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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教育部高教司下发“关于实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通知”，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教育部召开《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发布会，２０２０ 年 ４、５ 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

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正式出版发行，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第一部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

以及日语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正式确立。 本文在厘清《国标》、《外语类国标》和《日语指南》制定的背景和过程的基

础上，对《日语指南》的主要内容进行基于笔者自身理解的分析、阐释，并就有关问题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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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下发

“关于实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的通知”，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教育部召

开《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①（以下简称《国标》。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由高等教

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闻发布会，标志着我国

高等教育领域第一部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正

式确立。 《国标》由 １２５ 个标准组成，其中含有

《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

《外语类国标》）。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国
标》发布会上介绍说，“这次颁布的标准，也是我

们国家首个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国家标准。”②这

就是说，《国标》的制定与颁布是我国教育史上的

一个里程碑，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
《国标》发布两年后，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

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各分委会）编著

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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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上、下）于 ２０２０ 年 ４、５ 月由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发行。
其下册含有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编

著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日语专业教学指南》（以
下简称《日语指南》）。

本文拟就《日语指南》的主要内容进行解读，
以期对更好地理解《日语指南》有所帮助。

２　 《国标》、《外语类国标》和《日语指南》制
定的背景与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巨大成就。 特别是 １９９９ 年中央决定大幅度扩招

以后，高校数量不断增加，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在
校生人数年年创新高③，我国已经成为了高等教

育大国。 如何使我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更好地

服务于国家的长远稳定高质发展，服务于社会和

人的全面发展，是摆在我们国家、教育部门和教育

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重要课题。 为了应对这一重大

课题，首先是在国家战略层面调整高等教育的发

展战略———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向以

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变。 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提出，要“全
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全
面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

程’”。 这说明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是国家发

展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高等教育走质量提

升之路是我国高等教育长远发展战略的必然选

择。 教育部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全

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前 ３
条意见分别是“坚持内涵式发展”、“促进高校办

出特色”、“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和 ５ 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相继印发了

《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
和《“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实施方案》。
其目的就是“建立一批‘２０１１ 协同创新中心’，集
聚和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取得一批重大标志

性成果，成为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学术高地、行业

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基地、区域创新发展的引领

阵地和文化传承创新的主力阵营。 推动知识创

新、技术创新、区域创新的战略融合，支撑国家创

新体系建设。” 简言之，即要提升高校的创新能

力，为国家创新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高等学校的

创新能力能否提升与高等教育的质量息息相关，
只有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才可能提升高校的创

新能力。 因此，无论是作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

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一环，还是为了促

进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提升高校创新能力、办
出学校特色，《国标》的研制都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也是

《国标》研制的主要背景。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杜

玉波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成立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存在

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人才培养质量与经济社会发

展的要求有差距；学科专业机构与区域发展和产

业转型升级的要求有差距；自主创新能力与国际

竞争的要求有差距；高校自主办学和自我管理的

能力与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有差距等” （转
自钟美荪 孙有中 ２０１４）。 他同时还指出了高等

教育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五个方面突出问题：
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尚未牢固确立；本
科教学基础地位尚待进一步夯实；教学方法有待

改善；人才培养模式比较单一；教师队伍建设有待

进一步加强。 （钟美荪 孙有中 ２０１４）这些问题的

存在，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高等教育的现状，同时又

从另一个角度呼唤着《国标》的尽快出台。
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正是当时全国高等教育

现状的一个缩影，不仅在校生人数节节攀升，而
且，已有专业的布点快速增加，新增专业也如雨后

春笋。④１９９９ 年高校扩招后，日语专业的规模急速

扩张，开设日语专业的高校在 ２０１３ 年时达到 ５０６
所，专业布点在短短八年时间内增加了 ２１３ 个，⑤

增比达到 ７２． ７％ ，规模仅次于英语专业。 于是，
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培养质量的平均水平下降是

一个不争的事实。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外语专业

所没有的特殊情况。 正如修刚（２０１８）所指出的，
“２０１１ 年，中日关系出现了巨大挫折，给中国的日

语教育带来重大影响。”另一问题则是《日语指

南》前言中所指出的，“‘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
针对这些问题，杜玉波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高等

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
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必须强化育人意识、围
绕质量提内涵，必须强化需求意识、优化结构促发

