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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背景下我国高校日语专业教学的 
层级衔接研究

——以日语语法教学为例

狄  燕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济南市

摘  要｜为综合把握日语生在大学和高中两个阶段的学习情况，以便实现大学日语专业教育和高中日语教育的有效衔

接，本文选取专业日语教材和高中日语教材各一套，聚焦两套教材的语法教学部分展开分析与探讨。研究发

现，两套教材在语法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上具有连贯性，但是在教学内容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关键词｜日语生；层级衔接；语法教学；教材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前言

2018 年《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答复函》中强调要高度重视多语种外语高考改革，再次提到“充

分照顾小语种的实际情况，高考命题时小语种试卷的难度要比英语容易 5 至 10 个百分点”。近年来，

随着中学小语种教育的推广，以小语种为高考科目的考生呈跳跃式增长趋势，出现小语种报考热潮。其中，

日语和汉语之间有许多共通之处，成为小语种学生的首选。选择日语作为高考外语科目的考生（以下简

称“日语生”）人数一直持续激增，2019 年接近 5 万，2020 年达到 12 万，直至 2021 年突破 24 万大关，

甚至一度冲上热搜词条。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参加日语能力考试人数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日语学

习者最多的国家。不少日语生由于基础优势、兴趣动机等因素，选择在大学阶段继续学习日语专业（张

金龙、秦小聪，2022）。同时，余幕英等（2022）也指出，在面向日语生开展专业教学时，容易在教学节奏、

知识拓展、资源分配等方面出现混乱，无法实现有效的衔接。那么，日语生在高中阶段是如何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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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阶段学习了哪些内容？高中阶段的日语学习与大学阶段的日语专业学习在方法和内容上存在哪些

差异？基于上述疑问，我们有必要具体分析日语生在高中阶段的学习情况，进而对比其在大学阶段的学

习情况，以便实现高中阶段与大学阶段日语教育的层级衔接，从而推动日语专业教学的改革和日语专业

人才的培养。

2  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多从宏观的角度，单方面分析日语生的学习现状（刘云，2020；安蓉 等，2021），指出了

日语生进入大学后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唐新艳，2020；张金龙、秦小聪，2022），并进一步探讨了相应

的解决路径（王昭程 等，2019）。余幕英等（2022）指出，当前高中日语教育的教学环境不够成熟，人

才培养质量有待提升，高中阶段与大学阶段的日语教育未能形成有效的层级衔接。然而，日语生在高中

阶段的学习情况具体是怎样的？面向日语生的大学日语专业教育又将如何开展？针对上述问题，尚未有

研究给出具体回答。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重要途径，是教育教学的主要内容支撑，是把握学生学习情况的重要手段（张金

龙，2022）。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数据显示，目前日语教材相关的研究已有近 2000 篇，相较于英语教

材的相关研究数量虽然略显不足，但足以说明教材研究已经引起了我国日语学界的关注和重视。研究者

们正尝试通过教材这一载体，来分析和把握学生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内容。然而，语法是教材内容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外语学习的重要一环，是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彭广陆、藤卷启森，2013）。基于此，

本文将聚焦教材中的语法部分，通过对比分析教材中的语法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综合把握

学生的日语语法学习情况，以期面向日语生开展更加有效的语法教学。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为综合把握日语生在高中和大学两个阶段的语法学习情况，本文设定了以下三个问题：

研究问题 1：高中日语教育和大学日语专业教育的语法教学理念有何差异？

研究问题 2：高中日语教育与大学日语专业教育的语法教学内容有何差异？

研究问题 3：高中日语教育与大学日语专业教育的语法教学方法有何差异？

3.2  研究对象

曹大峰（2014）指出，教学语法以教材为载体，通过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体现了教材编写

者的教学理念。因此，本文选取目前高中阶段和大学阶段普遍使用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套日语教材为

调查对象，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对其中的教学语法同时进行质性和量性的对比

分析（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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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套教材的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two sets of teaching materials

教材 出版时间 总册数 编写依据
高中教材 2019 年 5 册 《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专业教材 2014 年 4 册 《国际交流基金日语教育标准（2010）》

