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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１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前进的步伐，高职教育
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计划、教材建设不断完善，在不断
摸索、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批别具高职特色的教材，为培养高技术、

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做出了贡献。

编写什么样的教材，是由课程性质、培养目标和教学任务决定的。一套好的
教材，应该具备以下要素：

１．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为什么要编写教材，应该编写一套什么样的教材。

明确的指导思想，首先是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就高职院校中的外语教育而言，

我们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具备语言对象国的基本知识和较强的语言运用能力
的应用型外语人才。所以，教材的编写理所应当地要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进行。

２．要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前提就是应该如何理解一个教育层次、一个专业和
一个学科，如何为这个学科定位，这个学科的任务是什么，一套什么样的教材才
能完成学科定位所规定的任务。所以，正确地理解高职教育这个教育层次，正确
地把握学科定位和由学科定位所规定的任务，从而编出与这个学科定位相适应
的教材来。特点应该是突出能力培养，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３．要有一个核心范畴，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从观察和认识的角度，要
通过教材编写的实践和学生学习的实践，加深对所学内容的了解和对语言对象
国的整体认识。

语言是物质的存在。任何一种语言形式，或抽象，或具体，表示的都是世间
万物的外在概念。而这种外在概念的深层，即支撑语言这一外在形式存在的人
类的生活状态、文化形态等，才是世界的真实存在和人类生活的实态。从这个意
义上说，语言是社会文化和文明的传承载体，而教材则是传承和创造文明的文本
载体。由此可见，一套好的外语教材，对于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了解所学语言对
象国的文化，把学习外语和了解外国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教授语言，提高
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的同时，把外国文化融入教材，融入教学十分重要。通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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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学习，给学生一个关于所学语言对象国的整体印象和正确认识，形成正确的
中国观和正确的外国观，进而培养学生完成职业任务的基本综合素质。

４．要有完整的逻辑体系，考虑接受主体的实际情况，科学地、循序渐进地阐述
教材内容。完整的逻辑体系要求完整的、正确的话语系统和叙述方式。就外语教
材而言，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符合接受主体的认知过程。要反映出教材的科学
性，语言的准确性和题材、体裁的多样性。要选材适当，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编写
系统，解释精到，并在内容的安排上充分考虑中国人学习日语的特点。课后练习部
分紧紧围绕课文内容和出现的语法事项展开，对课文起到拓展和补充的作用。

５．要创新和与时俱进，坚持稳定性和前沿性的统一，权威性和独创性的统一。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这套教材很好地具备了以上要素，以清新

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和普通高校日语专业的教材相比而言，在知识结构方
面既有共同点，又有高职专业日语的独特性，是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们认真
总结高职高专日语教学经验，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教学和研究成果的结晶。这套
教材，开了高职高专日语教材的先河，是对中国日语教育的一大贡献。

首先，教材语言规范。严格遵循语言认知的规律性，循序渐进；内容编排力
求新颖活泼，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图文并茂；语法说明简明扼要，解释准确，突出
了应用性和实用性；以学生为本，科学构建练习体系，练习形式多样，与正文融为
一体，互为补充。

其次，会话以会话文为主，并设定场景，寓教于乐，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会话教材中还根据需要插入了“知识之窗”，充分反映出编者把教材视为日本文
化载体的编写思想。

这套教材除基础日语、会话、函电、泛读、写作外，还有《酒店日语》、《科技日
语》等。每每读来，学到了很多知识。没有广博的专业知识，是不可能完成如此
艰巨的任务的。各位编者是真正的专家！

我热切地期待以这一套教材出版为契机，从事高职高专教育的所有同仁，进
一步开展教学研究和教材建设，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为我国的高职教
育做出更大的贡献。

宿久高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日于吉林大学南校区樵夫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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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已步入了全面现代化建

设时期。为了满足现代化建设对高技能人才的需要，我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２０多年来，职业教育在规模上得到了空前发展，其中高等职

业技术院校已大大超过了本科院校数，达到了６２％，在校学生数已达到５０％以

上，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呈现出了占据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可喜局面。伴随着高

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快速发展，高职日语教育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设置日语

专业的高等职业院校数达到了３６０多所，所设专业有商务日语、应用日语、旅游日

语、服装日语等。招生数量逐年扩大，教育教学研究已全面展开，教学质量不断

提高，呈现出了高职日语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肩负着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大批生产一线的、具有良

好职业素养的高技能人才的历史重任。要完成这一历史重任，除了构建与人才

培养目标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外，同时，还要有与之相配套的文本载体———教材，

才能保证目标的实现。高职日语教材区别于既有的本科日语教材：①既要体现

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语言交际能力为本位的先进职业教育理念，又要体现以学

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②要考虑接受主体的认知过程，科学地、循

序渐进地阐述教材内容；③要有完整的、正确的语言系统和叙述方式；④要做到

灵活性和稳定性相统一，专业课内容，如旅游、服装等专业日语内容，要依据岗位

工作任务变化适时调整。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力求体现上述要素，创造性地完成

系列教材的编写任务。

本套教材是在百所国家示范建设高职院校的部分日语教师集体研讨、总结

日语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高职院校日语专业人才培养定位，教学实际，参照

国内外教材撰写经验编写而成的。在编写的过程中，首先对国内外类似教材出

现的词汇、语法、句型、功能意念等必要事项进行全面的调查、统计、筛选和整理，

研讨确定了总词汇量、语法、句型等事项，根据每册的编写任务、目标和要求，确

定每册教材相关事项。因此，科学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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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教材选材广泛，注重新颖、生动，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力求与日本经济

