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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

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尤为关键。本文以《基础日语》专业教学与课程思政的融合及育人目标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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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0 年 6 月 1 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对于专业教育课程，纲要强调，要根据专

业的“特色”、“优势”和“育人目标”，深挖提炼专业知识体系

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从文化、历史等角度，

增加课程的知识性、人文性，提升引领性、时代性和开放性 [6]。

可见，课程思政（三进）工作已势在必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要做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统一。

同时，专业课教学过程中，在教授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

深化教学体系改革，提升专业课过程中的“育人”目标变得尤

为重要。外语教学，具体落实到本人所担任的《基础日语》教学，

亦不得不探索如何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具有协

同效应的同心圆结构系统，让专业课程思政与其他课程在育人

节奏上保持同频共振，形成最大合力。为此，本人在《基础日语》

教学中，紧扣“新文科”建设内涵，转变思想认识，提炼、优

化课程内容，落实“三进”内容，推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进行

了如下探索。

一、找准思政内容与专业教学的契合点

在外语教学传统中，向来重视外语对象国文化的理解与学

习。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

紧迫任务。为此，教师更应该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

和民族情感，展现中国智慧，这不仅是专业教学课程思政的基

本要求，也是提升专业课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这样，外语教

学过程中就可以增强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从而升华文化

自信。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

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4]。文

化自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此，专业教学找准提升文化自

信的契合点，来加强学生的文化认知，便尤为重要了。

本研究选取的课程是日语专业本科基础日语课程，使用的

教材是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基础日语教程》新版 1-4 册，

每课的体例是本文、要约文、新单词、语法、句型、词语解释、

练习等七个部分。其中，本文部分是教材的核心。编写的原则是：

内容健康，贴近生活，注重口语，听说领先，语言规范，学以致用。

也即，课程在编写中，本身已经非常注重文化元素的摄取。

本人在教学中，依托基础日语课程的课堂教学，在课前发表、

课中讲授及小组讨论、课后作文等教学环节中，引入习近平总

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解读，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帮助

学生在学习中行正身正，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例如，《基

础日语教程Ⅳ》第 6 课《地球环境的危机》一课，课文内容讲

的是，受地球上人类活动的影响，如今生态系统正以惊人的速

度遭到破坏，而环境污染更是波及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同时，

课文末尾还进行了呼吁——把遥远的祖先馈赠给我们的绿水青

山，以及作为无法替代的行星的地球环境以健全的姿态传承给

子孙后代，是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本课的教学目标为“夯

实基础知识，注重听说；倡导学生尊重自然、融入自然、追求

美好生活。”思政 ( 三进 ) 育人目标为结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的内容，旨在将党和

国家的治国理念融入教学，增强学生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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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内容是以“翻译点评”的形式，融入课程教学的。

教师选取了几小段中文版的内容，安排学生课下分组完成“中译

日”翻译，并在下次课上让同学们分组 展示文并由教师进行点

评。通过这一环节的融入，不仅增强了学生们对“保护生态环境”

的意识，而且加深了对党和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大政方针的

理解和认识。

特别是结合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上的讲话——《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将“生

态环境”破坏的历史背景及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置于更高层次

的语境进行了如下论述。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

共同责任。生态文明建设做好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加分项，

反之就会成为别有用心的势力攻击我们的借口。人类进入工业文

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

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一些西

方国家相继发生多起环境公害事件，损失巨大，震惊世界，引发

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在人类 200 多年的现代

化进程中，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 30 个、人口不超过 10 亿。

在我们这个 13 亿多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影响将是

世界性的 [5]。

通过对这段内容的学习，不仅加深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和把握，更增强了学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紧迫感和责任意识。同

时，也让学生对第 6 课内容“地球环境的危机”有一个更高维度

的把握，激发学生对“生态文明保护”与“地球环境保护”的理

性认识与思考。

二、以学生关切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

在基础日语教学阶段，教师也会随时关注学生的整体状态。

课余时间通过与学生谈话交流，发现部分同学上了大学后，没有

了高考前那种单一的考试压力，会找不到方向，甚至不免有些迷

茫，不知道该为什么而奋斗。“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重中之重，也是教育的根

本问题。其中，对于从事基础日语教学一线教师而言，“如何培

养人”更是每节课都在思考的问题。针对学生们对自己的未来迷

茫的状态，本人在教学中，就“如何培养青年大学生的使命担当

和家国情怀”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教学尝试。

例如，讲到《基础日语教程Ⅱ》第 4 课《我们有梦想》时，关键

词是“梦想”，课文内容是当代大学生讨论未来的工作志向。在

这一课的课程设计中，本人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

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中国梦”的内容内嵌到了课堂教

学之中，融入青年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之中，做到进讲义、进课

堂、进学生头脑。具体思路，分为如下三个步骤进行。

首先，带领同学们深刻对中国梦的具体含义进行了深刻解读。

“中国梦”的核心目标也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也

就是：到 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 2049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100 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

