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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文科背景下，基于“两性一度”建设一流课程，已成为高校外语教育改革迫切需要回应的理论与现实

问题。本研究围绕广东省一流在线开放课程《日语——自游自在日本行》校本化过程中的建用学管经验，

探讨零起点外语通识教育深入融合现代信息技术，基于学生中心、产出导向和素养提升理念，促进大学

生知识、能力与素质的协调发展，提高思政成效，实现全人教育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新文科，外语通识教育，两性一度，课程思政 

 
 

A Syncretic Practice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at Entry 
Level in Context of New Liberal Arts 

Fengchuan Chen, Yan L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Dec. 3rd, 2023; accepted: Jan. 2nd, 2024; published: Jan. 9th, 2024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how to construct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 and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level, innovation and challenging”, has become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that needs immediate response. Through “Japanese—DIY tour in Japan”, which is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incorporating modern technology into language learning for beginners. It is centered 
on students’ output as well as personal development, facilitation of knowledge gaining, bal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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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s and modesty,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build an 
effective path towards Holis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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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强调：高校要建设新文科，做强大外

语，培养“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1]。这意味着“新文科、大外语”背景下，多

语种人才培养工作不仅是新文科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抓手。零起点外语通识教育，

是我国高校公共外语教育培养大学生第二、第三外语能力的重要载体和途径。相对于修读人数的显著增

长，零起点外语通识教育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学时短，班级人数多，学生起点不同、专业背景相对

复杂、个体差异大，对自主学习能力、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教学模式和评估手段较为单一等[2] [3] [4] [5]。 
本研究基于《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6]，围绕广东省一流在线开放课程《日语

——自游自在日本行》校本化过程中的建用学管经验，探讨零起点外语通识教育提升课程高阶性、创新

性、挑战度的可行方向和实施路径。 

2. 课改初心：融合信息技术落实素养教育 

笔者所在高校，素有“华侨最高学府”之称，学校国际化办学特色突出，面向全校常年开设的第二

外语通识选修课有日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多个语种。第二外语通识选修课既属于外语类课

程，又在通识课范畴之内，所以，课程在知识讲解、技能训练之外，还需兼具人文内涵，属于帮助学生

增加跨文化理解力的素质教育课程。 
日语是外语教育中继英语之后受教育人数最多的语种[7]。2013 年，笔者开始尝试利用 BB 网络教学

平台，实施翻转教学。2017 年，得益于学校教改项目的支持，制作、完成了慕课《日语——自游自在日

本行》。这门慕课的建设初心有二：一是把课程改革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个重要抓手和突破

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二是融合现代信息技术，把本校“学会生存、

学会生活、学会发展”的通识教育理念融入教学之中。为此，慕课基于 OBE 理念，从人文素养、核心知

识和关键能力三个维度，重塑课程目标(详见表 1)，旨在回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日语学科能为中国学

生的素养发展做出何种贡献。 
2017 年 4 月以来，课程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学堂在线、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

等三大平台累计选课人数超过 8 万余人，学员在线评价度较高。2019 年，课程被评为广东省一流在线开

放课程，并入选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学习强国平台，现仅有三门与日语学习相关的课程，这充分

说明了课程定位准确，区别度高，思想导向正确，较好地回应了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对高校大

学日语教育提出的时代新要求。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2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陈凤川，李炎 
 

 

DOI: 10.12677/ae.2024.141026 164 教育进展 
 

Table 1. Course objectives of the MOOC “Japanese—Traveling Japan at your own pace” 
表 1. MOOC《日语——自游自在日本行》的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预期学习成果 

人文素养 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提高思辨能力和多元文化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 
具备使用日文查找资料的信息素养，以及跨文化解决问题和异文化生存能力。 

核心知识 掌握日语发音、文字表记的特色，能用罗马字标记假名和汉字，能以规范的笔画书写日文； 
学会应用 App、在线工具等信息技术手段辅助日语学习。 

关键能力 
学会日常寒暄、自我介绍、问路、购物、点餐、就医等功能意念句； 

能够灵活运用非言语交际行为完成跨文化交流任务； 
能够自主借鉴有效学习策略改进日语学习方法。 

3. 校内翻转：慕课资源的建用管学 

《日语——自游自在日本行》的建设初心，是践行大学服务社会、立德树人的职责功能。为创新德

育形式，在寓教于乐氛围中潜移默化地陶冶学习者的公德意识、外语素养、信息检索、跨文化思辨和异

文化生活能力，课程以“学日语，搜资源，自游自在日本行”作为脉络主线，认真锤炼教学内容，视频

短小精悍，画面以扫码或截图方式，标注重要观点的资料来源，方便学习者按需搭配，进一步追踪学习。

2017 年 9 月，笔者依托慕课资源开设了 2 学分 36 学时、零起点通识选修课《旅游日语会话》。这门校

内 SPOC，与传统日语通识课的区别主要在于：语言文化知识，由学生在线自主学习完成，线下课堂重

在查漏补缺，训练听说技能。截止 2023 年 9 月，校本 SPOC 课已跨校区开设了 18 轮、累计开课 25 个班，

选课人数总计 1610 人。 
2019 年之前，课程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化解“学时少，内容多”的教学矛盾。前三轮教学的班级人数、

