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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民阅读背景下基于数字平台开展日文经典课外阅读，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方式进行质性

研究，分析学习者在收获、反思、评价三方面的成长轨迹。研究发现，学生通过“阅读·讨论·互评”相结合的数

字阅读模式，从学习环境、知识再建构、学习方法的形成、阅读能力的提高等方面取得收获，同时也反思了自身的

不足之处，对同伴和教师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与反馈。教师也通过教学实践的设计和平台建设运营取得很大的收

获，对今后的教学实践提出改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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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数

字阅读成为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外语学

习者，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特别是经典阅读必不可

少。国内外语言学家研究发现，大量进行课外阅读

包括消遣性阅读对学生形成语感和语言习惯帮助极

大，对提高学生的综合语言水平也极有裨益［1］。关

正高、平高史也［2］指出，阅读是与作者进行超越时

空的交流，通过交流得到灵感或者想法，从而创作

出艺术作品，有时甚至具有改变读者人生观和世界

观的巨大能量; 渠利霞、段岩［3］认为 “大学生阅读

外国文学经典作品，不仅能够拓宽视野、开阔眼界，

改变看待世界的眼光和观察事物的角度，更重要的

是，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启迪智慧、提

升精神境界，使人摆脱庸常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

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日语阅读教学，钱红日［4］指出，仅靠课文

及课堂上教师的教授难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教

师要对阅读方法加以指导，在完成课文教学的基础

上，扩大学生的阅读量，拓宽学生的视野。近几年，

国内外关于日语阅读的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越来越

多，线下小组协作学习模式 ( 馆冈洋子 2005，池田玲

子 2014，杨秀娥 2018) ［5－7］、线下线上混合式教学模

式 ( 吴宏 2004，许蓓蓓 2018，李茹霞 2019) ［8－10］的探

讨较多，基本认为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授方式

应减少，提出采用对话、读写结合等方式，还原阅

读课人文科学的属性，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水平。

但这些理念如何更好地融入实际教学活动中，让学

生在繁重的学习任务中切实增加外语经典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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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学生与经典作品之间的距离的实践研究还较少。

面对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化的快速发
展，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采用难度分级、

分期推送的线上课外阅读无疑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
了参考。本文带着这些问题进行实践研究，探讨适
合碎片化时代的日文经典课外数字阅读模式。

一、实践研究的理论依据
( 一) 可理解的语言输入与情感过滤假说
美国语言学家 Krashen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的

“语言输入假说”“情感过滤假说”为本次实践提供
了理论依据。Krashen［11］认为，“语言输入假说”是
整个习得理论的核心部分，输入是语言习得的首要
条件，理想的输入应该是可理解的、有趣的、有关
联的、非语法程序安排的。学习者应在一个放松的、

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通过对自己所能理解的语言
进行大量的读和听的输入来获得语言知识，提高第
二语言学习能力。Krashen进一步用公式 i+1 来表示
“可理解性的语言输入”，i 表示学习者现有水平，1

表示略高于学习者现有水平的语言知识。如果学习
者在习得过程中大量接触 “i+1”水平的语言材料，

便会自然习得新语言; 反之，如果语言输入远远超
出学习者的现有水平，即 i +2，或者接近甚至低于
学习者的现有水平，即 i +0，那么学习者就不可能
获得可理解性输入，难以收到好的学习效果。因此，

根据学习者的现有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适当的课外
阅读并逐级增加阅读量与阅读难度的 “分级阅读模
式”极为必要。

Krashen同时提出“情感过滤假说”，他认为尽
管可理解的语言输入对于第二语言习得是必备的条
件，但学习者的不同情感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情
感因素包含学习者的动机、自信和焦虑三方面，学
习动力越大，自信心越强，焦虑感越低，对语言输
入的过滤就越少，输入就越多，二语习得的效果就
越好，反之则越差。本次阅读实践主要由学生自主
报名参加，学习者拥有较高的学习自主性，为语言
输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二) 阅读模式
关于阅读模式，国外语言学家 D. Labergern、心

