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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商务日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

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国

际商务涉外职业群,能够从事日语外贸业务员、商务助理、涉日企业文员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而现实教学实际中,学生整体知识面狭窄、综合能力不高,与培养目标要求相差甚远。因此,本文结合商

务日语专业学生的特点,重新审视商务日语专业的学科性质、能力要求、培养目标。分析并思考在教学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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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 of vocational business Japanese major is to have a certai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level, good 

cultural quality, professional ethics,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excellence craftsman spirit, strong employment 

and sustainable ability; master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skill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oreign 

professional group, business assistant, Japanese technical skills.In the reality of teaching, students' overall 

knowledge is narrow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is not high, which is far from the training target 

requirements.Therefor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usiness Japanese major students, and 

re-examines the subject nature, ability requirements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of business Japanese major.Analyse 

and think ab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propose specific teach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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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日

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近

年来,虽然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贸

易摩擦等问题,导致一些日资企业的制

造业、第三产业迁移东南亚等国家。但

无锡作为日本在华投资的前沿城市,现

已有超过1200多家企业仍聚集在此,无

锡在对日贸易往来方面有着独特的优

势。[1]因此需要培养大量高质量的商务

日语人才,满足企业的需求。企业不仅需

要毕业生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还 

上升的过程,需要有新的突破同时保有

一部分原有的东西,是一个相对平衡永

恒发展的过程。(王珍,2011)由于中外不

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国传统文学作品

走出去面临诸多挑战,其儿童版英译更

需要多方面考量,要求译者具有多层次、

多角度的立体思维习惯,并且根据不同

任务进行主体性发挥。(丁衡祁,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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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掌握一定的商务礼仪、商务谈判、商

