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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日籍教师社会文化适应的

难点及解决对策 ①

———以湖南省长株潭地区高校为中心

徐慧平，颜新丽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通过对长株潭地区高校日籍教师的社会文化适应状况进行调查研究，获得了高校日籍教师社会文化适应过
程中遇到的有关语言、生活和教学等方面适应难点的第一手资料，并从日籍教师自身主观因素和外界客观条件两个方面

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以便为来湘日籍教师社会文化适应及相关管理部门建立更完善的日籍教师管理制度等提供一定

借鉴，最终帮助日籍教师更好地适应旅居地文化，更好地发挥其文化载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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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学技术国际化正成为新的时代特征，国际间的政治对话与

贸易往来、世界范围的信息与技术传播、资源与教育的共享都以外语为传媒工具，外语成为提升国际竞

争力的重要工具［１］。日语作为小语种，在我国的政治和经济贸易等领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日语学习

者人数急剧上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０８年，全国共有３８５所大学开设日语本科专业，另外还有２００
多所高等职业学院以及大专开设了日语专业。日语学习者多达６８万人，仅次于韩国的９１万人，而大学
日语学习人数为４０．８万人，为世界之最［２］。

２　社会文化适应现状
笔者同本小组的“科研创新”成员一同于２０１４年１１－１２月对长株潭地区高校的日籍教师进行“湖

南省高校日籍教师社会文化适应状况研究———以长株潭地区为中心”的问卷调查，并对问卷进行整理

分析，形成了研究报告。

２．１　湖南省长株潭地区日语教育现状
湖南省是中部地区重要的文化教育基地，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日语教育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长株潭地区８０所高校中已有１２所高校聘用了１７名日籍教师，其中湖南科技
大学（湘潭）４名，湖南师范大学（长沙）２名，长沙大学（长沙）２名，其余９所高校各１名。
２．２　日籍教师适应现状

随着日语外教增多，其社会文化适应难点也日益明显。笔者在长株潭地区高校进行调查分析后发

现，大部分日籍教师的社会文化适应状况只停留在稍微适应及以下阶段，且在各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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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难点。能否帮助日籍教师更好更快地实现社会文化适应，直接影响到其教学质量的好坏。因此，探

索日籍教师在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已成为突破当下日籍教师社会

文化适应难这一现状的必要条件。

３　日籍教师的适应难点
中国和日本在文化方面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很多的不同。日本独特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文化，

形成了其特有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尽管各高校管理部门在生活、工作上给予日籍教师高度关注，但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日籍教师并没有系统掌握当地文化，社会适应能力仍然不强。

３．１　语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主要靠语言来进行有效的反应和广泛的传播，没有语言的文化不能称为文

化。语言和文化两者关系密不可分［３］。日籍教师对汉语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到其在湘的社会文化适

应情况。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湖南省长株潭地区高校的日籍教师普遍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语言障碍，

１５％的日籍教师完全不懂汉语，５０％只会日常的问候。语言障碍因素就像一堵围墙，阻碍着日籍教师社
会文化适应的脚步。

３．２　生活适应
中国传统文化以知觉思维为本位导致的结果就是整体本位观念［４］，而日本文化更加注重个体生

存。两国的文化差异给日籍教师在湖南省的社会文化适应增加了许多困难。日籍教师所在地的地理环

境、生活习惯以及生活环境，都会影响其在湘的社会文化适应状况，生活适应越差，文化适应和教学工作

中产生的困扰越多。

地理气候方面：湖南省位于内陆地区，属于冬冷夏热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而日本四面环海，属于海

洋性极强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和温带季风气候。调查结果显示，５％的日籍教师完全不适应当地自然环
境，５５％稍微适应，远不及社会适应所应达到的期望值。

生活习惯方面：生活习惯与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是日籍教师社会文化适应的负担。如在饮食方面，

调查结果显示，５％的日籍教师完全不适应，４５％稍微适应。在宗教活动方面，４０％的日籍教师完全不适
应，３５％稍微适应。日本民众信奉神的道教，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癨。各高校一般没有给日籍教师
提供开展宗教信仰的活动场所，这给日籍教师的在湘社会文化适应造成了很大困扰。

