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语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紧紧围绕立德树人之根本任务，围绕“一流本科，一流人才”的培养方针，立足

湖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以适应新时代需求，旨在培养具有新文科综合素质，具备扎实

日语语言文化知识和较强的听说读写译思辨的语言技能，掌握英语及其他相关专业知识，能

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和真挚的家国情怀，积极从事各类涉外工作、日语教育与学术研究等领域

的卓越型、复合型日语人才，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做出贡献。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拥有家国情怀和社会服务意识；

2．具备扎实的日语语言知识、日本文学知识、日本社会文化知识，熟练掌握英语语言

文化知识，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

3. 具备日语语言运用能力、文学鉴赏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与创新能力、实践

能力、信息应用能力，以及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

4．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对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能用科学理性的

态度进行思考，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审慎判断与公正评价，并能进行合理表述与有效沟通；

5．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具备与国际交流、竞争与合作要求相适应

的综合能力和国际视野。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双语技能训练，在听、说、读、写、译、思、辨等方面达到较

高水平之同时，要求学生了解并掌握以日本为主兼及英美国家的文学、文化、政治、经济、

历史、社会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并结合娴熟的中国语言文化知识，培养塑造跨文化交际的实

践能力、思辨能力。具有运用跨学科专业知识发现、分析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初步进行科

学研究的能力，为毕业后适应各类工作岗位或进一步升造学习打下基础。

毕业生应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1. 品德修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人格。身心健康，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社会责任感与崇高的职业精神，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人文和科学素养、文化审美品位。

指标点 1.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指标点 1.2：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爱国主义情怀、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

指标点 1.3：了解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指导方针和根本原则，并以此来指导中日间的各

种交流活动。在涉外活动中主动弘扬我国优秀文化，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2. 学科知识：具有系统扎实的日语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了解

学科发展史，熟知中日两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及我国对日工作的基本原则、方针政策。

指标点 2.1：熟练掌握日语的语音、词汇、时态、句法和语篇等语言知识。

指标点 2.2：掌握日本文学各时段的特征以及与我国之间的交流关系，了解中外交流的

历史和现状，尤其是我国对日外交、教育、经贸、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指标点 2.3：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知识

结构。

3. 信息能力：利用先端技术对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具有相应应用能

力。

指标点 3.1：能熟练运用互联网进行相关日语文献资料的搜索与整理应用。

指标点 3.2：能熟练利用各种网络教学平台进行日语学习，并能熟练利用互联网与国际

友人进行交流探讨。

指标点 3.3：能够利用网络资源（数据库、多媒体资源等），运用一定的学科理论，对

中日两国在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比较与分析。

4. 应用能力：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研究并解决比较复杂的专业问题。

指标点 4.1：能准确区别日语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异并应用之。

指标点 4.2：能使用日语有效接收和传递信息，表达思想、情感，再现生活经验，并能

注意语言表达的得体性和准确性。

指标点 4.3：能借助语言工具书和相关资源进行笔译工作，能完成基础的翻译任务，能

有效使用策略提高交际效果。

5. 创新能力：具有逻辑思维能力、批判意识和思辨能力，能够对本专业领域的问题进

行分析和判断，提出个人观点或者见解，具有一定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指标点 5.1：能对证据、概念、方法、标准、背景等要素进行分析、评价、推理与解释。

指标点 5.2：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能自觉反思和调整自己的思维过程，判断

性地、选择性地吸收和接受，正确把握问题的本质。

指标点 5.3：能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学习知识、交流思想、开展基础的科研活动。

6. 沟通表达：具有良好的阅读和理解能力；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能够与同



行和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指标点 6.1：具有跨文化同理心和批判性文化意识。

指标点 6.2：能对不同文化现象、文本和作品进行阐释与评价。

指标点 6.3：能有效和恰当地与同行进行跨文化沟通。

7.团队合作：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掌握团队合作技能，能够与团队成员和谐相处，协作

