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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基础日语#是日语专业本科基础阶段的核心课程% 目前!该课程课堂教学中中华文化导入严重不足!"中

华文化失语#现象凸显% 鉴于此!教师可利用中日语言文字同源$中日文化同根等有利因素!在日本文字$日语词汇及语

篇等内容的教学环节适时$适度$适量地导入中华文化!引导学生对中日语言文化进行探讨与思考!以提升学生中华文化

素养!坚定学生中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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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灵魂'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

而在,理解中国(沟通世界-方面#外语院校具有

特殊优势#承担重要职责)!*

' 作为交流(沟通的

工具#外语在对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

化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日语是中国

的第二大外语#日语专业学生不能仅限于对日语

知识与技能的学习#还需要不断对其进行内容赋

能#增强其附加值' 为谋求新时代,基础日语-课

堂的创新与发展#做到,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

动求变-

)$*

#教师应在课堂教学中积极(有效地融

入中华文化#立德树人#让学生成为能用日语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华文化的复合型人才' 本文

以日语专业基础阶段的核心课程///,基础日

语-为例#梳理课堂教学中中华文化导入的现状#

探讨中华文化导入该课程的目的及具体导入

途径'

!4!基础日语"课堂教学中中华文化导入

的现状

$%$%年教育部颁布发行的%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日语专业教学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指出#

要把提高日语综合技能与培养人文素养结合起

来#把,日语j

-的文章做好#从而满足中华文化

,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对复合型日语专业人才的强烈需求#引导学生

坚定文化自信#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坚守中华文化

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同时#%指

南&也强调了日语专业学生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

野(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重要性)#*

' ,基础日语-是日语专业学生入学后

最初接触的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的课堂教学既是

教师达成,基础日语-教学目标的主要渠道#亦是

导入中华文化的重要阵地' 但是#,基础日语-课

堂教学中中华文化导入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依据%指南&可知#,基础日语-一般开设在第

一学年和第二学年#共四个学期' 此课程是为基

础阶段"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其他课程以及高

年级阶段"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课程打基础的

重要科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日语专业新

生的日语零基础(,基础日语-课时减少等现实情

况#导致教师在课堂上专注于夯实学生的日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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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知识和训练学生的基本技能#主要围绕教材开

展应试型语言教育#如生词听写与讲解(语法和课

文的讲解与练习等#这是一种重传授轻指导(重结

果轻过程的学习模式' 有些课堂虽有文化的导

入#但侧重于日本文化#因为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加

深对日语的理解与把握#可以为学生日后更好地

融入日企做一定铺垫' 种种迹象表明#,基础日

语-课堂教学偏重基础知识的传授与讲解(基本

技能的训练导致,中华文化失语症-并非个案#学

生在使用日语的交流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新式,哑

巴日语-#即无法用恰当的日语表达中华文化#无

法将优秀的中华文化准确地传递给外国友人#甚

至存在外国友人误解中华文化的风险)2*

'

$4!基础日语"课堂教学中中华文化导入

的目的

$)!4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化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

老(文化底蕴最丰厚的文明#它创造了世界文明史

上传承五千年而不曾中断的奇迹' 中华文明之所

以经久不衰(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皆因中华

文化具有厚德载物(兼容并蓄的品质)"*

#以及绵

延不绝的韧性和活力)0*

' 我国近邻日本的现代

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依然留存着中华文明的印记#

中华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如日本的语言(文

学(医学(节日(服饰(饮食(建筑等方面无不留下

了璀璨中华文明(优秀中华文化的痕迹' 大学教

育是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主要阵

地' 日语专业学生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力量'

日语教师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传承中华文明的重

任#在课堂教学中适时导入中华文化#让优秀的中

华文化,润物细无声-地浸润日语专业学生的心

灵#让他们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4感悟优秀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对世界的影响深远(持

久' 文化自信是传承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只有坚持文化自信#

我们才能更好地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才能

坚定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

' 中华文化对

日本社会诸多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 虽然目前存在如前所述的学生入学时日语

零基础(新教学大纲中,基础日语-课时减少等问

题#以及课堂教学只注重语言与日本文化输入导

致的,中华文化失语-现象#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可

以轻视甚至忽视中华优秀文化在课堂教学中的融

入' 张岂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指出!,向青年

们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我们教育工作者

的责任' 青年朋友的头脑里传统文化的精粹积累

得越多#他们的现代化眼光就会越加深邃#他们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会更加强烈'-

