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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高考日语生源不断扩大、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等外部条件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大学日语课程的发展，

但也对其带来一定的冲击。如今步入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大学日语生态教学模式，

是大学日语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分析认为现有大学日语生态教学模式存在

内部组分比例失调、交互关系失谐等问题，并提出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建立个体学习者档案、选用生态化

教学内容、革新教学策略和方法、实施生态化教学评价等环节，以促进教学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运转，

进而构建健康、和谐的大学日语生态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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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ents who choose Japanese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
amination, with the progr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promoted and impacted College Japa-
nese courses. Now entering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w to use it to enable th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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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cological teaching mode is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Japanese.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educational ecolog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current ecological teaching mode of College 
Japanese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imbalance of internal components and the disharmony of 
interaction. It proposes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establish-
ment of individual learner files, the selection of ecological teaching content, the innovation of teach-
ing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teaching evaluation. These strat-
egies aim to promote the circular operation of the teaching ecosystem, which can be helpful to a 
healthy and harmonious ecological teaching mode of College Japanese. 

 
Keywords 
College Japane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cological Teaching Mod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高考日语生源的扩大，大学日语愈发受到关注。作为本科高校一门面向非外语专业学生开设的

通识必修课，大学日语注重促进学生在日语综合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人文精神

和思辨能力等多方面的提升，助力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但在生源规模扩大、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

的背景之下，大学日语的应对与调整却较为缓慢，呈现出相对滞后的态势，面临内部失衡的困境。 
如今步入人工智能时代，可以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大学日语发展。人工智能实现

了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关键技术的突破，发展迅猛，推动千行百业革新。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

技术虽给教育教学带来一定的冲击，但其应用也为教育减负、提质、增效提供强大、可靠的技术支撑，

变革性作用越来越突出。基于此，本文将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大学日语生态教

学模式构建进行探讨，旨在通过分析大学日语课堂现状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探索如何充分运用人工智

能技术应对大学日语生态系统的失衡问题，以期提出大学日语教学模式变革路径和实践对策，构建和谐、

健康的生态教学模式，进而实现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目标。 

2. 研究综述 

教育生态学(Educational Ecology)是教育学与生态学相互交叉融合而产生的学科，主要运用生态学的

价值观和方法论来研究教育与教育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深入剖析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从而掌握教育

发展规律。 
教育生态学研究起源于西方。20 世纪 30 年代，相关学者开始尝试将生态学引入教育研究。1976 年，

美国学者劳伦斯·克雷明在《公共教育》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教育生态学”这一科学术语，并专门对其展

开探讨。随后，克雷明在《教育生态学中的变革：学校和其他教育者》的主题演讲中对该术语进行阐述，

这被认为是教育生态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的标志[1]。此后，教育生态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发展。 
我国对教育生态学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台湾，代表学者包括方炳林、

李聪明等。80 年代，中国大陆也开始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例如吴鼎福发表的《教育生态学刍议》一文。

1990 年，吴鼎福与诸文蔚共同撰写出版专著《教育生态学》，主张教育生态学应将“多维、多参数的系

统观”和“教育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观”作为最基本的观点，从教育与其周围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出发，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347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翁华菁 
 

 

DOI: 10.12677/ae.2025.153475 815 教育进展 
 

建立以教育系统为主轴、以生态学的研究水平为横断面的网络系统结构，以集中地阐述教育生态学的原

理，进而揭示教育生态的基本规律[2]。该专著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教育生态学专著，为中国大陆的教育生

态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任凯、范国睿等学者对教育生态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对教育

生态学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有不少学者运用教育生态学理论开展课堂生态、专业发展、教师发展、

教育改革等相关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近年来，人工智能高速发展，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成为

研究热点，这为教育生态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外语教学研究领域也有不少学者开始相关研究，但目前

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大学日语生态教学模式的研究成果尚且较少，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3. 大学日语课堂生态现状 

3.1. 人工智能因子与其他组分的构成比例失调 

在人工智能强势介入教育领域的背景下，大学日语课堂生态中的其他因子变化缓慢，由此引起的系

统组分比例失调问题越来越突出。 
《大学日语教学指南(2021 版)》1中要求，“大学日语应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

日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3]。虽然大学日语在教学上积

极探索现代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模式并取得一定成果，但人工智能的强势介入也打破了课堂生态系统原

有的平衡。对此，需要其他环境因子进行相应的调整变化，才能实现与人工智能因子的同步和协调，进

而形成新平衡，维持稳定性。但受各种因素影响，部分生态因子调整缓慢。例如，受地域、校情、技术等

条件的限制，适用于大学日语智慧课堂的设备和平台的配备、应用与更新进度缓慢；教师信息技术水平

提高不够及时，教学观念更新缓慢；大学日语的教学方法仍无法摆脱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多采用以教