生活环境方面：由于中日两国国家性质的不同，日籍教师从公共服务完善的日本过渡到公共服务尚

未完善的中国，在交通、卫生、行政、法律等生活环境上产生了诸多不适。调查结果表明，１０％的日籍教
师完全不适应当地的交通，４５％的日籍教师稍微适应。２０％的日籍教师完全不适应当地卫生、法律等方
面的公共服务。此外，调查结果表明，日籍教师接触对象局限于学生和同事，且十分注重个人隐私，即使

是对同校的日籍教师也保持一定距离。在遇到社会适应难点时，无法及时找到倾诉对象，容易出现社会

文化适应的心理问题，如经常想家、思乡；感觉自己精力下降、活动减慢；感到孤独和苦闷等。

３．３　教学工作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有一半以上的日籍教师来湘之前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入职培训，有２／３的日籍

教师并没有从教的经验，甚至有些日籍教师是大学毕业后直接入职的，连社会经验都没有。同时，日本

强调个人的主动性和探索的重要性，主张建立以个人价值追求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念［５］；而作为接受

中国式教育成长的中国学生，无论是对于老师的教学方式，还是自身的学习方法，都已经形成了一种思

维上的定式，中国学生甚至经常问一些日籍教师难以理解的问题。因此大部分日籍教师无法理解并接

受中国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态度。调查结果显示，１５％的日籍教师在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时完全不适应。

４　解决对策
以上是笔者通过问卷调查总结分析出的日籍教师在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的难点，而这些困难的正

确处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外教的教学效果。就如何解决日籍教师在社会文化适应中的难点，可以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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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和客观两个角度进行思考［６］。

４．１　日籍教师的主动融合
主动攻破语言障碍。日籍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基础上，还须重视汉语学习。通过加强与学生及

其他中国朋友的沟通交流，尽快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这一点对日籍教师能否更好、更快地实现社会文

化适应至关重要。语言的学习过程其实也是文化的传播过程。当日籍教师能流利地用汉语与中国学生

及朋友沟通时，说明他对当地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在解决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时也就

更加得心应手。

主动了解当地文化。日籍教师在来湘前、来湘后都要积极了解有关中国文化、当地传统习俗和气候

特点等。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官方网站、书籍报刊等途径获取，可以在亲友的帮助下，掌握第一手信息。

４．２　所在学校提供帮助
日籍教师的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不仅需要其自身积极主动融入，也需要学校在客观条件上给予帮助。

岗前培训。对于新招收的日籍教师，学校不要急于让其投入教学工作，可以开设日籍教师岗前培训

班，对其进行入学教育、教师技能培训、心理辅导等，以便于日籍教师尽快了解学校的要求和熟悉环境。

构建日籍教师与学生互助平台。传统教育模式下成长的中国学生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最大的难

点是“听”和“说”两个方面，而日籍教师要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提高其社会文化适应能力是必要前

提。学校可以为日籍教师安排中国学生作为其助手。比如，安排中国学生教日籍教师汉语；日籍教师外

出时，安排学生陪同。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互助方式，不仅为中国学生创造学习日语的环境，更重要的是，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日籍教师更好更快地实现社会文化适应。

构建日籍教师与中国教师交流平台。建立有效的交流平台和机制，加强沟通，把交流看作日常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增进相互了解，消弭误解，传递信息，增进友谊，洞悉他们的思想状况，及时发现问题，

对外籍教师的社会文化适应可以起到促进作用［７］。此外，中国教师应该以主人翁之态多给予日籍教师

物质与精神上的帮助，营造日籍教师与高校师生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缓和其在湖南社会文化适应

的尴尬局势。

构建长株潭地区高校日籍教师交流平台。各学校之间应加强联系，为日籍教师构建“老乡”交流平

台，定期组织一些聚会或其他活动，丰富日籍教师的课余生活。

５　结语
随着日籍教师在日语教育事业中的贡献日益突出，其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同时，也成为了日语教学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有效提高日籍教师的社会文化适应能力，对于改进日籍教师教学质量至关重

要。因此，如何更加有效地解决日籍教师的适应难点，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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