)**由此可见#我

国大学教育中融入中华文化对民族(国家发展有

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适时(适量地让学生学习(了

解中华文化#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激发学生的文

化自觉#坚定学生的文化自信#培养新时代复合型

日语人才#是,基础日语-课堂教学不可或缺的

环节'

$)#4培养民族情感&传播好中国声音

民族情感是民族凝聚力的基础#是对中华民

族语言(文化及一切美好人(事(物的热爱而产生

的民族自豪感' 在当今价值观多元化时代#大学

生中淡化民族文化的倾向依然存在#有的,非古

讽今-#有的主张全盘,西化-

)7*

' 受,西化- ,日

化-的影响#有的日语专业学生盲目,哈日- ,崇

日-#这直接影响了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但是#民

族情感的培养绝非朝夕之事' 在,基础日语-课

堂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文化#让学生自发地萌生

对本民族的热爱#及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喜爱与

维护是培养学生民族情感的重要途径' 教师在课

堂上可让学生对中日语言文化的渊源与关联等进

行讨论#让学生了解中华语言文化对日本社会产

生的深远影响#进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

国热情#达到培养学生民族情感的目的' $%!* 年

!!月 !日#原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全面把握新

时代要求 全面振兴本科教育&中指出#要清醒认

识到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优秀人才的需要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日语学习者-要

让日语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的重

要工具#努力成长为中日跨文化交流的使者' 有

了民族情感这一坚实铺垫#用日语传播好中华文

化则能水到渠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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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文化导入!基础日语"课堂教学的

途径

,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日语教程的%总序&指

出!,长期以来#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关注的是把世

界介绍给中国#而进入新时代#中国高等外语教育

在继续履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的使命的同时#必

须肩负起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新使命'-因此#日

语教师有责任在课堂教学的中华文化导入上下功

夫#,守好这段渠#种好责任田-' 笔者拟以本校

,基础日语-课程所使用的教材///%新编日语

"重排本$& "以下简称为%新编日语&$!k# 册为

例#具体探索中华文化导入课堂教学的途径'

#)!4日本文字教学中的中华文化导入

日本本无文字' %隋书1东夷传&记载! ,倭

国无文字#唯刻木结绳' 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

经#始有文字'-这段史料说明#随着佛教经朝鲜

半岛东传日本#中国的 ,汉字-方正式传入日

本)!%*

' 现代日语文字中有表音的假名和表意的

汉字#它们都与中国文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语入门的五十音图#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

这些假名的起源均与中国汉字有关!平假名源自

汉字草写体#如,3"安$-,4"加$-等.片假名源

自汉字的某个偏旁或某些笔画#如,5"伊$- ,6

"乃$-等' 除了假名文字#日语中还存在大量汉

字#这些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与汉语有着明显的

关联' 例如!字形上#有完全相同的"如,先生-

,学生-等$#有大同小异的"如,对+

"

- ,凉+

#

-

等$#还有模仿创造的"如,- ,

$

-等$' 读音

上#有音读和训读' 音读是模仿汉语读音#依据汉

字或汉语传入日本时期(途径的不同#以及汉字原

音在中国的地区性差异等#日本汉字的音读又分

为吴音(汉音(唐音三种读音' 而不考虑汉字的原

音#只利用汉字的字形和字义来表示日本固有词

语的读音方法叫训读)!!*

'

由此可见#无论是假名的起源还是日本汉字

的字音(字形#都离不开中国文字的支撑' 在中华

文化导入环节#教师可在课堂上分享它们的字源

资料或相关视频#这样既可让学生了解它们的来

源#也能拉近学生与日语间的距离' 除此之外#也

可根据学习内容布置一些可在后续课堂上演讲(

展示的作业#引导学生自行对相关问题进行资料

"包括文字资料和视频资料$的收集(整理(归纳

与思考' 例如#中国汉字演变为日本假名的历程(

日本汉字的中国来源及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等方

面的演讲与展示不仅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中华文

字文化的博大精深#提升他们的中华文字文化素

养#还可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思辨能力'

#)$4日语词汇教学中的中华文化导入

词汇是指一种语言里使用的词和固定词组的

总称' 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历史让同属汉字文化

圈的中日语言存在大量同形词' 近代以前#日本

从中国大量借用汉语词#如,料理- ,写真- ,丈

夫-等)!$*

' 近代以后#有许多日语新词输入中国'

但这些新词都或多或少受了汉字文化的影响#如!

