践延伸转变，做到难度、深度、广度的增加

要符合学生学习规律，符合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和专业技

能要求。 

（5）实践教学的开展。只有把规划好的实践体系付

诸实践，再关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情况，并

积极解决有关问题，做好记录，这才是实践教学应有的

态度和意义所在，并能为以后实践教学提供真实、鲜活

案例，增强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6）做好实践教学完成后资料整理和归档。 

3  实践教学中跨文化交际的渗透及意义 

（1）语言是文化的外壳，学习日语的过程中已经渗

透着不同文化的差异。例如，中日语言发音部位、音节

和语调的不同；句子、语法结构的差异；日语中存在着

发达的敬语和自谦语表达（日本社会等级森严、压抑）；

男女表达的差异等。 

（2）思维方式、行为的差异。中国人更习惯于直接

了当表达自己的感受，日本人更倾向于委婉表达，更多

地采用婉约拒绝或省略句表达否定。日本与陌生人交往

比较拘谨，克制自我，显得彬彬有礼。相对来说中国人

更热情大方，显得较随意不太拘谨。 

（3）在日语语言学习和实践学习过程中，特别在

外贸企业和日本打交道，或者到日本游学和在日本企

业进行社会实践时，在提升自己日语的同时，更要入

乡随俗，学习日本企业文化和人本社会知识和文化，

为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误解，更顺利地做好跨文化背

景下的交流奠定基础。例如，日本人在交往中，一般

不会向别人借较贵重的东西，也基本不会借钱。在结

婚、生子、生日、入学等交往中，也不会送特别贵重

的东西（怕别人有心理负担）；得到别人的帮助或礼物，

再次见面时，要再次对别人表示感谢，意味着本人没

有忘记别人的恩惠。再例如，在商务交往中或日常交

往中，赠送礼物是很平常的事，但日本人一般也不会

送很贵重的礼物，以防让对方感到有心理负担。在日

本，数字有与中国不同的喜恶，日本人偏爱 3、5、7；

中国偏爱 4、6、8、10。言外之意，送的礼物个数不对，

可能会导致日本人不悦。因此，跨文化交流，进入面

对面实践，是理论教学不能替代的。 

4  结语 

鉴于外语的专业特点，实践教学还有很多有待开发

和深入的项目和细节，日语专业的实践教学及其体系的

建立更是如此。这也是今后研究的课题之一，需要继续

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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