理学家 K. S. Goodman、人工智能学家 D. E. Ｒumelhart、

高佑梅［12］等人把阅读理解过程分为自下而上模式、

自上而下模式、相互作用模式。自下而上模式主张
逐字、逐词、逐句推进阅读; 自上而下模式主张阅
读者主动调出储存在记忆中的知识与技能，对文章
的内容积极予以预测、评价; 相互作用模式强调阅
读理解是上面两种模式有机结合、双向作用的结果，

既是语言文字的处理过程，又是读者已有背景知识
的运用和处理过程。林洪［13］认为，教师在指导阅读
时，要有意识地教给学习者多种阅读策略。多种阅
读模式为本次实践研究的方法论提供了重要借鉴。

二、实施概要与研究方法
( 一) 实施概要
本次教学实践在超星学习通数字平台上进行，

是面向具有一定日语语言基础知识的初级日语、英
语等专业学生开展的课外拓展阅读实践。参与此次
课外阅读实践的学生共 100名，其中日语专业 87 人
( 一年级 78人、二年级 9人) ，非日语专业初级学习
者 13人。实践时间为一个学期，为期 15 周，每周
为一个阅读周期，阅读内容为 1 篇短篇日文经典读
物以及相关补充材料。

根据 Krashen的“i+1”语言输入理论，本次实
践研究采取分级阅读模式，选取按照词汇量及难度
进行分级的 《にほんご多読ブックス》 ( 日本 NPO

法人、日本语多读研究会主编、日本大修馆 2007－

2017出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曾原版引进出版
《外研日语分级读库》 ) 作为阅读素材。《にほんご

多読ブックス》由各个经典小故事构成，初级文章
理解词汇约 350 ～ 500 字，附带分角色朗读的 CD、

精美插图，视听结合，题材广泛，文章具备可读性、

趣味性。同时，根据学生每周学习的知识选取难度
与课文同步的作品，5～10min左右完成阅读。

实践进程包括实践前、中、后三个阶段。实践
前期是准备阶段，包括数字阅读平台创建和前期问
卷调查、作品分级、大纲讲义制作、任务分工等;

实践中期是具体实施阶段，也是数字阅读平台的运
营阶段，这一阶段又分为阅读前、中、后三个过程，

具体阅读框架模式如图 1 所示; 实践后期是总结整
理阶段，即学生填写问卷调查，教师进行半结构式
访谈、教学反思、教学评价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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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文经典作品线上课外阅读的框架模式

Fig. 1 The model of online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of Japanese Classics

如图 1 所示，阅读之前教师的准备包括选择作
品素材、制作学习包、上传数字平台等; 阅读中为
学生自主阅读与检测阶段，分为基础任务点和自由
任务点，详见表 1; 阅读后为师生、生生互动阶段，

学生学习背景补充资料、参与话题讨论、每周朗读
一句日文经典台词，教师参与讨论、纠正朗读语音、

监督反馈、线上访谈、评价激励等。

表 1 每期阅读学习包清单

Tab. 1 Ｒeading and learning list for each duration

序号 每期阅读学习包 任务情况

1 1篇日语经典文章及对应的朗读音频 基础任务点

2 1句影视经典台词供学生朗读发表 ( 每周一句) 基础任务点

3 1份阅读测试 基础任务点

4 1个背景文化解读视频 基础任务点

5 1个话题讨论 自由发表，学生、教师评论

6 1个讲解 PPT 自由选看

7 1个文章语法解析、测试讲解视频 自由选看

8 1个分析学生在讨论话题模块发表的内容视频 自由选看

9 若干拓展资料视频、图片、网络链接 自由选看

( 二) 分析方法
本次实践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方

式进行质性研究分析，使用的是自编问卷，问题来
源于笔者在实际教学中发现的实际情况。问卷主要
涉及学生自身的收获与反思、对同伴和教师的评价。

问卷共发放 1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00 份，有效率

达 100%。问卷调查的回答若存在疑问之处，则结合
半结构访谈方式通过线上通讯与学习者语音交流确
认，访谈全程录音。

问卷中的主观开放题型作为本次分析学生成长
过程的材料，共计 22 210 字，人均 222. 1 字。将这
些材料作为数据导入质性分析软件 MAXQDA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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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提取与整合，同一概念类属为一级编码，有关
联的编码进一步形成二级编码，最后提取抽象化概
念，形成三级编码。各个编码出现的次数，以及编
码之间的关联关系，与课题组教师反复确认、调整，

