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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专业技能训练 》本科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日语专业技能训练
课程名称

Japanese Comprehensive Skills

课程代码 2020365 课程学分 2

课程学时 32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32

开课学院 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与年级 日语专业二年级下

课程类别与性质 专业基础选修课 考核方式 考试

选用教材
《日语专业四级考试综合辅导与强化训练》蛯

原正子、史兆红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否

先修课程 基础日语（3）2020254（8）

课程简介

本课程适用于日语专业本科低年级阶段学生，在日语本科二年级

第二学期开课。大学日语专业四级考试自 2002 年实施以来，逐步成为

衡量各大学日语专业日语教学水平的基准而越来越得到重视，因此，

日语专业四级考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课程的目的在于结合日语专业四级考试大纲的要求，系统地归

纳、总结和讲解基础阶段所要求掌握的语言知识点，训练和提高学生

的语言技能。按照“全国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和

“高校日语专业四级考试大纲”的要求，从文字、词汇、语法（主要

讲解助词和基本句型）等进行详细的说明和讲解，同时对听力、阅读、

写作等作一定的训练和应对策略的说明。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目的是

让学生能够顺利通过日语专业四级考试，为今后进一步学习打好基础。

选课建议与学习

要求

本课程适合日语本科专业二年级第二学期开设。

通过系统归纳、总结基础阶段所要求掌握的语言知识点，辅以专

项练习，全面提升学生的语言专业技能。

大纲编写人
              （签名）

制/修订时间 2024.1

专业负责人
（签名）

审核时间 2024.3

学院批准人
（签名）

批准时间 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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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支撑度

LO1-5
品德修养：爱岗敬业，热爱所学专业，勤学多练，锤炼技能。熟悉

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实习实践中自觉遵守职业规范，具备职

业道德操守。

M

LO2-2
专业能力：掌握日语语言基础知识，具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和听、说、

读、写、译等语言应用能力。
H

LO4-1 自主学习：能根据需要确定学习目标，并设计学习计划。 L

LO6-3
协同创新：能用创新的方法或者多种方法解决复杂问题或真实问题。

H

LO8-1 国际视野：具备外语表达沟通能力，达到本专业的要求。 M

（二）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毕业要求

序号

课程目

标序号

课程目标

（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课程目

标类型

LO1-5 1

1. 通过对专业知识的归纳、体系化总结，要求学生加

深对本专业的认识及理解，热爱所学专业，勤学多练，

锤炼技能，认真巩固专业知识并运用所学知识完成专业

技能练习。

2. 课前热身环节通过日语新闻听力训练，要求学生听

懂并讨论最新时事、热点话题，提升语言听说能力的同

时，要求学生坚定文化自信，明确本专业所肩负的跨文

化交际使命。

①

LO2-2 2

要求学生能够记忆并运用所学日语词汇、熟读语法例句、

理解并复述所听到的会话及短文、读懂日语专四水平的

阅读文章、完成简单的日文命题写作，具有扎实的语言

基本功和听、说、读、写、译等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②

LO4-1 3
帮助学生制订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要求学生认真做好

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并严格按照计划完成课下训练题

目。

③

LO6-3 4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推荐词典、语料库、学习网站等，

帮助学生开拓思路，改善学习方法。要求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主动发现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慢慢找到适合自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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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切实有效的学习研究方法。

LO8-1 5
教授日语词汇、语法、听力技巧，结合课堂提问、话题

讨论等，提高学生的日语听说能力。要求学生具备外语

表达沟通能力，达到本专业的要求。

③

课程目标类型：①课程思政目标  ②知识目标  ③技能目标  ④素养目标

三、实验内容与要求

（一）各实验项目的基本信息

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理论 实践 小计

1
日语概说（日语的多样性、日语的独特性）

综合型 0 2 2

2
文字、词汇（汉字注假名、假名注汉字、

选词填空、近义词辨析）
综合型 0 4 4

3 语法（助词、助动词、各种句型） 综合型 0 4 4

4 完型填空（根据文章内容填空） 综合型 0 4 4

5 完成句子（根据句型完成句子） 综合型 0 4 4

6 阅读理解（根据文章内容回答问题） 综合型 0 4 4

7 听力（掌握听力技巧，边听边练） 综合型 0 6 6

8 作文（掌握写作技巧，练习命题作文） 综合型 0 4 4

实验类型：①演示型  ②验证型  ③设计型  ④综合型

（二）各实验项目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以及要求

实验 1：日语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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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能力目标：

