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2024 年，第六期，国际教育学研究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AI 技术辅助下的日本文学课程教学模式探索
张萌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日本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 辽宁 大连 116052

摘要：本论文探讨了将人工智能（AI）技术融入日本文学课程教学中的可行性与应用模式。通过分析 AI 在文本分析、知识图谱、
个性化学习和虚拟场景构建等方面的优势，提出了 AI 辅助的教学设计思路，并探讨其对教学效果的提升作用。研究表明，AI 不
仅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日本文学的理解，还能够激发其学习兴趣，提升课堂互动与知识掌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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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and application mode of integr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n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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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教育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中，人工
智能（AI）技术逐渐渗透到各个学科的教学活
动中。文学教育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学生理解人性、文化、历史和社会等方面起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文学作品的语
言复杂性、文化背景的独特性以及学生个体差
异，传统的教学方法常常难以全面满足学生对
文学的理解需求。尤其是在日本文学概论课程
中，学生面临诸多挑战：如日语作品的语言障碍、
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深奥的文学主题以及隐
晦的情感表达，这些因素均对教学效果产生影
响。如何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尤其是 AI 技术，
提升日本文学教学的效果，成为当前教学改革
的重要议题。

AI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已取得显著进展，
如自动化教学、个性化学习、智能反馈等方面。
AI 的强大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不仅能够辅助
教师更有效地管理教学内容，也可以帮助学生
更深入地理解课程内容，提供学习支持。具体
而言，AI 的文本分析、情感识别、知识图谱构建、
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虚拟现实技术（VR）等
功能，都为文学教育带来了全新的应用场景和
可能性。因此，本文旨在探索 AI 技术在日本文
学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模式，分析其在提升
学生理解、激发学习兴趣和优化教学过程中的
潜在价值。

一、日本文学教学现状与挑战

日本文学作为东亚文学的瑰宝，以其独特的
文化和艺术形式吸引了广大学者和读者的兴趣。
然而，对于非日语国家的学生而言，理解日本文
学并非易事。首先，日语作为一种表意文字，其
词汇、语法和文化内涵与其他语言存在较大差异，
增加了学生的阅读难度。其次，日本文学作品通
常涉及丰富的社会历史背景，从古代的《万叶集》
《源氏物语》到现代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
作品，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学
生若缺乏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难以深入理解其
中的意义和价值。

此外，日本文学作品的情感表达方式独特，
常通过隐表现情感，给非日语背景的学生理解带
来了障碍。例如，《源氏物语》通过微妙的情感
描写和复杂的人物关系，表现了日本古代社会的
礼仪、阶层和人际交往，这些内容若没有一定的
文化背景支持，学生可能难以体会到其深层含义。
此外，战后日本文学作品中涉及的社会反思和个
体情感表达，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研究指出，
传统的教学方法在帮助学生理解这些作品的文化
内涵方面，效果往往有限，这使得教学方法的创
新显得尤为必要。

二、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近年来，AI 技术在教育领域取得了长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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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别是在个性化学习、智能评估、学习
分析和课堂互动等方面的应用广泛受到了关注。
AI 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推荐算法，可以为学生
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从而帮助学生更有效
地理解和掌握学习内容。例如，AI 可以根据学
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和学习进度，动态调整教学
内容，使教学活动更具针对性和适应性。

此外，AI 还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LP）
技术，分析和解读文学文本。AI 的情感分析技
术可以识别文本中的情感特征，帮助学生理解
复杂的情感表达；知识图谱技术则能够将文学
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历史背景和文化元素结构
化、可视化，为学生提供更加直观的学习体验。
同时，虚拟现实技术的引入使得学生可以身临
其境地感受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场景，增强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沉浸感。

总之，AI 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文学教育带来
了诸多可能性。本文希望借助对 AI 技术在教育
领域应用的现有研究，结合日本文学教学中的
具体需求，探索一套有效的 AI 辅助日本文学课
程的教学模式。

三、AI 在日本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模式

（一）文本分析与情感识别
在日本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分析中，情感表

达和情感传递占有重要地位。例如，许多文学
作品中使用隐喻和暗示来表现微妙的情感。传
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往往依赖教师的解释和分析，
而学生需要通过反复阅读、思考和理解才能深
入把握其中的情感。但 AI 文本分析工具的引入，
使得情感识别和主题解析更加简便。通过 AI 的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学生可以获取到文本中的
情感信息、语气转换及情感对比。这不仅减少
了理解障碍，还为学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读
方式，帮助他们以更加客观的视角理解复杂的
文学情感。