授课周数、期末考核方式等，都与传统课程保持了一致。实践证明有准备后的线下交流，可以最大化利

用好课堂时间，如果选课学生均质化、学习动机强、班级人数少且任课教师时间充足，那么这种翻转方

式具有可行性，的确能够增加课程的学习内容，提高学习效率。但该方式依旧属于“一刀切”“齐步走”

的进度控制方式，没有充分关注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没有赋予学生充足的自主学习时间，如何把学生

的自主学习时间纳入学时核算，重塑教、学模式，再造学习流程，成为课程持续改进必须攻克的难题。

为此，课程基于产出导向、学生中心、持续改进的教学理念，把实践重点逐步转移到：基于毕业要求细

化课程目标，发挥不同教育场域的各自优势，合理、有效、适度地选用信息技术和工具，提供多样性的

学习资源和足够的支持与指导；基于 PBL 教学法，增加研究性、创新性、综合性的学习内容，引导学生

主动学习，促进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从单一的标准化考试，转为以形成性评价为主的多元化、

差异化的评价方式，师生、生生共创有意义的学习经历，为学生成长提供日语学科的核心素养。 

4. 课程模式：学生中心与产出导向 

实践表明基于产出导向开展教学活动，以“教育目标代替教学目标”[8]的外语通识教育课程改革，

首要任务是制订目标分层合理、权重比例清晰、评价渠道多元的考核量表，落实关键在于赋予学生知情

权，以及过程中提供足够的学习支持，以评促学，引导学生主动完成深度学习。学期正式开课前，任课

教师应将学习资源、课程大纲、自主学习任务单、联系方式等上传至信息化教学平台，一次性开放所有

学习资源，布置所有学习任务，方便不同基础的学生全面了解课程的整体安排、教学目的与要求、教学

内容及学时分配、成绩评定方法与细则，由此帮助学生在大框架下自主安排学习节奏，实现差异化和个

性化学习。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26


陈凤川，李炎 
 

 

DOI: 10.12677/ae.2024.141026 165 教育进展 
 

表 2 是更新迭代后的考核量表。量表中评价数据的来源是多样化的，既可以来自于课程设置的各个

考核环节、考核项目，也可以来自于学生自身的学习体验与自我成效认定。各项所占成绩比重、评分标

准，应尽量做到清晰、准确、无歧义。学生预先知道学习要求，益于他们把握学习重点，对照目标自主

安排学习的广深度。而且基于量表的自主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基于真实情境、模仿 KPI 考核模式、反映

学生理解力、规划力的深度学习。 
 
Table 2. Course assessment scale for school-based SPOC “Japanese Conversation for Travel” 
表 2. 校本 SPOC《旅游日语会话》的课程考核量表 

项目及比重 考核内容及标准、截止点、权重等 

学习态度等(10%) 熟知课程的学习方式、任务要求；按时保质完成雨课堂作业，期末自主总结客观真实；具备

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遇到问题，能够多渠道积极解决。 

知识学习(50%) 按时完成 MOOC 平台的语言文化知识学习 

日语能力(20%) 能够熟练朗读慕课中的日文句子(口试，10%)；可用慕课中的日文词、句进行简单问答(口试，

5%)；能够借助学习软件，用日语介绍自己或是身边的人和事(口试，5%)。 

学科素养(20%) 

本专业在日本的研究现况，500 字以上(4%)；筛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期刊网等权威主

流媒体的日本素材，自定题目，撰写一篇 2000 字以上的研究论文，内容能体现前沿性、时代

性，格式符合学术论文要求，有参考文献(8%)；以 ppt 的形式在班级分享，时长 3 分钟(4%)；
按评价量规点评 3 位同学的期末小论文(4%)。加分项：与日本研究化、日语学习相关的才艺

表演、学科竞赛、社会实践活动等(期末总成绩加 1~5 分)。 

 
调整后的学案，有利于学生拓宽学习渠道，利用好自主学习时间以及包括教师在内的各类学习支架，

主动学练口语，按时完成学习任务。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需时时督导，从情感以及学习方法指导等多

个层面关注学生的学习动态，对于期中检查未达标者，可利用 QQ 或是微信等聊天工具及时预警，酌情

提供个性化辅导。每学期的任务和实施流程详见表 3。 
 
Table 3.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process (12 weeks, 3 credit hours per week, 36 credit hours in total) 
表 3. 校本课程实施流程(12 周，每周 3 学时，总计 36 学时) 

