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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跨文化交际背景下高校日语教学的文化导入策略分析 
◆张蓉蓉 

（大连交通大学  辽宁大连  116000） 

 
摘要：首先，语言属于文化的一种传播方式，因此想要掌握某一种语言
知识，就必须要对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帮助自己更好运用
所学习的语言知识。在日语的教学过程中，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
决，因此本文主要对日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导入进行研究和分析，对目
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并提出了有效的策略和建议，希望能够
帮助日语教学工作更好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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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入文化课程的必要性 
首先，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是以语言和文化为基础的，在

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也会形成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
模式下的一切行动和行为方式 终都会成为一个民族的习惯。目
前很多学生因为对日语感兴趣而选择了日语专业，但是想要真正
的学好这门语言，仅仅是学习单词和语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
对日本的文化进行了解，只有熟知了日本文化，才能更好的学习
语言， 终达到跨文化交际的教学目的，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帮助，
因此在日语课程中导入文化课程非常重要。 

2、传统日语教学模式与跨文化交际人才的需求的矛盾 
在目前的日语教学过程中，一般都是采用传统的日语教学方

法，老师作为教育的主体部分，学生只是听讲者，被动的接受知
识的灌输，教师在课堂中也只是对基本的单词、语法、句子等进
行教学，用单一的方法布置作业，让学生进行反复的练习和记忆，
时间久了之后，学生就会失去对日语的学习兴趣，同时实践性不
强，很多在汉语中的情境在日语中并不适用，因为文化的不同所
以在表达方式上也存在差异，不利于教学活动的展开。在目前的
课堂中还没有体现出对文化的中重视，如果忽视文化因素带来的
影响，那么 终也会影响文化交际的顺利展开。 

3、日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导入内容 
3.1 日语教学中语言交际的文化导入 
儒学文化传入日本之后，逐渐与日本文化相融相生。在日本

的传统儒学文化中，对于“仁”这一概念进行剔除，过于注重“忠”，
武士肯为君主尽心竭力，但较为缺乏仁爱观念。在日本儒学中，
将“和”作为一种分寸，和气、忍让，在这种内涵下，过于的服
从和屈服，一味禁锢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虽然日语语言中渗透了中国文化，但是在语言上会有意无意的忽
略主体，在事物的描绘中更加倾向于客观的阐述、呈现参与者的
姿 ，而并非决策者，与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相悖。例如：
“我要结婚了”这句中文的阐述中主体是决策者，而日语中却表
达的是“私は Y 婚することにします”，意思可以表达为：结婚
这件事我即将参与。认为结婚是一种顺其自然的事，我作为参与
者。另外在天气表述中也容易产生于中文表达的差异，例如：“下
雨、出太阳了”这些表达为“雨が降る”、“太阳がった”这些词
语，都是将自然现象作为阐述对象，也就是词句中的主语，这主
要展现了自然为主体的核心思想，而人为因素的不可逆转也表达
的淋漓尽致，因此在学习时日语的语言交际相较于中文显得刻意
而呆板，在忽略主体的表达方式上也可以看出日语中的“服从”
思想，所以，学生在学习中应该注意这种表达方式 

3.2 日语教学中非语言因素的导入 
对于非语言表达来说，是指运用和文化背景相关的内容进行

导入。例如人们的表情、心理等等，在日本，一个很大的特点就
是人们的思想比较保守、谨慎。这样一种非语言行为就是一种突
出的表现。在日本的交际过程中，“相槌”就可以体现出日本人
的姿 和性格，这个词的意思可以理解为“随声附和”。指的是
虽然不认同对方说的话，但也需要随声附和，在中国的意思就是
“是啊”。但是如果不了解这个词在日语的真正意思，就会误认
为是赞同的意思。 

4、日语教学中文化因素导入的方法 
4.1 讲解 
首先，想要对文化因素进行导入，就要在教师的讲解中体现，

很多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部分学生对语言
的理解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语法的掌握也是没有问题的，但

是并不符合实际的情境，和日本人的说话习惯不同，仅仅是用中
国的表达方法去套用日语的单词。实际上出现这种情况的基本原
因就是语言文化的差异，中国和日本在文化上的差异较大，因此
在语言的表达上也存在差异，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和学习日本的文化和知识，了解日本人的说话习惯和语
言习惯，告诉学生日本的文化背景，充分对日本的文化进行讲解
和说明，还可以在课堂中利用多媒体的方式帮助学生更好地理
解，例如运用图片或者视频的方式，讲解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
不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更好地记忆。  

4.2 比较 
只是利用讲解的方式还不能完全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在学

习中的不足之处，教师在对学生讲解日语的文化之后，还需要将
日本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进行比较，从而让学生观察两种文化之
间的不同和差异，让学生主动进行观察，在课堂中请同学进行回
答，让学生可以通过主动的观察和思考加深印象。例如在学习称
谓的日语时，在中国，男性和女性在自我称谓中实际上不存在差
异，但是在日语中，男性自称非常复杂和繁琐，同时女性自称却
又很少，因此很难记忆，学生需要意识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以
及差异的原因，才可以更好地进行学习。 

4.3 场景设置 
在对语言的学习过程中，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教学方法就是情

景教学法，尤其是在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时，情景教学法是非常
有效的方式之一，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对场景进行设置和规定，为
学生营造出日本的氛围，让学生在规定的情景中进行对话和交
流，从而发现语法中的问题，学校也可以邀请本校的日本的留学
生在课堂中为中国学生讲解日本的文化，让学生根据日本学生的
讲解和语言，更好的模仿日本人的发音习惯，同时还可以加深对
日本文化的理解和记忆。如果学校里没有来自日本的留学生，那
么就可以充分发挥情景教学法，让教师参与到情景中，陪学生一
起进行演练。激发学生的兴趣，同时帮助学生摆脱传统的教学方
法，加深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和记忆。  

4.4 实践 
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还需要加强实践的部分，在实践的过

程中帮助学生学习日本文化，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进行基础的日常
对话，感受交流的过程，还可以在课堂中进行其他的实践活动，
例如组织学生到日资企业进行参观等，帮助学生在实际的观察中
更好的感悟日本的文化，加深印象，帮助学生提高对日本文化的
学习兴趣，但是也需要注意分寸感，不能让日本文化的学习贯彻
在整个课堂中，从而忽视了对语言知识的学习，因此要注重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 

5、结语 
目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跨文化交际在如今社会

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日语的教学过程中，如果教
师还是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会非常不利于教学效果的
提高，所以教师需要不断地迎合时代的发展，将文化课程融入到
日语的教学中，让学生通过对文化的学习更好的感知语言情境，
将日语教学贯穿到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帮助学生加强对日本文
化的了解和认识，更好的将日语运用到实际的跨文化交际中，帮
助我国培养更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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