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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我国社会发展的最新需求，大学日语课程有必要有机地融入思政教育，使大学生在学习外语知识及

拓宽其国际视野的同时，提高其利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故此，本研究就如何在大学日语课程中

融入思政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教学实践探讨。该教学实践通过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

学评价”这三方面入手，将线上、线下教学形式贯穿于课前、课中、课后的各个阶段和各项活动中，将

思政教育有机融入到线上及线下的教学中，引导学生不断去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及相关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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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latest needs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ollege Japanese courses, so that college students can not 
only learn foreign language knowledge and broaden their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ut also im-
prove their ability to use foreign languages in telling stories about China. Therefore, this study ex-
plores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ollege Japanese courses and im-
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through teaching practice. This teaching practice st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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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odels, teaching evaluation”, integrating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ls into various stages and activiti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class, 
organically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guiding 
students to continuously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related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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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5 月，《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是教育的根本问题，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

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

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

更是必备内容”[1]，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教育教学不再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需求。教师在课程教学中不

仅要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还要有机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互融通，使专业课

程与思想政治理论形成协同效应。 
其中，要注重在外语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这是因为外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时代“大思政”育人格局下，外语“课程思政”必然是高等教育“课程思政”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

[2]。故此，在外语教学中要注重融入思政教育，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发挥外语课程“思政”

育人的价值引领作用。而大学日语作为外语的一门课程，在人才培养中具有重要作用。为了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及其发展，任课教师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有机融入大学日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

际能力，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释能力[3]。 
基于我国社会发展的最新需求，大学日语课程要转变传统的孤立的、纯粹的语言教学的传统模式，

通过各种教学方法有机地融入思政教育，使大学生在学习外语知识及拓宽其国际视野的同时，更深刻全

面地认识中日文化溯源，坚定其文化自信，提高其利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成为符合当时代发展

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2. 现状分析 

近年来，随着高考日语生的增加，开设大学日语课程的高校也随之大幅度增加。但是当前的大学日

语课程普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课时量不足的问题。有研究在对各大高校的大学日语课程设置进行调

查后发现大学日语课程存在课时偏少的问题。大多数高校将大学日语课程设置为一周 4 学时，而有些高

校的大学日语课程仅为一周 2 学时，并且各大学日语课程基本上都是只开设两个学年[4]。在这样课时十

分有限的情况下，大学日语的任课教师为了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只能侧重单词、语法的讲解而难以兼

顾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实现课程思政等的人文教育效果。 
其次是学生日语基础的差距大。在开设大学日语课程的高校，日语高考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可选择

学习大学日语代替公共英语课程。这些学生虽然在大学前都有过日语学习的经历，但有着不同程度的日

语基础[5]。根据这些学生的日语能力，可分为基础、中级、高级这三个级别。由于学生日语基础较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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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对日语方面的吸收力也会有着较大差别。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只注重单词及语法方面的教学，则

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在教学中导入文化方面的教育。 
基于大学日语课程的现状，有必要将思政教育融入该门课程的教学中，但当前对该门课程的思政教

育研究及关注仍然不足。通过调查知网上与课程思政相关的研究论文等可以发现，与英语相比，日语课

程思政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大学日语课程思政建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有必要加强大学日语课程思

政建设及研究[4]。故此，本研究就如何在大学日语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教学

实践探讨。 

3. 教学设计 

笔者所任教的高校，针对日语高考生开设了大学日语课程，一周 4 学时，每学期 18 周，共开设三个

学期。经过调查发现这些学生的日语基础差距较大，且理工科学生人数较多。这些学生在日语学习过程

中对日本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了解不够深入。基于以上的学情分析，笔者主

要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评价”这三方面入手，将思政教育有机地融入进日语教学当中。首先，

对教学评价标准进行重新设计。以往该门专业课程的考核标准分为两部分，期末成绩占 60%，出勤率以

及作业、期中测验成绩等为平时成绩，占比 40%。此考核标准更侧重的是考核学生在专业知识部分的表

现，而忽略了考察学生在人文素养方面的内化情况，不利于课程思政的推进。故此，笔者将有关人文素

质方面的考察纳入教学评价标准中。期末成绩依然占比 60%，但期末考试在主观题部分加入中国文化方

面的知识，例如将相关文化的描述进行中日互译，引导学生平时给予重视。另外，平时作业不仅是单向

地完成日语相关的练习，还要对中国文化及思想进行思考，并结合传统文化进行视频制作及课堂展示等。

在新学期开始前，告知学生该门课程的考核标准，使其给予重视，促进其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积极性，

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 
其次，结合教学内容，找到思政教育与日语教学的切入点。在备课阶段，将教材中的文章内容、新

语法及单词等进行分类，将本学期要讲授的教学内容分为“文化，经济，政治，生态”等几大板块。之后

挖掘每个板块中涉及到的思政元素，再对应地收集好与教学内容相关体现中国文化的图片及视频等资源。

然后，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活用各种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将这些文化及思想有机融入到教学中。例如通

过翻转课堂、团队讨论法等，让学生对中日的传统艺术、风俗习惯等不同进行讨论，充分地调动学生参

与进课堂活动中，在学生完成教学任务后，教师再进行点评，并结合人文素质教育方面进行主题升华。 
此外，采用线上 +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将课堂细分为：“课前线上学习，课中面授互动，课后

