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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生群体分析的
高校基础日语课程精准思政教学模式研究

梁晶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52

摘要：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外语课程既要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又要致力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国际化人才。
其中，思政教育与外语课程的精准融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本文以高校基础日语类课程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学生群体的
特点，并基于问卷调查的结果，对当前基础日语类课程中思政教育的融入现状进行了全面审视，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构建精准思
政教学模式，旨在为高校基础日语课程与思政教育的融合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为基础外语类精准思政课程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参
考与借鉴，进而推动高校外语课程思政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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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in colleges should not only cultivate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but also devote themselves to improv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cultivating internationalized talents with a sense of 
home and country. Among them, the precis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is the key to realize 
this goal. This paper takes the basic Japanese language courses in colleges as an entry poin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ent groups in depth, an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comprehensively examines the current status quo of the 
integration of Civic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ent basic Japanese language courses, and proposes how to build a precise Civic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on this basi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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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时代全球化的浪潮中，高校外语教育承
担着培养具备语言技能、综合素质、家国情怀及
跨文化交际能力国际化人才的重任，这一使命的
完成也离不开思政教育的深度且精准的融入。

目前关于外语类课程的精准思政建设研究的
破丰。其中，李睿（2021）通过实证研究尝试构
建了一种基于大学外语课程精准思政的多维混合
教学模式；孟颖（2023）在精准思政视域下对外
语院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实施路径进行了研究；
楼毅（2023）在分析目前外语专业课程思政现状
基础上，提出在精准思维指导下，按照“上行—
下行”复合路线实现外语专业课程思政内涵式融
入；杨亚楠（2024）对数字化技术赋能外语课程
思政路径进行了探索。可见，尽管目前课程思政
与精准教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针对高校基础类

外语课程的精准思政教学模式研究仍显薄弱，缺
乏系统性、针对性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基于此，本文以我校日语专业学生为调查对
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深入分析学生群体的
特点与需求，明确目前我校日语专业课程思政建
设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在此基础上探索适合高校
基础日语课程的精准思政教学模式研究。

一、高校日语专业学生群体分析

黄振宣，陆倩倩（2024）中曾指出“学情分
析是实施思政课精细化教学、提高教学实效性的
基础性工作”。可见，精准思政课程建设的基础
与关键在于对于学生这一群体特点的把握。因此，
本文首先以我校基础日语课程授课对象为例，采
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的研究方法对学生群体特点进
行了考察分析，此次问卷调查共回收 111 份有效
问卷。通过问卷数据分析考察，将学生群体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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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特点总结如下：
（一）学习需求多样化
需求分析是外语教学课程设计和与教学实施

的前提，明确学生的学习需求能够更好地为课程
思政建设服务。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反馈，我们发
现目前学生的学习需求呈现多样化特点，特别是
对于课程中思政元素的融入需求。如，从此次问
卷调查中关于“您希望课程思政的融入能给您带
来哪些方面的帮助或启发？”这一问题回答中可
以发现，跨文化交流与理解是受访者最希望通
过课程思政获得的帮助，比例高达 79.28%。其
次，国内外时事热点分析和国际视野与全球意
识也得到了较高的关注，比例分别为 72.97% 和
67.5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国家历史文化与
传统美德的关注度也相对较高，分别为 66.67%
和 63.96%。职业道德与伦理规范和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等的关注度相对较低，分别为 50.45% 和
54.95%（具体见表 1），总体来看学生对于教学
思政元素融入呈现多元化特点。

选项 小计 比例

跨文化交流与理解 88 79.28%

国内外时事热点分析 81 72.9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4 66.67%

国际视野与全球意识 75 67.57%

职业道德与伦理规范 56 50.45%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 61 54.95%

