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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背景下中国元素融入日语教学的路径研究
——以成都外国语学院为例

李响
成都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1844

摘要：大学通识教育强调在大学本科教育中通过广泛学科的教育，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扩大教育视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跨学科的知识技能，全球意识以及综合素养。传统日语教学通常把教学重点放在日语语言文化上，而忽略了中国本土元素的融入。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体现在语言，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把与此相关的中国元素适时地融入
日语教学中，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增加人文关怀，同时能让学生产生深深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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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是文化素质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
领域的理念深化和深度实践，其目的是突破专
业教育的局限性，培养有正确价值观，高尚的
人本主义精神，具有深刻思维能力的“完整”
的人。在此背景下，高校外语教学的改革也势
在必行。拿日语举例：传统日语教学模式只注
重单纯的词汇，语法学习，文化方面也只是单
一的对日本文化的学习。这种“单向输入”的
教学模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而针对
日语这一专业来说，不管其在语言文字还是历
史文化，习俗习惯等方面，都跟中国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因此，在通识教育理论的指导下，
把中国元素加入日语教学实践中，进行有效的
“文化输出”，尤其是培养学生用日语讲好中
国故事的能力成为重要的一环。只有“输入”
和“输出”并行，才能培养出兼具扎实语言功
底和家国情怀，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视
野的新时代外语人才。

有关通识教育与日语教学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周虹（2013）指出要将通识
教育与大学日语专业教学相结合，通过拓宽专

业基础，沟通文理科学知识，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②何露丹（2020）围绕时下日语专业学
生对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匮乏的问题，就今
后在日语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的
必要性和实施途径进行了阐述；③姜述锋（2020）
针对通识教育理论下的高校日语教育进行了研
究，并对课程开展以及目标实施等提出对策；
④韩涛（2021）探讨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的内在关系，并对其所在院系北外日语学院专
业通识课开设的情况进行了反思。

一、通识教育的背景

通识教育起源于古希腊的“博雅教育”，
当时苏格拉底等希腊著名哲学家都是其倡导者。
古希腊的教育推行“自由七艺”，包含文法、修辞、
几何、天文和音乐等学科，其目标是培养通晓
各类学科知识，真正全身心发展的学生。随后，
通识教育逐渐发展为一种教育理念和模式，其
理论基础主要为实用主义，旨在提供全面的知
识背景，使学生具备广泛的学科素养和跨学科

（稿件编号：IPS-24-2-F001）

作者简介：李响（1983—），女，汉族，四川成都人，研究生学历，大学讲师，从事工作为日语专业教学。
基金项目：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 2023 年研究课题（一般项目）：“通识教育背景下中国元素融入日语教学的路径探究——以四川
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为例”（项目编号 MBXH23YB389）。



53

2024 年，第二期，国际教育学研究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的思维能力，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现实世界中
的复杂问题，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世界上第一位把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联系
起来的是美国博德学院 (Bowdoin College) 的帕
卡德教授 (A.S.Parkard）(19 世纪）。而在我国最
先提出“通识”一词的是钱穆先生。他于 1940
年撰文《改革大学制度议》中提出：“……今
日国内负时誉之大学，其拥皋比而登上座者，
乃不幸通识少而专业多”。由此可见通识教育
在高等教育中的缺失。而近几年通识教育在高
校中的开展与普及越来越被受到重视，以清华
大学新雅书院，北京大学元培书院，复旦大学
复旦书院为首，各大高校也纷纷利用本校优势
设立新书院，开展新课程，大力推广通识教育。

二、大学通识教育的必要性

大学通识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旨在为学生提供广泛而深入的知识体系，
培养其综合素质和适应能力，促进学科交叉与
融合，并传承人类文明。通识教育注重培养学
生的综合素质，包括人文素养、科学素养、艺
术素养等。通过通识教育，学生可以提升自己
的审美情趣、逻辑思维能力、沟通表达能力等。
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
力，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奠定坚实
基础。另外，通识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使其能够独立思考、理性分析和判断问
题。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能够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而对于日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在通识教育的背
景和相关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中国元素可以让
学生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思想成果
和文化精髓以及对日本各方面带来的影响，从
而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推
动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发展。

