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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多语种外语教学培养目标的新变化 

 

                                 三个思考 

     

1  天外的语种 新增13个  可能吗  需要吗 

     

2  高中课标   核心素养 

                王守仁 一枝独秀 百花争艳 

                

3  北外的北外学院 

                   
               

                            

                       



 
 

天外新增语种 
     
 • 已有  英语 日语 俄语 法语 德语 葡萄牙语 

•            西班牙 意大利语  朝鲜语 阿拉伯语 

•           泰语 印尼语 马来语 斯瓦西里语 

•          缅甸语  15 

•  新增  波兰语 土耳其语 乌尔都语 希伯来语 

•            印地语 乌克兰语 波斯语 豪萨语、 

•            柬埔寨语 匈牙利语 捷克语  芬兰语 

•          白俄罗斯语  13 

•   

•   



一 多语种外语教学培养目标的新变化 

2  高中课标   核心素养 
      基本准确地把握了日语课程的性质与特色,明
确阐释了"立德树人"的正确的政治方向，落实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 规定了培养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多元文
化理念，坚持培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与个性发展
。 

• 明确了日语课程的核心理念的重要意义，体现了
课程教学、实践教学、教学方法、多元评价等综
合教育与学习要素。 

 

 

                   
               

                            

                       



高中课纲 

•                          要素 

• 语言能力、 

• 文化意识、 

• 思维品质、 

• 学习能力的要素。 

•    中日、中外跨文能力的要求与目的 

• 终生学习。 



多语种外语教学培养目标的新变化 

 

 

    王守仁 一枝独秀 百花争艳 

                

3  北外的北外学院 

 



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 

   形势           国际    国内 

  契机     需求  人才培养  单一  多样   

           就业的多渠道 

 教改      学生  素质   创业  海外留学 

 方式      实践与 IT 

 发展      终生学习 

                                

       多样化 



日语的变化 

 

•        人数变化 

•      2012     1046490 

•      2015        953283 

 

•        



新需求 

 

• 1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     供给侧  结构改革 

•     互联网+ 

•     一带一路 

•     劳动力成本的增加 

• ……… 



新竞争 

 
• 就业市场的新挑战 
•   500所大学的日语专业之间 
• 与海归、双学位、翻译硕士、 
•  与日本中文专业的竞争 
•     
•    岗位减少 
•    整体就业压力 
•   日语专业的去留 
•       



新动向 
 

 

• 教育改革的新动向 

•     素质教育 

•     双一流 

•     应用型转型 

•      创业教育 万众创新 大众创业 



新变化 

• 国际关系的新变化 

•  中日关系的变化 

•  日资企业的减少 

•   爆买与“不信感” 

•   美国的亚洲回归 

•   南海 

•   半岛等 



对华情感 

 



新挑战 

 

   人才必须适应社会需求 

•     日语专业必须走多样化的人才培养之路 

 

•      从供给侧开始改革 

•      日语专业的生存与发展 

•      日语教师的生存与发展 



供给侧改革 

 

 

•    多语种、多元化  多样性 

 

•     语言 文化  区域研究 

•        



二 中国日语专业教育的改革方向 

问题  

        单一的就业目标 ~语对口 

        单调的课程设置 ~语语言文学 

        单纯的~语能力（会話能力） 

•      传统的教学方式      

•      粗放型的教育方式   

•      教师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上外 

 

• 会语言 

• 懂国家 

• 精领域 

 



方向 

•    1人才目标的多样化 

           具有活跃在国际舞台的适应能力的跨文化交际
的人才。 

•    基本能力+   日语能力  获得信息和传达信息能力 

•     跨文化交际 相关能力  思辨能力  

•     学术能力    日本语言文学  地域与国家际研究  

•     应用能力   实务    运用日语学习和工作的能力 

•                          应用型 商务 外贸 信息。。。。     
 



方向 

 
• 方向 2     综合能力 
•  知识  素养 能力 
•   知识结构  中国 国际 地区 
•   基本素养   文科要求 英語能力 
•   基本能力    实践能力  
•                         思辨能力 
•                         沟通能力 

