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中国的日语教育从形式上可以大致分为大学

的日语教育，短大、专科学校的日语教育，高中、中学的日语

教育和面向社会人的日语教育四大类。本论文只考察作为外

语专业教育的大学、短大、专科学校的日语教育。

在广东省内，原来只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广州外

语学院）“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等四所大

学设有日语专业。然而，如今已增加到二十多所学校，如“华

南理工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财经大学”

“广东仲恺农业技术工程学院”“华南农业大学”以及“深圳大

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湛江海洋大学”“肇庆学院”“五邑

大学”等。而且，除了原有的国立、省立、市立大学外，还有许

多民办大学也都增设了日语专业。每年从各类院校毕业的日

语专业学生已超过一千五百人。

1.广东省日语教育现状与日本研究机构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IT 技术的发展、以及卫

星广播接收等，日语教育的手段也变得更加多样化。而且多

媒体教材的开发、CAI 的利用、语料库的整备等也呈现出前

所未有的活跃态势。然而，由于招生规模迅速扩大带来的负

面影响，再加上中日关系不稳定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特别是

近年来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等因素的影响，90 年代做梦

也想不到的日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也成为了现实问题。

因此，考虑到就业问题，各校相继增设了“商务日语”“商务洽

谈”“观光日语”“科技日语”等课程 ,教学方式也从以往的以

研究为导向转变成以实务为导向的方向。另一方面，“日语精

读”“日语泛读”“日本文学”等主课变得越来越少。当然，这种

偏离主体的多样化现象在有研究意向的大学中也有很多人

反对，但考虑到就业等现实问题，也不得不与现实妥协。

另一方面，随着日语专业课程设置和日语专业学生数

量的增加，以及全社会以高学历为导向的考研人数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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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语言文学”“日本文学”等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也取得了

可喜的发展。广东省内拥有硕士研究生课程的大学原本只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中山大学”两所，但先后又加入了

“暨南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还拥

有博士研究生课程。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中山大学”的“华

南日本研究所”（发行学术期刊《华南日本研究》）正常运转之

外，其他各大学设立的“日本研究所”等机构，因为研究经费

等种种原因处于有名无实的“冬眠”状态。

如上所述，广东的日语教育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前景

广大，潜力无限。但是，虽然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和成果，但另

一方面也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2.广东省日语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缺陷

首先，政府方面对英语一边倒导致的“小语种”（英语以

外的外语）的重视和支援不足是最大的问题。除此之外，教师

方面的问题和学生方面的问题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不能忽

视。在这里，我想主要以教师方面的问题为焦点，谈谈个人的

看法。

2.1 教师资格和教学法

在我国，教师的培养主要是在师范类大学进行，一般大

学几乎没有相关课程。一般大学毕业的学生首先要通过“普

通话”考试，然后接受“教育心理学”“教育法”“教学法”等的

培训。如果你通过了这些考试，你就可以获得“教师资格”。然

而，这一资格的考试，广东省直到 1996 年才开始实施。因此，

许多教师没有掌握系统的教学方法，而是依赖于通过经验掌

握的旧教学方法。而且，有时对不同对象的学生往往都采用

同样的教学法，学习效果当然也不可能理想。另外，虽说是教

学法的学习，但一般只是学习了英语教育用的教学法，或者

去其他地方的大学参观一下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不考虑欧

美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和东方国家学习者的文化背景，特别是

广东的情况，就生搬硬套。而且在授课现场，几乎都是按照教

科书的“语法”“句型练习”的模式进行授课，不太重视会话能

力和写作能力的提高。而最可怕的是，“高级日语”“日本文

学”等骨干课在内几乎都是用中文授课的。可以说，日语会话

能力和写作能力都过硬的大学教师少之又少。当然，可以肯

定的是，任何一所大学一般都配有日本“外教”，但数量非常

有限。如果说一年级或二年级学生因为在高中阶段没学过日

语，是零起点学习，用中文授课也许有情可原，但到了三年级

以上的高年级学生还在用中文授课，那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

去的。无需说，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他们的会话能力和写

作能力是可想而知的。也就是说，我们每年都在大量“生产”