例如，在讲解川端康成的《雪国》时，AI
可以通过分析作品的语言特征，帮助学生识别
其中的孤独、悲哀等情感表达。同时，AI 情感
识别技术还能够展示不同人物的情感变化过程，
使学生能够更清晰地了解人物心理发展，这样
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更快速
地掌握作品的情感脉络。

（二）知识图谱构建
日本文学作品通常包括丰富的文化符号和

历史背景，这些内容如果仅通过文字讲解，学
生可能难以形象化理解。AI 知识图谱技术则为
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方案。知识图谱通过
建立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系，将文学作品中的
人物关系、历史事件和文化象征以可视化的形
式呈现出来，使得复杂的信息变得更加直观和
易于理解。

例如，在介绍《源氏物语》时，教师可以借
助知识图谱展示作品中的人物关系网，让学生

一目了然地了解各个人物之间的互动与关系变
化。同时，知识图谱还可以将背景文化信息嵌
入图谱中，帮助学生将文学内容与社会历史相
结合，使他们能够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理解作品。
此外，知识图谱的可视化也能提升课堂的互动
性和趣味性，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投入。

（三）个性化学习路径
AI 的个性化学习路径技术可以为不同的学

生提供量身定制的学习方案，以适应他们在知
识掌握、兴趣点和学习进度上的差异。在传统
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顾及到每个学生的个体
需求，而 AI 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推荐系统可以
根据学生的学习表现，自动推荐相关的学习资
源和知识点补充。

例如，如果一位学生对俳句有浓厚的兴趣，
而另一位学生则对日本古代文学中的历史背景
更为关注，AI 可以根据这些兴趣偏好提供相应
的学习资料，包括更深入的俳句赏析或更丰富
的历史背景讲解。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在
个性化学习的过程中，加深对自己感兴趣的内
容的理解，提高学习动力和主动性。

（四）虚拟场景重现
虚拟现实（VR）技术的引入，为学生提供

了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尤其适合在文学课堂中
帮助学生体验文学作品的文化背景和氛围。在
日本文学概论课程中，许多作品描绘了特定的
自然景观和生活场景，这些场景是作品意义和
情感的延伸。通过 AI 生成的虚拟场景，学生可
以“亲身”进入作品中的文化环境，从而更直
观地理解作品的情感基调和背景文化。

例如，在介绍俳句的自然主题时，VR 技术
可以为学生展示四季景色的变化，帮助他们理
解日本文学中“物哀”这一独特的美学观念。
通过亲身体验这些景色，学生能够更深入地体
会到作品中细腻的情感表达和诗意。这种沉浸
式学习方式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使学
生在一个动态的、逼真的场景中与文学作品产
生共鸣，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体验。

四、实验案例：AI 辅助日本文学概论课程
设计

（一）课程目标与内容
本次实验课程的目标是帮助学生理解《源

氏物语》中主要人物关系和情感表达，以及作
品所处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由于《源氏物语》
不仅是文学名著，还包含大量复杂的宫廷礼仪、
阶层关系及日本古代社会结构，因此在传统教
学中学生常面临理解困难。通过引入 AI 技术，
希望能够降低理解障碍，提升学生对作品内容
和情感的掌握。

（二）实验设计
该课程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通过 AI 技术辅

助的教学设计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作品：
Step 1：AI 知识图谱的引入 - 理解人物关系

和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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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的初始阶段，教师利用 AI 生成的知
识图谱，将《源氏物语》中的人物关系和社会
背景结构化呈现。知识图谱包含主要人物、各
角色之间的亲缘关系、地位阶层及其在宫廷中
的互动关系。这一知识图谱可以动态展示人物
关系的变化，使学生可以直观理解复杂的宫廷
结构。教师展示《源氏物语》知识图谱，让学
生看到每位主要角色（如光源氏、葵之上、紫
之上等）在故事中的关系及其发展。通过点击
人物节点，学生可以看到该人物的背景、重要
事件以及与其他角色的互动情节。学生通过互
动了解人物关系，可以自行选择查看不同角色
的背景信息，例如“藤壶皇后的宫廷地位对光
源氏的影响”等，从而理清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

