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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subjectivity education provides us with a theoretical guidance to exploring a new 

college Japanese teaching mode. Meanwhile,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eory connot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subjectivity in college Japanese teaching,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a new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intersubjectivity --Flipped Classroom.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intersubjectivity not only can improve th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but also can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and practic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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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日语教学主体间性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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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体间性的教育观为探索大学日语教学新模式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视野。本文从主体间性的

外语教学理论内涵、大学日语教学中的主体间性的特征，探讨了主体间性理论指导下的大学日语教学新模式——“翻转课堂”

教学。认为主体间性理论指导下的“翻转课堂”教学新模式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实践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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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信息化时代下，众多高校的本科外语教学计划中都将第二外语作为必修课程设置，而很多高校又大

多选择日语作为第二外国语，大学日语教学在高校应用广泛。但在教学中又存在诸多的问题，如教学资源

的匮乏、学生重视程度不够、教学模式的单一等，影响了教学。本文就大学日语的教学模式，进行一定的

思考和建议。 

1 大学日语教学中主体间性的特征 

教学模式，指在一定教育观念、教育理论和教学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活动结构。不

同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思想，形成不同类型的教学模式。在主体间性理论指导下，大学日语教学也形成了不

同于其它学科的教学模式，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1  平等性 

在教学活动中，“每一个教育主体都有参加和继续交往的相对均等机会，都有表达愿望、感情、打算

的均等机会，都必须有作出判断、劝告、解释以及向辩护挑战的均等机会”。当然，在实际教学活动中，

无法做到“完全均等”，但是在教学活动中，我们应该尊重学生的认知和情感世界，大学日语主体间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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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授业”、“解惑”式的传授知识，更多的是教会学生日语学习的方法和能力，帮

助他们自助学习，实现自我，为将来的全面发展奠定好基础。 

1.2  受制性 

主体间性理论指导下的外语教学的前提是，在教学中应重视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调动，鼓

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但是在具体实施的时候，作为主体的教师和学生的主体间性不是孤立存在

的，它受师生所共有的教学客体制约，是以所要学习的教学内容、使用的教材及所拥有的教学资源等为前

提的。所以，大学日语主体间性教学的所有活动都应围绕教学资源、教学环境等为基础来展开。 

1.3  交互性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师生间的互动关系。由于大学日语教学对象几乎都是从零起点的学生，在教学实践

中，无论是单纯的语言基础知识的传授，还是语言技能训练和培养，甚至是日本文化知识的渗透，在教学

活动中，都需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实施师生互动。通过师生间在情感、观点、知识和对事物的认识等各

个方面的交流与互动，双方在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理解和认可的关系中不断重构自己已有的经

验、知识、观点、看法以及认识，建立一种协调的师生主体间性关系。 

1.4  发展性 

世界万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教学活动中交往的主体应本着发展的眼光，不断地对旧有的认识进行

内化、重构，不断寻找新的突破点，建构并超越以往的新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交往中一方的发展会

促进、带动另一方的发展。 

1.5  主动性 

在教学活动中，作为交往主体的师生之间应积极主动地进行交往。教师要主动引导、启发并鼓励学生

进行主体间的交往，以便扩大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了解，从而改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最终实现培

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的教学目标。 

2 “翻转课堂”下的大学日语教学模式 

根据主体间性教学模式的特征和我国现行教学行政班级的课堂特点，要改变目前大学日语教学中存在

的主客对立现状，变革单一的教学形式，提高教学质量，需要探究大学日语教学的新模式，在教学实践中

可以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做一下尝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让学生进行独立的脑力劳动----研究性学习 

要使思维、思考成为名副其实的脑力劳动，那就必须使思维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也就是说，要使它具

有解决任务的性质。 

教师越是善于给学生的思维活动赋予一种解决任务的性质，那么他们的智慧力量就越加积极地投入这

种活动，障碍和困难就暴露得越加明显，从而使脑力劳动成为一种克服困难的过程。 

学生通过研究性的学习法去证明一个解释和推翻另一个解释，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就不是消极地掌握