最终形成初步的编码结果。

三、调查结果分析与讨论
( 一) 调查结果
通过质性编码分析，得到表 2呈现的编码结果，

即 3个三级编码 ( 用 【】表示) : 【收获】 【反思】
【评价】，9 个二级编码 ( 用 ［］表示) 和 23 个一
级编码 ( 用 ＜ ＞表示) 。一级编码出现的总次数为
641。以下结合具体实例分析各级编码的意义及其关
联关系，其中表 2 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该编码出现的
次数，例句后“S+数字”表示学生编号。

表 2 学生回答的编码结果 ( N=100)

Tab. 2 The Code of students’answers ( N=100)

【三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收获 1 ( 105) 学习环境 ( 105) 课程模式 ( 77) 、互动方式 ( 28)

收获 2 ( 217)

知识的再建构 ( 91) 对日本文化 /社会的再认识 ( 65) 、语言知识的获取 ( 26)

学习方法的形成 ( 47) 阅读方式 ( 17) 、思维模式 ( 16) 、阅读习惯 ( 14)

情感的变化 ( 38) 阅读兴趣的提升 ( 29) 、生活感悟的获得 ( 9)

能力的提高 ( 41) 阅读 ( 24) 、口语 ( 12) 、听力 ( 5)

反思 ( 76)
学习态度 ( 49) 学习热情 ( 33) 、阅读水平 ( 16)

发言参与度 ( 27) 表达、发言 ( 17) 、时间安排 ( 10)

评价 ( 243)
评价教师 ( 106) 工作态度 ( 36) 、内容讲解 ( 35) 、作业点评 ( 35)

评价同伴 ( 137) 语音语调 ( 43) 、讨论发言 ( 42) 、学习态度 ( 29) 、获得帮助 ( 23)

( 二) 分析与讨论
根据表 2 的编码结果，发现学生谈及 【收获】

主要包含两方面， 【收获 1】指 ［学习环境］的获
得; 【收获 2】按照出现次数依次为 ［知识的再建
构］［学习方法的形成］［情感的变化］［能力的提
高］。

首先，【收获 1】［学习环境］。［学习环境］反
映的是学生在此次线上日语阅读过程中感受到的学
习环境，包含＜课程模式＞＜互动方式＞2 个一级编
码。提及次数较多的是＜课程模式＞ ( 例 1、2) ，是
本次实践的模式设置。数字平台提供给学生一个自
主阅读的良好支撑平台，选取的文章是日文经典作
品读物，趣味性强，在平等、放松环境下，学生没
有被强制学习的不良体验，能够享受线上阅读; ＜

互动方式＞ ( 例 3) 包括教师及时评价学生的学习情
况以及同伴之间的良好互动等，从情感、态度层面
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意义的获得感。

例 1) 通过本次日语阅读课程的学习，培养了
我对日本文化的浓厚兴趣，课程通过文档+视频讲

解+班级群互动的方式进行教学，形式有趣，大部
分都有漫画插图，非常吸引眼球，在此之前我很少
阅读日本文章，对此了解甚少。( S53)

例 2) 个人很喜欢故事，所以每次阅读的时候
都会觉得放松，不会觉得被强制学习。( S20)

例 3) 最开心的是没有负担地享受阅读的快乐，

我喜欢大家一起讨论的氛围，分享然后得到收获，

所以很快乐。( S18)
【收获 2】第一大项为 ［知识的再建构］，下面

有 2个一级编码，共出现 91次，几乎每个学生都有
提及。其中＜对日本文化 /社会的再认识＞提及最多
( 例 4) ，可以看出学生通过此次线上阅读多角度地
了解到日本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同时学生也通过
阅读拉近了与日本文学作品之间的距离 ( 例 5) ，一
定程度上克服 “畏难”情绪。通过半结构访谈，得
知学生变得愿意主动接触经典文学; ＜语言知识的
获取＞主要包括学生对文章出现的新词、新语法、

