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的治国方针，满足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促进了当时社
会的成熟与发展；在文化方面，也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
增加了平民接受知识教育的机会，有利于人类的文化传播
与社会文明进步。

其次，百家争鸣的思想对现代社会也有重要的影响，
其中部分思想经过历史的过滤与验证成为中华文明的精
华，例如，儒家的德治，道家的朴素辩证法，墨家的兼爱、尚
贤，以及法家的以法治国等思想理念，都对当代社会的发
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结束语

本文结合高中教材对百家争鸣现象的形成原因进行
了创新性的分析，并且以文化地域作为出发点分析了儒
家、道家、法家等思想的差异性，最后简要概括了百家争鸣
现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百家争鸣局面对我国传统思
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历史的转
型及中华文明的深化具有深远的意义，是中华传统文化形
成的根基。

每种语言背后都有着其与众不同的文化背景，如果不
了解该语言的文化，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出
现由于不同文化的差异所产生的交际障碍。因此，在教学
中，教师应采取多种方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加强异
文化之间的理解，以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
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
际。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在特定的场景中，与不同语言及
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时，能够得体地处理跨文化交际中文化
差异的能力。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或国家在行为准则、语
言习惯、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
一面。因此，在进行交际时，不仅要具备较强的语言应用能
力，而且要熟知对方在风俗习惯、行为方式、语言习惯、价
值观念等方面的特点，才能选择符合对方表达习惯的语
言，使自己的话语具有得体性，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1.语言与文化内在联系的要求。语言是文化的产物，
承载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会在不同程
度上折射出该民族在历史文化、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价值
观念等方面所独有的特性。不同的文化反应在语言交际上
的差异，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文化的差异。我们经常会听
到日本人在不能应邀时会说“明日はちょっと……”，而不
直接说“明日はだめです”。这种不用语言直接交流也可以
达到交际目的的交际方式被称之为“以心传心”，即不用把
你的意思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对方就可以心领神会。日
本是单一的民族，语言与文化都比较单一，地理环境相对
孤立，加之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曾采取过锁国政策，极少受
到过不同文化或者是不同价值观的冲撞，人与人之间交流
有着心心相通的默契。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文化背景，在
进行交际时就很容易出现语用失误而导致交际失败。

2.日语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要求。近年来，虽然广大
日语教育者已经渐渐意识到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

但是由于传统教学模式的根深蒂固及应试教育、过级心理
等多方面原因，跨文化交际在日语教学中仍然没有受到足
够的重视。中国“入世”以来，与日本在电子、制造、金融、旅
游等众多领域都有着频繁的往来，这就要求有大批精通日
语的人员从事相关的工作。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他们除了
要熟练掌握语言基础知识，还要认识到由于中日两国的历
史文化背景不同，人们在语言表达、思维方式、行为习惯、
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并能够在交际活动中自如应
对。这无疑给日语教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既要培养学生
熟练掌握语言的基本技能，又能够熟知日本民族文化特
点。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日语教学中是至关重
要的，也是当今日语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要求。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

1.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意识是跨文化交际
过程中交际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认识标准和调节方
法，是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判断能力。在日语教学中，教师应
该将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渗透到日常教学的各个层面，
比如，通过对词句、语法等语言知识进行文化对比来增强
学生的敏感性，提高日语的运用能力；通过阅读日本文化
方面的文章体会语言在不同情景下的不同含义，这不仅有
助于学生正确把握不同的语感，也可以加强对日本风俗习
惯的了解，并学习和掌握惯用的语言表达方式。通过不断
地对中日文化进行比较，培养学生对中日文化差异认识的
敏感性，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2. 挖掘语言深层的文化内涵。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
割、相互依存的关系。文化深深地渗透在语言中，语言中又
蕴藏着社会文化背景。日语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反映了日
本民族的文化特征、思维模式、国民性格等。单纯地从文字
意义上理解语言，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文字背后的文化
现象和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比如，日语中有省略、敬语、
暧昧、否定等独特的表达方式，如果我们不从文化的深层
去寻找根源，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喜欢这样的说话方
式。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基本语言技

浅谈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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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语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已经成为当
今社会急需人才之一。本文通过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其培养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探讨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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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要挖掘语言深层的文化内涵，只有理解了语言背后
的文化根源，才能真正理解不同文化的语言表达习惯，才
能真正在实际语言交际中自如地运用。

