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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培养具备创新思维和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外语应用人才，本研究依据“新三中心”原则(即以学生发

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构建了以学习效果为中心的混合式课堂教学模式，

并对英语专业二外日语教学进行了改革。研究确定了“五个1”套餐教学目标，并依据课程目标，从课

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对教学步骤和环节进行了系统设计。随后，研究团队实施了这一教学改革方案，

并对其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显示，以学习为中心的课堂活动显著提高了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

中的参与度，增强了师生互动的效率，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实现了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

步提升。同时，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也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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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ultivate highly qualified applied talents in foreign language with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abilities, based on the “new three-centered” principle of student development, student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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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and learning outcome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hybrid classroom teaching centered on learn-
ing outcomes and reforms the teaching of Japanese as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in English major. 
It establishes the “Five Ones”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based on the course objectives, redesigns 
the steps and links of course teaching in three stages: pre-class, in-class, and post-class. Then, it 
implements the teaching reform plan and evaluates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The research re-
sults show that the student-centered classroom activities enabl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better in 
cooperative group learning,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more efficient, 
achieving good teaching results and synchronously improving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student 
learning enthusiasm. Students’ abilities in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
tion have also been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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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语专业通常提供第二外语选修课程，其中许多学生选择学习日语。可以说日语作为第二外语在支

持高校英语业培养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传统的二外日语教育方法有一定局限性，不利于课程

教学效果和教育目标的实现。二外日语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在二外日语教育实践中，采用了以学习效

果为中心的混合式教育改革。混合式教育是教育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它结合了在线自主学习和面对面课

堂教学的优势，为实施信息化教育和促进教育改革提供了良好途径。然而，实施信息化教育需要将学生

置于核心位置，重视学生的核心素养。在这个教育信息化的时代，我们需要探索如何更好地履行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培养高素质的综合应用型人才。 
本科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和抓手是以学生为中心，持续改进。它推动本科教育和教学发展，促进

教育改革，以及应对新一轮本科评估的挑战。教育部在 2018 年强调了促进教学改革，把学生发展放到

中心位置，用改革教学来推动学习变革，推广混合式教育等方法，以此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型教

学模式。 
因此，高校应积极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确立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

念，并运用适当的数字化教育工具，实施学生线上自主学习和线下面授相结合的混合式教育。这将有助

于打造在线课程和传统课堂教育的融合，形成混合式教育实践。就我所在的广州大学而言，我们提供日

语、法语和俄语等三种语种的二外日语课程。这些课程通常为期两学期，《日语 1》每周有四个学时。

近年来，每年都有超过 120 名学生选择学习二外日语。当前，我们大学主要培养的学生属于“90 后”或

“00 后”这一新生代群体。了解他们的学习动机和学习状况，有助于我们探索二外日语教育的新途径，

更好地培养具备创新思维和能力的综合应用型外语高素质人才。 

2. 研究现状及研究目的 

通过中国期刊网搜索引擎检索，笔者发现了 843 篇关于“二外日语”的相关论文，时间跨度从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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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2023 年。这些论文主要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1) 教学方法的研究：研究人员对不同教学方法在二外日语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如彭吉

(2020) [1]的研究关注了二外日语课程的分层教学，而侯丽颖(2013) [2]则关注了小组学习模式在实际教学

中的应用。 
2) 二外日语教育改革：一些研究关注了如何改革二外日语教育。韩冰，江春华(2013)提出了综合大

学二外日语教育的研究，强调了明确教育目标，实现从“量的教育”向“质的教育”的过渡，标准化和

一贯性的重要性，以及向语言和文化教育的过渡。同时也探讨了如何提高专业深度，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意识和能力[3]。 
3) 学习动机研究：一些研究使用调查问卷等方法，调查了学生学习二外日语的动机。易洪艳(2020)

是其中之一，她关注了学习动机对教学方法的影响[4]。 
4) 思政角度的研究：有学者从思政的角度探讨了二外日语教育改革。例如，郑倩(2022)从“文化自

信”的角度讨论了二外日语课程的思政教育改革[5]，而张娟丽(2023)研究了二外日语课程思政内容的构

建和实施[6]。此外，张桃(2022)研究了混合教学模式下如何将思政教育融入二外日语教育中[7]。 
5) 混合式课程改革：主要关注混合式教育的应用。刘义翠(2022)的研究基于教育信息化，探讨了二

