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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日语教学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本文针对目前高校日语教学中表现出的传统教学为主导、课程设
置不合理、缺少语言学习环境等现状，以大数据为依托，通过构建网络平台、合理课程设置、营造语言环境改革现有教学模式，丰富教育教

学资源，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从而提升教学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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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的发达与信息的流通给人们的
生活、工作等带来了很多便利，在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持的大数据时

代，也给高校的教学带来了更多的资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

传统教学为主导的日语教学也面临着改革需要。教育部 2018 年发
布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指出：“积极推进“互联网＋教
育”，坚持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坚持应用驱动

和机制创新的基本方针，建立健全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机制，构

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1］作为培

养人才主阵地的高校，应充分运用大数据带来的便利，改革传统教

学模式，提升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促进师生全面发展。

一、高校日语教学现状

随着中日国际交流的频繁及对日语人才需求的增大，很多高

校都开设了日语课程的教学。为了适应社会需求，培养应用型日

语人才成为了很多高校日语教学改革的重心。目前，高校的日语

教学现状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点：

1.传统教学模式为主导
教学包括教与学两方面的内容，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是

教学活动中的两个重要要素。在以往的课堂教学中，基本是教师

讲授理论知识为主，学生听讲记录为辅，是一种“填鸭式”的教学模

式，未能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没有实现以学生为

主体的教学理念。［2］目前很多高校的日语教学还是以传统教学模

式为主导，教学理念还较陈旧。

2.课程设置不合理
在日语课程的设置上，理论教学的课时明显高于实践教学课

时，所以很多日语课程都呈现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脱节的情

况。重理论轻实践是普遍现象。课程设置的不合理直接影响到学

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不相符。

3.缺少语言学习环境
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语言环境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初学者

来说，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对学生学习的影响是深远的。它能够

让学习者掌握语言表达技巧，能够让学生学会正确的表达自己的

想法，对提升语言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的日语教学中，受

时间、场所、资源等各方面因素影响，语言学习环境相对较薄弱，有

待加强。

二、大数据时代日语教学改革策略

1.构建网络平台，丰富信息化教学资源
在大数据背景下，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都与信息技术有

着一定的联系，给学校的教学带来了很多便利。针对目前教学资

源匮乏及教学方法落后等现象，运用信息技术构建网络平台，既能

丰富教师教学资源也能丰富学生学习资源，还能为教师和学生节

省时间。［3］教师可以将节省的时间放在其他知识点的讲解中，学生

也可利用节省出的时间学习更多的知识。教师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模式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因此，构建网络

平台，实施信息化教学是高校日语教学改革的新趋势，也是大数据

时代改革的必然趋势。

2.合理课程设置，实现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针对目前日语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现象，高校首先应合理

设置课程，合理安排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课时分配，完善人才培

养方案。其次，还可利用大数据时代带来的便利，积极开拓实践基

地，搭建实习平台，为学生提供实践学习的机会，通过理论与实践教

学相结合使学生掌握运用语言的能力和方法，提升教学实效。除了

积极开拓第二课堂外，在课堂内，也可以通过翻转课堂、情景教学等

教学方法让学生参与进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开发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3.营造语言环境，提升语言运用能力
张正东曾在《外语立体化教学法的原理与模式》中指出：“环

境制约外语教学的存在、发展和质量。”［4］可见，语言环境是影响语

言类教学的主要因素。日语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运用是

语言学习的归宿，运用能力的提升是语言教学成果的体现。因

此，语言环境对语言学习者来说至关重要。营造语言环境应从课

堂内和课堂外两方面入手，首先，教师应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发挥学生主体作用，通过情景演练、课文复

述、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参与进教学活动中，创建课内语言环

境。其次，通过日语角、日语演讲比赛等学生活动给学生提供接触

和使用日语的机会，营造课外语言环境，另外，还可以依托大数据

时代信息技术，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上网阅读，通过观看日剧、动漫

等营造语言环境，培养自己听说的能力。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高校日语教学改革是大势所趋，高校依托

大数据信息，通过构建网络平台，合理课程设置，营造语言环境来

丰富教育教学资源，提升学生语言运用能力，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提升教学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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