 
•    



方向 

• 方向3 

• 精细化的日语教育 

•    教学任务的划分 

•   课程的横向、纵向衔接 

•   知识与技能，能力培养 

•   现代化教育手段的使用 

•   课堂与课下的衔接 

•   慕课、微课、翻转课堂 

•    



方向 

 

•  方向4 

•     教师的定位转换    

•     教师   引导者 发动者  传授者 组织者 

•     学生   主体 

•      



方向 

 

•  方向5  两种类型 

•   

•       转型   ①学术型   日本学 

•                基本素养、能力+学术训练 

•                 领域的扩展 语言 文学  社会  文化  

•        国际问题 

•        区域研究 



方向 

 

•   ②实用型   基本能力、素养+实务训练 

•        翻译 

•       商务 

•       软件 

•      人力开发 

•      信息。。。。 

•   关键是 核心课程+ 



方向 

 

•   

•     核心课程 +   多样化人才 

•                     1      学术型人才培养 

•           语言、文学，区域研究等                  

•                     2 应用型人才培养 

•          贸易、经济、旅游、文献、医学 

 



三    多样性日语人才培养的可能性 

 
 

•   

•  国标   本科教学国家质量标准 

 

•      千呼万唤不出来   

•    外语“国标”与日语国标  



培养规格 

• 4.1素质要求 

•         日语专业学生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中国情怀和国际视
野，社会责任感，人文与科学素养以及合作精神
。 

• 4.2知识要求 

•    日语专业学生应掌握日本语言知识、文学知识

、日本及相关区域知识，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
，了解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
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  



培养规格 

• 4.3能力要求 

• 日语专业学生应具备外语运用能力、文学
赏析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能力、
一定的研究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
力。 

 



课程结构 

     

 

     核心课程 

    

    专业方向课程 

 

          核心课程+  

 



实践环节 

 

• 实践环节旨在实施全人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实践
环节主要包括专业见习与实习、课外实践教学、社会实践
活动、国际交流等。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1）制订见
习与实习  计划，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详细的内容
和步骤、专业的指导和监督，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制订课外实践计划，开展学
科竞赛、学习兴趣小组、学术社团、创新项目等课外实践
活动，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3）制订社会实
践计划，开展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勤工助学
、支教等社会实践活动，帮助学生了解民情和国情，增强
社会责任感；4）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交流活动，让学生
通过切身感受对象国的社会文化，扩展国际视野，提高跨
文化交流能力。  



毕业论文 

 

• 毕业论文（设计）旨在培养和检验学生综
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研究并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创新能力。毕业论文（设计）选题应
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写作应符
合学术规范，可采用学术论文、翻译作品
、实践报告、调研报告等多种形式。可采
用中文或日语撰写。  

 



日语国标的特征 

    1 人文学科的回归 

 

               强调人文教育 

  

      大学的外语专业不再是语言学校 



特徴 

• 2素養、能力、知識的三位一体 
• 能力 技能 
• 素质要求 

• 日语专业学生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
社会责任感，人文与科学素养以及合作精神。 

•  知识要求 
•    日语专业学生应掌握外国语言知识、外国文学
知识、区域与国别知识，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
，了解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
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  
 
 
 



国标特点 

• 能力要求 

• 日语专业学生应具备外语运用能力、文学
赏析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能力、
一定的研究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
力。 



特徴 

• 3强调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 能通过语言学习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并以
积极开放的态度对待多元文化现象；能敏
锐觉察并能合理解释和分析文化差异；能
灵活运用策略完成跨文化交流任务；能帮
助中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
文化沟通。 

•  跨文化交际 中国文化通论  



特徴 

• 4 強調适应能力 

• 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                    具有全球意识 

• 能进行基本的国情研判等 

•     时代的适应性 

•    适应中日变化 适应人才需求 

 

