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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与高校日语课堂教学的融合研究
曾德清　江双莲　龚紫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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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是培养学生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爱国情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途径，但长期以来高校二外日语教学中

都存在着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各自孤立现象，难以实现思政内容与专业内容的有效融合。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多门外语专业学生不可

避免要频繁接触外国文化，若在此过程不强化对爱国主义与正确思想观念的教育，容易导致学生的思想出现偏差或动摇情况，因此在专

业课教学中强化课程思政内容的融入是新时代背景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二外日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面对学习外语的中国

学生传授日语知识与日本文化，在此过程中要强化对课程思政内容的运用，确保思政教育贯穿于教学全程。基于此，本文针对“课程思政”

与高校日语课堂教学的融合策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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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语专业来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该专业教学是培养学

生语言技能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途径。作为社会科学学科的

组成部分，二外日语课程教学虽然所处语种语系、所属国家、语

言文化历史、语言社会等内容不同，与本国语言的关系也不尽相同，

但由于此语言的对外传播与信息交互过程中实现了对文化思想的

传递与交流，包括对日本文化的吸收生思想文化、爱国主义教育

的影响，强化学生思想建设，因此可以二外日语教学课堂是开展

思政教育的良好途径。

一、“课程思政”与高校日语课堂教学的融合价值

（一）有助于提升学生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爱国情怀的重要体现，是学生对本民族优秀文

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是强化社会建设的重要文化基础。强化

学生文化自信培养是培养社会优质人才与社会可靠接班人的重

要条件，但目前多数大学生存在对国家发展状态了解不透彻、

对国家政治了解关心度不足等问题，使得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

不高。对高校外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由于受

到不同语言文化的影响，再加之很多学生本身对国内传统文化

与优质文化的了解程度不高，容易出现崇尚外国文化的情况。

而课程思政的开展可以让学生在接受与理解外国文化与世界文

化的同时，坚定我国新时代思想信念，提升对我国本土文化的

自信，用外语弘扬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让学生牢固树立

正确的思想观念。对高校二外日语课程来说，在实际授课中注

重对日语专业知识与日本相关文化的传授，其教学重要方向之

一在于将日本本土文化与语言传入中国，这就使得很多学生在

课程参与中强化了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对本国文化的了解较为

薄弱，对学生文化自信的形成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强化在课

程教学中思政内容的渗透，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提升学生文化自信。

（二）有利于锻炼学生理性素质

外语是中国语言文化与国外语言文化的桥梁，同时也是学生

接触多元文化与多元意识的重要途径，可以说外语具有天然的思

政教育功能。对于二外日语课程教学来说，此课程学生具有较为

明显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排斥心理，由于历史原因很多学生对

日本文化与思想存在抵触与排斥心理，另一方面表现为强烈好感

心理，由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很多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与日本动

漫作品的接触较多，受到喜好影响对日本具有强烈好感，但对本

国文化的认同感不足。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与课程思政教育

目标的契合度不足，对此教师要积极探索出课程思政这第三条路

径，在强化学生知识技能培养技术上，培养学生正确且理性客观

的思想观念。日语作为英语专业的二外课程，在实际开展教学中

要结合课程思政目标与内容进行相应调整，除了对日语专业知识

技能的培训外，还要加强培养学生思辨能力与正确价值观念，充

分发挥二外日语的工具性与思政性功能。这就要求教师在实际开

展中精心提炼出教学课程中隐藏的思政元素，并将其渗透至教学

目标、教学内容的落实与管理中，将课程教学转化为正确思想观

念教育的有效载体。

二、“课程思政”与高校日语课堂教学的融合路径

（一）立足语言文字学习，培养学生民族自信

教师在实际授课中可以借助对语言文字的讲解，强化对学生

民族自信与文化认同的培养。对日语语言来说，日语书写有平假

名和片假名两种字体，前者是假借汉字草书造成，后者是假借汉

字楷书的偏旁部首造成，两者起到表音与表意双重作用；日语发

音受到多种语言的影响，且其种类变化丰富，不同行业或场合的

语言不尽相同，包括简体与敬体、普通与郑重等内容的区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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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的文字书写与语言应用都与汉语有着深厚的联系。在实际授