材、教师、教室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较为单一[4]；学生信息素养参差不齐，且学习兴趣和

自主性不高，在对智慧型学习方式的适应上存在惰性，学习方法转变缓慢等。诸如以上情况阻碍了人工

智能辅助功能的有效发挥，难以对教学产生良好的综合性影响，导致大学日语无法积极应对由人工智能

快速发展带来的教育生态环境变化。 

3.2. 教学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失谐 

其一，随着高考日语生源人数增加，教学师资和教学资源愈发紧张，教师工作量超负荷[4]。虽然各

校已经普遍开展信息化技术辅助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教师压力，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

人数增加、学生日语基础水平参差不齐等，教师仍较难准确地关注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较难有针

对性地对有需要的学生进行持续关注、及时提供引导和帮助，进而导致师生之间交互不足、交流不畅等

交互关系失谐问题的出现。其二，与专业日语课、第二外语课不同，公共日语课属于公共课程，课时安

排不多，且学生来自不同专业，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的面对面交互不够充分。基于信息技术的“人–机–

人”交互虽然能够打破时空的限制，但受到师生对公共课程的情感态度、师生的信息技术水平，以及教

学设备与系统的局限性等因素的影响，交互内容往往容易被压缩为简单的问答，交互过程又偏向确定答

案的单向灌输[5]。这既缺少当面交互时观点交流和思维碰撞的灵活性、创造性，又不利于师生之间情感

与价值观的传递与交流。其三，虽然大学日语积极尝试将信息技术融入教学之中，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仍存在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学方式较为单一、学生多使用传统学习方法等情况，导致师生之间地

位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衡，较难发展成为一种更加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不利于促进师生共生、共同成

长。以上情况影响了师生之间的和谐度，致使教学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失谐。 

 

 

1以下简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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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学主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交互关系失谐 

教学主体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交互关系失谐。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日语教师可以更好地完成知识

传授和能力培养的任务，尽量减少知识在传输过程中的衰减，而学生也可以从教师和其他渠道获取、消

化、吸收发展所需要的信息，以提高自己的日语语言能力。目前，多媒体、网络技术等现代化教学手段

得到普及，各种主流人工智能教学工具和平台也陆续被应用于教学过程之中，为大学日语的教学提供技

术辅助与支撑。然而，在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教学相结合的过程中，出现部分教师和学生信息素养不高、

教师在智能教学平台上布置传统形式的作业、学生因网络学习能力不足而不适应或抵触新型教学模式、

因学生自主性不够或教师的引导不够而难以保证教学效率与质量等情况，教学主体与人工智能技术无法

形成良好的交互。 

4. 大学日语生态教学模式的构建 

在人工智能时代，可以积极提高师生信息素养，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构建健康、和谐的大学

日语生态教学模式，实现师生协同发展。 

4.1. 建立个体学习者档案 

为学生建立学习档案是提高大学日语教学效果、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当前大学日语的

学生专业背景不同、日语水平参差不齐等特点突出，需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为学生提供个性化

学习资源，以满足不同能力层次学生的发展需求。因此，学习档案作为提供个性化指导的依据，其重要

性不容忽视。 
人工智能为建立学习者档案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技术支持。课程初期可先收集学生的年龄、性别、兴

趣爱好、日语学习动机来源、日语学习经历、入学日语水平、日语输入法熟练程度、计算机水平等数据，

初步掌握学生情况，建立学习者的基础档案。授课过程中，利用在线学习平台持续追踪学生的学习情况，

自动记录学习数据，例如采集学生的学习时长、知识点掌握情况、日语单词积累情况、课堂互动参与情

况、主题讨论参与度、课程任务完成度和各类测试成绩等。也可根据学生的讨论参与情况、课堂互动情

况、感知与认知行为等记录学生的学习风格与偏好，丰富档案数据，力求档案贴近学生真实学习情况。

此外，还可通过机器集成和分析数据，为教学班级和学生建模画像，直观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这不仅

能够帮助教师了解教学班级日语学习的总体趋势，进行班级间的横向对比，掌握教学班级日语学习的特

点以及规律，还能够协助教师对学生的个体学习情况进行纵向对比，实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有利于

因材施教。 

4.2. 选用生态化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任何教学活动开展的基础，是教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因子。基于学习者学习档案、依托

人工智能技术搜索、整合学习资源，从中选用与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以及学生学情相符合的教学内容，

有利于促进生态教学模式的良性运转。 
大学日语的课程性质要求教学内容的选择上需语言和人文并重。《指南》中明确指出，“大学日语

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3]。日语语言作为一种交

际工具，其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应重视日语语言知识的传递，并体现真实性与交际性，以此培养学生