展，同时要着力研究制定国家标准，推动建立具有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

系。⑥新一届外指委主任委员钟美荪则指明了外

语类专业深化改革的重点———“切实实施素质教

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立教学质量标准体系，
改进教学方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教师教学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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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钟美荪 ２０１５）
于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教指委成立会议结束

后，各专业类教指委相继召开成立会议，并作为此

届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开始了各自专业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外

指委成立大会上，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刘贵

芹在讲话中向新一届外指委提出要求———“我们

要下决心探索建立适应大众化阶段的，具有中国

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外国语言文学教育的本科

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体系”。 （刘贵芹 ２０１３ｂ）会
后，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国家质量标准的研制

也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委托英语

专业分委会的专家，率先研制英语类专业的教学指

南⑦。 《英语指南》⑧基本敲定以后，外指委以其为

蓝本，制定了《外语类国标》，外指委各分委会以

《外语类国标》为依据，参照《英语指南》，开始了各

专业的教学指南制订工作。
《日语指南》虽然是以《外语类国标》为依据，

参照《英语指南》制订的，但是参与制订的专家在

日语专业分委员会修刚主任委员的领导下，在广

泛调研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日语专业

的实际情况，就《日语指南》的框架和具体内容等

进行了充分研讨，经过多次逐字逐句的讨论推敲，
数易其稿，才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定稿上交。

３　 《日语指南》的性质、作用
首先，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日语指南》虽然

名为指南，但实质上它是我国高校日语专业本科

教学质量的国家标准。
《日语指南》在概述部分对日语专业的属性

进行了清晰的界定———“日语专业隶属于外国语

言文学学科，是我国高等学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界定澄清了一些模糊

认识，阐明了日语专业的人文属性。 这一属性决

定日语专业的教学过程既是日语语言知识传授的

过程，也同时是人文熏陶的过程。 因此，从培养目

标、培养规格的各类要求到课程体系的确定等整

个过程都要体现知识性与人文性的结合。
概述部分还对日语专业的学科基础和特点作

出了说明，并指出了《日语指南》的重要作用“是
日语专业本科的准入、建设和评价依据”。 这就

是说，《日语指南》的基本规定和要求是高校设置

本科日语专业的最低要求，同时也意味着评价一

所高校的日语专业的依据就是《日语指南》，评价

工作既有据可依，也更加客观公正；还意味着不同

档次、不同层次的学校应根据自己的培养目标、办

学实力、办学特色等，对照《日语指南》的要求，制订

各项要求和指标不低于《日语指南》并符合本校实

际情况的日语专业教学质量标准和培养方案。
同时，它还是制订日语专业本科基础阶段和

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的依据。 二十年来，教育部

第一、二届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

语组编写并由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等

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 （２００１ 年）和

《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２０００
年）发挥了它们应有的作用，为我国日语专业的

教学和测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但是，为了符合

《日语指南》的要求，在《日语指南》确定的同时，
新一届外指委日语分委会就已经开始了这两个大

纲的修订工作。 修订后的教学大纲将与《日语指

南》一起成为各高校日语专业制订教学质量学校

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的依据。

４　 《日语指南》的主要内容及解读
《日语指南》由前言、后记与以下 １１ 个板块组

成：概述；适用专业范围；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学
制、学分与学位；课程体系；教学计划；教师队伍；教
学条件；质量管理；术语与释义。 这 １１ 个板块具有

较强的内在逻辑性，后续板块都以先前板块为前

提。 下面我们对其主要内容进行说明与解读。
４． １ 关于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与其他任何活动一样，也需首先明

确其目标，才能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内容做出要

求，也就是说，此板块是后续板块的基础。 该版块

将目标规定为“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
扎实的日语基本功和专业知识与能力，掌握相关

专业知识，适应我国对外交流、国家与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涉外行业、日语教育与学术研究需要的日

语专业人才和复合型日语人才。”这一定位在宏

观层面界定了我国高校日语专业培养的人才的基

本属性、综合素养、知识和能力水平以及适用范

围。 而且，在“日语基本功和专业知识与能力”前
使用“扎实的”这一高阶性形容词定语，突显出日

语语言文化知识与能力在本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

要基础地位。
４． ２ 关于培养规格

这一板块细分为“素质要求”、“知识要求”和
“能力要求”３ 个子板块，这 ３ 个具有内在逻辑性

的子板块实际上是对“培养目标”板块中人才的

素养、知识和能力水平的具体阐释。
中共中央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分别提

出教育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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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其核心含义就是“立德树