有通过汉字重组创造的词语"如,哲学-等$.有词

源上是汉语的固有词语#可以在汉语的典籍以及

佛教经典(禅宗语录(白话小说(善书中找到书证#

但是近代以后被日本译者赋予了新义的词语"如

,经济-等$.还有在中国典籍或汉译西书中可以

找到用例#在古今词义上也有一贯性#并在 $% 世

纪第一个十年及以后再度活跃起来的词语"如

,望远镜-等$

)!#*

'

从,基础日语-教材的,单词索引-中#我们不

难发现为数众多的中日同形词' 许多教师一般仅

从词形(词义(色彩(用法等方面进行蜻蜓点水式

的讲解#学生也仅限于对知识点的简单识记#对单

词深处的内涵却一无所知' 选取典型的中日同形

词在课堂教学中进行适当探讨是导入中华文化的

重要切入口' 笔者就%新编日语& "第三册第 $

课$中的,教授-"名词$为例进行较深入的探讨后

发现#这个词极富中华文化元素' 词源上#它源自

中国典籍#最初以,教-和,授-的形式出现在春秋

战国时期的文献中'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两

个字演进成为一个复音词' 词义上#中国古籍中

,教授-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了,佛教典籍中的职位

名-,旧官职名- ,对从教者的尊称-等意义#这些

意义随着中国佛学和儒学典籍等流播至日本#影

响深远' 这个古汉语词在近代日本被赋予了,表

示高校教师最高职称-新义后回流至中国' 现在

所用的新义虽然源自日本#但因为,教授-有着经

年累月的积累与沉淀#它的生命力才可以如此长

久#它的内涵也才能不断被丰富' 也正因为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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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一词自产生后使用至今已逾两千年#却依

旧是现代汉语和现代日语词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成员' 在讲解这类词语时#教师可以将中日典型

辞典(数据库中的相关例文展示给学生看#让他们

更加直观地了解它们的形成与发展#了解古汉语

对日语词汇和相关日本文化的影响' 这种中华文

化导入模式在拓宽学生知识面#激活学生多维度

思维方式的同时#亦能增强学生的中华文化自豪

感#坚定学生的中华文化自信'

以上中日同形词的讲授需要教师事先做好一

定的准备工作#但对于教材中出现的(与现实生活

紧密相关的一些词语#授课教师可以轻易地联想

到其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元素#很自然地将其导入

课堂教学' 如%新编日语&"第一册第 *课和第 !2

课$新词表中先后出现了,青7-和,青-#它们能

让人马上想到,青8蓝9:出;<蓝9:青=-

这一出自荀子%劝学&的名句' 又如人们饮食生

活中常见的,鱼-"第一册第 !$ 课$亦容易让人想

到,水至清则无鱼+水清>?@鱼盝AB-,缘木

求鱼+木C

%

:<鱼D求E-,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人C授>FC鱼D以<GF8(人C授>F

C渔D以<GFC如4B -等经典语句' 教材中

还有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源自古汉语的成语#如

晋朝傅玄%口铭&中的,病从口入+病8口4H-(

%汉书1赵充国传&中的,百闻不如一见+百闻8

一见C如4B-等等' 总之#只要肯做有心人#发

掘,基础日语-教材词语中丰富的中华文化元素

并导入课堂教学并非难事'

#)#4语篇教学中的中华文化导入

语篇是,基础日语-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

分' %新编日语&虽然几经修订#但所涉及的文化

主要以日本文化为主' 有些篇章里虽然加入了一

些中国元素#如#中国气息非常浓厚的,春节-"第

一册$#但实际内容只是提及中国有做饺子(吃饺

子的习俗#而 $%%* 年,北京奥林匹克- "第一册$

和 $%!%年,上海世博会-"第三册$相关内容也仅

限于对事件本身的简单介绍' 每课的阅读文也基

本是为学生拓展日本文化知识而设置的' 如何从

教材的现有语篇中挖掘潜藏的中华文化并顺势导

入,基础日语-课堂教学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众所周知#东亚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以中国为

中心' 关于日本文化的起源#日本学者内藤湖南

曾有个著名的比喻!日本文化的形成或如豆腐的

制作#在豆子磨成的豆浆中已经有了变为豆腐的

素质#但没有可以使其凝固的外力#而中国文化就

如同盐卤可以使其凝固而成为豆腐)!2*

' 也就是

说#日本最初并没有文化的种子#只有可以形成文

化的成分#这些成分借助中国文化的力量#逐渐凝

聚成了日本文化的形状' 所以#日本文化其实是

东亚文化(中国文化的延伸#是同中国文化一脉相

承的)!2*

' 由此可见#中华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之

巨大#之深远'