外日语混合式课程改革与实践[8]。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二外日语教育领域的研究内容多种多样，多角度，但以学习效果为中心

的混合式教育改革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明确学生的学习效果，并将这一

研究付诸实践。 

3. 理论基础——以学习效果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全球范围早在 1998 年就达成了广泛共识。这一理念强调了培养学生的能力，

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培养的目标。根据布鲁姆的认知目标分类，学习可以分为六种：记住、理解、应用、

分析、评价和创造，其中“记住”和“理解”被归为“低阶学习”，而其余四种被归为“高阶学习”。

在将培养目标从“低阶学习”向“高阶学习”的过程中，混合式教学和翻转课堂模式起到了推动作用：

通过在线上预学习方式完成“低阶学习”任务，而在线下的问题讨论、实际操作以及课后作业有助于实

现“高阶学习”目标。这种教学方式将教学目标由“传授知识”改为“培养学习能力”，从根本上改变

了以讲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 
以往的“三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在国内教学改革推进中，经过赵炬

明(2016)分析演变成了“新三中心”，主要囊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即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的，关注学生

需求和现状；以学生学习为中心，强调教是手段，而学才是目标；以学习效果为中心，即以促进学生有

效学习为目标，关注并及时反馈学生学习效果，实现自我发展[9]。 
这一理念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考虑每个学生的差异，帮助他们充分发挥潜力，促进全面发展。以

学生学习为中心改变了传统的教授为主的模式，着重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习惯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在这

一模式下，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而教师从教学主体变为学习活动的设计者、学习环境的创建者和学习

过程的引导者。因此，教师不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是设计适当的学习方法和环境，引导学生自主探索

和建构知识。以学习效果为中心改变了仅以考试成绩作为课程评估的传统方式，将学习效果作为主要评

价标准，引入学习效果测量机制，以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成果，帮助他们调整学习计划，同时也调整教

学策略。 
混合式教学将线下教学方式与线上数字化教学方式进行有效融合，使其发挥各自的特色优势，增强

了和教学灵活性和学生自主性，提高了教学评价的效率。线上和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方法与具体课程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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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目标以及学生群体相匹配，将视频、案例研究、测验等学习资源与教学环境和教学工具巧妙结合，

满足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需求。多样化的资源和方法有助于课前准备、课堂内学习、课后评价和改进

等教学环节的推动。通过不断学习和反馈，学生对课程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得到了增强，进而提高了教

学质量。 
总之，以学习效果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当今教育领域日趋重要。它强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将教学目标从传授知识转变为培养学习者素养。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实现这一理念的有效工具，它巧妙地

将线上和线下教学方式结合，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资源，提高了教学效率。因此，以学生为

中心的混合式教学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模式，还提升了教育质量，使学生更好地准备面对未来的挑战。 

4. 二外日语混合项目式教学改革实践 

《日语 1》本课程是为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学生开设的第二外语选修课程。英语专业学生通过学习该

课程能初步具备一定的第二外语语言知识和技能，了解基本的日本国文化，以便适应社会各界对外语能

力的多元化要求。该课程在听说读写方面都能进行全面训练，《日语 1》为 64 学时，在大三第一学期开

设，《日语 1》课程教材使用《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初级上册。每课分为“会话”和“课文”两

部分。课堂讲授与多媒体、PPT 课件相结合，通过课后作业、不定时小测试检查学生对于所教授知识的

掌握情况，并及时纠正，查缺补漏。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学生掌握基本日语日常用语，常用词汇、语法、

句型，学生掌握基本语法知识，具备初步的日语听说读写译能力，初步了解日本的相关社会、经济、文

学、文化知识，与自己的专业学习相结合，切实发挥日语的工具作用，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为继续

深造打好基础。课件设计，单词语法讲解运用多种图片和视频教学，结合实际运用。 

4.1. 教学目标具象化 

以学习效果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更好地引导学生建构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采用项目式学习等多种

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挖掘自己的学习潜力，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找到适合自己

