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汉语课堂教学中，特别是针对初中级水平学生的汉语教学中，汉语和日语的对译对“教”

和“学”有很大的影响。在对译过程中，学生可以自己检测从发音到字词句、再到篇章

方面的薄弱之处。教师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专项指导。通过这种自我主动实践，

学习者不但能在语音、词汇和语法各个层面都得到训练，而且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也有

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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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日本汉语课堂教学的现状、特点和问题

日本国内的外语教学（包括汉语）界一般都认为，日本学生在汉语学习课堂上总的来说是比
较“害羞”和“文静”的，也就是说主动性不高积极性不强，这些都是老调重弹了。但事实真的
如此吗？笔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日本学生其实也不是，至少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大家所
说的那样，语言学习比较被动，不愿意开口交流等等。我们发现，学生在课堂上主动积极性不高
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学生不知道如何参与，或是无法顺利地加入到教师的教学设计流程中。
也就是说，“教”和“学”有脱节之处，作为教师的我们应该反思：有没有给学生一个激发他们
变被动为主动的语言学习环境，从而让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角。另外对于日本学生“听话”和

“认真”的特点，教师如果充分加以发挥和利用，“听话”就可以引导学生一起参与教学环节，“认
真”就可以要求学生力所能及地完成学习任务。

有利于教学一面的是，日本学生通常汉语读写能力优于听说能力。他们一般认为提高汉语“说”
的能力最具挑战性，而这一个潜在的心理特点反过来可以激励学生做出挑战。本文想和大家共同
商讨的是，“说”对学生来说是汉语学习中最有成就标志的一个环节，那么学生的“说”是“怎
么说”？是“单口”（一个人开口练习），还是“众云”（和同伴一起开口练习）？是“复述”（复
读机还原原意）还是“自叙”（自己组织语言叙述）？

1.2	 互动对译教学的目的、目标和方法
1.2.1	 互动对译教学的概念

我们这里说的对译，指的不是汉语翻译成日语以及日语翻译成汉语的单独句子练习，而是指
学生先把一篇稍长的汉语课文翻译成日语，然后把教科书课文的日语译文再翻译回汉语。在这个
一来一去的对译过程中，学生可以自己检测从发音到字词句再到篇章方面的薄弱之处。教师也可
以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专项指导。这种对译教学设计，不是要求学生单纯地在日汉语之间翻来
译去，而是一种能动互学共勉。

互动对译在汉语课堂教学中的实践   
—以汉日对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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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互动对译的目的、目标和方法
目的—给学生提供语言练习环境，提高学生语言技能操作的综合能力。
目标—让学生“敢说”，让学生“要说”，让学生“会说”，让学生“想说”。
在教师设计的教学流程中，让学生首先要克服羞涩紧张感，让学生“敢说”，打破沉默是关

键一步。然后让学生在互动分组学习中承担责任，一定“要说”。为了“要说”，学生必须努力地
“会说”。最后当学生已经敢说也会说时，自然就“想说”了。

方法上我们采用传统的分组学习法，一般2-3名学生一组，以学生自由组合为主，教师指派
为辅的分组原则。自由组合首先可以消除参与者之间的羞涩紧张感，可以建立起互相信任。如果
有不能参与组合落单的学生，教师可以指派到某一组中，或教师参与其中，以调节缓和气氛，或
答疑释问，消除学生害怕不会说的担心。这要求教师应该事先做好学生语言能力和和学习习惯以
及个人性格的摸底考察工作。

2.	 教学设计和展开
2.1	 教学对象和周期

我们设计的这种对译教学是以初中级水平学生为对象，也就是一般大学二年级水平（学完初
级入门）。一个单元教学周期为两节课（每周一节课，课时90分钟），教材选用（篇幅200-300字
左右）阅读文章为主。1）