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其次，引导同学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国梦的引

领者”。中国梦必然要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共

产党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

合，进行了坚忍不拔的探索。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

道路，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终于在各

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和制度，拥有了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和道路自信。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强引领者。实现

中国梦是一个伟大的同时也是艰巨的历史任务。纵观中国近百年

的发展，还没有哪个组织党派或团体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汇集了

众多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优秀品质。

最后，引用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5 月 2 日给北京大学学生

的回信中的内容，启迪同学们，“中国梦也是青年的梦”。中国梦

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

梦。“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

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

细胞之在身。”历史证明，青年始终是我们社会中最积极、最活

跃、最有朝气的重要力量。振兴中华的史册，记载着中国青年牺

牲奉献的光荣；民族复兴的使命，激荡着中国青年砥砺奋进的豪

情。我们深信，当代中国青年只要牢牢把握人生航向，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团结拼搏，锐意进取，美好的青春一定能够在实现伟

大中国梦的进程中绽放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此外，鼓励学生们结合专业，积极申请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做延伸性学习或研究，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究国计民生中的热点问

题，促进“思政”与专业相长，达到事半功倍的育人效果。通过

此次课程的学习，激发了同学们对自己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反思，

分别在以作文的形式谈到了对自己未来的思考与规划。

三、发挥好学科文化的育人功能

日语学科文化是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有自己的特点，课程思

政（三进）如能结合学科特点和文化来开展，将会对学生的思想

认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深层次的素养形成濡染和塑造。

《基础日语教程Ⅳ》第 11 课《关于“蹭书”的思考》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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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是很有对象国特色的一篇文章。关于这一课的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是是夯实基础知识，注重听说；鼓励学生多阅读经典作

品，加强学生的文化认知、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途径。课程思

政（三进）目标是，结合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2 月 28 日在第四

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先进代表时的讲话内容——《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

家有力量，锲而不舍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鼓

励学生博览群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实现小

康社会的同时，追求精神财富的极大富足。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

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

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5]。

同时，课堂内容还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2 月 7 日在

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答问的一部分内容，采访中习近平总

书记谈到了自己喜欢读书习惯和爱读的书目。

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

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

滋养浩然之气。比如，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

洛夫、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

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

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3]。

通过对总书记这段讲话的学习，同学们纷纷表示，总书记

的讲话很亲民，同时也很受鼓舞，往后自己也要多读书，拓展

知识面和见识。也就是在这堂课上，本人向同学们推荐了徐复

观的《中国艺术精神》这本书，开展了师生共读一本书活动。

四、注重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

增加外语学者的文化认同途径，是树立青年大学生文化自

信的重要手段。青年大学生对本国文化的强烈认同，也是国家

自立于世界的伟大精神力量。

本人在教学中，注重深度挖掘教材内涵的文化元素，进而

进行深入拓展。例如，《基础日语教程Ⅱ》教材第 1 课《这学期

也加油吧》这一课，关键词是“春节”，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

讨论彼此家乡的春节习俗。讲到这里，本人将中国春节习俗对

日本新年的影响融入了课堂教学。

历史上，日本人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使用中国农历。明治

维新后，日本政府决定 1873 年 1 月 1 日起改用西历。因此现今

日本人的新年是公历的一月一日，而不是传统的农历。尽管现

在日本过西方新年，但是日本过年习俗仍然反映了传统的中国

文化。在元旦日日本人购买新年产品，商店和购物都非常拥挤。

此外，在新年第一天欢迎年神到家中，人们在年前清洁干净房

屋。这其实是受中国春节习俗的影响，做大扫除是为了辟邪除灾、

祈福、留住好运。

通过对中国春节习俗的讲解，及中日春节习俗的对比。同

学们意识到中国春节传统习俗有着更深的文化寓意。

通过此次课程的讲解，学生们学会了通过比较的视角，透

过现象来认识其背后的本质，平添了一种文化认知的途径。

结语

在外语专业教学过程中，不断将思政元素和习近平总书记

的治国理念有机融入专业教学中，不仅可以形成知识、能力和

价值塑造实现有机结合的课程，还可以让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提

升政治认知、道德素养，提高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政治站位，真

正实现知识的传授和价值的引领。同时，以课程思政（三进）

为抓手，教师可以更有效地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践行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历史使

命，培养出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过硬的新时代外语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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