3.创设多样化的跨文化交际环境。跨文化交际能力是
一种实践能力，需要学生学习并掌握在实际语言交际中与
他人合作的技能。因此，在教学过程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
并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比如，
教师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积极为学生创设一些接近
真实的语言交际环境，通过模拟表演的方式（包括对话表
演、场景表演等）来体会语言在交际中的灵活性与多变性，
由于场景不同，角色不同，人际关系不同，所使用的交际语
言自然也会发生变化。表演的过程本身就是学生积极主动
参与语言交际的过程。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促进学生之间
相互合作、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同时也可以锻炼学生在不
同的交际情景中运用语言的能力。

4.发挥外教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的作用。日语外
教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标准
的语音语调、地道的日式表达、原汁原味的日本文化，不仅
可以让学生体会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也可以
让学生置身于日本的文化氛围中直观地感受到日本文化
和中日文化的差异。尤其是学生在与外教交流时，出现的
语用错误和文化误解能够被及时指出、纠正，这样学生的
记忆会更加深刻。在课程安排上，可以根据学生的水平、知
识结构及外教的特长来安排。如一年级语音语调比较关
键，让外教承担语音课来帮助纠正学生的发音；二年级让
外教担任口语或会话课程，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

力；到了三年级，随着学生语言知识与交际能力的增强，可
以安排外教上高级日语、视听说、报刊选读等课程，以此循
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已
经成为当今外语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因此，为了满足社
会对日语人才的需求，实现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目标，
在日语教学中，应该将文化教学贯穿到整个语言教学当
中，积极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策略和途径导入文化背景知
识，只有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础知识的同时，深刻地理解
和掌握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的特点，才能避免在交际时因
文化知识的匮乏而导致的语用失误及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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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的审美意识在舞蹈中的差异性

1.中日舞蹈形态美感上的异同。中国舞蹈审美意识的
传统，是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演进中不断形成的，它具有
与其他艺术门类一脉相承的传统艺术精神。在中国传统
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制约下，笔者认为中国古代舞蹈审
美意识在形态上主要具有轻柔、线性、变化、旋圆等特点；
相对于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意识，日本方面则以娴静、柔和、
曲线、平稳等特点为主。形态美感，是人在外在形状姿态上
对美的主观反映和评价。从这方面来看，中国舞蹈形态美
感的核心是“圆”，这种“圆”包括了外部形式和内涵的审美
原则。日本舞蹈形态美感的核心是“稳”，两者之间存在的
联系是中日两国的形态美感中都包含了线性之美和柔和
之态。

中国的线性之美突出在中国的造型艺术上，显现于舞
蹈艺术造型，便是它始终追求着一种线性的律动美感。日

本的线性之美同样突出在造型艺术上，主要表现为对动作
形态讲究后倾“三道弯”式的曲线美。

中国舞蹈讲究柔和之态，主要表现为以腰为形体运动
的轴心，运用技能技巧体现出的舞蹈美态。舞者的纤腰体
现出女性的柔美与和顺，也反映出中国舞蹈的优雅与阴
柔。中国古代就曾以纤腰似柳作为评价舞蹈美丑的标准。
日本舞蹈也讲究柔和之态。虽不强调以腰为轴心，舞蹈的
流动感仍是以柔和温婉为主。

日本舞蹈根据自己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特征把外来舞
蹈元素进行改造，这也使中日舞蹈形态美感的差异性受到
影响。

第一，日本舞蹈注重造型美，但不注重动作之间的衔
接。而中国舞蹈对这一点十分重视，讲究的是舞蹈的延伸、
流畅与连贯的美感。而日本舞蹈的动作为上下运动，一般
表现为身体的屈直或者踩脚的步伐，它注重对舞蹈造型的

从中日舞蹈审美意识的差异性看日本对唐代舞蹈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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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两国舞蹈文化艺术交流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现从中日两国舞蹈审美意识的差异性，窥探日本对唐代舞
蹈中软舞与健舞的吸收与摈弃情况。文章提出审美意识可分为形态美感和意识美感两个方面，并以此为基础浅析中日
舞蹈交流史上唐代舞蹈在日本的吸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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