三、中国元素融入日语教学的具体路径

（一）语言文字类
古代日本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没有自

己的文字。汉文化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开始能
用汉文书写。后来日本民族终于利用汉字创造
了自己的文字。由于这些文字都是从汉字字形
假借而来的，因此称为“假名”。平假名来源
于中文的草书，而片假名则来源于汉字的部分
笔画。不仅是在文字的书写上受中国影响较大，
在某些词语的使用方面，日本也沿用了中国古
代的某些说法。例如“丈夫”一词，在现代汉
语中通常是指女性的配偶。而在古汉语中，“丈
夫”指的是健壮，结实的成年男子。例如在《说
文解字》中记载到“周制八寸为尺，十尺为丈，
人长八尺，故曰丈夫”。这一用法在日语中得
到了保留，因此日语中的“丈夫”依然是指人
身体强壮或者东西结实耐用。又比如“豚”字，

在现代汉语中指的是海豚，江豚，河豚等水生
动物，但在古汉语当中，“豚”用来表示猪的意思。
例如出自《周易﹒中孚》的“信及豚鱼”这一成语，
意思是信用及于小猪和鱼那样微贱的东西，比
喻信用非常好。宋朝著名诗人陆游在《游山西村》
中也写道“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意思是不要嘲笑农家腊月里酿的酒浑浊，在丰
收的年景里会把家里饲养的鸡和猪都拿来款待
客人。这里的“鸡豚”就是指的鸡肉和猪肉，
泛指丰盛的菜肴。

汉语词汇对日本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日常生
活中使用的高频词汇当中，历代日本年号的命
名也大多来源于中国古籍。例如年号“庆应”
来自《昭明文选》：“庆云应辉，皇阶授木。”；
年号“明治”来自《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
向明而治。”；年号“大正”同样来自于《易经》：

“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年号“昭
和”来自《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年号“平成”来自《史记》：“父义，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内平外成。”等。通过在日常教
学中融入相应中国元素，可以引导学生对自己
的文化身份和历史文化传承进行认同。不忘传
统，珍惜民族文化，激发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性
和民族自豪感。

（二）饮食文化类
提到日本料理，首先就会联想到寿司和生

鱼片。而这两种最具日本特色的事物也跟中华
传统饮食文化息息相关。寿司来源于中国的一
种古老食品，在公元 200 年即后汉年代，中国
已开始流传“鲊”这种食品。在辞典中的解释
为以盐、醋、米及蒸熟的鱼段腓制而成的食品。
有时采用炸脆鱼条作为主料和饭团拌在一起，
形状是一个椭圆的球形，形似橄榄球。但大多
数时候没有固定形状，鲊又作粉蒸鱼排或米蒸
鱼排，用的却是熟米，可以加热使用，也可以
和熟鱼冷拌。宋朝年间，中国战乱频仍，这正
好为逃难的充饥食品，而品种更多，由菜蔬类，
鱼类，肉类等组合捏制而成。汉字传入日本初期，
日本加进自己对汉字的理解，将日本的一些食
物用与之意义相近的汉字来替代，因此日本的
“sushi”就变成了“鲊”。

而生鱼片也是起源于中国，最早可以追溯
到周朝时期，据记载，在公元前 823 年，大将
尹吉甫宴请张仲及其友人的时候，主菜就有烧
甲鱼加生鲤鱼片。古人称之为“鱼脍”，是用
新鲜的鱼类切成薄片后蘸取调味料后使用。而
到了唐朝，食用生鱼片到达了一个高峰期，不
仅是宫廷中的常见食品，也成为了平民百姓的
日常菜肴之一，甚至人们在出游时也会就地取
材制作生鱼片享用。大诗人王维有诗云：“良
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鲙鲤鱼”，这里面的
鲙同“脍”，就是指生鱼片。而当时日本派了
很多“留学生”到唐朝来取经，学走了很多中
国特有的文化，也包括饮食文化。就这样生鱼
片的吃法传入了日本，成为了现代日本料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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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国元素通过有效的途径
呈现给学生，让他们领略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
和灿烂文化。

（三）风俗习惯类
“相扑”是日本的“国技”之一，在经历

了一千多年的演变后，现已成为日本最受欢迎
的运动项目。相扑源于中国春秋时代，从春秋
到秦汉时期时名为 " 角抵 "，带有武术性质。《汉
书·刑法志》有记载 :“春秋之后，灭弱吞小，
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
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滛乐中矣。”
又名“素舞”。南北朝到南宋时期叫“相扑”。
在西元七世纪允恭天皇的葬礼上，中国派遣特
使到日本表演素舞致意，被认为是中国相扑首
次传入日本。继而在日本逐渐发展成具有代表
性的体育运动。