高中日语教材（以下简称“高中教材”）依据《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编写，于

2019 年出版，在国内得到广泛使用。全书共 5 册，其中包含必修教材 3 册，选择性必修教材 2 册。

日语专业教材（以下简称“专业教材”）以《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为依据，参照日

本《国际交流基金日语教育标准 2010》编写而成，全书共 4 册。该书于 2014 年出版，2018 年修订，被

国内诸多院校选为教材使用。

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采取内容分析法，对两套教材的语法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其中，

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常见于教材的前言介绍中，本研究将对相关文本进行质性分析；语法教学内容则常

见以语法条目的形式出现，可进行量性分析。因此，本研究是一项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的结合。

4  高中教材和专业教材的对比分析

4.1  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

4.1.1  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决定教学内容与方法，本文通过考察两套教材的前言、使用说明等相关资料，分析了其各

自的语法教学理念。现将两套教材中所体现的与教学理念相关的表述摘录如下。

首先，高中日语教材指出“各课语篇里蕴含着文化背景、学习策略及需要掌握的语法项目等。同学

们可以借此开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体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加

以整合，再通过“やってみよう”尝试解决问题，同时使所学内容得到巩固和提高”。

高中教材中，每课为一个主题，一个主题之下关联了相应的学习任务，在任务驱动下展开具体的学

习。首先，学生通过“ステップ 1（步骤 1）”和“ステップ 2（步骤 2）”，在语篇中了解文化背景、

学习语言知识、培养学习策略，再通过“やってみよう（试做）”，将所学知识加以运用、巩固和提高。

可以看出，该教材重视学生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学习和应用，并注意理解和产出的层层推进，体现了

其教学理念的科学性。

再看专业教材，编者在前言中指出该教材的编写设计体现了以下四个特点：（1）以学习为中心，

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动力和语言探究潜能；（2）以输出为驱动，培养综合能力；（3）以

跨文化交际理论为指导，将解决跨文化冲突问题融入语言学习之中；（4）提供“教、学、测、评”完

整的教学解决方案。

可见，专业教材在教学理念上更加明确、具体，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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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教学理念的先进性。其次，该教材引入了第二语言习得和认知理论以及跨文化交际理论，体现了其教

学理念的科学性。此外，该教材提供教案、课件、示范课、试题库等教学资源和学习软件，体现了其教

学模式的现代化。

综上，通过开展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等，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和

语言探究的潜能，这一教学理念在两套教材中得到了一致的体现。尤其是高中教材从自主学习、合作学

习两个角度分别提供了“学习评价量规样表”；专业教材则强调输入与输出并举，注重培养综合应用能力，

这一教学理念较为新颖。此外，专业教材依托相应的教学平台和资源，实施立体化、信息化、数字化教学，

为学习者提供了广阔的学习与交际平台。但是，高中阶段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习者对网络化学

习平台的了解和使用相对较少。因此，在日语生的教学中，教师应及时给予指导和说明，以使其更快地

适应丰富、多样、便捷的数字化外语学习环境。

4.1.2  教学方法

从教学方法的角度来看，两套教材由于教学目标、教学对象不同，教学方法也各有特色（见表 2）。

表 2  两套教材的教学方法对比分析

Table 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the two sets of textbooks

教材 教学方法

高中教材
ウオーミングアップ→ステップ 1 →ステップ 2 →新出語→解説→練習

（热身→步骤 1 →步骤 2 →新词→解说→练习）
专业教材 基础会话→应用会话→正文→句型→注释→练习→小知识

整体来看，两套教材都沿用了“从课文导入到语法讲解再到巩固练习”的传统范式。其中，高中教

材在进入课文学习之前，设置了相关话题的热身环节。相比之下，专业教材则在每一课的最后添加了与

所学内容相关的文化知识专栏，显性学习和隐性学习相结合，以强化学生文化知识的学习与积累。

具体来看，在课文导入部分，高中教材以正文为主，正文部分主要遵循“听→读→说 / 做”的流程，

符合“输入→理解→输出”的习得过程。在专业教材中既有会话又有正文，同时会话又分为基础会话和

应用会话，同时兼顾了学生口语和书面语的习得。在语法讲解部分，两套教材都是“先提示语法规则，

后提供例句讲解”这样自上而下的、以演绎法为主的传统教学。这种教学方式多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学

生的独立思考、发现学习较难实现。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引导学

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究。在练习部分，高中教材以“文完成（完成句子）、応答（应答）、会話（会话）、

