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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日关系呈现复杂多变的态势，但经济、

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依然保持活跃。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企业对掌握日语技能同时具备相关

领域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日益增加。传统日语教

育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许多日

语系课程仍然以语言技能培养为主，忽视了学生在专业

领域的应用能力以及人才多元化的需求，学生在进入职

场后，往往难以应对多变的实际问题。为了改变这种局

面，必须对日语专业的教学模式进行新的探索，而一切

教学改革都需要有配套的师资力量进行支撑。

近年来，高校如何优化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研究层

出不穷。例如廖律（2024）指出，高校要创新师资建设

理念、丰富教师学科知识、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完善教

师管理机制，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为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条件。薛敏和农

惠媚（2024）则指出，教师是发挥高校内生动力和办学

活力的关键要素，高校“双师双能型”教师在高校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创新方面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陈倩（2024）以高校日语专业应用型人

才培养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就业导向下高校日语专业人

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加强师资建设直接关系到

日语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水平。丁红卫（2022）

则提出，通过本科生导师制和研究小组制度提升教师与

学生之间的互动，构建多元化的“日语+”人才培养模

式提升专业之间的互动，通过面向市场、跨界融合提升

专业与行业之间的互动是日语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的关键

策略。

基于先行研究的成果，天津理工大学日语专业积极

以“日语 +X”为目标优化师资队伍

——以天津理工大学大学语言文化学院为例

徐怡秋  赵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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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培养更多高素质、应用型的日语人才，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必须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本文旨在探

讨如何结合“日语+X”理念，优化师资队伍，提升日语专业的学科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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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教育改革的号召，以“日语+X”为培养目标，大

力投入师资建设，通过打造优质教师队伍，培养符合新

时代要求的复合型人才，为日语系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1  现状分析

天津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日语系自成立以来，

始终坚持以培养社会有用人才为目标，不断优化课程设

置、更新课程内容、拓展实践教学、拓宽国际交流渠

道，并积极与相关企业和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

供更多的实践平台和实习机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

前，我系拥有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为社会

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日语人才。然而，面对“日语+X”的

新教育模式，日语系在师资队伍优化方面仍面临挑战。

“日语+X”模式是指在日语专业教育的基础上，

结合其他领域的知识或技能，形成跨学科的教育模式。

这里的“X”代表除日语外的其他专业领域，如经济、

商务、信息技术等。“日语+X”模式要求教师具备丰富

的日语语言学知识及跨文化理解力，能够灵活结合学生

所选“X”专业进行教学。而目前，我系日语专业教师

多为纯日语背景，他们擅长语言知识的传授，但在实践

教学、跨学科融合等方面存在不足，缺乏跨学科知识与

企业实践经验。师资队伍的单一性导致教学内容较为传

统，难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际应用能力。为

了更好地推进日语系发展，实现“日语+X”的人才培养

模式，必须进一步优化师资结构，建设一支复合型的专

任教师队伍。

2  师资队伍多元化建设的探索

通过“日语+X”模式的推进，能够改变传统日语教

学局限于语言技能的状况，使学生不仅掌握语言交际能

力，还具备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从而具备更强的实践

应用能力和就业竞争力。要促进这种教育模式创新，就

必须建设过硬的师资队伍。为此，必须进行以下探索。

2.1  引进“双师双能”型教师

“双师双能”型教师是指既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

又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胜任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的教师。为了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必须积极引进具有行