%新编日语&节日类语篇很多内容中都可以

探寻出丰富的中华文化元素' 例如#,年中行事-

"第一册第 1 课$除涉及日本独特的,七五三-之

外#更多的是富含中华文化元素的,新年-,正月-

,节分-,#月 #日-,"月 " 日-,七夕-等' ,日本

I正月-"第一册第 !2 课$一文中的,除夜- ,元

日-等习俗也与中华传统节日文化紧密相关' 依

此#先以,新年-及其相关习俗为例进行具体考

察' 汉语,正月-指每年农历的第一个月#该词最

初出现在公元前八世纪的%春秋&中!,古代纪月

以十二支配十二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00

今农历沿用夏历'-

)!"*中国的新年以农历正月初

一为始#这是中华民族最为隆重的传统佳节' 现

今日本,正月-是公历新年的第一个月#但它最初

亦是农历一月的别称#如平安时代%内式&"*##

年$中就有,正月朔日-的记载' 中国新年的习俗

约在唐宋时期传入日本#因而日本在之后的很长

一段时间内也是在农历正月举办庆祝活动' 在新

年的其他方面!,谨贺新年- ,恭贺新年- ,恭贺新

春-等表达在日本很普遍.起初仅限于宫廷使用#

但是江户初期在民间开始流行的名为,年贺状-

的贺年卡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0*

.日本某些地方

依旧保留着的新年第一天喝屠苏酒的习俗亦源自

中国.日本,立门松-,新年钟声-,吃年糕-,拜年

祭祖-,压岁钱-等都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 以上

语篇中的其他节日亦如此!日本民间传统的,三

月三日-是古代中国上巳节在五世纪传入日本后

发展演变而成的,女儿节-

)!1*

.日本儿童节"又称

,男孩节-$当天悬挂鲤鱼旗的习俗与江户时代中

国传入日本的,鲤鱼跃龙门-有关.日本的,七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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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与古代自然天象崇拜(时间数字崇拜有关#也

与中国牛郎和织女传说有关.,春分-和,秋分-是

我国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传到日本后沿用至今'

除此之外#其他语篇中出现的与生活息息相

关的日本饮食也深受中华古代饮食文化的影响'

谈及日本饮食则离不开,稻作文化- ,筷子文化-

与,酒文化-' ,在日本文化的深层#其核心是稻

作文化-

)!**

#稻作文化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从中国

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古代中国水稻种子及先

进的农耕技术传入日本后#不仅改变了日本人的

生活方式#丰富了日本人的饮食生活#还让日本人

产生了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观念'

在,筷子文化-方面#中国是筷子的发源地#至今

日本的筷子仍使用中国筷子的古称,箸-' 筷子

在唐朝传入日本后#改变了日本人的饮食方式#促

进了,和食-文化的发展' 在,酒文化-方面#日本

造酒文化亦源自中国#它是农耕文化和稻作文化

的产物'

%新编日语&中的语篇内容非常丰富#除上述

内容之外#还有诸如敬语类(服饰类(科技类(,四

艺-类(建筑类(古典文学类及日本年号类等相关

内容' 这些语篇内容的背后有着丰富的中华文化

元素' 利用显性的日本文化线索挖掘隐性的中华

文化元素#是课堂教学中导入中华文化的重要方

法' 导入中华文化时#除文本资料外#教师可采用

音频(视频(图片(动画等诸多素材进行课堂教学'

同时#教学方式也可多样化#如教师讲解(教师导

入与学生互动(学生小组讨论(学生展示等' 这种

适时(适量且多模态(多形式的中华文化导入,基

础日语-课堂方式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24结语

大学阶段不仅是青年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重

要阶段#亦是青年学生树立正确三观(全面提升中

华文化素养(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的重要阶段'

在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最重要的,基础日语-课堂

教学中#除了加强对学生基础知识的传授及技能

的训练外#中华文化的导入是必不可少的' ,新

文科背景下的日语专业既急需继承传统日语教育

的优势#打好基本功#又需要大胆改革创新#充分

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先进的教学手段的优越

性'-

)#*因而#教师在及时更新教学理念(改革教

学模式及在课堂教学中导入中华文化的同时#也

要积极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关系#鼓励学生

自主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知识和广泛阅读中华优秀

典籍#激励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引导学生积

极参与,基础日语-课堂上的中日语言文化对比

探讨' 此举不但可以坚定日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自

信#还可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为学生今后用日语

准确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促进跨文化交

际顺利开展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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