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高等教育更是如此，此板

块中的“素质要求”正是对“立德树人”的“德”的
权威阐释。 我们尤其要注意其中的“应具有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与“中国情怀和国际

视野”，即要求我们培养的人才既要具有正确的

“三观”，又要热爱祖国，还要胸怀世界。
在“知识要求”子板块中，对专业知识的要求

是“掌握”，对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要求是 “熟

悉”，对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

科学的基础知识的要求是“了解”，并且要形成跨

学科知识结构。 这就是说，这 ３ 类不同性质的知

识以 ３ 种不同的熟练度呈现在培养对象的知识结

构中，也只有具备了这 ３ 类知识，作为日语专业学

生的知识结构才能说是合理的。 而且，专业知识

不仅仅是日语语言文化知识，还包括日本国情相

关知识，具备了这两方面的基础知识，才有可能对

日本进行全方位的了解与研究。
第三个子板块是“能力要求”，列出了 １０ 种

能力。 “术语与释义”这一板块对除“翻译能力”
以外的其他 ９ 种能力进行了解释。 此处重点分析

一下“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和“自主学

习能力”。
《日语指南》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解释是

“能通过语言学习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并以开放

的态度对待多元文化现象；能敏锐觉察、合理诠释

文化差异；能灵活运用策略完成跨文化交流任务；
能帮助中、日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

的跨文化沟通。”因此可以看出，这一能力包括对

待不同文化的态度、诠释文化差异的能力、完成跨

文化交流任务的能力和助人实现跨文化沟通的能

力。 其核心能力是完成跨文化交流任务的能力，
其基础是交际能力和日语运用能力。 我们在教学

过程中，培养、提高学生的“日语运用能力”，除了

这一“跨文化”的基础能力外，还必须培养其基础

表达能力、理解能力与交际能力，在此基础上培养

其运用日语进行表达、理解与交际的能力。
《外语类国标》和《日语指南》将“思辨能力”

作为能力要求中的一种提出来，是对社会发展的

需要和时代要求的呼应。 术语与释义部分对“思
辨能力”的解释是“尊重事实，理性思维，科学判

断，公正评价，敏于探究，持之以恒地追求真理。
勤学好问，能对证据、概念、方法、标准、背景等要

素进行阐释、分析、评价、推理与解释”。 我们认

为其核心有两点，一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二是

具有进行基于逻辑的推理、批判性思维并辨析的

能力。 简言之，一要基于事实，二要基于逻辑。 其

中的“基于逻辑”尤其重要，因此，首先要培养学

生基于逻辑进行推理的能力，不具备这一基础性

能力，就不可能养成真正的思辨能力。
关于“自主学习能力”，术语与释义部分解释

为“能对学习进行自我规划、自我监管、自我评

价、自我调节；能组织、配合他人开展学习活动；能
及时总结、善于借鉴有效学习策略改进学习方法，
进行探究式学习。”从其界定可以看出，它显然不

同于我们常说的“自学能力”，其内涵更为丰富，
要求更高。 首先，这种能力除了一般意义上的

“自学能力”外，还“能组织、配合他人开展学习活

动”；其次，其学习过程不仅仅是单纯地接受知

识，而是“进行探究式学习”，探究式学习是提高

研究能力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没有探究式学习，仅
仅死记硬背书本上呈现的知识，则无法获得和提