的学习方法。混合式教学模式，同时将所有学习成果具象化，由教学目标明确学习成果，学习成果可测

评并且可转换成平时成绩。本课程的学习成果，以“五个 1”的套餐形式(见图 1)，全方位、全过程呈现，

具体包括：1 系统基础练习(单词打卡，朗读打卡，语法测试)，1 个日语歌视频、1 堂小组合作发言课、1
堂中国文化小组讨论课，1 次闭卷考试。这些学习成果是多元的、分层的、具体的和可测评的。 
 

 
Figure 1. Learning outcomes of the “five ones” package 
图 1. 学习成果“五个 1”套餐 

 
1) 系统基础练习：这包括在教育应用中的每课单词打卡，随后将其上传至在线学习平台，以及朗读

打卡任务，鼓励学生进行听力和发音的练习。此外，还包括编写每两课一次的语法练习，以帮助学生巩

固语法知识。 
2) 个人日语歌曲项目：学生首先选择他们喜欢的日本歌曲，提前熟悉歌词，并在一周前将歌词以书

面形式提交。然后，他们准备录制歌曲演唱，并将演唱视频以真人出镜、屏幕录制或微课形式提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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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旨在鼓励学生展示他们的才艺，锻炼他们的日语表达和语音技巧，以及短视频后期制作能力。这

个项目促使学生将他们的学习应用到实践中。 
3) 小组合作发言课：在这个项目中，学生被分配了有关日本文化的主题，他们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制

作 PPT 展示，并可以使用英语和日语进行双语讲解。这个开放性任务要求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并可以通过 QQ 群或部分课堂时间进行展示，这既巩固了他们已学知识，也培养了他们的综合实践能力。

这个项目实现了“翻转课堂”的创新教学方式。 
4) 中国文化小组讨论课：学生观看了《中国文化的日本之旅》的视频，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分享和讨

论。学生被分成小组，每组 3 人，共 10 组。他们事先观看视频，总结内容，准备要分享的重点。 
5) 期末闭卷考试：期末考试采用了闭卷考试形式，题目包括汉字选择、发音选择、外来语选择、语

法选择、语序排列、中文到日语的翻译和日语到中文的翻译。在考试前，学生会进行要点复习，可以使

用复习课程视频和练习课程视频来帮助他们复习。 

4.2. 教学过程清晰化 

本课程结合长江雨课堂教学，课前教师布置学习任务开展自主学习，课中教师根据学生自主学习情

况，对教学内容进行内化与延伸，课下在平台布置作业，利用微信开展讨论对教学内容进行巩固与提升，

实现了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教学的有机统一。具体如下。 

4.2.1. 课前预习工作的详细展开 
在每周两次的课程中，教师为学生提供了有针对性的预习任务，以确保他们在上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一阶段的设计和实施如下： 
1) 针对性预习任务 
每次预习任务包括几个关键要素：单词朗读、课文朗读和语音打卡。这些要素是构建日语学习的基

础，通过预习任务，学生被引导着集中精力学习这些基本要点。 
2) 利用在线 APP 软件 
学生被鼓励利用特定的在线 APP 软件进行日文单词背诵，并在 APP 上打卡记录学习进度。这不仅帮

助学生扎实基础，还为他们提供了自主学习的工具和资源。 
3) 自主学习的主体角色 
这一阶段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时间和兴趣的指引下，选择合适的学习资

源和方式。 
4) 专业基础积累 
通过预习任务，学生有机会积累日语学习的主要专业基础。在这个阶段，学生逐渐成为了教学活动

的主体，通过自主学习，他们为后续的课堂学习积累了必要的专业基础。 

4.2.2. 课中线上互动的详细展开 
在课程的中段，通过长江雨课堂和腾讯会议等在线教学工具，我们构建了一个多元化的课堂环境，

以促进有效学习。以下是这个阶段的详细展开： 
1) 创造多元化的课堂环境 
通过在线工具的使用，我们创造了一个多元化的课堂环境，旨在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学习

效率。这个环境融合了各种教学方法和工具，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2) 教师与学生的互动 
教师通过答题、随机点名等方式积极与学生互动，这些互动活动不仅有助于教学的实施，还可以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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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积累得分。 
3) 课堂重点内容 
教师在这一阶段侧重于日语学习的核心内容，包括单词和句型的讲解。此外补充有关日本文化知识，

以帮助学生更好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 
4) 互动形式的多样性 
课堂上的互动活动分为三个主要部分：语音回答问题、文字沟通和系统选择题。多元化互动形式可