Step 2：文本情感分析 - 理解人物情感和情
感变化

AI 的情感分析功能帮助学生捕捉《源氏物
语》中隐晦的情感表达。教师选取特定的章节，
例如光源氏与紫之上的相遇片段，让 AI 进行情
感分析，展示其中的情感起伏。教师通过 AI 文
本分析工具，展示关键章节的情感曲线和情感
关键词。例如在光源氏与紫之上的对话中，AI
可以识别出“喜爱”“孤独”“愧疚”等情感，
生成情感曲线图，展示光源氏情感变化的高峰
和低谷。学生能够通过可视化情感曲线图，观
察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情感波动，例如在光源
氏面对紫之上时内心的矛盾。学生可以进一步
探讨这些情感变化对情节的推动作用，加深对
人物心理的理解。

Step 3：个性化学习路径 - 针对性材料推送
每个学生的学习偏好不同，有些学生对情感

分析更感兴趣，有些则更偏向历史背景的理解。
AI 系统会根据学生的学习偏好和测试情况，个
性化推荐学习材料。例如，在课堂结束后，系
统为对文化背景感兴趣的学生提供日本平安时
期的历史资料，而对文学表达感兴趣的学生则
推荐与情感描写相关的学术文章。

Step 4：虚拟场景重现 - 沉浸式体验宫廷场
景

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地体验《源氏物语》中的
宫廷生活，教师利用 VR 虚拟现实技术，重现
平安时代的宫廷场景。学生可以进入虚拟场景，
体验光源氏生活的平安京宫廷环境，观察其中
的建筑、服饰、礼仪等文化细节。

（三）结果与讨论
在本实验中，通过 AI 辅助教学设计，学生

在理解作品内容、人物情感和文化背景方面表
现出更高的理解度和学习兴趣。根据课程后问
卷调查结果，实验班学生普遍反映知识图谱和
情感分析帮助他们更清晰地理解人物关系和情
感表达，个性化推荐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效率，
虚拟场景体验则显著提升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通过这个详细的教学案例，我们可以看出，
AI 辅助教学不仅丰富了日本文学课程的教学方
式，还帮助学生更轻松地掌握复杂内容，有效
提升了课堂效果和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模式为

今后日本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创新提供了宝贵
的参考。

五、结论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文学教育带来了新的
可能性，尤其是在日本文学概论课程中展现了
显著的教学效果。通过 AI 的文本分析、情感识
别、知识图谱、个性化学习路径、虚拟场景重
现等技术手段，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
多样的学习体验。在本研究的实验中，AI 辅助
的教学模式表现出较传统模式更高的教学效率，
尤其在复杂的文学理解、情感识别、文化背景
掌握等方面，帮助学生克服了学习的障碍，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具体而言，AI 文本分析技术在情感识别和
主题解读中表现出色，使学生能够在短时间内
准确把握作品的情感脉络；知识图谱技术的应
用使得复杂的人物关系、背景文化等内容得以
结构化、可视化展示，帮助学生更清晰地理解
作品的整体架构和文化含义；个性化学习路径
技术则根据学生的个体需求，提供了量身定制
的学习资源，满足了学生的多样化需求；虚拟
场景重现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验到文学作品的
场景和氛围，提升了学生的沉浸感和情感共鸣。

然而，AI 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仍然面临一
些挑战。首先，过度依赖 AI 技术可能导致学生
的自主思考能力减弱。学生在获取信息的过程
中，可能更多依赖 AI 的分析和建议，而忽视了
自己对文本的独立思考和解读。其次，AI 辅助
教学需要较高的技术支持和资源投入，这对于
一些学校或教育机构而言，可能带来较大的财
务和技术压力。最后，AI 技术在情感识别和文
化内涵分析方面仍有局限性，难以全面覆盖文
学作品中的细腻情感和复杂文化背景。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在 AI 辅助
教学中，平衡技术和人文教育的关系，使 AI 成
为教师的有力工具，而非完全替代教师的存在。
我们也需要更多关注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自主
学习能力的培养，避免学生对技术的过度依赖。
通过深入挖掘 AI 技术在教育中的潜力和局限，
我们可以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文学教育的新路
径，为学生提供更为高效和深刻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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