高研究能力。
我们认为，只有满足了这一板块规定的 ３ 项

要求，具备了这些素质、知识与能力，才有可能成

为“日语专业人才和复合型日语人才。”也才有可

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

可靠接班人”。⑨

４． ３ 关于学制、学分和学位

《日语指南》对日语专业本科学制的规定是

“一般为 ４ 年”，但“允许学生在 ３ ～ ６ 年内完成学

业”。 即《日语指南》在学制规定上具有一定的弹

性。 也就是说，原则上，日语专业的本科学制是 ４
年，但只要取得所需学分，满足“培养规格”所规

定的素质、知识和能力要求，可以提前一年毕业，
也可以推迟两年毕业。

《日语指南》在“学制、学分与学位”板块没有

明示学分要求，这一要求呈现在“课程体系”的子

板块“总体框架”处：一般为 １５０ 学分 ～ １８０ 学分。
各高校在制定本校日语专业的标准和人才培养方

案时，对学分的规定只要在 １５０ ～ １８０ 这一范围

内，都符合作为国家标准的《日语指南》的要求。
《日语指南》对学位的规定是“语言文学学士

学位”。 不过，国务院批准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第二条规定“学位

按下列学科的门类授予：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

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因此，
日语专业本科学位应为“文学学士学位”。

４． ４ 关于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

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 日语专业

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其课程体系应当是一个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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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人文性为一体的体系。 《日语指南》对课程

体系的基本规定是，“课程体系包括公共基础类

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培养方向课程、实践教学环

节和毕业论文五个部分。”并对总学时做出了规

定：为 ２４００ ～ ２９００ 学时。 这就是说，学生在四年

学习期间，至少应有 ２４００ 学时用于学习以上课程

体系，不能低于这一课时数。
这一部分对公共基础类课程和实践教学环节

的学分占比做出明确的规定：原则上，分别占总学

分的 ２５％和 １０％ 。 专业核心课程是课程体系的

重中之重，它分为日语技能课程和专业知识课程，
并规定其课时“应不低于专业总课时的 ５０％ ”。⑩

“日语技能课程包括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课

程，主要开设以下课程：基础日语、高级日语、日语

会话、日语视听说、日语演讲与辩论、日语阅读、日
语基础写作、笔译理论与实践（汉日互译）、口译

理论与实践（汉日互译）等。”“专业知识课程包括

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基础课程，以及论文写作与基

本研究方法课程，主要开设以下课程：日语语言学

概论、日本文学概论、日本概况、跨文化交际、学术

写作与研究方法等。”
专业核心课程是保障日语专业教学基本质量

的课程，其性质是刚性的。 其刚性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这些课程不能减少、不要变通；二是所有设置

日语专业的学校都必须开设这些课程。 简言之，
对任何高校的每个日语专业学生来说，《日语指

南》列出的专业核心课程都是必修课程。这就要

求各高校在制定日语专业教学质量学校标准和人

才培养方案时充分认识到核心课程的重要性，不
折不扣地落实，尽可能连核心课程的名称都与此

保持高度一致。 因此，为了凸显核心课程的基础

性和重要性，《日语指南》在附录中对 １２ 门专业

核心课程进行了描述。不过，正如《日语指南》前
言所指出的，“核心课程的学时数、学分数可以因

校而异，但教学目的、达成目标是一致的”。 因

此，《日语指南》并未规定每门课程的具体学时和

学分必须是多少，即在学时和学分的安排方面表

现出了柔性的一面。
另一值得特别关注的核心课程是“日语演讲

与辩论”。 在我国日语专业的传统课程体系中，
几乎没有学校开设该课程，目前，开设此课程的学

校也不多。 《日语指南》将其作为专业核心课程

之一，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演讲和思辨能力，这从

“日语演讲与辩论”的课程描述中对其目的的规

定就可以看出来———“拓宽学生视野，提高学生

的逻辑推理、批判性思维和临场应变能力”。 由

于这是一门新开课程，因此，在教材编写或选择、
课程设计等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不过，《日语指

