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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日语教改之我见
——以贵州民族大学为例

尹瀛君

（贵州民族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随着中国教育部发布的高等教育招生工作规定，自从小语种可以计入高考成绩以来，日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

法语等外语能够替代英语参加高考。其中日语报考的人数激增。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以日语作为外语参

加高考的人数突破 10 万人。高校有必要为这些以日语作为外语高考的学生提供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大学日语四六级的考级也成

为这些以日语作为第一外语学生毕业的必要条件。因此，贵州民族大学自 2020 年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大学日语课程，但随之而来

的问题也逐渐凸显，本文就笔者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一番梳理，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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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的加速发展，国家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

越来越多的中学生选择日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等

语种作为高考外语。但是学生在考入大学后，日语的学习热情

就不高了，致使大学英语教学效果不理想，需要进行改革。

一、大学日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习意欲不强，只为四级合格

首先，选择日语作为高考外语的学生，大多数对英语产生

畏难情绪，于是产生了一种换一门外语的参加高考的想法，因

为日语中有汉字，便主观地认为日语会比英语好学，容易过关。

其次，选择日语参加高考的学生，进入大学后，专业各异，普

遍认为自己的专业与日语关系不大，所以存在日语学习上动力

不足的情形，学习积极性不高，在日语学习上下的功夫不够。

最后，日语作为学生毕业的一项考核，是必须要过四六级的，

但很多学生把学习日语作为一项完成高考及大学毕业工具，在

日常生活中并不会用到，因此只是机械式的记忆，以便于应对

考试，因此，如何提高学生学习日语的积极性成为任课老师需

要考虑的问题。

（二）学生听力水平普遍不高，日语发音较差

由于高考日语是最近几年的兴起的比较热门的高考外语语

种，由于日语在高中学校中占比太小，有些高中甚至没有配备

正式的日语老师，而是通过培训学校临时召集来的老师。这些

日语老师大都没有接受过日语教授法等专业的训练，有的甚至

没有教师资格证便匆匆踏上了教学岗位。在自身素质不高的情

况下，教授和培养出来的学生日语水平普遍偏低，发音不正确，

导致学生的听力水平普遍较低。这同样给大学日语的教学带来

的困难，同样是选择高考日语作为外语语种进入大学学习，有

的同学接受的日语教育水平较高，日语的发音和基础知识都比

较好，有些同学接受的日语教育比较差，甚至连日语的五十音

图都读不全。因此，大学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如何兼顾学习水

平参差不齐的学生成为任课老师需要考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教学改革之我见

（一）提高学习意欲，掌握学习方法

提高学生的学习意欲，主要可以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加以强

化。一是兴趣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

选择日语参加高考的学生，因为从小接触日本动漫，初中、高

中时接触日本的电视剧、流行元素等，这些使其在考虑英语之

外的外语时，选择了有亲近感的日语。如何将这种兴趣运用在

日语学习上面，笔者认为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一些流行元素，

比如导入动漫日语，将日语四级的词汇、语法导入动漫中，这

样学生在欣赏日语动漫的同时，学习和巩固了日语，另外可以

举办日语配音活动，通过日语配音，既提高了学生的日语发音，

又增强了学生学习日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生在学习方法上也存在一些问

题。学习外语没有捷径，需要下功夫记忆，在安排自习的时候，

笔者发现学生在记忆日语单词、语法的时候没有全身心投入到

学习过程中，既不动口也不动手，光是盯着书本看。这样的话

学习效率低，造成在大学日语四级摸底考试中，对已经讲授过

的基础单词、语法仍未掌握，所以授课老师有必要指导学生，

在记忆单词、语法的时候，一定要拿出草稿纸，在上面反复写，

口中念念有词，反复诵读，加深记忆。

（二）实行小班制教学，强化发音练习

根据学生成绩，可以将学生分为 20 人的小班，这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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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学生发音练习的频度，提高学生的日语水平。对于学习日

语一年以内的初级阶段的学生，教学重点应该放在发音、词

汇的学习和记忆上面。每个学生可以将发音传到钉钉、微信、

QQ 等社交平台，任课老师可以借助教学平台监督学生的日语

发音训练，还可以发现学生日语的发音问题。另外，可以布置

适当的作业，比如，让学生抄写相关的词汇、课文等等。对于

已经学习一年以上，有一定基础的中级阶段的学生来说，在继

续抓词汇、语音训练的同时，要求学生提高读解能力、造句能

力，这就需要靠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对于教材中的范文以及

两三百字的长文要反复朗读，借此培养日语的语感。还可以增

加一些日语小作文，通过文法造句的练习来提高中级阶段学生

的日语活用能力。

现在学习日语的软件很多，比如任课老师时常使用的沪江

日语 App。上面查询到的每个单词都可以听日语读音，学生可

以反复听，反复练。如果学生知道这些便利的学习工具而不加

以活用的话，只能说明学生在学习上下的功夫还不够。任课老

师可以安排学生一一朗读，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经过授课老师对学生大学日语四级听力考试的摸底发现，

学生得分很低，平均只能做对一半左右，这就说明学生在听力

学习上存在问题，事实上听力考试题并不难，只有在日常学习

中强化听力训练，才能提高学生的听力能力。另外，授课老师

有必要讲解听力问题的陷阱，因为大多数听力问题都不会直接

给出答案，而是需要考生进行简单的辨识，简单的计算。比如，

2016 年大学日语的四级真题听力第 15 题。

女方说了两个时间。一是 9：10 分，二是 9：00，到底是

几点需要再看看后面的补充说明“いつも 10 分早くしておく

んです”。这就需要同学们在草稿纸上标明，这样的话，不会

被出题的陷阱所迷惑。

（三）专业与大学日语的接点

大学日语是培养大学生全面发展能力的一个公共科目，对

学生了解日本文化，了解日本这个国家都有帮助。比如，笔者

任教的贵州民族大学 15 栋综合大楼，是由日元贷款修建的，

可以向商学、历史学专业的同学着重讲述日元贷款的相关事宜。

比如文学院履修大学日语的同学，可以在授课过程中谈及日本

的中国研究，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日本的神话研究、少

数民族人类学研究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取得了学界瞩目的成就。

对法学专业的同学可以在授课过程中，谈及日制汉语和现代汉

语的关系，中国公司法的蓝本是日本会社法等。对美术学院的

同学可以在授课过程中谈及日本的动漫设计等相关话题。对音

乐学院的同学可以介绍日本流行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影响，日本

音乐人创作的丝绸之路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曲子等。总的来说

希望学生更加全面，更加生动形象去感受日本，提高大学日语

的学习效率，拓宽学生的视野。

三、结语

针对贵州民族大学学生日语学习的实际情况，实施分段教

学的理念指导日语课程教学改革，有望提高不同层次学生的日

语学习能力，同时也能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符合贵州民族大学

“自强不息，全面发展”的校训，为民族地区培养综合型人才，

深化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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