以满足不同学习内容和技能需求。例如，语音回答问题通常用于需要强调语音和语调的部分，文字沟通

适用于开放性话题，没有标准答案，而系统选择题适用于需要考察具体知识点的情境。 
5) 学生的积极参与 
这种参与不仅仅是被动学习的结果，还需要学生积极思考，积极提问，积极回答问题，这样的学习

方式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内化所学的内容。 
这一课中线上互动阶段的设计和实施，旨在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经验，通过多元化的互动形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确保他们在这个阶段积累了重要的学习成果。 

4.2.3. 课下微信群沟通的详细展开 
在课下，学生建立了微信联系群，这个群体的形成有利于他们在需要时得到及时的个别问题解答。

这种实时沟通的方式能够提高学习效率，让学生在遇到疑问时可以迅速获得支持。教师充分利用微信群，

将与日本文化相关的知识内容推送给学生。此外，也会布置朗读作业，使学生在课前就能开始朗读准备。

学习活动在课前、课中和课后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课后基础作业包括预习作业和实践作业，这两者都

有明确的标准，学生需要按时、按量提交。明确的要求有助于确保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以达到

预期的学习效果。学生提交作业时可以选择文本、图片、音频或视频等多种形式。通过多种形式的提交，

学生可以从“音、形、意、用”等多个维度来学习和理解课程内容。课下的作业不仅仅是简单的任务，

它们通过不断重复知识点，实现了在“测中学，学中测”的目标。这种循环学习方式有助于学生巩固所

学知识，确保他们真正掌握了课程内容。 
这种课下微信群沟通的机制不仅提供了学生的学习支持和资源共享，还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来

巩固知识和提升学习效果，确保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持续进步。 

4.2.4. 学生学习评价的详细展开 
学生的学习表现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评价，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日常小测、期末考试以及课堂互动表现。

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有助于全面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确保评价准确性。首先是学生学习情况评估：教师通

过日常小测和期末考试全面了解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这些考核不仅仅关注知识的记忆，还包括

了对于语音、语法、句型等多方面的评估。这些方面都是语言学习的关键要素，通过评估，可以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学习进展，以便有针对性地改进学习策略；其次是学生学习态度评估：课堂互动表

现反映了学生的学习态度。通过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回答问题、提出问题的行为，教师能够了解学生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该评估可以激发学生更积极地参与学习，从而提高学习效果。再次是学生学习方法评

估：通过多种评估手段，教师还可以了解学生采用的学习方法。这有助于学生了解哪些学习策略更有效，

哪些需要改进。教师可以提供指导，帮助学生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以提高学习效率。 
这些评估结果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学生的表现，还可以作为教学的反馈信息。教师根据评估结果来调

整教学进度，确保教学与需求相匹配。同时，教师还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

鼓励学生不断进步。 
课程以学习效果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为基础，通过有效预习、互动教学和巩固作业，完成有机统一

的教学。这一方法提供了灵活性和多样性的学习机会，满足了学生的不同需求，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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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通过多种评估方式，学生不仅可以全面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教师也可以更好地指导学生，确保

他们在课程中不断进步。这个过程是一个相互反馈的循环，有助于优化教育过程，提高学生的学术成就。 

5. 二外日语混合式教学改革成效 

该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在多个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其中包括教育作用的增强、整体课堂设计的

优化以及学生学习体验的提升。课程注重整体课堂设计，通过引入背景知识等铺垫，为后续会话的开

展打下认知基础。这扩展了学生用日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这种方法有效地满足了不同学生对高质

量学习的需求，学生感受到了学习的成就感。课程通过采用提问、案例分析和讨论等教学方法，实现

了教学目标的综合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的一体化。课堂互动感强，学生的参与度较高，有助于提

高教学效果。 

5.1. 从学生考试成绩来看 

在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针对该混合式教学改革，学生在二外日语期末考试中表现出良好的学

习成绩。约 85.7%的学生获得了 85 分以上的成绩，而 14.3%的学生获得了 75 分以上的成绩，整体学习完

成度较高。 

5.2. 从学生学习体验来看 

为了全面了解教改实施后学生学习体验的效果，教学团队设计了调查问卷，并在课程结束后分发给学

生。共有 33 份有效答卷，占班级人数的 77%。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本次课程的满意度达到了 94%以上。 
根据调查问卷，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均得到显著提升。他们在中日知识拓展方面有了更深入