国家历史文化与传统美
德

71 63.96%

其他，请具体说明：
__________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1

图 1：我校日语专业学思政教学内容需求

（二）学习能力差异化
学生的学习能力会影响对课程中融入的思政

元素理解与应用，因此在进行精准思政课程建设
前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能力特点。本文通过一
个学期的超星学习通平台在线学习评测系统所累
积的数据，结合期末考试成绩，综合分析学生在
课程学习进程中所展现的学习能力状况。通过超
星数据分析发现，在基础课程学习阶段，学生之
间的学习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这一现象的根
源可部分归因于学生群体的构成特点。由于多数
班级中包含了一定比例的小语种考生，他们具备
一定的日语语言基础。这部分学生在课程学习的
初级阶段，凭借其良好的语言起点，相较于那些
从零开始学习的学生，展现出了更为突出的学习
成效与理解能力，在学习能力这一维度上，学生
的学习能力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

（三）学习途径数智化
掌握学生目前常用的学习途径将有助于为精

准思政融入提供恰当的方式方法。随着各类网络
资源课程的建设与各类多媒体平台的应运而生，
学生的学习途径由原来教室面对面逐渐向线上数
智化转变。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关于“平时经常使
用以下哪几种新媒体平台？”这一问题的回答数
据发现目前学生对于抖音这一新媒体平台的的使

用比例最高，达到 84.21%，显示出其在新媒体平
台中的强大吸引力和用户活跃度；微信公众号紧
随其后，使用比例为 63.16%，表明其仍然是一个
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小红书以 59.65% 的比例
也显示出较高的受欢迎程度，这主要可能与其社
区互动和内容分享功能有关。这些数据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目前高校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偏爱使用
各类新媒体平台进行知识的获取与理解。

二、高校基础日语课程思政建设现状

随着近些年课程思政教学的创新与发展，各大
高校确实越发重视在各类课程中融入思政教，但仍
面临思政效果不明显等问题。本文基于问卷调查结
合学生的反馈信息精准明确目前基础日语类课程在
精准思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点，具体总结如下：

（一）思政内容有待丰富
根据此次问卷中关于学生在课程中接触到

的思政教育内容的反馈情况显示，大部分学生
（54.05%）认为接触到的思政教育内容“较多”，
认为“很多”的占比为 21.62%。这表明总体上，
外语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内容得到了相对积极的认
可。 然而，仍有 22.52% 的参与者认为接触到的
思政教育内容“一般”，而且有 1.8% 的人表示“较
少”，这说明仍有近 25% 的学生表示对课程内容
的丰富性和深度有进一步的期待。可见，目前基
础日语课程的思政元素融入还有待进一步丰富。

 （二）呈现方式有待创新
此次问卷中还设置了关于课程思政呈现方式

的满意度调查。根据反馈数据发现目前学生对课
程中思政教育内容的呈现方式总体上较认可。具
体来看，79.28% 的学生认为内容“生动有趣，易
于接受”，这表明大多数学生对当前的教学方式
持积极态度。同时，62.16% 的学生认为思政教育
与语言学习“紧密结合”，显示出课程内容的相
关性受到肯定。 然而，仍有 17.12% 的学生认为
内容“较为枯燥，缺乏吸引力”，这提示我们在
教学方法上可能存在改进空间。此外，有 12.61%
的学生觉得“实践性弱，缺少实际应用价值”，
这表明在实践环节的设计上仍需加强。总体来看，
思政元素的呈现方式还有待进一步创新。

三、精准思政教学模式构建路径

本节基于我校日语专业学生的学情特点与课
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结合精准思政教学模式
针对性、实效性、创新性和融合性的主要特征，
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
几方面探讨精准思政教学模式构建途径。

（一）设定针对性教学目标
在外语教学中精准融入思政元素，关键在于

结合学生的学情特点，设定明确且具有针对性的
教学目标，贴合学生的思政素养现状及需求。根
据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学生的思政素养需求呈现个
性化、多元化特点，因此在授课前教师需要结合
授课内容及语言学习知识点巧妙地融入思政元
素，明确精准思政教学的核心目标。同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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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数智化教学平台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分
组，设置不同难度的学习目标。也就是说，在一
课的教学内容中可以存在多个思政教学目标，以
满足学生多元的需求。