共事，在团队活动中主动发挥积极作用。

指标点 7.1：携手团队成员运用所学的理论和技能共同解决实际问题。

指标点 7.2：能通过实践活动拓展知识，掌握技能，学会与他人沟通合作。

8.国际视野：了解国际动态，关注全球性问题与国内热点问题，尊重世界文明的多元性。

指标点 8.1：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指标点 8.2：关注中日两国间发生的重大问题，常态化了解国际时事动态。

指标点 8.3：能够以东亚甚至国际视野分析日本问题。

9. 学习发展：具有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意识，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进行自我规划、

自我管理和自主学习。

指标点 9.1：能及时总结并善于借鉴有效学习策略，改进学习方法。

指标点 9.2：能组织和配合他人开展学习活动。

指标点 9.3：能明确制定自我生涯发展规划，并将所学知识有效地与职业生涯规划有机

结合。



三、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矩阵

培 养 目

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1.品德修养 √

2.学科知识 √ √

3.信息能力 √ √ √

4.应用能力 √ √

5.创新能力 √ √ √ √

6.沟通表达 √ √ √ √

7.团队合作 √ √ √

8.国际视野 √ √ √

9.学习发展 √ √ √

注：打“√”表示毕业要求对相应培养目标具有支撑作用。

四、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五、专业核心课程

1.日语专业技能课程：基础日语（一）（二）（三）、高级日语、日语视听说（一）（二）

（三）、日语会话（一）（二）、日语阅读、日语基础写作。

2．日语专业知识课程：日本概况、日本文学概论、口译理论与实践、笔译理论与实践、

日本语言学概论、日语演讲与辩论、跨文化交际、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日语实用语法。

六、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专业实践课程、专业实习、创新创业（学科竞赛、大学生创新实践

项目等）、社会实践（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勤工俭学、支教活动等）、国际交流（境外学习、

涉外活动等）、毕业论文。

七、学制、学分与学位

1．修业年限：四年

2．总学分：151学分，英语辅修 20学分

3．授予学位：文学学士

八、课程结构及学分要求



课程类型 学分要求 学分总数 百分比（%）

必修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30
111 73.5%

专业必修课程 81

选修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8
40 26.5%

专业选修课程 32

合计 151 151 100%

九、大类培养

外国语言文学类学生经一年大类培养后可分流到本专业学习。在大类培养期间须修读大

类平台必修课程“世界文明概论”“专业导论”“外国文学导论”“中外文化比较”，合计 6

学分。



十、教学进程计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讲授
学时

实践
(验)
学时

学
分
数

开课
学期

周
学
时

备注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30

学

分

272100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48 32 16 3 2

271600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48 32 16 3 1 2

272100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8 32 16 3 3 3

2716001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48 32 16 3 5 6

2716001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48 32 16 3 5 6

27160011 形势与政策（理论） 16 16 1 讲座

27160012 形势与政策（实践） 32 32 1

29230004 计算机基础及应用

（四）
64 32 32 3 1 4

39230001 大学语文 32 32 2 1 2

30160001 大学体育（一） 36 4 32 1 1 2

30160002 大学体育（二） 36 4 32 1 2 2

30160003 大学体育（三） 36 4 32 1 3 2

30160004 大学体育（四） 36 4 32 1 4 2

402300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一）
24 16 8 1.5 1

412300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二）
8 8 0.5 1

31230001 军事理论 36 36 2 1

共享学分课

程
军事技能 3周 1 军训

共享学分课

程
国家安全教育 16

共享学分课

程
劳动教育 32 8 24

课程类别 修读要求
学
分

备注

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

8学分

创新创业课

程
所有学生修读 2个学分

8 按照《全校公共选修课
课程表》要求选课修读公共艺术课

程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修读 2个学分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讲授
学时