不会张口说话的“哑巴日语”毕业生。

2.2 日语教师的学历

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日语教师的学历和资质。虽然大

部分教师都拥有硕士以上的学历，但在博士以上学历的人群

当中，“中国史”“中国文学”“经济学”“国际政治”等各种学科

的占比率非常高。换句话说，这些所谓的“博士”学位只是他

们晋升的工具而已。虽然你拥有“博士”学位，但并非是名副

其实的“日语”或“日本文学”的“博士”学位。因此，我们可以

说，这对于日语教育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与此相反，与“日语”

或“日本文学”相关学科的博士或专家却区区可数，少之又

少。

2.3 关于学生的毕业论文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日语的日语专业学生必须写毕业

论文。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生的论文是用日语写的，但老师

的指导记录有的是中文，有的是日语，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也有不少老师干脆完全用中文书写。不仅如此，毕业论文答

辩也是要求学生用日语回答，但老师的提问有的用日语，有

的用中文，各式各样。也就是说，各个大学一个样，没有统一

的标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现象呢？其中原因不言而喻。

不知这种哭笑不得的状况还要延续到何时才能停止。还不如

索性把日语专业的毕业论文要求用中文撰写为好。说实话，

我觉得学生很可怜，不仅要用日语写论文，还必须用日语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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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这好比一位徒有其名的“游泳专家”站在泳池边，大谈体

育理论和游泳技巧，而自己不敢下水；或者一名“知名的股评

师”天天谈论股市，卖弄炒股技巧，而自己根本不敢买任何一

只股票一样可笑。

2.4 关于日本语研讨会

包括广东省在内，每年不少大学都要举办各种各样的

“日本语学会”。 其中不乏打着“国际学术会议”旗号的大型

会议。届时，不仅有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来访，也

有很多来自海外（主要是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前来参加。当

然，“学会”使用的语言自然只限于日语。但是，由于最近受中

日关系不稳的影响，这种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不知不觉地变

成了“国内会议”。既然是“日语学会”，即使会议的规模和参

加者身份发生了变化，用日语发表研究成果本应该是理所当

然的事情，可不知为何用中文发表的专家学者远远多于用日

语发表的专家学者。而且总觉得用日语发表的专家学者往往

不被周围的人待见,甚至被“另眼相待”。当然，不可否认的

是，国内也有很多优秀的日语教师。特别是在东北地区、北

京、天津一带以及上海地区等地，优秀的学者和专家比比皆

是。但遗憾的是，作为华南地区的中心，广东省却还是缺少优

秀的日语教师。包括笔者在内，很多日语教师都是北方人。

2.5 关于教师职称晋升问题

有关教师职称晋升的审查标准和要求各大学一个样，没

有统一标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学术论文”。最重要

的关键因素还是要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各种

“研究课题”和“研究项目”等。但遗憾的是，目前担任各大学

学术期刊、纪要等主编的，几乎都是英语方面的专家或教授。

他们关心的是以英语为首的拉丁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和文学

问题。因此，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很难登载。当然，也有

像《日语学习与研究》等以“日语”和“日本文学”研究为对象

的专业杂志，但数量非常少。而且这些学术期刊，几乎都掌握

在北方的日语教育界大佬手中，华南地区从事日语教育的教

师论文登载极其困难。毫无夸张地说，不但登载的费用相当

高，而且如果没有“关系”，几乎不可能登载。此外，在大多数

大学中，在《日本学研究》（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本学论坛》

（新日本文化研究会）等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都

不受欢迎。如果不通过各种审查和评估，这些论文就无法得

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也许正因为如此，在广东地区日语教授

晋升的时候，即使不是日语论文，而是中文论文，只要是“核

心期刊”就没有问题。当然，会话能力和写作能力等几乎不会

成为任何障碍。甚至，很多情况下评审高级职称（副教授，正

教授）面试时，也不用外语提问和回答，直接用中文。

3.关于问题的整改措施

可以说，取得巨大成就的广东省日语教育，如今已经走

到了一个弯道。我认为，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需要在各相关

部门的密切配合下，探索出一条与新时代相匹配的新发展之

路。 而且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环节还是站在教学立场上的

教师水平的升级。虽然这只是些非常肤浅，并不成熟的想法，

但在此我想冒昧地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1）首先，定期派遣年轻教师到日本，给予他们在日本大

学半年到一年左右的研究活动机会。当然，由于经费等问题，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但如果与日本签订协定关系的

