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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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文化教学内涵，
驱动日语跨文化教育领域的创新实践与发展

梁誉玲
宁夏师范大学，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 756000

摘要：近年来，本人在高校日语教育教学的领域内潜心耕耘，致力于在课程实践中探索并实践将日语文化教学有效融入跨文化教
育学科体系之中。此举旨在激发学生对日语学习的热情与探索精神，进而促使他们通过日语文化的学习，不断巩固并提升在语言学、
文艺学、写作学、中国文学及中国语文教育等多个领域的专业能力。这一过程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文化与日语文化在文化和语言
教学层面的共通性与互补性，更在无形中促进了学生跨文化交际与教学能力的显著提升。展望未来，这样的教学模式无疑将为学
生未来的职业生涯铺设坚实的基石，特别是在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跨文化语文教学领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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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In recent years, the author have been working hard in the field of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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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语文化教学与跨文化教育领域，国内外
研究呈现出活跃态势。国内方面，修刚教授在《跨
文化交际与日语教育》中深入探讨了日语教学中
的文化导入与跨文化能力培养，为学界提供了重
要视角；高宁教授在《日语教学与文化研究》中，
聚焦于日语教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探讨了如何
在日语教学中有效地融入跨文化教育内容，以提
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国际方面，日本的中村浩一教授在《日语教
育与异文化理解的构筑》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如
何通过日语教学来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以及如何在教学中融入日本文化的精髓，对于
从事日语教育及跨文化教育的学者和教师具有
很高的参考价值。同时，欧美学者如 Edward E. 
Taylor， 在《Japanese Culture in the Classroom: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
中，探讨了如何在日语教学课堂中融入日本文化
元素，以及如何通过跨文化的方法来提升学生的
学习体验和语言能力。这些学者及其作品不仅丰

富了日语文化教学与跨文化教育的理论体系，也
为实际教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随着中日
及国际间交流的日益频繁，该领域的研究将持续
深化，为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人才贡献力量。

目前，国内关于日语教学与跨文化教育的研
究，多集中在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
养这一反面。关于如何将文化教学融入日语常规
授课，从而提升学生的日语综合专业能力的研究
与实例所有欠缺；日语教学与跨文化理念、教学
模式和教学方法的创新的具体研究与实例存在不
足。针对这几方面，结合过往的日语教学教育经
验，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探讨如何以日语跨文化
教育，驱动高校日语教学新模式、新方法。

一、融合日语文化教学于跨文化教育目标之
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跨文化教育设立了明确
的目标框架，其中文化教育必须涵盖跨文化与多
元文化的双重维度。跨文化性，即对不同文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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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深刻领悟，是跨文化教育的核心。通过积极
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动，并构建相互丰富、
增进的关系，跨文化教育致力于实现文化的和谐
共生。将日语文化教学视为跨文化教育不可或缺
的补充，不仅能够为现有体系注入新鲜活力，更
在教学方法、内容及过程上对传统模式提出创新
挑战。此举不仅促进中日文化的相互尊重与理解，
还极大地推动了双方在教育领域的相互学习与进
步。

在跨文化教育的学科体系中引入日语文化，
从文化层面加深了学生对日语文化的认识与学
习，培养他们在不同文化间寻求共鸣、相互借鉴
的能力，从而促进了中日民间文化的深入交流、
合作与发展。就学科教学而言，日语文化所蕴含
的地理特色、历史脉络、语言形态等丰富元素，
有效促进了学生日语教学技能、学术研究内容与
方法等多方面的学习，对中国语文教学、文艺学、
语言学等领域亦产生了积极的借鉴与推动作用。
跨文化教育致力于将抽象的文化差异转化为具体
的教学与学习内容，通过他山之石，实现本国文
化的繁荣与发展。而高校学生学习跨文化教育，
旨在培养跨文化意识、掌握跨文化知识，进而提
升跨文化交际能力，这包括跨文化实践、传播以
及学术研究等多个层面。跨文化教育引导学生正
视文化差异，从中汲取深层次的理解与实践智慧。

二、借日语文化之力，革新跨文化教育理念

以日语文化教学为契机，不断推动跨文化教
育理念的创新步伐。这一举措不仅丰富了跨文化
教育的教学内涵与育人理念，还实现了对既有跨
文化教育学科教学与实践内容的深度拓展，有效
促进了相关专业学生在语言教学与研究领域的专
业能力提升及综合素养的全面发展。身处师范院
校的我，深知跨文化教育在此类院校中的重要地
位。我们以师范教育为引领，致力于学生师范专
业能力与综合素养的同步培养，通过丰富的跨文
化教育学科实践，不断锤炼学生的师范教育综合
能力。