实践应用”三个学习阶段进行教学。由于该门课程的教学时间十分有限，若仅依靠线下的面授教学模式，

时间紧凑，难以实现同时完成专业知识的讲授及思政教育的拓展。故此，笔者借助超星学习通平台，将

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部分及相关的思政资源在课堂前发布至线上平台，并提前布置好教学任务，供学生

预习及做好参与课堂活动的准备。这有利于节约线下课堂中的讲授时间，腾出更多时间让学生结合中国

文化进行相关的日语翻译等课堂活动，课后再通过教学平台发布作业，增加学生应用日语的机会。 

4. 教学实践 

笔者基于以上的教学设计，对大学日语课程进行了一学期的教学实践。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教

材《新世纪日本语教程(初级)》第 17 课——“男尊女卑的国家？”为例，结合教材内容，将线上、线下教

学形式贯穿于课前、课中、课后的各个阶段和各项活动中，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到线上及线下的教学中。 

4.1. 课前线上学习阶段 

课前主要是对该课所涉及的社会文化、以及日语动词的变化规律进行知识输入，学生根据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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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调查相关的文化、制定学习计划，确保课中跟上教学进度及参与进课堂活动。在授课前，教师在平

台发布学习任务：1) 掌握该课新单词，并了解词汇背后蕴含的文化，完成线上单词运用练习；2) 线上讨

论：日本是否是男尊女卑的国家？日本的家庭观念与中国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发布任务完成后，教师上传该课相关的学习资源，包括语法的讲解视频、相关的中日文化差异的文

章、在线练习题、词汇的拓展等，学生可结合自己的情况，自主安排线上的学习时间和进度。并且，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可随时在讨论区留言提问，教师线上给予答疑，其他同学亦可以参与其中进

行留言讨论，形成良好的线上互动氛围。随后，教师通过平台数据统计查看每位学生的学习时长和学习

进度，了解学生对该课的学习情况。通过汇总学生在学习平台上的作业情况的数据分析，以及结合学生

对学习内容的反馈情况，教师修改线下教学方案和设置对应的教学活动。 

4.2. 课中面授互动阶段 

课中的面授教学，主要就教学内容的重难点与学生进行探讨，通过各种课堂活动，促进教师与学生，

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促使学生由“知识的输入”转化为“知识的输出”，以及提供学生使用日语表达

自己观点的机会，进而提高学生的沟通表达以及日语的运用能力。 
在课堂开始前，教师归纳、总结学生在线上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给予学习建议。之后通过

多样化的练习，如造句、翻译等，进一步促进学生对该课的新词汇及语法的理解。第 17 课的文章内容主

要是介绍在日本家庭中丈夫与妻子的地位随着不同时代所发生的变化，结合该课的内容，在完成重难点

知识的教学任务之后，引导学生进一步讨论日本有着什么样的家庭观点？这些观念与中国有哪些不同的

地方？由于课前线上讨论已经让学生有所准备及形成了一定的观点，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课堂的讨论活动

时，得到较多学生积极发言，有些学生还通过预先收集好的关于日本职场中的男女比例等数据来论证自

己的观点。之后，教师对学生所阐述的关于日本社会、以及中日家庭观的不同之处的观点，进行小结及

主题升华，强调要传承中国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等传统家庭美德。最后，回顾本课所学的单词及语法，

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巩固，并布置课后任务使学生运用日语进行实践。 

4.3. 课后实践应用阶段 

课后主要是让学生运用日语进行实践应用，巩固所学的知识点的同时，进一步理解中日文化的内涵。

在本课的《豆知识》部分，是关于日本的代表文化——花道及茶道的介绍。课堂上，通过共享相关的图

片及视频，让学生感受日本传统文化的魅力的同时，也使其了解这些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为了使学

生深入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设定课后任务为：与小组成员共同制作出用日语介绍中国文化的视频。 
随后，学生之间成立小组，组员之间分配任务，在收集好中国文化相关的素材后，运用各种软件，

制作出 3~5 分钟的小视频。最后运用日语对视频中所涉及的中国文化进行说明。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

视频制作后，提交到线上平台。教师通过平台数据监测学生课后任务完成情况，并通过批阅作业了解学

生在运用日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情况。此外，在征得学生的同意下，优秀

学生作品会作为数字化资源共享于线上供大家继续学习，形成线上线下联通的教学资源链。本次视频的

制作过程发挥了学生创造力及动手能力，促进了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也使学生夯实语言基础，提高日

语应用能力的同时，也增强了文化自信及民族自豪感。 

5. 结语 

在外语教学中，应当教育学生传承中国文化，发挥外语优势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但传统的教学只

侧重专业知识的讲授，不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故此，本研究基于时代需求及专业特色，从教学内

容、教学模式、教学评价进行教学设计，将思政教育有机地融入进教学中，引导学生不断去深入了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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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及相关思想。另外，本研究基于大学日语课程的教学内容，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元素，找到思政教

育与日语教学的切入点，之后结合线上 +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与学生实时进行专业知识及思政教育

方面的资源共享，促使学生不断运用日语去探讨中日文化的差异及思想差别。通过这些举措，使学生通

过该课程的学习，不断提高日语能力、在日语应用过程中学会跨文化交际的同时，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

及思想。这可以增强其文化自信及民族自豪感，亦有利于培养出有着国际视野又具备爱国情怀的高素质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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