课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自身比较熟悉的汉语表达与文字文化入

手，实现对日语语言文字的理解与学习，通过对两国历史发展与

历史渊源的了解开展语言的学习，这样不仅能够强化对异国文化

的理解，还可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随着近年来全

球化的发展，各个国家经济基础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本在西方

著作翻译事业中得以不断发展与创新，且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

新词汇，比如“俱乐部”“浪漫”“宇宙”等词汇，同时日语的

很多古典技艺词汇也传入我国，比如“物语”“武士道”等词汇，

实现了中日两国文字的双向传播。学生通过对此类词汇由来与传

播过程的了解可以强化对日语文化与日语语言的掌握，同时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文化包容心态与理性素质，通过对两国历史渊源的

了解有助于学生在后续的学习中以良好、开放、接纳的心态了解

日本文化，以爱国情怀去吸收与学习日本语言知识，这正是课程

思政与日语课程结合的教育目标之一。

（二）借助时代变迁案例，提升学生爱国情怀

在日语教学课程中，教师可以借助时代变迁的实际案例，提

升学生的爱国情怀。例如《基础日语》课程中有关于讲解我国上

海地区发展情况的相关内容，在课程开始前教师可以为学生布置

预习任务，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自行搜集上海地区或全国的改革发

展相关成果，选取自己身边或实际生活中能够代表改革变化的经

典事例。在课程开始时，教师引导学生以小组合作形式展开讨论

与分析，选出小组代表讲解自己此前收集的经典事例，或讲解自

己家庭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自己能够感受到的社会变迁等，

让学生通过分享切实了解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获得的成就。而

后教师可以介绍自己收集的案例，比如带领学生回顾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的场景，展望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场景，让学生在了解中

建立民族自信心，了解到申办奥运会过程的艰辛。在此过程中，

教师还可以以奥运会为切入点，强化外语专业学生的爱国情怀，

讲解我国在举办奥运会过程中所受到的西方政治与西方舆论的重

压，让学生牢固树立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意识。

（三）渗透中国传统礼仪，锻炼学生人文素养

在日本文化课程讲解中，教师可以通过对中国传统礼仪知识

的渗透，锻炼学生的人文素养与专业素养。例如在日本寒暄语、

传统节日等相关内容讲解中，教师可以强化对碎片时间的运用，

以隐性渗透形式强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礼仪知识的渗透。在

课余时间里教师要利用碎片化时间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及其本质，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在课程开始时教师可

以以中国传统礼仪为切入点讲解日式鞠躬礼仪，通过不同礼仪的

对比，让学生能够结合传统礼仪来解释当下时代人们生活中的礼

仪习惯，对多元文化知识进行有效渗透，实现对本国文化的高度

认同与正确宣扬。以传统节日为例，我国的新年是指春节，而日

本的新年是指元旦，不过在新年期间的给压岁钱、吃年糕等习俗

方面是相同的。以服饰特点为例，中国各民族传统服饰都有自己

独特的服饰特点，而日本的传统服饰为和服。通过文化对比形式，

不仅可以让学生准确掌握日本语言与文化，还可以让学生重新认

识中国文化。

（四）解析具体社会现象，树立正确思想观念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学生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

但由于大学生自我价值观念尚未完全成熟，容易受到外界环境中

的不良因素影响，对其正确思想态度的形成产生阻碍，尤其是对

消费的观念，很容易产生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对此，

教师在专业知识讲解时要注重借助文本内容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通过对具体社会现象的解析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例如

在课程《连休》教学中，教师可以引进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内容，

解析校园大学生不良行为与违法行为的具体案例，让学生正确认

识到作为大学生应具备的金钱观念，认识到幸福生活只能靠自己

的辛苦努力获得，坚决抵制不良渠道获利行为，充分体现出课程

思政的教学价值。在此过程中，教师不能单纯为了达到思政目的

而进行说教或灌输式讲解，这样不仅难以实现对思政内容的有效

传输，还可能导致学生产生厌学情绪与抵触心理。因此教师要注

重对课程中相关元素的深入挖掘，在恰当的时机以巧妙自然的方

式融合进去，实现教学知识与正确思想的有效结合，相辅相成。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二外日语课程思政建

设势在必行。教师在实际授课中要强化对思政元素的融入，借助

日语课程的跨文化交际、不同文化比较的学科优势，注重将中国

优质传统文化在课程教学中的融入，让学生在接触日本文化的同

时明晰本国的光辉历史与伟大成就，进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与文化自信，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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