南》课程描述部分关于“日语演讲与辩论”教学内

容的描述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专业方向课程是在课程设置方面彰显学校特

色和专业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培养具有学

校特色和专业特色的日语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

的重要支撑，所以，《日语指南》在这一子板块留

下了足够的拓展空间，展现了其柔性的一面。
《日语指南》对专业方向课程的基本规定是，“专
业方向课程分语言文学类方向性课程和特色复合

型方向课程。 专业方向课程可分为必修课程和选

修课程。”并列出了语言文学方向一些“可开设”
课程的具体名称，而就特色复合型方向课程仅仅

例举一些“可开设”系列的名称，并未列出具体课

程名称。 这就表明专业方向课程具有较强的开放

性，各高校日语专业在这一子板块的具体选择、课
程设置和每门课程性质的确定等方面具有较大的

自主权。 不过，我们认为，在设置某一方向的课程

时，应根据该方向课程所传授知识的结构与能力

要求，结合学生实际情况，事先研究支撑该方向的

课程应有哪些，使课程设置具有系统性，而不是因

师设课。 对每门课程进行设计时，要坚持各有侧

重、相互衔接、力避重复的原则。 即在保持每门课

程的重点及互相间基本区分度的前提下，课程之

间要有联系、相互协调，同时最大可能地避免内容

等方面的重复。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兼顾知

识性与人文性，融二者为一体的方向课程体系才

可能是合理合格的课程体系。
毕业论文也是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

对于《外语类国标》对毕业论文的原则性规定，
《日语指南》对毕业论文的规定则既有原则又有

具体指标，可操作性更强。 原则性规定是“选题

应符合日语专业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写作符合

学术规范”。 同时，对毕业论文的形式的具体规

定是“可采用学术论文、翻译作品与翻译实践报

告、调研报告等多种形式”，并对使用的语言也做

出了规定：学术论文可用日语或汉语；翻译作品与

实践报告为日译汉并用日语撰写实践报告；调研

报告用汉语撰写并用日语撰写摘要。 同时，对每

种形式的字数的底线也做出了明确规定。 这些规

定在满足《外语类国标》要求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地反映了我国日语专业的现实需要，对毕业论文

的撰写进行了合理的规范，以便各高校有章可循，
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４． ５ 关于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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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指南》中列出的教学计划是一个参考

性的计划，但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在

专业核心课程的学期安排、专业方向课程的设置

（给出了语言学、文学、国别与区域研究、国际商

务和翻译等 ５ 个方向的具体课程设置）和学期安

排以及它们的学分设定等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除专业核心课程设

置以外的其他方面，各高校具有较大的自主权。
４． ６ 关于教师队伍

这一板块由以下 ３ 个子板块构成：师资结构、
教师素质和教师发展。

师资结构板块除了规定“教师的年龄结构、
学缘结构、职称结构应合理”以外，还对专任教师

人数、高职教师占比、获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占

比、生师比等作出了明确的底线规定。
教师素质板块就日语教师的基本素质、知识

和能力结构做出了定性的规定。 其中，“具有扎

实的日语基本功”和“具有明确的学术研究方向

和较强的研究能力”这两点值得特别强调。 这就

是说，日语教师如果仅掌握一些日语知识而不

“扎实”，仅仅能写出几篇论文但其研究方向不明

确、研究能力不足，就不能算是一名合格的日语教

师。 “扎实的日语基本功”表现在准确地掌握日

语知识并能准确地传授给学生，这是对日语教师

最基本的要求。
关于教师发展，《日语指南》从学校和教师两

个层面提出了要求：学校要做顶层设计，教师要有

长远计划。 这就意味着教师发展既不是学校单方

面的工作，也不仅仅是教师个人的职责所需，但主

体是教师自身，学校与教师共同努力才会使教师

发展得更好。
４． ７ 关于教学条件

教学条件包括教学设施、信息资源、实践教学

和教学经费等 ４ 个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

《外语类国标》，《日语指南》在设施、设备、图书和

经费等方面没有提出量化的标准。 这就意味着作

为日语专业，在教学条件方面，无论数量多少，首
先是要保证具备这些条件。

４． ８ 关于质量管理

这一板块由“教学与评价”和“质量保障体

系”两个子板块组成，各自又细分为几部分。 关

于如何评价，《日语指南》指出，“评价应注重形成

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目前，将二者相

结合进行评价的方式已在很多学校采用，但是，尤
其在形成性评价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因此，首先

要在学校层面切实引入形成性评价，同时要求我

们的教师学习有关理论，真正了解什么是形成性

评价及其本质特点、作用以及与终结性评价的关

系等，充分重视形成性评价，要关注它的过程性，
注重它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并不断改进形成性评

价，以便得到最佳效果，更客观地对学生的学习情

况做出评价。 同时，通过形成性评价，实时了解学

生的学习状况，促使学生改善学习方法、教师适时

调整教学策略，以达到促进学习的最终目的。

５　 关于课程思政的一个建议
吴岩（２０１８）指出，“总书记还强调思想政治

工作绝不能单纯一条线，不能跟专业教育搞成两

张皮，要加强嵌入式、融入式、渗透式教育，把思想

政治教育跟专业教育紧密联系起来”。 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有
关课程一般都是各高校作为公共基础类课程用汉