业背景的“双师双能”型教师，他们可以将实际工作中

的经验和案例带入课堂，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

果。近两年，日语系在引进人才方面积极努力，吸引了

具有跨学科背景和行业经验的高级人才加入教师队伍。

例如，我系新引进的一名教师曾就职于日本国际电气基

础技术研究所（ATR），从事语音识别引擎开发相关工

作，参与日本夏普公司（sharp）电子词典语音识别程序

开发及日本文部科学省令和元年（2019年）全国学力学

习状况调查报告中英语语音识别判断项目，参与东京书

籍出版社小学、初中英语教材同步训练软件开发，参与

ATR Brix online class教师培训项目等，在语音语料库建

设、语音识别、大规模自动语音评价等项目中参与核心

算法工作，熟悉日本企业文化，具有丰富的行业工作经

验；另一位新教师则在博士后阶段参加过计算心理学、

自然语言处理、实验程序制作工具（E-prime）等培训，

熟练掌握Python和R语言的应用以及语料库分析、词频

分析等技术，具备实验设计和程序开发技能，同时，也

系统学习过神经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对脑功能数据分

析、包括EEG（脑电图）和MRI（磁共振成像）技术等均

有所涉猎。两位教师的加入，为后续开设数据统计、数

据分析等课程创造了条件，为日语系的发展注入了新鲜

血液。

2.2  加强教师培训与交流

在引进高水平教学人才的同时，加强对现有教师的

培训与交流，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也十分重

要。具体措施如下：

（1）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研讨会，

了解学科前沿动态；

（2）邀请知名学者和行业专家进行讲座和交流，拓

宽教师的学术视野和实践经验；

（3）鼓励教师参加国内外进修项目，提供资源支持

教师在日语之外学习其他专业技能，提升现有教师的实

践教学能力，为“日语+X”课程提供保障。

例如，我系教师于2023年10月前往沈阳参加CNCC中

国计算机大会。分会场主题为：再探可持续胜任力——

论科技自立自强环境下的计算机创新人才培养。会议期

间，与会教师与国内一流高校计算机专业的师生进行了

深入的交流，其中来自北京大学的陆俊林教授和来自清

华大学的黄隆波教授分别详细讲授了两校计算机拔尖人

才培养方案，为我专业建设带来了新的启发。会后相关

教师完成了以“数字技术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

究”为题的《津台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研究专项项目》，

为我专业学生的就业和职业教育开拓了新的思路，引领

了新的风向。

2.3  深化校企合作

为了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提高教师实

践教学能力，还必须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加强高校教

师与企业的双向交流。具体做法如下：

（1）邀请企业专家为师生提供讲座或培训，使教师

深入了解当前行业趋势与实践需求，提升教师的实战经

验与行业知识，为学生提供真实的行业指导和建议；

（2）组织教师到企业参观考察和调研学习，了解企

业的运营模式和实际需求，将企业的实际需求融入教学

内容中，鼓励教师带领学生在实际工作中应用日语及其

专业技能，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

（3）建立实训基地，通过校企联合的“日语+X”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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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即在精通日语的基础上，再掌握一门或多门专业

技能，已经成为中高端人才市场的重要需求。因此，优

化师资队伍，以培养具备“日语+X”能力的复合型人

才，具有深远的价值与意义，并对未来发展有着积极的

展望。

4.1  师资队伍建设推动教育改革

优化师资队伍意味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

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这包括引入更多与“X”相关的实际

案例分析、行业讲座、企业实习等实践环节，使学生能

够将日语学习与专业技能培养相结合，提高其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同时，加强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建设，引进

具有国际视野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将有助于提升教

学质量，从而进一步推动日语教育向高质量发展。

4.2  提高日语专业学生的社会竞争力

培养“日语+X”的中高端复合型人才，能够满足社

会和企业对于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大潮中，中日两国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对于能够熟练

运用日语进行专业交流的人才需求量大增。同时，随着

中日两国在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

对于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的

需求也日益迫切。因此，通过优化师资队伍，强化“日

语+X”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能

够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这种

复合型人才在职场中会拥有更高的适应能力，有助于学

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保持竞争力。

4.3  “日语 +X”的多维延展前景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的

不断扩大，中日两国的合作领域将更加广泛，合作层次

将更加深入。这将为“日语+X”复合型人才提供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同时，随着技术革新和全球化的不断深

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不断发展，

对于能够将日语与这些新技术结合的人才需求也将不断

增长。未来可以探索更多与日语结合的专业方向，如

“日语+人工智能”“日语+跨境电商”等，以满足不同

领域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5  结语

今后，“日语+X”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是日语系

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优化师资队伍，推进“日语+X”

模式，日语系不仅提升了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实践能力，

也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确保

此模式的顺利实施，不仅需要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更

需要建设一支跨学科、具备实践能力的师资队伍。通过

双师双能、校企合作等方式推动教学改革，构建一支符

合社会需求的教师团队，是实现“日语+X”模式的关

键。希望通过持续的探索和改进，使日语系培养出更多

训机制，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实习和实践活动，提升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使学生和教师了解行业的实际

应用场景。

目前，天津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已与19家企业单

位签订了不同项目的合作协议，并在其中多家企业建立

了专业实习基地。我院的合作企业包括汽车配件锻造公

司、小学、教育科技公司、文化传媒公司、培训学校等

多种类型。通过校企互访、邀请专家举办讲座等多种形

式的交流，令一线教师更好地理解了当前行业趋势与实

践需求，并将相关经验引入课堂。

3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尽管日语系在优化师资队伍和推进“日语+X”模式

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3.1  师资队伍建设的难度

由于高水平的“双师双能”型教师资源稀缺，引进

和培养难度较大。同时，受高校薪酬体系和晋升机制等

因素的限制，部分优秀教师可能会流向待遇更好的企业

和机构。面对“日语+X”的跨学科要求，师资队伍的

建设难度较大，特别是具备“双师双能”的教师资源稀

缺，致使教师数量与质量无法匹配实际需求。

3.2  课程体系改革的挑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的不断变化，课程体系

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然而，受课程设置的复杂性和教

学资源的有限性等因素制约，课程体系改革面临着一定

的挑战。日语系在实施“日语+X”模式时，如何与其他

专业协调，特别是在课程设置、教师资源共享等方面，

存在实际操作困难。在“日语+X”模式下，学生个人兴

趣、职业目标呈现多样化，如何做到因材施教、精准培

养，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

3.3  校企合作的持续性问题

虽然校企合作是优化师资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教

学质量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

受企业资源、人力安排等方面的限制，合作的深度和广

度往往不足，影响了实际效果。而且，如何保持校企合

作的长期稳定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部分企业在合作过

程中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中断合作或改变合作方式，给

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另外，建立和

维护实训基地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和人力物力支持。对

于学校而言，由于资金和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实训基地

建设和维护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4  未来发展与展望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语言学习已不再局限于单

一语种的掌握，而是趋向于跨学科、跨文化综合能力的

培养。特别是对于日语学习者而言，掌握“日语+X”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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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with the Goal of  
“Japanese + X”

—Take the Colleg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Xu Yiqiu Zhao Yi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Abstract: In order to cultivate more high-quality and application-oriented Japanese language talents and adapt to the 
ever-changing social need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cult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how to optimize the faculty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Japanese language majors by combining the 
concept of “Japanese + X”.
Key words: “Japanese+”; Faculty; “Dual-Talented” teachers and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Composite tal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