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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教学中 /日本概况0 课教学方法初探

冯  芳

摘  要  日本概况课的主要目的是采用外语直接教学的方式, 从若干侧面介绍

日本人及日本社会。在教学过程中, 我们根据每一部分教学内容的特点, 尝试不同

的教学方法, 其中主要有横向启发诱导法、纵向排列补充法、纵横交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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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交通、通信手段迅速发展进步, 国际

间接触及交流日益广泛深入的信息社会里,

要求人们能够快速掌握信息并使之快速反应

到各方面的社会活动中去。这一方面要求从

事有关方面工作的人员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掌

握所需的外语工具, 具备直接沟通、快速反

应的能力, 另一方面对从事外语翻译等工作

的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他们对某

些专业知识、专业用语有一定的了解, 以避

免 /文懂理不懂0 的现象发生。学习外语已

不再是单纯的语言学习。 /除了需要学习外

语对象国的文化、历史、地理、社会风貌等

方面的知识外, 还需要学习有关这个国家和

当今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外交、军

事、法律等方面的知识。0 ¹而最理想的状态

是采用外语直接教学的方式, 在拓展知识面

的同时提高外语应用水平, 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鉴于此, 近年来国内外日语教学界普

遍认为面向日语非母语群体的日语教学不应

仅限于语言教学, 而应在日语教学的基础上

增加以日语授课形式的社会、文化类课程的

比重, 以满足社会需要, 培养适应性强、具

有强烈时代意识的多方位人才。

日语非母语群体为对象的日语教学, 其

最主要的目的是使日语学习者能够利用日语

这一语言工具更多更快、更实际更贴切地了

解日本独特的社会文化、历史人文, 成为真

正的 /日本通0。这就要求日语教学本身必
须顺应时代变化, 向多方面多元化发展, 对

自身进行重新定位。就此问题, 以日本为中

心的研究机构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摸索, 逐渐

形成了新的日语教学体系以适应社会发展的

需要。最明显的变化是积极动员社会各方面

的力量, 壮大从事日语教学的教师队伍, 并

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增加日本社会、文化、政

治、经济等内容的教学比重。以日语教材发

行为主业的 /步0 ( ARUKU ) 出版社进入

90年代后陆续发行了 5办公室日语6、 5实

用商业日语6、5日本概况6、5新闻日语6 等

教科书, 逐渐把日语教学从单纯的语言教学

导向实用日语教学,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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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在日本国内, 由于各大专院校、企事业

单位及包括家庭主妇在内的社会各方面多层

次的积极参与, 使这一发展势头有增无减。

顺应这一时代潮流, 国内各大专院校日

语专业也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相应设置了

/日本文化0、 / 日本概况0、 /日文报刊阅

读0、/日本政经0、/生活交际日语0、/外贸

会话日语0 等课程, 为培养新型的多方位人

才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我们学院在这一方面

着手早、力度大, 老教师们无论是在 /日本

政治0、 /日本报刊阅读0, 还是在 /日本概

况0 等课程的教学中都积累了不少的宝贵经
验, 形成了一定的教学模式, 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借鉴前辈们的经验, 结合几年来的工

作经验, 就日语教学中社科类课程之一的日

本概况课的教学方法总结几点不成熟的意

见。

二

日本概况课的主要目的是从若干个侧面

介绍日本人及日本社会。虽然根据课程设置

的总体规划预先排除了现代日本政治、经济

及宗教、文学等内容, 但是仍然纳入了日本

地理、历史、衣食住行等生活文化、婚丧嫁

娶等民俗文化, 具有日本文化入门的性质。

作为以三年级为对象的日语授课专业课, 既

要担负起拓展学生知识面的任务, 同时又要

为 /日本文学史0、/日本文化论0、/日本政
经0、/日本报刊阅读0 等课程打基础。

概况课内容广泛、繁杂, 语言涉猎范围

广, 而我院日语专业均为零起点生源, 尽管

以三年级为对象, 仍需要考虑其日语能力,

循序渐进, 逐步提高。对于这样广泛的题

材, 只靠每周二课时的课堂讲解是远远不够

的。重要的是恰当地调整课堂语言难易度,

并结合多种多样的授课方式, 不断激发、调

动同学们的积极性和学习热情, 适时进行课

外阅读指导, 使同学们的视野转向地理、历

史、社会、风俗文化, 进一步深入到政治、

经济领域中去。

为了在教学过程中能够给学生提供一条

主线, 我们大体上把教学内容分为地理、历

史、风俗文化三大部分, 而在每一部分教学

中, 根据其不同特点, 尝试不同的教学方

法。

1、横向启发、诱导法

在地理教学中, 一方面着重于现在的地

域文化, 另一方面注意适当地把课堂教学内

容引申开来, 结合日本社会所面临的一些现

实问题, 组织有关方面内容的最新资料提供

给学生, 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

举例说, 在讲解日本地理位置的同时,

交待有关领土问题以及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

系问题; 讲解日本地势的时候加入有关植树

造林、治水及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 讲解日

本地质问题时可以联系有关地震、火山等自

然灾害问题以及预防、处理自然灾害的政策

问题; 从日本的气候又可以讲到有关日本人

的四季感觉及衣、食、住、行等生活模式方

面的内容; 从日本的工业分布状况还可以涉

及一些有关日本的资源问题、贸易问题、人

口的过密与过疏问题等等。

为了避免让学生死记硬背枯燥的地名、

物产, 尽可能地大量使用图片、资料等, 充

分显示实实在在的日本人的现实生活场面,

创造出一个模拟环境, 寓教于乐, 使课堂气

氛活跃, 轻松自然。

2、纵向排列、补充法

在日本历史部分教学中所采用的方法简

单说来就是纵向排列、补充法。

由于日本概况课中对于日本历史的授课

时间是极为有限的, 所以争取高效率、注意

抓重点就成为最主要的课题。有关日本各个

历史时期的资料非常丰富, 为了避免单纯灌

输给学生过于支离破碎的表象知识, 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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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教师能够在大量阅读资料的基础上进行

