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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日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策略研究
郭力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52

摘要：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所表现出来的商务文化类型也不同。入世后，随着日资企业对华投资力度的加大，国内企业对
日语人才的需求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单纯具备日语语言基本能力的人才早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企业需要的是既能熟练运用日语、
熟悉对日商务惯例，又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应用型日语人才。本文从商务日语教学现状入手，探求新的教学模式，以期
通过商务日语课程的改革，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提出新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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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types of business cultures express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also different. 
After the accession to the WTO, with the increase of Japanese enterprises'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demand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for Japanese language talents has been diversified, and the talents who simply have the basic Japanese language ability have long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Enterprises need to be able to skillfully use the Japanese language, familiar with 
Japanese business practices, but also has a stro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the application of Japanese language talents. 
In this paper, we start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usiness Japanese language teaching, explore new teaching mode,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new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through the reform of business 
Japa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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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对日语人才提出了新要求，日语专业
的学生需要不断适应社会发展趋势。教师可以通
过商务日语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更好地了解
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兴趣爱好，有针对性地开展教
学工作，进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商务日语教学改革的意义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商务
活动日趋频繁。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给日语专
业本科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商务日语教学
作为日语专业的核心课程更是承担着培养跨文化
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责任。因此，商务
日语教学必须面向市场进行改革。

（一）理论意义
一是丰富和发展商务日语教学研究理论，弥

补商务日语教学中的不足，促进商务日语教学研
究的进一步发展；二是拓展研究视野，通过借鉴
和应用跨文化交际学、社会语言学、语用策略等
学科的理论成果，开拓了商务日语教学研究的新
途径。

（二）实践意义
分析日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薄弱的原

因，制定出商务日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
养策略，从而推进商务日语教学改革。

在商务日语教学实践中，加强学生对中日文
化差异及日本文化特征的认识，从而提高学生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

培养符合本科院校办学特色的具有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商务日语人才，将提高日语专业学生的
岗位竞争力，为学生的就业开辟新的途径。

  二、商务日语教学现状分析

（一）研究现状
1. 国内现状
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商务日语教学现状入手，指出实践

教学中的不足，从多方面论证商务日语教学中培
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必要性。张秋菊（2013）
从商务日语的概念入手，分析商务日语人才培养
目标定位，并指出商务日语教学中应重视跨文化
交际能力培养。周林娟等（2011）从企业对商务
人才的需求入手，通过分析商务日语教学的现状
指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商务日语教学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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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务。
第二，从中日语言文化的对比分析探讨了在

商务日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方
法。王珊珊（2013）从搭建商务模拟平台、构筑
商务实训基地、聘请校外专家等方面探讨了跨文
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方法。

第三，通过实证调查，从课程教学的角度改
革商务日语教学模式。高红（2007）指出商务日
语教学改革要面向市场需求，可以通过重组课程
结构、更新教学内容，努力探索以跨文化交际能
力培养为主线的“平台 + 模块”的教学模式。

2. 国外现状
“跨文化交际”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

之间如何进行“得体”的交流。日本的跨文化教
育发端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之父霍尔的著作《沉默
的语言》。据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细川英雄的研
究调查，日本的跨文化日语教育在战后才真正开
展起。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瓦尔纳教授撰写的《跨
文化沟通》一书提到，日本人重视和谐、沉思的
习惯，要成功领悟和灵活运用日语，必须理解其
背后的文化价值观。随着欧美教育方式的传入，
日本的大学逐渐开设了“跨文化交际”课程和“文
化交际”课程，并在 90 年代取得巨大成果。目前，
日语教育已经从“传授知识的内容和构造类型”
转型到“启发性和创造性的学习”，跨文化交际
教育、跨文化理解教育以及跨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也得到认可。目前，跨文化交际学已发
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越来越受到国际学者们
的重视，在商务日语教学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独特
的重要性。

（二）商务日语教学现状
我国的商务日语课程起步较晚（20 世纪 90

年代），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1. 教学内容注重商务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

忽视文化导入
传统的商务日语教学，注重商务语言本身的

教授，而忽视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没有对文化
的充分认识和理解，就无法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
通，也无法满足市场对日语人才的要求。

2. 教学手段注重书本，忽视现代化手段
传统的教学以教材为主，内容的呈现枯燥乏

味，缺乏生动性，不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
材上的相关文化介绍也多数以口头形式向学生进
行解释说明，无法使学生从更深层次上理解文化
的内涵。

3. 教学模式注重课堂教学，忽视实践
传统的教学模式以课堂为主，课堂教学中以

教师为主导，以教材为中心，课堂练习形式单一。
即便是与提高交际能力最接近的会话练习，教师
和学生关注的焦点仍是语言运用的是否正确，而
以非言语行为为首的文化行为的渗透却是少之又
少。

4. 师资队伍实践经验匮乏
商务日语教师队伍匮乏是国内本科日语教学

的共同问题。商务日语教师不仅要具备日语语言
能力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又需要有足够的商务实

践经验和知识。而高校教师多数接受的是纯日语
教育，导致教师和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都得不
到提高。

综上，商务日语教学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为目
标，要用新的观念和新的视角来审视和推动日语
教学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我校日语专业毕业
生的就业质量。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策略

（一）商务日语教学改革措施
当前，我国本科商务日语课程教学在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模式、师资水平以及
教材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商务日语教
学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并未发挥其真正的
作用，严重制约了课程目标的实现。商务日语教
师自身观念的转变、素质的提高，现代化科学技
术手段的运用及教学模式的转变是解决现存问题
的主要措施。