而日本茶道的发展，更是跟中国传统茶文化
息息相关。公元 805 年，日本的最澄禅师就从
中国带回了茶种，并在近江阪本 ( 现在的滋贺县 )
日吉神社旁种植，史称日吉茶园，从此日本开
始种植生产茶叶。而这也只是日本种茶的起源，
还远达不到“茶道”之为一种礼仪、文化的高
度。公元 1168 年和 1187 年，大约在中国的宋朝
时期，著名的荣西禅师两次到访中国进行交流。
宋朝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上至王公
大臣，文人墨客，下至商贾绅士，黎民百姓，
无不以饮茶为时尚，饮茶之法以“点茶”为主。
荣西禅师回国时，带回了大量的茶种和佛经，
创立了日本临济宗，并在佛教中大力推行“供
茶”的礼仪，与此同时还创作了《吃茶养生记》，
进一步推广茶文化。自此，日本的饮茶之风盛行。
日本茶道的鼻祖，就是来源于宋朝的“点茶”。

日语专业的学生大多数出于对日语的兴趣
选择了本专业，并受日本文化影响较深，尤其
是日本的“动漫”“电玩游戏”“二次元文化”
在大学生当中风靡一时，而往往忽略了中华传
统优秀文化，在教授相应知识的同时，教师应
根据实际需要恰当地引导学生对本土文化的关
注，扩大教学知识面，并培养学生“用日语讲
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四）服饰建筑类
“和服”是日本的传统服饰，又称“吴服”，

源于中国三国时期的东吴，当时东吴与日本的
商贸活动非常兴盛，东吴的纺织品及衣服缝制
方法也传入了日本。《日本书记》中记载了“吴国”
曾应日本天皇的要求，向日本派出四名纺织缝
纫技术专家的故事。吴国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
直接与日本、越南、罗马贸易往来，日本人的
“和服”因此也叫“吴服”。而进入唐朝以后，
和服借鉴了唐朝服饰的特点，江户时代的《装
束要领抄》中写道：“和服沿唐衣服而其制大
同小异。本邦通中华也始于汉，盛于唐世时。”
足见唐朝服饰文化对和服的影响之大。

提到“寒山寺”，最脍炙人口的诗句当属
由唐朝诗人张继创作的《枫桥夜泊》中的“姑

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而在日本
也有一座“寒山寺”。 据说在日本明治时期，
有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叫做田口米舫，来到了中
国苏州的寒山寺，与当时的寒山寺的高僧祖信
相识，而且后来交往颇深。后来田口米舫回国，
祖信赠予他一尊佛陀的雕像。田口收到这个雕
像，惜若珍宝，供奉了四十多年，于 1930 年在
日本的故乡仿造了一座寒山寺。从此京都的人
们也能听到优雅的寒山寺钟声了。

另外榻榻米的起源也可以追朔到中国，特
别是在两汉时期到达了高峰，被称为“席居”。
随着椅子，高脚凳的发明，这种生活方式逐渐
衰落。到了盛唐时期，榻榻米传入日本，并在
日本得到了发展和传承。而作为在中国古代建
筑屋顶正脊两端使用的兼具构造性与装饰性的
建筑构件——“鸱尾”，也随着唐代中日之间
的交流而流传到了日本，只不过中国的“鸱尾”
其吻通常与屋脊同色，最多是黄色及琉璃色，
而日本大多为金色。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传入日本大多发
生在唐朝，因为唐朝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富有最
文明的朝代之一，其影响力在古代中国历代中
最大，并且由于当时国力兴盛，经济繁荣，开
放的文化交流政策，与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
开展了频繁的交流。尤其是邻国日本为了学习
先进的中国文化，先后十余次派出了遣唐使团，
对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
巨大贡献。从导入与此相关的知识中，可以加
深学生以史明智，唤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四、结语

在当今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单纯的外语
人才已逐渐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了。在培
养学生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的同时，教师在授
课环节中还应根据实际内容增加涵盖人文，自
然，社会等多个领域的综合知识，不仅要注重
日语语言本身的学习，更着重思维方式和跨文
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通过在通识背景下相关知
识的融入与拓展，学生可以接触到不同学科的
知识和方法，学会从多个角度看待问题并逐步
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与此同时，
教师对课程的内容和流程也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和探索，以确保通识教育与日语教学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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