大胆的取舍, 着重于沿时间轴顺序地对各个

时期的历史变迁进行有连续性的整体归纳。

同时, 在对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成及政

治、经济、宗教、文化等领域进行宏观的整

体介绍的基础上, 对重要的历史事件进行较

具体的补充说明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比如在介绍日本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情

况时, 注意说明在历史发展总体过程中日本

所受到的中国大陆儒教的影响、由中国大陆

传播到日本的佛教的影响、以及近代受到欧

美文化的影响等, 在此基础上, 再对日本的

/婴儿满月祭拜去神社, 结婚仪式在教堂,

葬礼请和尚0 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说明就比较

容易理解了。

在历史教学过程中着重引导学生对日本

天皇制度、公家与武家 (朝廷与幕府) 双重

统治结构进行思考; 对日本明治维新给现代

日本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进行讨论;

同时结合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历史, 同学生

一道分析日本现在的对外关系及今后的发展

趋势, 力求达到古为今用、以古论今的目

的。另一方面注意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加入一

些历史人物故事, 穿插一些文化方面的内

容, 借以摆脱历史学习的单一性和枯燥性,

调节历史学习的柔韧度。

历史部分的教学内容安排在地理教学之

后, 同学们对于外语直接授课形式已逐步适

应, 在这一阶段已经能够自己阅读一些资

料, 并能够简单地对其内容进行归纳。这

样, 就可以组织同学们进行讨论, 也可以要

求同学们试写小论文, 对重点内容提出自己

的见解。

3、纵横交错法

日本人的风俗习惯、生活文化这一部分

内容是最能够直接表现中日文化差异的内

容, 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除尽量利用较直接

的视听教材、照片图片及实物资料进行横向

的、较直观的介绍外, 对其风俗习惯、生活

文化的历史形成过程进行纵向的、较系统的

讲解也是加深同学们对其文化本质理解的重

要途径。

现代人对于影像、图像等直观的素材较

之文字更容易接受, 因此为了提高同学们对

于学习内容的理解, 适当采用直观教学是较

为有效的方法。在教学中采用一定量的照

片、图片资料介绍日本文化, 充分利用 5婚

丧嫁娶6、5日本人的生活6 等视听教材以及

讲谈社出版的介绍日本各方面情况的照片集

5日本6 等大事典穿插于课堂教学之中, 有

时还可以用试穿和服或实际表演日本茶道等

方法活跃课堂气氛。

国内的大学生非常善于跟着老师学习,

而自学能力稍显欠缺, 因此, 采用如上纵横

交错、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提高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 增强同学们自学

的学习欲望。但是, 这种教学也存在一定的

实际问题, 那就是很难找到一种测定学习效

果的统一标准, 这一点有些像日本大学中开

设的研究课的形式, 学习的实际收获也是因

人而异, 差距较大。

三

日本概况课教学范围广、内容多, 这也

就决定了此课型的学习知识面广但缺乏深度

这一特点。为了使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不

停留于表面, 并引导学生在其他科目的学习

中进一步加深对日本的全面认识, 教师合理

取舍课程内容, 注意日本概况课与其他科目

教学之间的衔接就显得至关重要。

举例来说, 最能够体现日本人四季感觉

的俳句、短歌、信件中表达季节问候等等,

都是日本文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 这些

内容就应留给 /日语精读0 课或 / 日本文
学0 课细讲, 在日本概况课中只需简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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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一代而过。如果 5日本报刊选读6 课中
选取有关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内容, 那么 5日

本概况6 就只需简单触及有关大米进口自由

化问题, 大胆割舍。又比如有关明治维新和

日本的现代化问题、民权运动与派系政治问

题、男女平等与少子化现象、教育问题与学

校中存在的强欺弱问题、保护环境与日本公

害产业海外转移问题以及欧姆真理教与适用

5破坏活动防止法6 问题等则都应划作 /日

本政经0 课教学范畴, 或者放在第二课堂去

解决。

/日本概况0 教学要求教师自身必须具

有广博的知识面和不断进取的求知心, 必须

努力学习新知识, 注意观察日本社会各方面

的新变化,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在这一方面

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努力, 使教学工作得到

进一步完善。

¹  张美华: 5浅论日本报刊课6 , 5国际关系学院

学报6 1988 年第 2 期, 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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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5日本皇室6 出版

  我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赵晓春近著 5百代盛衰$ $日本皇室6, 1998年 4月由中国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以时间为经, 以历代显赫天皇为纬, 在条理清晰地勾勒日本皇族

纵向发展轮廓的同时, 把主要笔墨放在对日本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代表性的皇族人物

身上, 对古代天皇史上的圣德太子、天智天皇, 以及近代天皇史上的明治天皇、昭和天皇、

明仁天皇等作了重点介绍、研究和评说。围绕这些有代表性的天皇, 本书还旁及了众多其他

皇室成员以及日本历史上的风云人物, 并在一定程度上涉猎了日本的历史发展、重大事件、

宗教文化、风土人情等。全书 27章, 书末附有天皇世袭图, 共 345千字。

(古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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