1. 了解日语的多样性

2. 从比较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视角出发，认识日语的独特性

3. 对本专业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

教学内容：

日语概说（日语的多样性；从发音、词汇、文字、语法、表达来看日语的特

性）

要求：

1. 能够对日语有一个体系化的较为清晰的认知

2. 课堂上积极参加讨论；课后复习所学内容。课下严格按照计划完成每周练

习题目。

实验 2：文字、词汇

知识能力目标：

1. 教学大纲中所示汉字的音读、训读的读法；

2. 教学大纲所示外来语的意思和用法；

3. 教学大纲所示惯用句的意思和用法。

教学内容：

文字、词汇。教学大纲所示 5500个词汇的读写以及意思、基本用法。

要求：

1. 能按要求熟记并运用单词和惯用句

2. 课前预习新的学习任务；课堂上认真完成各项训练任务，积极参加讨论；

课后复习所学的词汇、句型、语法、做题技巧等。课下严格按照计划完成

每周练习题目。

实验 3：语法

知识能力目标：

1. 相关语法与句型

2. 助词的用法

教学内容：

语法。助词的种类及使用基本句型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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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 能按要求完成语法单选题、完成句子题型强化训练

2. 课前预习新的学习任务；课堂上认真完成各项训练任务，积极参加讨论；

课后复习所学的词汇、句型、语法、做题技巧等。课下严格按照计划完成

每周练习题目。

实验 4：阅读理解

知识能力目标：

1. 长篇与短篇阅读理解要

2. 理解文章大意；

3. 理解文章的真正内涵；

4. 理解文章的意思，能准确判断、确立推论。

教学内容：

阅读理解。结合阅读文章详细讲解文中出现的重点单词和重点句型的用法；

准确理解、翻译阅读文的意思；结合文章句意，能够准确答题。

要求：

1. 能按要求完型填空、阅读理解强化训练

2. 课前预习新的学习任务；课堂上认真完成各项训练任务，积极参加讨论；

课后复习所学的词汇、句型、语法、做题技巧等。课下严格按照计划完成

每周练习题目。

实验 5：听力训练

知识能力目标：

1. 能听懂日本人正常语速的会话、演讲和报告；

2. 每分钟听 160-260字的听力资料，能把握大意。

教学内容：

听力。着重无图无文字听力题型的训练，准确把握听力内容的关键词和关键

句；先听懂题目，预测话题，带着问题听会话或短文。

要求：

1. 能按要求完成强化听力训练题目

2. 课前预习新的学习任务；课堂上认真完成各项训练任务，积极参加讨论；



SJQU-QR-JW-056（A0）

课后复习所学的词汇、句型、语法、做题技巧等。课下严格按照计划完成

每周练习题目。

实验 6：写作

知识能力目标：

1. 根据所给的题目写出 350-400字的短文，包括叙述文、说明文、议论文、

书信文等；

2. 按照日语作文的写作格式正确写出简体文章。

教学内容：

写作。讲解范文，全面了解考试大纲所要求的作文能力、作文试题的类型、

写作必备的知识要点等。

要求：

1. 能按要求完成作文写作训练

2. 课前预习新的学习任务；课堂上认真完成各项训练任务，积极参加讨论；

课后复习所学的词汇、句型、语法、做题技巧等。课下严格按照计划完成

每周练习题目。

（三）各实验项目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实验项目名称
1 2 3 4 5

日语概说

（日语的多样性、日语的独特性）
√ √ √ √ √

文字、词汇（汉字注假名、假名注

汉字、选词填空、近义词辨析）
√ √ √ √ √

语法（助词、助动词、各种句型） √ √ √ √ √

完型填空（根据文章内容填空） √ √ √ √ √

完成句子（根据句型完成句子） √ √ √ √ √

阅读理解（根据文章内容回答问题）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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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掌握听力技巧，边听边练） √ √ √ √ √

作文（掌握写作技巧，练习命题作

文）
√ √ √ √ √

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结合本实践课程特点，作为理论课的补充，重点培养学生对于基础知识

的综合运用能力，即语言实际运用场合的交流表达能力。结合课程思政教学

目标，适当补充视听说资料，课前热身环节介绍相关话题并观看日本新闻,要

求学生听懂、学习新词，并用日语讨论这些时事、热点话题；课堂上针对语

言背后的的文化背景、社会常识等补充相关话题学习资料，引导学生对跨文

化交流进行思考，要求学生发表个人见解；课下布置查资料发表任务，要求

学生利用网络等资源继续查找资料，进一步了解相关话题，同时培养其独立

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

此外，在教学过程中，启发学生思考、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并给予

其正确的价值取向引导，全面提高大学生缘事析理、明辨是非的能力和社会

责任感，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五、课程考核

课程目标总评构

成
占比 考核方式

1 2 3 4 5
合计

1 60% 期末考试 0 60 0 20 20 100

X1 15% 随堂测试、平时表现 10 40 10 20 20 100

X2 10% 随堂测试、平时表现 10 40 10 20 20 100

X3 15% 随堂测试、平时表现 10 40 10 20 2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