将日语文化巧妙融入跨文化教育相关学科教
学之中，无疑为中国语言学、文艺学、语文教育
等传统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融合不仅增强
了学生的专业教学能力，还显著提升了他们的师
范专业综合素养。同时，日语文化的学习与实践
为学生搭建了一座通往国际化中日双语教学的桥
梁，对他们的职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启示。
学生们在掌握日语文化与语言教学技能的过程
中，不仅拓宽了知识视野，更为他们的专业创新
实践与职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一过程中，
他们的语言教学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得到了全
面提升，真正实现了跨文化教育在文化理论、知
识学习与语言实践之间的无缝衔接。重视学生在
跨文化教育学科下的专业与综合发展，以日语文
化教学为契机，引导学生树立对不同文化的尊重、
理解与学习态度。这一转变不仅促进了他们的思
想成熟与情感丰富，更在跨文化学习能力上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

三、以日语文化驱动跨文化教学模式与教学
方法创新

在深入探讨跨文化教育的广阔领域中，将日
语文化教学巧妙地融入相关学科教学与育人体系
之中，不仅为学生铺设了一条通往日语文化深刻
理解与感知的桥梁，更在无形中深化了他们对跨
文化交际及教学实践的认知边界。这一过程，犹
如一股清流，推动着中日跨文化教学模式与教学
方法的深刻变革，引领着跨文化语境下学科教学
与学生技能的崭新发展路径。

具体而言，日语授课中日语文化与跨文化内
容的融入，亦或是跨文化教育课程内容中日语文
化教学的增设，无疑为学生开启了一扇通往日语
语言技能与文化精髓的大门。这不仅有助于培育
并巩固学生的中日双语跨文化国际教学能力，为
他们在未来师范教育领域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基
础，更通过引入日语文化教学所蕴含的多元教学
思维与方法，激发了学生创新思维的火花，促进
了他们多元文化意识的构建。在此过程中，学生
逐步提升了自身对跨文化交际、学习与教学的适
应能力，展现出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与深厚的文
化底蕴。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学校及学院鼓励学生
参与日语文化学习，实则是在引导他们跨越不同
语言文化的界限，体验并理解各异的文化与伦理
观念。这一过程，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精神世界，
强化了他们的全面思维与客观认知态度，更为他
们培养健全的公民价值观与世界文化观提供了有
力支撑。在日语语言技能教学的重视下，学生以
跨文化教育为指引，深入探索日语写作、翻译等
技能，不仅提升了中日跨文化交际的专业素养，
更实现了对日语语言技能中优秀元素的有效吸收
与转化，进而反哺于中国语言教学与实践之中，
实现了双语教学能力的双向提升。

综上所述，跨文化教育秉持着对不同文化模
仿、借鉴与利用的原则，通过日语文化教学的融
入与实践，不仅促进了学生对日语文化及语言技
能的有效学习，更实现了这些宝贵资源在中日跨
文化交际、教学与实践中的灵活应用。在这一过
程中，日语教学与应用成为跨文化教学、交际与
实践的重要辅助力量，共同推动着学生中日双语
教学能力与跨文化交际素养的全面提升。

四、日语文化教学提升学生跨文化教学和交
际能力

在探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广袤图景中，我们
不应仅局限于基本的语言交流层面，而应深刻认
识到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冲突解决与文化融合的
艺术。将日语文化巧妙地融入跨文化教育相关学
科的教学殿堂，不仅旨在培育学生扎实的日语语
言能力，更在于引导学生以敬畏之心探索日语文
化的深邃，学会尊重与理解，从而在中日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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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的实践中，实现文化的和谐共生与创新融合。
这一举措，无疑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与动能。

我们深知，跨文化教育专业的应用性不容忽
视，而日语文化教学的引入，正是为了孕育出一
批批既精通中日双语，又擅长跨文化交流的专业
人才。在此过程中，师范教育扮演着举足轻重的
角色，它如同灯塔一般，引领学生以日语文化和
语言技能的学习为舟，不断强化自身的双语教学
及跨文化传播能力，确保在未来的教育岗位上，
能够成为推动中日文化友好交流、增进相互理解
与尊重的桥梁。

深入挖掘日语语言行为背后的文化特性，是
引领学生深入理解日语文化思维与表达方式的必
由之路。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学生精准掌握日
语语言工具，更能在心灵的深处种下尊重与理解
的种子，使学生在中日文化的比较与交融中，学
会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拥抱彼此的差异，
实现相互的尊重与借鉴。在跨文化教育的广阔舞
台上，日语文化教学的加入，无疑为学生的日语
学习之旅增添了更加丰富的色彩与深度。它不仅
促进了学生文化与语言应用技能的全面学习与掌
握，更为其未来的职业生涯铺设了坚实的基石，
让学生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中，凭借扎实的双语功
底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赢得更多的机遇与尊重。

综上所述，将日语文化教学融入跨文化教育
学科体系，不仅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次有益尝
试与创新，更是对学生全面发展与国际化视野培
养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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