每周一句等日语表达方式的积累增加。

例 4) 最大的收获是对日本文化有了更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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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每次看到文章时尤其是那种自己从来没接触过

的、比较新鲜且完全没想到的内容时，我就会觉得

很不可思议———竟然还有这种文化或者习惯存在，

觉得像打开新大陆一样，拓宽了我对日本文化等知

识面的了解。( S4)

例 5) 在本次阅读学习中，拓宽日本文化的知

识面，了解了很多日本的生活习俗与文学作品，拉

近了与日本文化等方面之间的距离。( S28)

【收获 2】第二大项是学生 ［学习方法的形成］。

［学习方法的形成］包含＜阅读方式＞＜思维模式＞＜

阅读习惯＞这 3个一级编码。一级编码共出现 47 次，

有将近一半的学生感受到了阅读过程中思维模式的

丰富及阅读方式、习惯的变化。＜阅读方式＞是指学

生懂得运用“预测” “略读” “扫读”等 “自上而

下”的阅读技巧 ( 例 7) ; ＜思维模式＞是指学生不

仅可以多角度理解看待异国文化现象，而且可以包

容与自己不同的看法 ( 例 8) ; ＜阅读习惯＞是指学生

能够主动、及时进行线上阅读，并养成阅读文学作

品的习惯 ( 例 9) 。［学习方法的形成］对学生的学

习习惯养成至关重要，为今后的自主学习奠定良好

的基础。

例 7) 通过阅读也探索出一些阅读方法，比如

在遇到不会的单词时可以根据前后的语境以及日文

汉字的写法来猜测这个单词的意思。( S9)

例 8) 故事也有些寓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确实如此，有时候我看得太表面浅显，

所以常看讨论区其他同学的发言，多看看他们的观

点，取其精华。( S20)

例 9) 学习之后让我对日本文化有了更多的了

解，并且树立了良好的学习态度，会主动去搜索日

本文学文章，也因此培养了我的阅读习惯，积累了

更多单词语法知识。( S51)

【收获 2】第三大项是学生 ［情感的变化］，具

体包含 2个一级编码: ＜阅读兴趣的提升＞、＜生活

感悟的获得＞。被提及次数最多的是＜阅读兴趣的提

升＞ ( 例 10) ，说明此次阅读不仅如上文所述可拉近

与经典文学作品之间的距离，还让学生感受到阅读

的乐趣、意义，激发他们想要更多地进行阅读与学

习的欲望。还有学生提及＜生活感悟的获得＞，所阅

读的文章能够带来哲理性的思考，获得一定的满

足感。

例 10) 这学期的线上阅读很能提起我对日语文

章阅读的兴趣，因为都是具有连贯性的故事，开头

不明白的词或句子在读着读着就能明白，在读懂的

过程也很能收获成就感。( S1)

【收获 2】第四大项是学生 ［能力的提高］，包

含＜阅读＞＜口语＞＜听力＞3 个一级编码。次数出现最

多的是＜阅读＞ ( 例 11) ，包括阅读能力和阅读速度

的提升; ＜口语＞ ( 例 12) 是指通过 “每周一句”

的口语训练，不仅可以修正语音语调，还能积累名

言名句。通过讨论区的发表，可以提高口语表达能

力; 也有学生提及作品 CD 锻炼了＜听力＞水平，并

分享了“参加字幕组翻译” “观看日本综艺节目”

等提高听力的方法。

例 11) 我觉得我的阅读能力提高了不少，刚开

始看文章的速度会比较慢，而后的几次，明显感觉

阅读速度提升了。( S88)

例 12) 每周一句锻炼了我的口语能力，记住了

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句子，有助于我更好地学习
( S24) ; 还有阅读之后的讨论，让我突破就自己，