的，而是去获取的，即靠积极的努力去获得的。因此，这种知识就能变成信念，学生也会更加的珍视它们。 

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培养他们的参与意识。由于大学日语普遍存在的问题，即缺

乏学习氛围和学生重视度不够等，造成学生学习大学日语的积极性、主动性缺乏，学生不能积极主动地参

与学习，在教学活动中他们总是处于被动学习的客体地位，他们的主体地位无从谈起。在教学中就需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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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充分考虑学生的主体地位，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在教学手段上采用传统教学与直观模拟教学相结

合的方式，让学生更多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确立他们的主体地位，培养他们的

参与意识。 

2.2 教师要教会学生利用自由支配的时间 

给学生提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不是说让他们开小差，玩手机，闲聊等等，放任自流会养成无所事事、

懒散疲塌的不良习气。要尽可能做到让有趣的、使学生感到惊奇的东西，同时成为学生的智慧、情感和全

面发展所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东西。日语文章的阅读也应当成为吸引学生爱好的重要的发源地，要使知识

“活起来”，应努力做到，使知识既是最终目的，又是获取新知识的手段或工具。教师要使知识在学生的

脑力劳动中、在集体的精神生活中、在学生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活起来，在急速发展的、经常不断的精神财

富的交流中活起来。 

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调整自己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组织与学生双向互动的教学模式。信息化

时代的教学不再是老师教，学生学的模式，而是师生之间通过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作用、相互理解

的“教”与“学”的双向交流活动。当学生需要指导时，教师成为学生便捷的获取利用教学资源，理解处

理知识的脚手架。 

培养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重新定位“教”与“学”。大学日语的

教学，不是让学生掌握多少日语知识，而是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日语这个“工具”的能力，使他们成为适应

新形势要求的复合型外语人才。这就要求大学日语的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应该由单纯的知识传授者

转变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参与者、合作者。教师负责组织教学，确定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发现

问题和解决问题，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他们的潜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此外，

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教给学生语言知识、语言技能，还应该教给学生语言学习策略，即要“授之以渔”。

学习策略的使用不仅可以改进大学日语的学习方式，提高学习效率，减轻学习负担，而且还有利于学生形

成自主学习能力和实现个性化学习，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 

2.3 “翻转”增加了学习中的互动 

翻转课堂最大的好处就是全面提升了课堂的互动，具体表现在教师和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

由于教师的角色已经从内容的呈现者转变为学习的教练，这让教师有时间与学生交谈，回答学生的问题，

参与到学习小组，对每个学生的学习进行个别指导。当学生在完成作业时，教师会注意到部分学生为相同

的问题所困扰，于是就组织这部分学生成立辅导小组，往往会为这类有相同疑问的学生举行小型讲座。小

型讲座的美妙之处是当学生遇到难题准备请教时，教师能及时的给予指导。 

3 建立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体系 

调整教学目标，建立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体系。教学方法是保证教学活动顺利实施、师生交往顺利进

行、提高教学效果的主要手段之一。而教学方法可以通过调整教学目标来实现。在主体间性理论指导下，

课堂教学目标不再是单一的知识与技能，而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方面

的整合”。新的教学观认为教学不仅要获取知识和技能，更要学会获取知识后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以促进

个性的解放和发展。总之，在大学日语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的主体性都不容忽视，师生双方互为主体，

共处于一个相互平等、相互融洽和相互理解的活动统一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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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外语教学把从以文法为中心转变为以会话为中心，这是纠正以前过分强调文法教学的一种动向，

但绝不是说大学日语教学以会话为中心。支撑“听、说、读、写”四个基本能力的归根结底还是语法，因

此，从初级阶段开始，必须注重语法和会话两者的有机结合。教师“精讲”，学生“多练”，正确处理好

“精讲”与“多练”的关系。“精讲”就是讲解要简明、扼要，对所讲解的语言材料要深加工，提炼出精

华，所选择的材料既要准确又要有利于交际能力的培养。而“多练”，在内容上要有针对性、目的性，在

形式上要灵活、多样、趣味性强，如此才能激发起学生的学习欲望、提高学习效率。 

4 结束语 

本文认真探讨的主体间性理论指导下的大学日语教学模式，充分考虑了教学活动中师生之间的这种关

系和作用。采取这种“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开展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和主动性，能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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