务交际方面的能力。据笔者调查了解到,

目前无锡部分高职院校已取消日语专业

的招生,主要是在大环境下生源的短缺,

学生毕业后就业难等问题。一方面商务

日语专业应用型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

日语专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因此,如何

培养出市场需求的人才已是学界研究的

一个热点。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教育教

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深刻分析问

题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有效地解决人才

紧缺与企业要求之间的矛盾。 

1 高职商务日语教学的现状

分析 

1.1高职商务日语专业现状 

上世纪90年代,我国高职院校的日

语专业逐渐兴起,培养了一大批日语人

才。由于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日语专业

的形势发生变化,规模虽有所萎缩。加上

本科院校日语专业的竞争,发展较缓慢,

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专业型日语人才还

是很紧缺。一些日语专业的学生在语言

要求上可能合格甚至优秀了,但在专业

技能,专业能力方面还是空白。日企不再

是需要单纯的翻译,而是在语言顺利交

流的基础上还要掌握商务知识和商务技

能的应用型人才。日语已成为继英语之

后的外语大户,目前国际形势稳定,随着

全球经济的大发展,商务日语专业前景

较为乐观。 

1.2高职商务日语教育现状 

21世纪世界经济的大发展以及中日

两国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对日语

人才的要求和需求越来越高。高职院校

为社会输送了一大批人才,得到了社会

和企业的认可。但不可否认,现国内的职

业学校的商务日语专业学生的数量和质

量有待提高。现在整体学日语的势头虽

不如前几年,班级学生人数也有所下降,

但从学外语的角度看,对学生是有利的,

可以有更多练习的机会。现在高职学校

硬件设施基本充足,多媒体设备完善,课

堂理论教学丰富多彩,课程内容设置多

样,为培养日语人才创造了客观条件。 

1.3高职商务日语学生学习现状 

高职生普遍存在基础知识单薄,学

习能力弱,行动能力不足,自我内化不够,

约束力不足等多种因素。具体表现为：

①自信与不自信的矛盾。有些学生由于

基础知识的不扎实,成绩不够理想,长此

以往,内心充满了不自信,从而语言及行

为上多少有些受限。但另一方面,有的学

生对自己盲目自信,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及,但只是停留在想和说上,典型的“行

动的矮人,语言的巨人”。②喜欢电子产

品。虽然学校也原则上要求不允许带手

机进入校园,但大多家长是希望孩子们

携带手机的,便于每天联系。所以学校一

般会在每个教室里设立手机袋,按照学

号编好,上课前同学们自己把手机入袋,

下课后随他们自己,一下课手机基本就

被拿空。但晚上进入寝室以后就没法管

理了,有个别学生甚至玩到凌晨,白天上

课偷偷瞌睡,精神恍惚的,课堂效率低,

学习状态差。③喜欢“静”,只要有一部

手机可以安静地度过一整天,吃、穿、用、

交流,都是通过网络完成。沉浸在自己的

小世界里,不愿被外界打扰,不愿与人交

流。④意志力差。由于没有形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缺乏持之以恒的学习毅力。一

旦想做的事有一点障碍马上就妥协了。 

2 高职商务日语教学的改革

策略 

2.1推进实训教学,推动校企合作 

为准确掌握地区经济发展对商务日

语专业人才的需求,推动校企深度融合。

商务日语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

在日常的教学中,应该实现“理实”结合,

不能只局限于对学生基础知识的培养,

否则难以适应工作中的岗位需求。本着

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所需的技能为核

心要求,切实把实训课落到实处.实训教

学应对学生真正开放起来,可以根据日

资企业的实际业务情况设计相应的实训

课程,通过商务日语实训教学进行商务

情景模拟：会议传达、接打电话、面试、

报价,如何商务谈判等。对日常发生的一

系列业务问题,运用已知的专业理论知

识,进一步熟练巩固流程。这样学生就不

会被动接受老师灌输的课本知识,有助

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提高

职业技能能力。 

另外,必须具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基

地。以具有相应资质的各类国际贸易公

司、货运代理公司、涉日企业、知名企

事业单位为主,实训设备齐全,能满足学

生专业认知实习和顶岗实习的需求。设

立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管理机构,实训管

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能提供外贸单

证员、外贸跟单员、外贸业务员、涉日

文秘、涉日文员等相关实习岗位,能涵盖

当前国际贸易产业发展的主流技术,可

接纳一定规模的学生实习；能够配备相

应数量的指导教师对学生实习进行指导

和管理；保证实习生的日常工作、学习、

生活的规章制度,有安全、保险保障。[2] 

2.2明确培养目标,完善人培方案 

高职院校要充分认识到人才培养模

式的重要性,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严格执

行教育部的指导意见：标准不降、模式

多元、学制灵活的原则,修订完善人才培

养方案,深化校企“双元”育人,严格把

控教学质量关。深入市场分析社会对日

语专业人才的需求状况,进行科学招生,

而不是为了追求学校自身利益盲目扩大

招生规模。设置科学合理的教学课程,

将人才培养模式的理念落实在教学实践

中。教师应秉持“做中学、做中教、做

学教合一”的教学理念,结合本专业学生

的特点、岗位职业需求、业务流程的新

业态,倡导实施专业技能教学的新模式,

采取相应的教育教学,开展一系列的案

例教学、情境教学、项目教学、任务驱

动等,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小组合作、自

主探究学习、模拟操作学习等方法掌握

实训技能,提高技能教学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利用各种条件对人才培养目标进

行落实,在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培

养他们的语言交流沟通能力、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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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确保

学生在毕业时专业能力和水平达到标准

要求,使我们的学生在激励的市场竞争

中能占据一定的优势。 

3 加强商务日语专业师资队伍

的建设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1

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的通知》中强调：加

强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加快补充急

需的专业教师,提升教师面向不同生源

学生组织实施教育教学的能力。因此对

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业的教

师不仅必须具备专业的理论知识,还要

有一定的实践活动操作能力。 

3.1加强师德师风,提升建设计划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不仅

要有丰富的学识,还要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素养。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教育观,

是非观和价值观。用丰富的科学文化知

识、先进多样的教学方式陶冶和教育学

生。在教育教学中鼓励教师积极思考,

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学校可以健全完善

对老师的考核制度,树立师德标兵,以榜

样为目标,倡导教育新理念、新风尚。职

业教育的特殊性也决定着职业教育教师

道德的重要性。 

3.2加强“双师型”,优化教师队伍

结构 

理解“双师型”的基本内涵,明确“双

师型”的指导性标准和基本要求。严格

教师准入和考核评价,[3]学校在对新教

师的聘用时应注意几个条件：商务日语

专业的教师要同时具有“教师资格证

书”、“日语国际能力水平测试N1”证书

或则同等能力水平测试相关证书。学校

也要全面提供教育教学、培训的平台和

机会,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和团队

创新协作能力。学校也可结合本校发展

的情况,聘请日资企业专业人士来校进

行实践指导工作,定期开展专业技能考

核和培训,让专业教师在培训、竞赛学习

中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提高专业教学

能力和积累一些实践经验。 

4 结语 

作为教师必须努力提高职业素养,

注重自我提升。做到爱阅读,勤思考,常

观察,会研究。这样不但会充实丰盈个人

的精神世界,也有助于丰富课堂的教学

内容和教育管理。17、18岁的初中生带

着求知的愿望进入职校学习,把老师当

做百科全书,希望在这里能学会更多的

知识、为人处世的道理、接人待物的方

法,这时老师应当具备完善的专业知识

结构,开阔的眼界,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广

博的知识,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帮助学生树

立行业职业理想,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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