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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立足于课程思政建设，从工科日语的视点论述开展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可能形以及方式方法。提出要从文字、词

汇、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课程思政。同时提出了基于日语教材的具体开展思政的思路和方法。表明了在日语课上进行课程思

政，能够提高学生民族自豪感，增强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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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广为提倡。积极推行课程思政已经成为时代的需要。事实上，高校学

生思想政治工作，一些有识之士在这之前也一直都在身体力行地进行，只是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随着时

代发展的需要，有必要把这一建设拿到明面上。2016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再次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在这种大环境的指引下，高校各门学科都在进行深

层次的“课程思政”的探索和尝试。工科生日语强化班的日语教学作为高校学生的一门课程，由于其课程

性质，进行“课程思政”建设尤为必要。

一、工科日语强化班综合日语“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工科生日语强化班综合日语课在工科生低年级课程体系中所占比重最大，贯穿两个学年，每周六个学

时，所以综合日语课的教师是与学生见面最为频繁，师生关系也是最为亲密的教师。从这个角度来看，本

门课程的教学质量不仅关系到学生的日语学习水平，在思想政治方面对学生的影响也最为直接。

外语学科原本就是比较敏感的学科。如果过于渲染他国语言文化的优势，则会出现路线主义错误。但

是如果一味抨击他国语言文化，则不能激发学生学习外语的热情，不能调动学生学习外语的主观能动性。

所以慎重进行外语课的思政建设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作为历史上与中华文明有诸多碰撞的日本，对于其

语言和文化的认知更要用辩证的角度去观察和探讨，如何对学生从思政方面进行引导非常关键。

二、工科生日语强化班综合日语课“课程思政”的基本思路

众所周知，日本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代生活当中，中国与日本都有着千

丝万缕的关系。表现在语言和文化上也是有着许多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国内的日语教学之中，如何把这些

关系找到合理的定位，从而按照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思路培养为着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尤为重要。

工科生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中坚力量，从大学低年级开始就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广大工科生日语

强化班的日语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了有针对性开展工科生日语强化班的“课程思政”建设，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基本思路和方

法。

1.基于文字产生的思政

工科生日语强化班的日语教学是零起点的，部分学生对日语可以说是了解甚少。在开学之初，日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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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都要介绍一些简单的日语常识。在这个时候，介绍我们强大的汉文化输出是大好良机。其中，文字

对日本文化影响巨大。上古时代的日本并无文字。隋唐时代，日本派遣大量留学生和留学僧到中国留学，

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把大量的典籍和佛经等带回日本，汉字才逐渐被日本人使用。并在汉字的基础上

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给日本社会和文化带来巨大的影响。不光日本，强大的汉文化还影响了周边很多

汉字圈的国家，为世界文明作出很大的贡献。通过此种介绍，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从而增强爱国热情。

2.基于词汇互惠的思政

古汉语对日语词汇有很大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文化的输出形成了独特的日本文化。近代以

来，受汉语影响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反过来向现代汉语中输入了大量的词汇。政治思想经济科学文化

等领域，日本的文化阶层创造了大量近代化的词汇，实现了日本富国强兵的国策，一些中国的学者把这些

先进的词汇引进到现代汉语中，丰富了现代汉语，实现了语言文化上的互惠。通过这种介绍，让学生明白

兼容并收的道理，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使自己更为强大，增强民族责任感。

3.基于文化对比的思政

文化的介绍，是最为庞大和最为有效果的一种思政手段。这可以说在教学过程中能够贯穿始终的一种

方法。每一课都有可以抽取的进行课程思政的要素，在进行异文化介绍的过程中，无形的进行思政内容的

渗透，这是一种被广为倡议的一种思政建设方法，也就是所谓的“润物细无声”。如果太显形地进行思政内

容导入，反倒不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以《大家的日语》这一教材为例，在每一课讲解单词的时候，可以这样挖掘思政内容。第一课出现了

“医者”一词，是汉语“医生”的意思。在介绍“白求恩（べチューン）”等国际主义战士之后，可以联系

到当前抗击疫情中出现的医务战线的楷模“钟南山（鐘南山）”院士，增强爱国意识。再比如第四课出现“北

京（北京）”一词，可以顺便教给学生“北京奥运会（北京オリンピック） ”等相关词汇，在教授知识的

同时，也让学生重温这一重大里程碑，重新认识我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潜意识里就会增强民族自豪感，

加深爱国情怀。在进行第五课的时候，有“新干线（新幹線）”一词，本来是代表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但是

联系起来介绍中国近些年的高铁动车以及“磁悬浮列车（リニアモーターカー）”等代表着中国交通事业新

发展词汇，更会高度增强学生们的自豪感，感受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荣耀，就会更加增强学习热情，

激励他们为祖国的进一步发展贡献力量。

三、结语

在日语教科书中可以挖掘出很多思政建设的内容。只要长期不懈的坚持进行挖掘整理，就会建立起有

工科日语特色的思政建设整体模式，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起到应有的作用。建立有工科日语特色的课程

思政建设体系还需要不断的摸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尚需相关日语教师互相协作，在教学中不断发掘和

整理，把思政建设做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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