大学进行交涉，也不是做不到的事情。实际上很多大学已经

与日本各大学签订了协定，以“双学位”为主，通过相互认定

学分等方式，实现了 3+1（在中国大学学习三年，在日本协定

大学学习一年）或者 2+2（在中国大学和日本协定大学各学

习两年）的互派，学生之间的国际交流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不过，相比之下教师之间以研究活动和提升教学水平为目的

的相互交换和短期访问等还是极少。我认为，在中日关系处

于低迷的今天，更应该通过文化活动寻求打开两国友好关系

的途径。作为其中的一环，向日本政府申请以广东省为中心

的学生赴日“研修旅行”和留学，以及“教师赴日研修”等特别

优待政策和照顾也是值得认真考虑的事情。幸运的是，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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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叫“广州留东同学会（法人）”的民间组织，已经开展了利

用暑假、寒假开展研修旅行、寄宿等活跃活动。依靠政府的力

量固然好，但也不能忽视充分利用这些民间组织的力量，争

取日本政府或日本大学的帮助与合作。而且，我相信这对日

本政府或者日本的大学也是有好处的。

（2）在大学高年级的课堂上，大胆起用从日本留学回来

的“海归派”年轻老师，规定他们有义务用日语授课。而且，对

于不能用日语授课的教师，不管他们的资历和头衔如何，都

让他们从高年级的课堂上退出，让他们转而专心致力于学术

研究活动。

（3）过去的教学法，重视的是语法和翻译，不太重视实际

的交流能力。但是，现代教学法的开发是以培养语言的运用

能力，也就是用日语完成必要事情的能力为重点的。我们有

必要设计适合中国学习者、特别是广东学习者的语法教育、

会话教育、文字、词汇教育等日语教学法。会话和写作能力才

是日语教育的基础。毋庸置疑，要掌握一门外语如果没有语

言天赋或者这方面才能的话，无论如何努力都不一定能够说

得很流利。很多人，即使母语再好，一旦说起外语往往也会面

临“语无伦次”“耳红面赤”“抓耳挠腮”的尴尬局面。从某种意

义上说，外语能力可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事实上，国

内有很多日语会话能力不怎么好的日本问题专家。甚至我们

可以说,他们是主流或者是主力。而且，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

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这也

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些国际问题和日本问题专家来说，日

语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才是最重要的。这好比我们中文系的教

授研究和讲授外国文学并不一定非用外语一样，没什么不

妥。但是，现在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作为外语教育一环的日

语教育问题。作为一名日语教师，如果只会说蹩脚的日语，我

想不管怎么说都只能算作是不称职的“三流”教师。值得庆幸

的是，最近在“海归派”当中，开始涌现出会话能力出众，并能

熟练地用日语撰写文章的年轻人。但是，“土鳖”（既没有留学

经历，也不是日语出身的博士学历出身者）大行其道的今天，

他们还很难占上风，一不小心就会被排挤，甚至被“打入冷

宫”。也许，我们真正能看到他们“羽翼丰满”“展翅高飞”的日

子还需要一段时间。

（4）这也许是最难的问题了，今后日语专业教授的“职称

评定”和晋升时，把日语的会话能力和写作能力定为最重要

的评定标准。特别是应该把用日语写的论文作为第一条件来

鼓励，而不是用中文写的论文。尤其是目前国内日文版学术

期刊寥寥无几的情况下，对海外学术期刊（日文版）不应盲目

排斥，应予以客观公正评价，并予以相应的地位。与此同时，

我认为应该坚决排除与“日语教育”“日本文学”以及“日本社

会文化”等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学科论文。

4.结束语

本论文当中，不揣冒昧地讲了一些不知深浅的话，当然，

我的这些浅知拙见或许会被当作“胡言乱语”遭到不少同行，

特别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和咒骂。但是，我认为为了今

后广东省的日语教育走向更加健康发展，这是一条不可回

避，必须要走的途径。只有这样，广东省才会涌现出一大批受

人尊敬的日语教师和日本问题专家。改革创新之路总是充满

艰辛和痛苦的，改革肯定会面临各种困难和障碍。但是，如果

没有改革，就无法前进，只能倒退。希望我们广东早日迎来日

语教育更上一层楼的美好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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