 

 

 

 



特徴 

 

• 5原则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     核心课程   原則 

•     方向性课程  灵活 

•    核心课程+ 



课程的构成 

 1 核心 

 

 2方向性 

（１）日本語、日本文学 日本研究 学术型 

（２）翻译、商务、科技、信息       应用型 

 

 

 



核心 
 

 

• 基础日语（1234）高级日语（1—2） 

• 、交际口语、分析阅读、基础写作、视听
说、演讲与辩论、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
国家概况、跨文化交际，笔译理论与实践
、口译理论与实践，日本文学概论 日本
语言概论 

 

 



专业方向（１） 

 

•  旨在拓展学习领域，凸显日语专业特色。课程
课分为语言学课程、文学课程、社会文化课程等
。 

•  语法与语篇、语史、词汇学概论、文体学概论
、修辞、话语分析、经典译文欣赏等课程。中国
文化通论（日文）、历史、电影评析、西经典选
读、中国思想经典选读 

• 文学史、小说选读、散文选读、诗歌选读、戏剧
选读与表演、、文学理论入门、比较文学等。 



专业方向（1） 

 

•   学术型 

•     日本语言 

•     日本文学 

•     日本文化 

•     地区与区域 

•      日本研究  

•     



专业方向性（２） 

•   １凸显学校、学科优势和办学特色 
•   ２形成系列课程 
•   ３尽量通过日语学习 
• 商务  经贸日语   商务日语 簿记  流通～ 
• 科技 科技日语 信息日语 工、农 
•    科技文献翻译等～ 
• 旅游 旅游日语 饭店管理  导游概论  
• 文献 文献日语 检索 ～ 
• 国情 国情研究  文化研究 中日语言对比～ 
• ···反哺核心课程 



目标 

 

 

•       适应未来社会对日语人才的需求 

•      培养的毕业生就业前途光明 



可能？ 

                                    

 

 

                        可能性在哪？ 

      



积累   新中国成立后的日語教育 

• 第一发展期 １９４９～１９７２  

• 北大 吉大  经贸大 黑大 上外 等 

• 第二发展期 1973～1999年  

•  1972中日国交正常化 

• 南開大 天津外大 西安外大等 

• 第三发展期 1999年～2012年 

•  扩招到2012  黄金时代 

• 第四发展期  后黄金时代~多样化人才 

 



黄金時代的日本語教育的基础 

 

• 1999年～2011年 

• 专业和学生的激增 

• 在世界日语教育的地位 

• 教学大纲与四、八级考试 

• 丰富多彩的教学实践和相关活动 

• 日语教材的开发 

• 师资队伍与科研的发展  



日语专业开展的系列活动 

 
• 全国与地区的日语、日本学相关学会、学术研讨会 
• 日语教师讲习班 
• 日语演讲大赛   全国与地区 
• 日语知识大赛 
• 日语作文作大赛 
• 研究生日语辩论与演讲大赛 
• 全国本科生论文大赛 
• 全国硕士论文大赛 
• ………….. 



黄金时代的日语教育 



特徴 

•    

•     

•     社会发展需要、体现本校定位和办学特色
的培养方案。 

 

 

天 



重新思考日语 

 

 

•    名人名物的数量 美国 

•       英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加拿大 

•       澳大利亚 日本 

•   



国际组织机构使用的语言 

• 英 法 西 阿拉伯 汉 俄 语 葡萄牙 意大利 

• 日语 

 

• 经济实力 

• 日本经济实力5 

• 英中西班牙 印地日 



语言的网络使用人口以及文本覆
盖 

• 1 英语2 俄语 3日语  

• 中文9 



语言人口 

• 日语人口第十位 



日语特色 

• 日语特色 

 

 

•        汉字词的功能 



日语教育的特色 

• 日语教育的特色 

•   现代化日语教育手段 

•    技术 教育理念 

•   专业课程的日语教授 

 