语来讲授。 为了落实总书记的指示，也为了把课

程思政落到实处，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通过以下两

个路径来实现“思政”与专业学习的零距离对接。
一个路径是将一些属于公共基础类课程的思想政

治基础理论类课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改变属性，使其

成为日语专业课程体系的一部分———作为专业核

心课程或者每一专业方向课程的必修课程，相应

地增加专业总课时数，由日语教师用日语讲授；另
一个路径是不改变这些课程的属性，但要求开设

这些课程的教师用日语为日语专业的学生讲授。
总之，无论是哪一路径，都是日语专业的学生用日

语学习这些课程。 这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大好事。
因为这一举措首先切实把总书记的指示落到了实

处，融“思政”与专业学习于一体，真正解决了思

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的问题，还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专业课时的不足；同时，作为学

生，一方面学到了思想政治理论，另一方面又巩固

和加强了日语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了许多

用日语呈现的、在其他课程上难以学习到的中国

文化知识，有助于用日语讲好中国故事。

６　 结束语
教育部高教司在下发的“关于实施《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通知”
中明确要求“各地、各相关行业部门要根据《标
准》研究制定人才评价标准；各教学指导委员会

要就《标准》进行解读，组织高校相关专业教师进

行培训探讨，统一思想，落实相关工作要求；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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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要根据《标准》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多样

化、高质量人才”。 对于设置日语专业的各高校

和该校的日语专业来说，除了认真学习领会《外
语类国标》的精神，了解其各项要求以外，更重要

的是学习了解《日语指南》的内容，并将其贯彻落

实到日语专业的学校标准和培养方案之中。 本文

基于笔者的不成熟理解，就《日语指南》的主要内

容进行了粗浅的解读，希望对各高校日语教师和

相关工作者准确理解《日语指南》的基本精神和

具体内容有所帮助，并对各单位落实《日语指南》
起到一点积极作用，进而有助于以《日语指南》和
日语教学大纲为指导制订具有各校特色的教学质

量标准和培养方案，以便培养更多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水

平日语专业人才和复合型日语人才。

注释

①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对每个专业的教

学都具有普适性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因此，此标准称为《普通高等学校各本科专

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或许更准确。
②见教育部网站的文字实录“介绍《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有关情况”。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ｊｙｂ ＿ ｘｗｆｂ ／ ｘｗ ＿ ｆｂｈ ／ ｍｏｅ ＿ ２０６９ ／ ｘｗｆｂｈ ＿ ２０１８ｎ ／ ｘｗｆｂ ＿
２０１８０１３０ ／ ２０１８０１ ／ ｔ２０１８０１３０＿３２５９２８． ｈｔｍｌ）

③据刘贵芹（２０１３ａ），“２０１１ 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 ２４０９
所（含独立学院 ３０９ 所），是 １９９８ 年的 ２． ３８ 倍；各类高

等教育总规模达到 ３１６７ 万人，是 １９９８ 年的 ３． ９６ 倍，其
中，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数达到 ６８１． ５ 万人，是 １９９８ 年

的 ６． ２９ 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２６． ９％ ，比 １９９８ 年

增长了 １７． １％ 。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站在了由人力资源

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

育强国迈进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另据搜狐网高考语文

资讯《快来看，高考恢复 ３９ 年全国历年参加高考人数

及录取率》，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２ 年的高考录取人数（单位：万
人）分别为 １０８、１６０、２２１、２６８、３２０、３８２、４４７、５０４、５４６、
５６６、５９９、６２９、６５７、６７５、６８５。 （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１４７６８７０４５＿３７２４３９，２０１７ － ０６ － １０）

④据钟美荪（２０１５），“在高等教育整体迅速扩张的大背景

下，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近年来在数量上也呈大幅增

长之势。 目前我国高校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类下设的本

科专业包括通用和非通用语种在内已经达到 ６４ 个。
除 ３０３ 所独立院校之外，全国现有普通本科高校 １１４５
所，其中 ９９４ 所设有英语专业，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 ２０４ 所。
从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１３ 年，日语专业点从 ２９３ 个增加到 ５０６
个，俄语专业点从 ９１ 个增加到 １３７ 个，德语专业点从