選択（选择）”等基础练习为主，专业教材中既设置了“替换练习、完成会话”等基础性练习，同时还

有主题讨论等应用性练习，练习形式较为灵活多样。在主题讨论环节，学生需要围绕相关主题查阅资料、

总结观点并成文，这一练习过程能够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

4.2  教学内容

4.2.1  语法体系

本文从词类划分、句法成分、用言活用体系三方面对两套教材的语法体系进行分析。首先，在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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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上（见表 3），两套教材的不同点有三：（1）高中教材中形容词为上位概念，可分为 1 类形容词和

2 类形容词，1 类形容词对应专业教材中的形容词，2 类形容词对应形容动词。（2）高中教材采用罗马

数字分类，将动词分为 1 类动词、2 类动词和 3 类动词，分别对应专业教材中的五段动词、一段动词和

サカ变动词。（3）高中教材中分前缀和后缀，专业教材中则称接头词和接尾词。如上所述，两套教材

在词类划分上基本一致，但在具体命名时存在差异，日语生在进入大学的专业学习中容易产生混淆，需

要教师的及时纠正和指导。

表 3  两套教材的词类划分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lexical categories in two sets of teaching materials

高中教材 专业教材
名词 名词

\ 代名词
1 类形容词 形容词
2 类形容词 形容动词

副词 副词
1 类动词 五段活用动词
2 类动词 一段活用动词
3 类动词 サ行变格活用动词

カ行变格活用动词
连体词 连体词

前缀 接头词
后缀 接尾词

感叹词 感叹词
连词 接续词
量词 助数词（量词）
词组 连语（词组）
敬语 \

\ 终助词

在句法成分方面，两套教材中都出现过“主语”“谓语（用言）”“连体语（连体形式）”等主要

句法术语，且对其认定基本一致，日语生在学习时不至于产生混乱。虽然两套教材都对句法相关的术语

有所提及，但是均未作出具体的、系统的解释说明。因此，在日语学习中，学生能否依据母语的知识经验，

自主构建起句法体系，这一点存在疑问和担忧。

表 4  两套教材的句法成分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syntactic components of the two sets of textbooks

教材 句法成分
高中教材 主语 用言 连体形式 \ \
专业教材 主语 谓语 连体语 宾语 状语

在用言活用体系上，两套教材都列出了日语学习中常见的用言活用形，并且认定范围基本一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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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具体命名上存在差异。可见，专业教材吸收了日本学校语法与教科研语法等多家众长，考虑到教学

语法的科学性与简易性，将日语活用形分为原形、未然形、连用形（ます形、て形、た形）、终止形、

连体形、假定形、命令形和推量形。上述活用形中，原形与基本形，未然形与 V ない，ます形与中顿形，

て形与 V て，た形与 V た，终止形与简体句子，假定形与ば形在两套教材中认定范围一致，但命名方式

不同。为避免混乱，在专业教学中，教师有必要对日语生的用言活用体系进行重新梳理，与高中阶段习

得的活用体系形成有效衔接。

表 5  高中教材和专业教材的用言活用体系对比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use system of high school textbooks and professional textbooks

高中教材 专业教材
基本形 原形
V ない 未然形
中顿形 连 ます形

V て 用 て形
V た 形 た形

简体句子 终止形
连体形 连体形

ば形 假定形
\ 命令形
\ 推量形

4.2.2  语法项目

首先，本文对高中教材（全 5 册）中列出的语法项目进行了分册统计，结果如图 1 所示。可知，必

修教材平均每册设置 25 个语法项目，选择性必修教材平均每册设置 35 个语法项目，通过全 5 册教材合

计将学习 145 个语法项目。单从语法项目总数来看，高中教材所涉及的语法项目是专业教材中语法项目

数量的 1/4，是日语能力考试（JLPT）出题标准的语法项目的 1/5。

图 1  高中教材的语法项目数量

Figure 1 Number of grammar items in high school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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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专业教材所涉及的语法项目为基础，对高中教材中的语法项目在大学日语教材中的出现情况