的理解，对中日文化也有更深刻的领悟。总体而言，学生对自主学习和课程内容感到满意，86%的学生

认为通过中日对比，他们增强了文化自信，扩展了对中日文化的理解，见图 2。 
 

 
Figure 2. The impact of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in Japanese as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图 2. 学生二外日语学习体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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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问题“课后哪种练习对你有帮助”，大部分学生认为朗读打卡和单词打卡练习和雨

课堂单元练习和课本课后练习很有帮助，分别达到 94%、88%、85%、85%，见图 3。 
 

 
Figure 3. Survey results on “which post-class exercises were most helpful to you” 
图 3. “课后哪种练习对你有帮助”问卷结果 

 
这些成效表明混合式教学改革在提高学生文化自信和自主学习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也反

映了混合式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以及对学生学习体验的积极影响。 

6. 结语 

在英语专业中，我们着眼于学生的学习效果，将目标导向的教学方法应用于第二外语日语教育改革。

这一方法旨在明确课程方向，确保学生明确自身学习目标，并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和媒体形式，包括图片、

语音、视频和文本等，以全面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教育改革通过网络资源的综合应用，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我们引入了混合式教学模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使课程

变得更有趣和创新。这一过程不仅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和问题意识，还帮助英语专业学生在熟练掌握第二

外语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思维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增加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拓

展作业范围以及设计更创新和实际的考试内容，我们成功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了他

们的学习效果。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出多才多艺的外语专业人才，这种人才除了在英语领域表现出色，还

能流利运用日语等多种语言，胜任跨文化交际的各种任务。虽然英语一直是英语专业的核心，但第二外

语日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日语的掌握已成为培养能够流利运用两种语言的综合性人才的关键指标。因

此，第二外语日语的教学改革和创新不仅代表着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提升和变革，也反映了综合性

人才培养领域的重要变革。 
在面对第二外语日语教学中的各种挑战时，我们必须深刻认识问题的本质，采取创新和改革的措施。

这将提高英语专业第二外语日语教学水平，为培养综合性人才提供坚实的保障，推动英语专业教育质量

的飞跃提升。这一变革对英语专业人才培养具有深远的影响，有望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职业机会和跨领

域能力。 

参考文献 
[1] 彭吉. 二外日语课程的分层教学研究[J]. 内江科技, 2020, 41(6): 80-81.  

[2] 侯丽颖. 小组学习模式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以大学二外日语为例[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3(5): 116-121.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7547


徐淑丹 
 

 

DOI: 10.12677/ml.2024.127547 227 现代语言学 
 

[3] 韩冰, 江春华. 综合大学二外日语教育研究[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3(4): 88-94.  

[4] 易洪艳. “90 后”英语专业本科生学习二外日语的现状调查及启示[J]. 新西部, 2020(08): 47-48+44.  

[5] 郑倩. 从“文化自信”角度谈二外日语课程思政教学改革[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2, 35(3): 102-103+122.  

[6] 张娟丽. 二外日语课程思政内容体系构建及实施研究——以张家口学院为例[J]. 品位·经典, 2023(13): 166-169.  

[7] 张桃. 混合教学模式下思政教育融入二外日语教学研究[J]. 成才之路, 2022(10): 103-105.  

[8] 刘义翠. 基于教育信息化的二外日语混合式课程改革与实践[J]. 济宁学院学报, 2022, 43(5): 91-97.  

[9] 赵炬明. 论新三中心: 概念与历史——美国 SC 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之一[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6(3): 35-56.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7547

	以学习效果为中心的二外日语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
	摘  要
	关键词
	Learning Outcome-Centered Hybrid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in Japanese as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研究现状及研究目的
	3. 理论基础——以学习效果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
	4. 二外日语混合项目式教学改革实践
	4.1. 教学目标具象化
	4.2. 教学过程清晰化
	4.2.1. 课前预习工作的详细展开
	4.2.2. 课中线上互动的详细展开
	4.2.3. 课下微信群沟通的详细展开
	4.2.4. 学生学习评价的详细展开


	5. 二外日语混合式教学改革成效
	5.1. 从学生考试成绩来看
	5.2. 从学生学习体验来看

	6.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