（二）增加融合性教学内容
思政类课程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自然在引导高校学生讲好思政元素中肩负
重任。而高校日语专业课程中的专业基础课，以
我校为例，日语专也基础类课程一般设置为周 8
课时、每周 4 次课，课时量占比较高，显然在引
导日语专业学生讲好思政元素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及作用。因此，实现高校思政课与日语专业
基础课的相辅相成是关键。其中，相辅相成主要
体现在课程内容中的思政元素相辅相成。具体来
说，即思政类课程与日语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在
内容上需要相互借鉴，实现课程内容中的思政元
素有效融合，丰富课程内容，形成课程思政内容
的有机结合与联动。

以我校日语专业大学一年级学生为例，思想
道德与法治课程与基础日语（一）课程可相互借
鉴融入以下思政元素：

（三）探索创新性教学模式
随着新媒体在教学中的广泛运用，高校日语

课程授课形式创新不仅仅局限于短视频、线上精
品资源课等新媒体资源的单方面输出，而要以各
类新媒体为平台，在课前、课中、课后各个环节
全方位、多角度精准深耕思政元素，同时积极发
挥学生的主体性，增加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从而
培养出既具备扎实日语语言能力，又拥有良好思
想政治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课前教师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预习任
务，这些任务不仅包含日语语言知识的预习，还
应巧妙融入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
需求初探思政元素。在课中教学环节，教师应充
分利用新媒体技术的互动性，设计多样化的教学
活动，使思政元素与日语教学深度融合。课后，
教师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布置作业、开展线上教
学活动，继续深化思政教育的效果。

（四）构建实效性评价体系
精准思政教学的实施效果需要一个兼具备精

准性和实效性的评价体系来加以衡量和反馈，以
确保教学目标的达成，不断优化教学策略，提升
教学质量。

其中，精准性教学评价的关键在于评价指标
的细化和具体化，以及对评价数据的深入分析。
这要求评价体系能够精确捕捉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细微变化，通过量化指标和质性描述相结合的
方式，全面而准确地反映学生的思政素养成长轨
迹。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大数据分析、
学习行为追踪等，提升评价的精准度，确保评价
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目前，我们教学中常使
用的超星学习通、U 校园等智慧教学平台为精准
性评价的实现提供了基础。

实效性教学评价则强调学生的学习成果、行
为变化、社会实践反馈等多个方面。实效性教学
评价应特别注重学生在理解、传播和应用思政元
素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核心能力和实际表现，以及
这些学习成果的实用性和应用价值。具体可以分
为思政元素理解能力。如通过报告或文章的内容、
观点阐述、论据支撑等方面，评价学生是否准确
把握了思政元素的精髓和核心要素。

其次为跨文化沟通能力。如让学生在模拟情
境中讲述思政元素内涵，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
行交流和互动。评价学生在跨文化沟通中的表现，
包括语言表达的清晰性、文化敏感性的体现、以
及能否有效传达思政元素的魅力和价值。

最后为社会影响力。引导学生参与与思政元
素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服务、文化调研、
国际交流项目等。通过实践活动的过程记录、成
果展示、社会反馈等方面，评价学生是否能够在
实践中有效传播思政元素，以及他们的实践成果
是否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四、结语

精准思政作为教育理念的引领，强调思政教
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确保学生在掌握日语技能
的同时，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与文化认同。作为
高校教师我们应当以精准思政为方向，多媒体平
台为手段，讲好思政元素内涵为目的，通过设定
具有针对性教学目标、融合性的教学内容、创新
性的教学模式及实效性的评价体系实现外语精准
思政教学模式的应用探索，培养更多既精通日语
又深谙中国文化、具备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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