可能？ 

 

 

 

•                课时在哪 



可能 

                                    

      

 

     改革 

           课程设置 

          学生地位  积极性 主观能动性 

•    



核心课程+ 

 

•   

•     核心课程   底线     共性 

•     千人一面    千校一面  课时可以有差距 

•    课程不能没有 

•      



个性人才 

• 方向性课程的  系列化  个性 

•    语言研究 文学研究  地域研究等 

•   商务、翻译、双学位等 

 



 四 多语种外语教学改革与发展  

•  多轨道 

•  双一流 

•   应用型并重 

 

•  “核心课程+”  学术型 

•                                    应用型 

•      



核心课程 

 

• 基础支撑         核心课程 

 

•     综合素质   文化素养 

•                          自学能力  自主能力 

•     语言运用能力    

•      沟通意识与能力 

•      表达与表现能力 

•       



核心课程的教学改革能 

 

•      课程的多样化 

•      讲演与辩论 

•      跨文化交际 

•   

•    课程下移 

•    课上与课下的训练  

•    课时的合理分配 



     课堂 

 

 

• 信息量 

• 参与度 

• 作业量 

• 快乐度 

• 课上与课下的结合 

 



融入 

 

      思想政与外语，融入 

      中日文化    对比 

       实践与毕业论文 

        翻译特色 

 



日语专业建设 

•   

•   内涵式发展 

•   国家标准 学校标准 专业标准  

•       核心课程+专业特色 

•      人文理念+专业技能 

•    

•       教学方法、教材、课程设置等 

•  多方面实行渐进性改革 



学生能否成为学习的主体 

 

 

•       教师与学生位置 

 

•                                 学生的特点 

 

•                                       个性与多样性 



多样性 

 

 

• 通识学科   模块 

• 人才需求 

• 成长环境  国内外 

• 学分制 



终生教育与多语种教育 

 

 

•        大学 

•      硕士   学术 

•                  专业 

•      博士 

•      内 外 



期待 

 

 

 

•   “ 核心课程+”的外语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       方向清楚 

•       渐进改革 

•       

         生存与发展 

 



期待 

 

         变化的世界    

         不变的人才培养  

                              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 

                              适应时代的需求 

                              多样化的日语人才 

                       

アンケートのお願い 

 

毛沢東の著作を集めた『毛澤東選集』は中国語の原書が 1951年から 1960年にかけて出版され、中国

と日本それぞれで翻訳がなされました。 

このアンケートは、一つの原書に対する異なる二つの翻訳書がそれぞれどのような特徴をもっている

のか、より読みやすい翻訳書を目指すためにどのような改善点があるのかについて検討し、今後の参考

となることを目的にしております。 

皆様にご協力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ご自身のことについてお伺いします。 

 

 

 

 

 

 

 

 

 

 

 

 

 

質問 

一、太字・下線の部分の違いに注目し、下記の二つの文章のうち「読みやすい、自然な日本語である、

意味がよくわかる」と思われるものを一つ選んで番号をお答えください。 

 

１．（  ） 

 ①毎年、食糧のほぼ半分がたりなくなるので、それをおぎなうために、（中略）、小商売をやるかしな

ければならない。 

 ②毎年大よそその食糧の半分が不足するので、（中略）、小商売を営むかして、その不足を補なわなけ

ればならない。 

 

２．（  ） 

 ①この革命をなしとげるにはプロレタリア階級が指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②この革命は、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の指導によって、はじめて完成できる。 

 

性別：① 男性   ② 女性 

年齢：①20代  ②30代  ③40代  ④50代  ⑤60歳以上  

職業：①研究職  ②教師  ③学生  ④会社員  ⑤公務員  ⑥自営業 

  ⑦その他（       ） 

最終学歴：① 高校   ② 大学  ③ 大学院  ④ その他 

中国滞在歴：① あり（   年）  ② なし    

中国語学習歴：① あり（   年）  ② な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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