2.2	 教学的设计流程
我们把整个互动对译流程设计成以下七个环节来进行教学。
输入—理解—巩固—输出—检测—修正—产出

2.3	 教学展开（分两个课时展开教学）
第一课时教学

2.3.1	 输入和理解
（1） 疑难词句的预测和针对练习

在第一课时的开始，我们先对将要学习课文的生词和课文中的语法点做一个疑难预测和针对
练习。见练习一。
（练习一）

汉 语 日 语 发 音 扩展练习／汉语 ⇄ 日语

发达 交通发达

一边～一边… 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在这个环节，首先让学生预习生词，然后听CD发音后，教师讲解课文生词表，以及生词表
中未出现但课文中学生理解有困难的词句。把预测的学习难点词语以及比较重要的词句设计成练
习一发给学生，让学生个人完成练习一，然后分组互相问答。

这个环节的主要目的在于先扫清词汇理解的障碍。学生在这个环节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词，
根据课文生词表来完成练习一，然后分组互相进行词汇巩固问答训练。教师在这个环节要巡视观
察，给个别学生纠正发音和词语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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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文发音练习
在生词练习后，进入课文学习阶段。这个阶段首先是发音练习，我们按照“教师范读—教师

带读—听CD—学生自读—听CD跟读—学生互读”的顺序反复进行语音训练。这个环节的重点
在“学生互读”。

2.3.2	 理解和巩固
（1） 课文重点部分理解练习（练习二）

发音阶段结束后，进入课文理解阶段。我们把课文中含重点语法点和重要句型的句子列出，
设计成练习二交给学生完成。
（练习二）

中文例句 日文意思 扩展理解例句 日文意思

大街上有很多出租
车，招手就停。

・我们12点就下课。
・他（一）喝酒就醉。

中国的出租车，比
日本便宜得多。

・汉语比英语难得多。
・这个便宜得多（多了）。

这个阶段，重点在让学生理解例句意思。学生先书面完成练习二，再由教师公布例句的日文
答案。学生们订正后，分组进行问答练习：一人发音读例句（汉语或日语），其他同学说出所读
例句意思（日语或汉语）。学生互相练习的同时，教师巡回观察学生有无偏误及时纠正。例句中
的语法点，教师点到为止不做过多解释，比较扩展例句意思后一般学生都能理解。
（2） 课文对译练习

在课文中重点部分理解练习完成后，开始进入课文的全文对译练习。具体学习形式是，2-3
人一组，一人看课文读汉语原文，其他学生看汉语原文口译成日语，逐句交替换人进行练习。如
果小组内学生都对汉语课文原文不理解，或对同一个句子各个学生之间有不同的理解时，立刻进
行小组内讨论，并向教师征求正确答案。

这个阶段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教师要反复巡视观察，必要时介入学生的讨论。如果有没
有预测到的有代表性的问题出现，教师可以暂停学生的讨论，进行简要的说明。
（3） 课文对译巩固练习

当各个小组都完成对译练习后，教师和全班学生一起逐句完成课文日语翻译，这样可以对学
（练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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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分组对译时出现的偏误进行纠正。然后看汉语课文听CD跟读。到这个时候，一般学生对课
文的大意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然后，要求学生不看课文（标注拼音的）原文，听CD跟读课文
并完成练习三。

2.3.3	 巩固和输出
（1） 课文内容的巩固和输出练习

根据课文内容分组进行简单问答练习，让学生完成练习四。
（练习四）

问 日本的工薪族一般怎么去上班？

答

问 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坐在司机旁边儿的位子上？

答

这个环节，先让学生书面完成练习四。然后分组看练习四进行问答练习。最后全班学生一起
听CD提问（问句内容同练习四），不看资料口头回答。
（2） 模拟练习

在做完上面的课文内容巩固练习后，教师可以模仿练习四，口头提问全班同学，进行互动问
答练习。如“日本的大学生一般怎么去学校？”“你每天怎么回家？”“为什么日本的大学生喜欢
坐在教室后边儿的位子上？”等。
（3） 知识点巩固和输出练习

