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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德树人的课程思政理念下，高校外语教学育人内涵

已经由知识学习能力、核心素养培养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家国情怀、国际化视野层面。作为中国第二大外语的日语

课程教学具备时代性、紧迫性、艰巨性、使命性、复杂性特点。

综合学者加涅（1992）、肯普（1994）、乌美娜（1994）、

史密斯、雷根（1999）等提出的教学设计理论，教学设计具

备计划性、系统性、程序性、综合性、规律性、目标性基本

特征；遵循现实可行性、测评反馈性原则；包含任务、对象、

目标、策略、过程、评价六要素。

课程思政的本质是在学科中开展德育，立德是方法、过

程，树人是目的、成效；其实施要求是间接隐性地融入学科

教育。中国很多高校教师结合自身学科实践进行了学科教学

内容和思政元素的契合设计尝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流程总

体为从宏观微观层面挖思政元素，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定目标，

从认知认同、情感内化、行为转变方面找策略，进行诊断性、

过程性、总结性评估，整合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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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立德树人的课程思政理念下，高校外语教学内涵已由语言知识、学习能力、核心素养培养提升到家国情怀、国际化视野层
面。复杂多变的中日两国关系以及信息化时代环境的巨大变化使高校日语课程教学呈现时代性、使命性、复杂性等特点。论
文应用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理论，结合二外日语教学实践和既有探索，以日语寒暄语为切入点进行具体案例设计。课程思政教
学设计应着眼于如何做到思政元素与日语课程元素的有机融合，评价方法制定应量化、质化，行为观察与情感态度相结合，
根据学情、教情动态调整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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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日语课程的教学设计实践主要有在论证日语课程思

政必要可行性的基础上给出语言文化、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

案例设计 [1]；从文化自信角度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尝试 [2]；教

学学资源整合、教师思政意识提升、评价方式改进方面进行

策略研究 [3]。论文在既有理论实践基础上结合自身教学经历，

以日语寒暄语为切入点进行案例设计。

所选内容为《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初级上册》第七

课《小李每天喝咖啡》，本课安排 4个课时。课时 2的内容

为在公司、家中、拜访、餐馆场合使用的寒暄用语。

学生语言交际能力：熟练运用日文寒暄语的语言能力。

文化意识能力：准确说出日文寒暄语使用场合及文化背景。

批判思维能力：日本言灵信仰功能分析与汉语寒暄语对

比思考语言的表达效力。

情感态度转变能力：明确寒暄语对日常生活的指导意义。

3.2.1导入

展示动漫剧、电视剧中使用寒暄语的场景切入。

用语讲解

请学生阅读教材说明内容后归纳出四组寒暄用语的使用

场合。

将学生分组，以项目任务形式讨论对寒暄用语语言功能

的理解，由小组代表发言。

点评基础上解释日语寒暄用语产生原因是日本古代“言

灵信仰”，即语言是有灵性的，在离别、相聚、庆祝等场合

说吉利话语，事情就会向好的方面发展，反之说不吉利的话

或者不说事情就会往不吉利的方向发展。即使是琐碎的家人

相互之间的寒暄也包含着体谅、祝福、关心之意。之后回归

导入环节视频任务学习法请学生剖析。

引导学生思考汉语中体现语言灵性的表达词语。如“祸

从口出”、新年祝福语、离别送行语等。明示注重语言表达

效益是中日文共通之处。

四组寒暄用语分别体现了尊重、礼貌、和谐、关心等语

言表达效益，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平等”“友

善”是相通的。结合时下发生孩子见到长辈、学生见到老师

不打招呼等反面社会现象传达语言表达效应的重要性，使学

生感悟社会交际中应尊重生命，人际关系中与人和睦相处，

真诚礼貌待人。

会话输出

选择夫妻二人家中会话实例，先明确会话中的汉字读音

及词义，采用项目任务式教学方法让学生进行情景再现的实

训演练，最后由学生总结出家庭中夫妻之间使用寒暄用语体

现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的内涵。

诊断性评价：寒暄用语准确熟练度、情景对话的达成度。

多维度评价：任务完成度、语言表达准确度、态度情感、

评价主体方面。

总结性评价：会话演练视频材料纳入电子档案袋。

二外日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难点在于思政元素与课程内

容有机融合、教学方法策略多样化运用、创新点突出、教学

效果量化、质化多维度评价。还应根据学情教情进行动态调

整反思，最大化达到润物无声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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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当成可有可无的“副课”，对其漠然置之，真是可悲可叹 [3]。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发展，农村地区初中历史教学所

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

了历史学科的发展，影响了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但随着教

育经费投入的不断增长，历史教师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增

强，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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