实践
(验)
学时

学
分
数

开课
学期

周
学
时

备注

人文社会科学课程 建议理科类学生修读 2个学分

自然科学课

程
建议文科类学生修读 2个学分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讲授
学时

实
践
(验
)学
时

学
分
数

开
课
学
期

周
学
时

备注

专

业

必

修

课

程

8

1

学

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6

学分

09230002 世界文明概论 32 32 2 1 3
大类

课

09230003 专业导论 24 24 1 1 2
大类

课

09230004 外国文学导论 32 32 2 2 2
大类

课

09230005 中外文化比较 24 24 1 2 2
大类

课

日

语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40

学

分

09235001 基础日语（一） 128 128 / 8 3 8

09235002 基础日语（二） 128 128 / 8 4 8

09235003 基础日语（三） 128 128 / 8 5 8

09235004 高级日语 96 96 / 6 6 6

09235005 日语视听说（一） 32 32 2 3 2

09235006 日语视听说（二） 32 32 2 4 2

09235007 日语视听说（三） 32 32 2 5 2

09235008 日语会话（一） 32 16 16 1.5 3 2

09235009 日语会话（二） 32 16 16 1.5 4 2

09235010 日语阅读 32 32 2 5 2

09235011 日语基础写作 32 16 16 1.5 6 2

09235012 笔译理论与实践 32 16 16 1.5 6 2

09235013 口译理论与实践 32 16 16 1.5 7 2

09235014 日本概况 32 32 2 ４ 2

09235015 日语实用语法 32 32 2 5 2

09235016 日本文学概论 32 32 2 6 2

09235017 日语语言学概论 16 16 1 7 2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讲授
学时

实践
(验)
学时

学
分
数

开课
学期

周
学
时

备注

09235018 日语演讲与辩论 16 16 1 6 2

09235019 跨文化交际 16 16 1 3 2

09235020 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 32 16 16 1.5 7 2

专

业

实

践

课

程

19

学

分

09235021 日语会话与实践 32 32 1 5 2

09235022

专业研究活动（初级）
（日语歌曲学唱、日
语配音、日语阅读竞
赛等）

16 16 0.5 3-4

09235023

专业研究活动（高级）
（日语演讲比赛、日
汉笔译口译比赛、日
语配音比赛等）

16 16 0.5 5-7

09230015 专业实习 8周 8 8
劳动

16学
时

09235024

国际交流活动
（出国（境）交换学
习、参加涉外活动、
出席国际会议等任选
1项）

8 周 1 3-8

CX09000101
《大学生就业指导与
创新创业》
（理论一）

8 8 0.5 1

CX09000102
《大学生就业指导与
创新创业》
（理论二）

8 8 0.5 4

CX090002
《大学生就业指导与
创新创业》
（实践）

32 32 1 4 劳动

8学时

09230013 毕业论文 8周 6 6-8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3

2

学

日本语

言方向

09235025 日汉语言对比 32 32 2 ５ 2

至少

选满

20
学分

09235026 日语古典文法 32 32 2 7 2

日本文
学方向

09235027 日本文学史 32 32 2 6 2

09235028 中日比较文学 32 32 2 7 2

09235029 日语报刊选读 32 32 2 4 2

09235030 日本文学作品选读 32 32 2 7 2

日本文

化方向

09235031 日本文化概论 32 32 2 3 2

09235032 中日文化交流 32 32 2 4 2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讲授
学时

实践
(验)
学时

学
分
数

开课
学期

周
学
时

备注

分
09235033 日本历史 32 32 2 4 2

09235034 日本教育 32 32 2 7 2

区域国
别研究
方向

09235035 国际关系与日本外交 32 32 2 7 2

09235036 东亚文化研究 32 32 2 6 2

09235037 湖湘文化与日本 16 16 1 7 2

09235038 东西方文化对比 16 16 1 7 2

职业技
能拓展
方向

09235039 日语教学法 32 16 16 1.5 6 2

09235040 商务日语 32 16 16 1.5 6 2

09235041 簿记 16 8 8 1 7 2

第二外
语 12
学分

09230006 综合英语（一） 36 36 2 1 3

09230007 综合英语（二） 48 48 3 2 2

09230010 英语综合 (中级) 32 32 2 3 2

09230011 英语综合 (高级) 32 32 2 4 2

09230008 经典阅读（一） 16 12 8 1 1 1

09230009 经典阅读（二） 16 16 1 2 1

09230012 经典阅读（三） 16 16 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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