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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师如何挖掘、加工、使用这些隐形的思政资源？

高校如何为专业教师展开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帮助？论文以

地方高校日语课程思政建设为例，探索研究日语专业课与

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如何有效地相互融合这一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

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

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

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

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在中国高校专业课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

元素，实施“课程思政”，对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必定起到重要的作用。目前，“课程思政”理念在高

校尚未形成共识。当今大学生处于思想舆论多元化时代，

信息来源渠道广泛而缺乏辨别能力，教育者有责任引导大

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高

校各类课程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的命题，为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高校

的专业课教学要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相融合。在“课程思政”

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基础，专业教育是重点，二者缺

一不可。论文以中国大连地区高校日语课程思政建设为中

心，探索研究新时代地方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课题。

中国高校外语语言类专业具有外语语言的共性，学习

-

＆

Abstract

Keywords

新时代地方高校日语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李金祯

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中国·辽宁大连

摘 要

“课程思政”是时代赋予专业教师的新任务。“课程思政”不是把专业课内容和思政课内容简单叠加，需要教师把二者有
机地融为一体用于教学。每门专业课程都含有思政元素，但是这些思政元素一般存在于专业知识点的背后，隐含在学科理
论的深处，需要教师去挖掘、加工、使用。

关键词

课程思政；日语教学；有机融合

【基金项目】大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1 年度课题：产

教融合视域下地方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项

目编号：2021dlskzd216）。

【作者简介】李金祯（1963-），男，中国辽宁大连人，硕

士，副教授，从事日语教学法和商务日语研究。



4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20 期·2021 年 10 月

者很容易受到所学语言国家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等因素的

影响。大学生处于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教师应

该在专业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启发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

人生观和世界观。目前，大连地区有 30所高校，几乎所有

高校都设置了日语课程，与其他地区相比大连地区高校学习

日语学生的数量比较多，社会培训学校的日语学习者队伍也

非常庞大。大连与日本的历史渊源久远，日语课程思政的第

一手材料也很多。现以笔者所在学校日语课程思政建设为例

展开论述。

高校人才培养方案是关系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

和培养什么水平人的问题，是专业发展方向的指针。笔者所

在学校日语专业于 2008年开始招生，为社会输送了一大批

日语专业人才。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求，每年都

开展修改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工作，与时俱进，增加时代元素。

现以 2021级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例展开论述。与 2020

级日语人才培养方案相比，2021级方案的总学分和课程设

置有很多变化。2020级为 150总学分，2021级为 162.5总

学分。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实践教育都融入了思政元素。

例如，日语专业课增加了选修课日文报刊选读，计划采用以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连日报等报刊的日文版为基础编写

的日文报刊阅读教材，从正面引导学生在学习掌握日语专业

知识的同时，加深对中国人文知识和传统文化以及国家政策

的理解，引导学生逐渐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远大理想。

西方国家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但每个国

家都十分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特别注重隐性课

程的教育作用，积极利用隐性课程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品

德。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高校一般将公民道德教育渗透到

各项社会实践和专业教学中，与中国的课程思政建设异曲同

工。课程思政建设需要教师把专业课内容和思想政治课内容

有机地融为一体，既要保证完成专业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任

务，又要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启发引导学生，使课堂教学具有“专业 +

思政”特色 [1]。“日语 +思政”特色的课堂教学应该认真思

考研究以下两方面内容。

教材

教材是课堂教学内容的载体，是教师教授知识和学生

学习知识的纽带。目前与日语专业相关课程的思政教材几乎

是空白，如何编写高水平的适合高校日语课程思政教材是

广大日语工作者的一项艰巨任务。针对日语课程思政教材短

板，笔者所在学校日语专业对教师提出了硬性规定，要求教

师深入挖掘正在使用的专业教材的思政元素，结合所授课程

特点，通词汇、句型、阅读理解等内容把思政元素有机地融

入课堂教学中。

课堂设计

信息化时代，虽然国家倡导高校鼓励教师采用课内和

课外、线上和线下等的多元化教学方式，但是目前多数高校

日语专业课还是传承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强调对日语知识

内容的学习记忆，系统的、科学的、具有时代特点的课堂教

学模式还没有形成规模，很多教师仍然没有摆脱“填鸭式”

的课堂教学模式的束缚。为此，笔者所在学校日语专业结合

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教师结合每一门课程特点设计不同的课

堂教学模式，使用好网络教学资源，融入时代因素，教师既

能够把知识有效地传授给学生，又能够使学生在课堂学习过

程中得到高尚的思想品德精神的熏陶。

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生具有家国情怀、立

德树人是课程思政的基本任务。不同专业的课程思政具有各

自专业特点，教师应该深入挖掘本专业的思政元素用于教

学。日语课程思政元素要考虑专业特色。日语学习者不可避

免地要接触日本的政治、历史、科学和文化等内容，如何引

导学生正确地认识日本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需要教师认真

思考。日语教师应该认真学习研究日本历史文化，站在客观

的立场上向学生传授以日本这个国家为载体的日语语言知

识体系，帮助学生形成“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科学的历

史观。此外，把日语课程思政元素的地域特色融入课堂教学。

笔者所在学校是大连地区一所民办高校，大连历史沉淀的日语

思政元素比较多，教师应该挖掘并正确地使用这些资源，引导

学生客观地认识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提升学生正确地理解中日

文化差异的能力，使学生更加明确专业学习的目的性 [2]。

“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在教师，师资队伍建设是重

中之重。教师应拥有与专业相关的较高的知识水平和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基本素养。教师是教书育人实施的主体也是课堂

教学的第一责任人。建设一支具有自觉“育德意识”和较强

“育德能力”的教师队伍，是确保所有课程“同向同行、协

同育人”的人才资源保障。日语课程思政师资队伍建设首要

任务是政治方向问题。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

域的主导地位，做好“课程思政”建设的顶层设计、激励计划。

学校定期对教师进行思想政治培训，保证专业教师思想健康

积极向上。要强化教师日语课程思政技能培训，制定明确的

要求和标准。课程思政技能培训可以多样化，新教师岗前培

训、专业教师岗位培训、骨干教师校外培训、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专题培训、专任教授巡讲培训、高校间校际合作经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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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培训，等等，都可以融入日语专业课的思政元素 [3]。

“课程思政”不是把专业课内容和思想政治课内容简

单叠加，需要专业教师把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每门专业课

程都含有思政元素，但这些思政元素多存在于专业知识点的

背后，隐含在学科理论的深处，需要教师去挖掘并加工用于

教学。如何挖掘、加工、使用这些隐形的思政资源对教师是

一个挑战。专业教师要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立德修身，潜心

治学，开拓创新，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

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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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可估量的正确引导作用。

淮海战役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也是淮海地区本

土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鉴赏、手工制作、儿童画、环

境创设、多媒体素材制作、绘本图书开发等课程和途径实现

其在幼儿美术教育中的应用，不仅能够丰富幼儿美术教育的

资源，也有利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为幼儿心中种下红色

精神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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