这个阶段主要是完成教材中语法要点解释部分。通过前面的练习，大部分学生已经掌握了本
课文中的相关知识要点，所以对教材中语法点的解释不过多展开，主要以完成语法点的练习为主。
如图一，学生完成练习问题后教室公布正确答案让学生互相检查。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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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给学生分发“练习七”作为课外作业，要求学生课后完成，以备下一个课时口头练习用。
以上为第一课时教学。

第二课时教学
2.3.4	 巩固和输出
（4） 重点词句和课文内容再巩固和输出练习。

第二课时的开始阶段，先进行课文内容整体记忆复习练习，训练方法是：看课文听CD跟读，
看练习三听CD跟读，盲听CD跟读。然后进行重点词句和语法点巩固输出练习，要求学生完成
练习五后互相检查并进行问答互动。
（练习五）

日 语 汉 语
都市（大都市）
地下鉄に乗る
日本人は気軽にタクシーを利用しない
道を見ながら運転手とおしゃべりする

和第一课时不同，重点词句和语法点的练习五是给出日语，要求学生输出汉语原文。然后分
组进行发音和问答练习。为下面的课文全文日译汉做准备。

2.3.5	 输出、检测和修正
（1） 课文内容输出和检测练习

学生分组对译，完成练习六。第二课时的对译，是要求学生根据教材后的课文日语译文，口
头输出汉语课文。互动对译的练习方法是，一人看日语译文说出汉语句子，另外的同学看汉语课
文原文，一边听一边利用练习六进行错误记录。在完成全文对译练习后，对照记录内容互相进行
偏误修正。小组成员可自行决定是逐句交替还是整篇课文对译完后再交替练习。
（练习六）

发音错误 词语错误 句子错误 挑战成功

练习六的表格中，我们设计了“发音”“词语”和“句子”三项错误记录，还设计了一个“挑
战成功”项目，这个栏目主要记录的是学生输出的与课文原文字词句不同，但也是正确答案的内
容。这个栏目主要是为了激发学生的挑战欲望而设的。

利用练习六完成从日语译文到汉语原文的互动对译是第二课时的重点内容，这一阶段学生练
习时间长，出现的问题也会比较多。教师要反复巡视观察并加以记录，对学生的偏误之处进行纠
正。部分练习困难较多的小组，教师要及时介入，给予适当提示或引导。巡视过程中发现的错误
率高的词句和语法点，教师在各小组完成对译练习后，要进行再说明和针对练习。
（2） 练习题部分的输出、检测和修正

这部分是完成教材的配套练习，目的主要是继续巩固课文中的重点词句和语法点。练习的形
式是听、写、说（听CD，完成答案，然后口头回答）。

如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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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产出
在理解和掌握了课文内容之后，让学生书面完成练习七，然后分组口头进行问答互动。具体

练习方式包括课文内容复述和利用练习七互动交流。
（练习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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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待完善点
互动对译的教学实践，可以让学生有更多主动学习和练习的时间。在提高学习积极性和互助

学习的教学氛围上有很大作用。但是在这种实践教学中，我们也遇到一些有待改变和完善的地方。
主要包括教学时间问题，学生人数问题，教师个别指导引导问题，教材选用问题，以及学生个体
水平差异问题。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班级人数比较多的情况下，如何把各个教学环节的时间进
行科学有效的分配，是整个教学流程完成的关键。另外，对于学生个体水平差异的总体把握和针
对性补缺，需要教师在选择教材后根据学生水平进行加工，或简化或强化教学内容，设计有针对
性的练习形式和练习内容。

4.		结语
汉语课堂教学中，通过分组互动进行一来一去的对译训练，学生可以自己检测从发音到字词

句再到篇章方面的薄弱之处。教师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专项指导。通过这种实践，克服
了学生“怕开口”的紧张害羞心理，提高了学习的主动性，不但能使学生在语音、词汇和语法各
个层面都得到训练，而且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也有很大提高。

注

 1  ）我们选用的教材是《ことばと文化　一挙両得　中級中国語》，陈淑梅／陆薇，朝日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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