进行统计分析（见图 2）。结果显示，高中教材所涉及的语法项目与专业日语教材的第 1、2 册的语法项

目重合度较高，但是进一步对比分析发现，高中教材与专业教材第 1、2 册重合的语法项目却不足第 1、

2 册语法项目总数的 1/3。可以推测日语生在学习大学教材第 1、2 册时具有一定的基础，相对较为容易，

但是仅通过高中教材的学习远不足以支撑大学基础阶段前期的学习。因此，日语生在大学阶段的学习中，

要注意充分利用原有的基础，实现日语知识的深化和日语能力的提升，避免日语学习陷入“吃老本”的

困境。

图 2  两套教材的语法项目对比分析

Figure 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rammar items in two sets of textbooks

本文依据旧日本语能力出题标准（以下简称“JLPT 标准”），对两套教材的语法项目进行统计分析。

如图 3 所示，在高中教材和专业教材中，N2 级别的语法项目所占比例最高，这一点与 JLPT 标准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在 N2 级别的语法项目上，专业教材的学习数量已接近 JLPT 标准数量，高中教材的学习

数量不足 JLPT 标准数量的一半。高中教材和专业教材前两册基本均未涉及 N1 级别的语法项目，而专业

教材后两册中 N1 级别的语法项目数量接近 JLPT 考试标准数量，说明学生学完基础阶段的 4 册专业教材，

可以尝试 JLPT 日语能力 1 级考试。就 N3 和 N4 级别的语法项目来看，专业教材全 4 册中的 N3、N4 级

别语法项目的数量与前两册的数量差别不大，可以得知 N3、N4 级别的语法项目作为日语语法学习的基

础，主要在专业教材的前二册完成学习。然而，专业教材和高中教材中的基础语法项目都远低于 JLPT

标准数量。如上，高中教材和专业教材都以 N2 级别的语法项目为主，缺少 N3、N4 级别的基础语法项目，

这一配置是否存在难度失衡？此外，在两套教材中，虽然作为显性知识给出的基础语法项目数量较少，

但学生是否以隐性知识的形式学习了这些基础语法项目呢？进一步，在缺乏显性学习的情况下，学生的

基础语法项目的习得情况又是如何？以上问题有待进一步关注、确认和解决。此外，在专业教材中，除

了 JLPT 标准涵盖的 N1~N4 的语法项目之外，还导入了大量的级外语法，这体现了专业教材内容的丰富

性和非应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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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两套教材的语法项目与 JLPT 标准的对比分析

Figure 3 Comparison between the grammar items of the two textbooks and the JLPT standard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比高中日语教材和大学日语专业教材，重点关注两套教材的语法教学部分，发现两套教

材在语法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方面既有一致性，也存在一些差异。首先，在教学理念方面，

两套教材都体现了合作学习、探究学习、自主学习等先进的教学理念。专业教材强调要遵循学习者的习

得规律，主张输入和输出并举，同时提供了立体化、数字化的学习平台和资源，这是其特色和亮点所在，

也是在大学阶段教师在面向日语生的教学过程中需要加以注意和引导的地方。其次，在教学方法方面，

两套教材都是“从课文导入到语法讲解再到巩固练习”的教学模式，并且一致采用了演绎式的语法讲解

方法。因此，无论在高中阶段还是在大学阶段，在具体的语法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发挥能动性，创

新已有的教学活动设计，为学生创造自主学习、发现学习和探究学习的环境和条件。最后，在教学内容

方面，两套教材的语法体系在具体的命名上存在分歧，学生容易产生混淆，特别是对于刚刚进入大学阶

段的日语生，教师应注意给予及时的纠正和指导。此外，本文通过分析发现，高中教材的语法项目与专

业教材虽有部分重叠，但其语法项目总数远不及专业教材和 JLPT 标准。因此，在面向日语生的专业教

学过程，教师应加以提醒和规诫，避免其盲目自信、陷入“坐吃山空、立吃地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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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Hierarchical Articulation of Japa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aking Japanese Grammar Teaching as an Example

Di Yan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Jinan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learning situation of Japanese students in university and 
high school, so as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university Japanes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high school Japanese education, this paper selects one set of professional Japanese textbook and one 
set of high school Japanese textbook, and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grammar teaching part of the two 
sets of textbooks. It is found that the two sets of textbooks are coherent in terms of grammar teaching 
concepts and teaching methods, but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eaching contents.
Key words: Japanese language students; Hierarchical articulation; Grammar teaching; Text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