社会、文化科技、生活习惯等相联系，与中国文化相联系，使学习者在学习日语语

言知识的同时，还能够熟悉日语语言文化背景知识。教材内容编排坚持循序渐

进，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内容设计与场景交融，例句与实际生活相关，有效地提

高了文本的活力。同时，学中有练，练中有学，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

导的教学理念。在尊重语法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实际需要设

定语法项目和确定展开程度。语法和句型解说不求面面俱到，细致入微，以方便

教师灵活设计或调整教学方案，也为教师课堂讲授提供了发挥的空间。练习紧

紧围绕正文内容和语法项目展开，以求相得益彰。练习形式突出学生语言应用

能力培养。总之，本套教材与既有的同类教材相比，力求结构严谨，编写系统，有

所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

本套教材得到了原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长、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博

士生导师宿久高教授，浙江大学马安东教授，中国高职高专其他语言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张慧芬教授，中国高职高专其他语言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秘书长王伟军教授等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

感谢。

本套教材是全国高职院校日语界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高职日语教育事业日益发展的今天，相信这套教材会在培养现代化建设事业

的高技能、高素质日语人才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高职日语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积

极的贡献。

张学库

２１世纪高职高专日语专业系列教材编委会主任

２００９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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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１課
　　

１　　　　

一、次の仮名を写しなさい。

あ ア い イ

う ウ え エ

お オ か カ

き キ く ク

け ケ こ コ

さ サ し シ

す ス せ セ

そ ソ た タ

ち チ つ ツ

て テ と ト

は ハ ひ ヒ

ふ フ へ へ

ほ ホ ら ラ

り リ る ル

れ レ ろ ロ

ん ン だ ダ

ぢ ヂ づ ヅ

で デ ど ド

二、絵を見て、例のように正しい答えを書きなさい。

例　 　
これは　本　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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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これは　　　　　　　　です。

２． 　あれは　　　　　　　　です。

３． 　これは草ですか。いいえ、　　　　　　　　です。

三、絵を見て、答えを書きなさい。

１．

これは

○

　

これは　　　　　　　　ですか。

はい、　　　　　　　　は

　　　　　　　　。

２．

それは
×

○

　

それは　　　　　　　　ですか。

いいえ、　　　　　　　　は

　　　　　　　　。

３．

あれは

○

　

あれは　　　　　　　　ですか。

はい、　　　　　　　　は

　　　　　　　　。



　　　　

３　　　　

４．

それは？

×

　
それは　　　　　　　　ですか。

いいえ、　　　　　　　　は　　　　　　　　。

５．

？

これ ○

それ ×

　
　　　　　　　　は　　　　　　　　ですか。

テキストはこれです。

四、次の言葉を平仮名で書きなさい。

１．椅子 ２．牛 ３．丘 ４．声 ５．西瓜

６．世界 ７．安心 ８．手 ９．都市 １０．歴史

五、次の言葉を漢字で書きなさい。

１．はし ２．さる ３．とり ４．くさ ５．おんせん

６．しお ７．けしき ８．ほん ９．しんせん １０．こくど

六、次の言葉と文型を使って、文を作りなさい。

１．これ 机 （～は～です）

２．それ ハンカチ （～は～ではありません）

３．あれ 本 （～は～ですか）



　第１課

４　　　　

４．それ 「き」　「さ」 （～は～ですか、～ですか）

七、次の文の間違いを直しなさい。

１．これはです草。

２．それは本ですか。

はい、それは本です。

３．それは西瓜ですか、柿ですか。

これは草です。

４．あれ牛です。

５．あれは木ですか。

はい、これは木です。

八、正しいものを選びなさい。

１．甲：これは傘ですか。

乙：　　　　　　　　

Ａはい、傘です。 Ｂはい、傘ではありません。

２．甲：それは柿ですか。

乙：　　　　　　　　

Ａはい、それは柿です。 Ｂはい、これは柿です。

３．甲：あれは草ですか。

乙：　　　　　　　　

Ａいいえ、あれは草ではありません。

Ｂいいえ、それは草ではありません。

九、次の中国語を日本語に訳しなさい。

１．这个是盘子吗？

不，不是盘子。

２．那个是星星吗？

是的，那个是星星。

３．这个是椅子，还是桌子？

那是椅子。



　　　　

５　　　　

十、絵を見て、「これ、それ、あれ」を使って、話しなさい。



第２課　　

６　　　　

一、次の仮名を写しなさい。

な ナ に ニ

ぬ ヌ ね ネ

の ノ ま マ

み ミ む ム

め メ も モ

や ヤ ゆ ユ

よ ヨ わ ワ

が ガ ぎ ギ

ぐ グ げ ゲ

ご ゴ ざ ザ

じ ジ ず ズ

ぜ ゼ ぞ ゾ

ば バ び ビ

ぶ ブ べ べ

ぼ ボ

二、絵を見て、例のように正しい答えを書きなさい。

例：　 　
これは箸です。

１． 　これは王さんの　　　　　　　　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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