1. 转变教学理念
将“产出导向法”理念贯穿商务日语教学过

程。“产出导向法”简称 POA，由“驱动 - 促成 -
评价”三个教学环节构成，目标是提高学生外语
语言的输出能力。这一理念是由文秋芳（2015）
提出的。POA 强调在驱动这一环节中，通过让学
生完成产出任务，使其感受到自身的不足，从而
产生强烈的学习意愿。

商务日语课程的教学理念，应从驱动、促成
两阶段进行创新实践，通过多样化教学方法与手
段，实现课前驱动激发兴趣、课中操练夯实基础、
课后作业提升能力、课外实践创新思维，

2. 明确改革目标
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创新商务日语教

学方法，制定商务日语教学中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策略；以就业为导向，

更新商务日语教学内容；以市场需求为宗旨，编
写有针对性的商务日语教材；制定商务日语教学
效果考核评价办法。

3. 更新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更新要以就业为导向、以市场需

求为宗旨，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互联网
信息化平台为依据，即时跟踪企业用人信息，了
解企业发展动态，分析何种日语人才才能满足企
业的需求。

4. 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
 从日语教学法入手，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能

有效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方法与手段。积
极采用数字化教学手段，以直观、生动的方式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5. 丰富教学模式
建立校企合作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更多

的到企业参观实习的机会，鼓励学生在实践中检
验自己的商务日语水平。同时，邀请企业专家到
学校举办讲座，为学生提供与一线专家面对面接
触的机会。此外，通过丰富学生的第二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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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6. 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
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鼓励教师

通过寒暑假到企业实习，通过实践提高自己的跨
文化交际能力。邀请企业专家为教师开办商务日
语培训等课程，提高教师的商务日语授课能力。
建立校企合作委员会，与企业共同制定商务日语
课程大纲与授课进度计划。  

7. 完善课程评价体系
构建以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核心的商务日语课

程评价办法和手段。
课前智能化评价（占总成绩的 15%），根据

学习通后台数据对学生线上驱动任务、预习前测、
讨论题的完成情况进行智能化评价。

课中过程性评价（占总成绩的 60%），根据
学生课堂参与度、任务完成度、小组协作情况、
作品产出情况等，从“情感 + 态度 + 思维 + 产出”
四维度，进行师生互评、生生互评。

课后总结性评价（占总成绩的 20%），根据
学生课后作业、产出作品创新性、企业实习完成
度给予及时评价。其中，企业导师评价占比 5%。

（二）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策略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

对文化差异的处理能力，以保证沟通的有效进行。
因此，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首先要理解和尊重
异文化，在此基础上，再实现沟通的有效性与得
体性。

商务日语课程主要通过课前预习、课堂学习、
课后实践、校外等几个方面来实现学生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提高。

1. 课前线上预习
学生通过慕课等平台完成课前自学及预习前

测，发现不足，“以用促学”。同时，完成学习
通中的语言应用类讨论题，增强语言学习内驱力。

通过视频、演讲、阅读材料等素材，增加对
日本文化历史和文化习俗的了解。通过文化对比，
进而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化。

2. 多模态课堂学习
课堂教学中，利用互联网等数字化手段，创

设仿真模拟商务情景。根据教学内容，设置实践
情境。商务日语教学内容聚焦性比较强，比如通
过“迎来送往”“面试”“商务恰谈”等具体的
场面情景设置，进行课中实践，在实践中体验文
化差异，从而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商务能
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学生通过互动式、研讨式、演绎式、启发式
多模态课堂，实现“以学促用”，通过各类课堂
活动进行课中操练，夯实商务语言基本功，从而
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此外，可以建立模拟实验室，使模拟环境更
加逼真。如：商务谈判室等。在进行商务谈判、
电话应对、企业面试等商务环节时，可以安排在
商务谈判室进行，让学生在模拟实践中提升跨文
化交流能力。

3. 课后实践内化
学生通过完成课后实践类作业进一步提升商

务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在各类商务实践活动中培
养创新思维，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此外，创建商务日语课程自主学习平台。学
生在课后，可以利用平台资源内容进行自主学习，
延长和拓展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自主学
习平台的建立可以使学生从视觉、听觉、模拟演
练、讨论等多方面进行课外自主学习，

4. 校外实践提升
通过校企合作，企业参观，企业一线教师的

讲座等多种方式提高学生的商务交流能力和跨文
化交际能力。校外企业文化体验，模拟商务谈判
等实践形式是与商务日语课程匹配度较高的实践
形式。通过这些实践环节的亲自体验，感受工作
环境，能够训练学生的实践服务意识，同时，语
言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将得到大幅度提
高。

5. 教师跨文化能力提升
在授课之余，教师要努力提升自己的跨文化

交际能力，辅助商务日语教学进行。加强对日本
语言文化的学习，提高教学能力和跨文化知识融
入能力，树立良好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四、总结

语言是传递信息的载体，语言能力是日语人
才所必备的基本素质。正确得体的商务语言运用
是跨文化交际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敬语的使用。
运用恰当的商务日语会更有利于贸易伙伴间的感
情培养和业务发展。本课题的开展将进一步夯实
学生商务语言基本功为基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离开文化的语言是无效
的。没有对文化的充分认识和理解，就无法实现
有效的跨文化沟通，也无法满足市场对日语人才
的需求。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就是文化素质的培养，
它包括文化敏感能力、文化理解能力和行为变通
能力。通过本课题的实施，使学生正确认识中日
两国的文化背景差异，理解日本商务活动中的文
化表现形式，并能灵活变通的应付商务活动，从
而提高他们的文化能力。

商务日语课程本身属于应用范畴，实践能力
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积极参与学校提供的
到企业参观实习的机会，有效利用教师创建的课
堂实践教学环节，从而使学生的商务实践能力得
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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