在生活、学术、职场等多种语境中进行日语交流所需的语言知识和交流技能。此外，还应重视跨文化交

际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培养，在教学内容中加入对中日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讲解，深化学生对中日

文化异同的理解，助其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用日语讲好中国故事。因此，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教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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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照搬教材，而应对教材的内容进行取舍，在此基础上加入具有真实性、时代性、趣味性的内容，整

合形成与课程性质、教学目标相符的教学内容。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选用生态化教学内容的过程中，

可极大程度地提高整合效率以及教学内容的适配度。例如，利用人工智能搜索引擎对海量的语言、图

片、视频等资料进行深度挖掘、分析与筛选，快速获取并整合适合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日语语言知识

和文化历史内容等教学资源，为建构多样且真实的情境提供丰富的、高相关性的素材，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高效梳理教学内容、归纳重难点、开拓语法点讲解思路等，更新教学内容的

同时查漏补缺。 
健康、和谐的大学日语生态教学模式要求教学内容应兼具渐进性和灵活性。在生态教学模式下，教

学内容的安排应遵循日语语言习得规律，循序渐进，同时应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促进学生个体全面发展。

因此，教师可基于学习档案的数据，灵活调整下一堂课的教学内容，以提高教学效果。另外，也可以根

据学生学习档案数据，针对学生在学习方法和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日语学

习资源，满足不同层次学生能力发展需求。 

4.3. 革新教学策略与方法 

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应当是平等、和谐的。大学日语课程长久以来教学方法较为单一，

以教师课堂讲授知识为主，学生的主体地位不甚明显，不利于帮助学生掌握学习策略和培养独立自主学

习能力。因此，应革新教学策略和方法，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将智慧教学手段融入教学方法之中，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日语学习空间。 
积极更新教学理念，善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教学。对学生数据进行分析，结合教学目标和教学

内容的特点，选用适合学生学情与发展需求的教学方法，避免形成教法定势。 
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学过程。利用人工智能平台，可根据学习者档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分别推

送合适的学习资料和练习材料，便于进行个性化指导；可开拓课堂活动设计思路，丰富课堂任务形式，

对知识点进行多角度、多层次设疑，锻炼学生思维；可结合教学内容，创设真实性的互动情境，并由系

统分别跟每位学生进行日语会话与互动，提高学生的参与感与体验感；可智能生成知识图谱，并随着学

习的深入持续更新知识图谱，有利于帮助学生构建日语语法框架，掌握新旧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巩固学

习成果；可开展口语训练，由人工智能平台进行语音语调评测与纠正，使每位学生都能够及时获得精准

反馈；可在课堂上通过人工智能平台进行视频播放、提问抢答、主体讨论、分组任务等活动，提高学生

学习兴趣等。 
利用人工智能辅助革新教学策略和方法，既有利于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又有助于师生之间建立和谐、平等的交互关系，发展生态化师生关系。 

4.4. 实施生态化教学评价 

教育生态学注重主体的全面发展以及教学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发展，这要求科学构建教学评价体系，

实施生态化评价。人工智能技术可助力生态教学模式下生态化教学评价的形成。可以大学日语教育生态

的各个层次为对象，系统收集多方面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生态化教学评价，为教

学活动提供反馈信息，以克服传统评价方式的主体不对等、标准单一、方式单调等缺点，实现更加全面、

公正、客观、个性化的评价反馈，促进师生能力的共同成长和教学生态的优化。另外，尊重学生的主体

地位，建立以教师评价、学生自评、生生互评为主，软件评价为辅的多元化、立体化评价体系，让学生在

比较、反思中获得自我反馈，促进学生个体发展和评价功能的充分发挥。另外，可通过在线教学平台动

态监测学生课堂参与度、课堂表现、作业完成质量等学习情况，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多层次、动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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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与分析，以提高评价和反馈的公正性。也可将课堂展示活动完成情况、课堂讨论情况、个人或小组

任务完成情况、作业完成度等方面纳入评价依据，追踪学生在语言技能与知识、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

能力和学习策略等方面的发展过程，使教学评价涵盖多个维度，促进学生多元化发展和个体的全面发展。

还可充分利用生成式语言模型设置题目、提供解析、批改语法错误等，利用在线教学平台批改客观性题

目，既可提高平时批改作业、提供反馈的效率，也可为形成性测试和终结性测试提供题目类型及出题方

向参考，打破思维定势，拓宽考察思路，丰富考察形式。 

5. 结论 

面对学情变化和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课堂生态系统失衡问题，大学日语应顺应人工智能融入教学教

育的趋势，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和大学日语教学深度融合的方式。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个体学习者

档案、选用生态化教学内容、革新教学策略与方法、实施生态化教学评价等，以此促进各因子间的和谐

共存与交互，推动教学生态的良性循环，为大学日语的发展带来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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