周次 学习任务 教学活动 

2 学生阅读课程大纲， 
掌握课程学习要求 教师利用雨课堂调查学情，学生如实、客观完成调查 

3~4 讲练读背日语发音 
(第 2 单元) 线上或线下分层教学，有基础的同学自愿参加 

5~7 讲练读背日语句子 
(第 3~8 单元) 

学生按时在雨课堂提交各单元的口语朗读音频； 
教师分组线上或线下辅导，对未提交雨课堂作业或者质量不过关者提出

预警，并于第 8~10 周酌情进行一对一或是小组辅导 

8~10 按大纲要求，查缺补漏 在线答疑、预约纠音、预约口语考试 

11~12 提交期末总结和小论文 同伴互评 3 份论文、预约口语考试 

13 分享日本问题研究成果 同伴互评 + 教师点评、 
第 13 周线下出勤情况纳入期末考核 

 
实践证明，任课教师转换思维，从“教学”变“导学”和“督学”，课前设计好导学任务单、考核

量表、习题库，课中给予学生自主学习时间，提供充分的学习支持，师生共同利用好慕课平台、雨课堂

等信息化教学工具，统筹规划好各个学习环节，多数学生都可以较高质量地完成课程目标设定的深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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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任务。模式重构之后，课程的评估成绩排名多次进入前 10%，说明学生比较接受这种导引清晰、目标

合理的以评促学课程模式。 

5. 实践成果：体现新文科理念的探索 

融合发展，既是新文科建设的核心理念，也是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培养提出的全新

定位。从此种角度出发，四年课改实践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 
第一，把人文素养融合入课程思政目标，基于“两性一度”实现全人教育。 
如表 1 所示，慕课《日语——自游自在日本行》把人文素养纳入课程思政目标，初步改变了零起点

外语通识课以知识传授和能力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校本 SPOC 增加了“思辨能力”“人文精神”等“综

合文化素养”的考核目标[9]，鼓励学生结合专业视角，选用人民日报、中国期刊网等主流媒体的权威解

读，提升自身对于目的语国家文化的鉴赏力和客观评价能力。此种方案，一则化解了外语入门阶段，缺

乏高阶思维训练的难题，再则也可以培养深层次的跨文化理解力和思维品质，为今后用外语讲好中国故

事奠定基础。 
四年课改实践证明，通识课学生基于专业理解，使用母语撰写研究论文并在班级分享，如《日本半

导体产业如何应对美国的科技打击》(理工)、《清末广东省的留日运动》(历史)、《汉字对日本研究化的

影响》(对外汉语)、《新冠疫情对日本旅游业的影响》(旅游管理)、《日本灾害应急管理的特色》(应急管

理)、《中日护理体系对比》(医学)等，既拓展了学生的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也能为日语教学提供了学

生视角下的跨专业研究案例，是零基础外语教学完成“两性一度”育人目标的有效方案。 
第二，融合守正与创新，高质量推进外语学习。 
在传承中创新是文科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课程一方面把使用日文浏览、检索信息，借助人工

智能学习日语，使用软件编辑制作音频、视频，在网络平台文明发言等学习行为纳入信息素养考核指标，

另一方面也提醒学习者，大量的重复、模仿和记忆，是外语起步阶段的必要行为。尊重零起点外语学习

的特点和规律，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兼收并蓄，把知识内化为自身的能力素养，是后续语言学习扎实开

展、高质量推进的基础所在。 
第三，融合多元评价，激发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 
信息时代，知识更新呈爆炸式增长。一流课程建设理念下，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单纯地教给学生各类

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完善过程评价制度，激发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6]。课程通过实践验证了：目

标清晰、权重合理、尊重个体差异的多元评价量表，可以让学生主动投入学习，充分调动学习潜能，很

快找到学习方法，形成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课程结束后，很多同学都反馈他们还会继续学习日语，如

报读日语专业的双学位课程、参加日本语 N2、N1 能力考试、应聘与日语相关的工作岗位等等。 

6. 结语 

本研究是 2013 年以来课改探索的全面总结，问题思考源于省一流在线课程校本化建设过程的真实困

惑，例如：1) 有限学时内，如何分配知识、能力、素养的学习时间比例？如何考核学科素养？2) 入门阶

段，外语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借助母语，提升跨文化理解力和高阶思维能力？3) 如何实施差异

化、个性化的教学，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4) 不同教育场域的学习活动，如何有效衔接？5) 如何构

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课程模式，落实从教到学的理念转换？等。本研究回答了上述问题，并从课程目

标、考核量表、实施流程等角度提供了践行方案。 
当前的新文科建设，既需要广阔的学科视野，也需要细致入微的课程改革。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既为教育教学改革赋能，同时也倒逼着教师们做出积极回应。高校零起点外语通识教育惟有适时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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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工具性和人文性有机融合的课程模式，以跨界思维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全面发展，方

能抓好教学“新基建”，为高校全人教育提供特有的学科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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