５８ 个增加到 １０２ 个，法语专业点从 ６０ 个增加到 １２６
个，西班牙语专业点从 １９ 个增加到 ５８ 个，阿拉伯语专

业点从 １０ 个增加到 ３２ 个，非通用语种从 ４５ 种增加到

５５ 种（专业布点达到 ３２４ 个）。 翻译和商务英语两个本

科专业更是从无到有，异军突起，专业点分别迅速增加

到 １０６ 个和 １４６ 个。”并且，“随着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

布点数量的快速增加，外语类专业的绝对招生人数持

续增长，２０１３ 年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在校本科生人数

达到 ８１ 万”。
⑤参见注④。
⑥见中国新闻网报道《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还

存在突出问题》。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ｅｄｕ ／
２０１３ ／ ０５ － ３１ ／ ４８７７６５３． ｓｈｔｍｌ）

⑦当时，并没有区分“国标”与“指南”，统称为“国家标

准”，简称“国标”。
⑧指《普通高等学校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当时的

名称是《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外语类国标》当时的名称是《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本

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与教育部最终发布的名称不完

全一致。
⑨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在教育部召

开的《国标》发布会上，介绍《国标》研制的有关情况时

指出，“总书记对高等教育最大关切是培养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⑩《外语类国标》对专业核心课程课时的规定是“应占专

业总课时的 ５０％ ～８５％ ”，但《日语指南》未设定上限。
《日语指南》前言指出，“坚持核心课程的底线，确保日

语专业的人文素养。 《指南》以《国标》为基础，对日语

本科专业课程体系中的核心课程进行了界定，对核心

课程进行了描述。 核心课程不分学校类别、地区特点，
是日语专业的基干，不容改变或省略，要千校一面”。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２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外指委主任委员孙有中

也明确指出，“专业核心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居于核心位

置，为本专业学生提供最根本的知识和能力，为培养方

向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基础，要求所有学生必修（孙有

中 ２０１９）”。
为了与《外语类国标》和《日语指南》正文保持一致，附

录的专业核心课程描述中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写作”应
为“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

教学计划中的专业核心课程部分的“日语视听说 １”到
“日语会话 ４”的每门课的总课时应改为“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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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９（５）．

孙有中　 张 虹　 张 莲． 《国标》视野下外语类专业教师

能力框架［ Ｊ］． 中国外语， ２０１８ （２）． ‖Ｓｕｎ， Ｙ． ⁃Ｚ．，
Ｚｈａｎｇ， Ｈ．， Ｚｈａｎｇ， Ｌ．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ａｊｏｒｓ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Ｍａｊｏ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ｓ Ｌｅｖｅｌ［ Ｊ］．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８（２）．

吴　 岩． 全面把握形势，全面振兴本科教育，全面发挥教

指委作用［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

指导委员会成立会议上的讲话，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１． ‖
Ｗｕ， Ｙ． Ｆｕｌｌｙ Ｇｒａｓ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Ｗａｙ， Ｇｉｖ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Ｒ］．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ｄ⁃
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２，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１．

修　 刚． 新时代中国专业日语教育的转型与发展［ Ｊ］． 日
语学习与研究，２０１８（１）． ‖Ｘｉｕ，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１）．

钟美荪． 实施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推进外语类专业教

学改革与发展［Ｊ］． 外语界， ２０１５（２）． ‖Ｚｈｏｎｇ， Ｍ． ⁃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 Ｊ］．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１５（２）．

钟美荪． 发挥外语专家指导作用，推动外语专业振兴发展

［Ｊ］． 外语界， ２０１９（２）． ‖Ｚｈｏｎｇ， Ｍ． ⁃Ｓ． Ｇｉｖ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ａｊｏｒｓ ［ Ｊ］．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１９
（２）．

钟美荪　 孙有中． 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全面推进外语类专

业教学改革与发展———第五届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

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思路 ［ Ｊ］． 外语界，
２０１４（１）． ‖Ｚｈｏｎｇ， Ｍ． ⁃Ｓ．， Ｓｕｎ， Ｙ． ⁃Ｚ．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ｌａｎｓ Ｍａ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５ｔｈ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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