进一步加强和老师、同学的沟通 ( S73) 。

【反思】包括两个二级编码， ［学习态度］ 和
［发言参与度］。提及次数比较多的是 ［学习态度］，

包含＜学习热情＞＜阅读水平＞2 个一级编码。其中，

学生反思最多的是＜学习热情＞ ( 例 13) ，即反思自

身在阅读过程中出现的拖延、应付、忘记阅读等被

动学习的现象。通过访谈得知，主要原因有三个:

各科课程任务太多，无暇顾及; 学习较为拖拉，态

度不够端正; 无法坚持阅读，三分钟热度。其次，

学生还反思了＜阅读水平＞方面的不足，包括阅读习

惯不佳、阅读方式不对等影响阅读理解能力的因素。

例 13) 不满意的就是自己太拖延，有时候会忘

记阅读，等到老师提醒才去完成 ( S65) ; 反思自我

在课程中的态度，不够积极，学到的知识总是一股

脑儿吞，没有细嚼慢咽好好消化 ( S24) 。

【反思】第二大项是 ［发言参与度］，分为＜表

达、发言＞不够积极 ( 例 14) 和＜时间安排＞不够合

理 ( 例 15) 两方面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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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4) 关于在讨论区和群聊发表自己感想方

面，我显得非常胆小没有信心，希望自己可以更加

大胆地去参与、去讨论、去说出来，不要老是畏畏

缩缩的。( S33)

例 15) 我觉得自己学习的时间不够，在看文章

的时候不能够细细评味，讨论区自我表达观点也比

较少。( S24)

【评价】包括 ［评价教师］［评价同伴］两个二

级编码。学生 ［评价教师］有 3 个一级编码，共出

现 106次，平均每人提及约 1. 1次。其中＜工作态度
＞＜内容讲解＞＜作业点评＞被提及的次数相当，说明

学生对教师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详细全面的讲解

方式 ( 例 16) 、点评作业的用心周到 ( 例 17) 等都

有较强的共鸣。教师对学生作业的点评具备较强的

针对性，使学生得到重视和尊重，这方面也得到学

生的肯定，认为被重视、被关怀、很有满足感，更

激发了他们学习的热情。

例 16) 详细讲解课文，也为了我们网课学习的

便利改进了很多地方，真的非常细心。( S33)

例 17) 老师提醒我们很多事，在每周一句里每

个同学发的语音都会认真听、纠正，被正视的感觉

很开心。( S1)

【评价】第二大项是学生 ［评价同伴］，包含＜

语音语调＞ ＜讨论发言＞＜学习态度＞＜获得帮助＞四个

一级编码，共出现 137次，平均每人提及约 1. 4 次。

将近半数的学生提及同伴＜语音语调＞优美、＜讨论

发言＞有深度、有思考力 ( 例 18) 。还有学生评价同

伴＜学习态度＞良好，是自己学习的榜样，日常学习

得到了同伴的帮助 ( 例 19) 。

例 18) 我对林同学印象深刻，我觉得她每次发

表的评语都很棒，有思考，很有趣 ( S3) ; 宋同学

每周都有坚持评论，而且评论很用心，这点我个人

觉得应该像他学习。( S5)

例 19 ) 马同学在我遇到困难时都会帮助我。

( S25)

( 三) 三者之间的联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学生在收获、反思、

评价三方面的成长轨迹。数字平台为学生提供了较

为放松、自在的阅读环境，学生认可并信任这样的

环境，阅读之后收获到 ［知识的再建构］ ［学习方

法的形成］［情感的变化］以及 ［能力的提高］，而

这些又促进良好环境的循环与持续。学生能够正视

自身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正方法，放心进行 “自我

反思”和“评价他人”，认可、包容同伴的不同思

维模式和教师的行为表现，特别是学生能够对教师

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和理解。收获、反思、评价是

一个互为作用、互为补充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师生、

生生之间营造出互为信赖的学习环境，互相鼓励、

互相成就。

( 四) 教师反思与总结
针对本次教学实践，教师组成员结合学生的反

馈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反思。首先，本次实践课程

模式框架得到肯定的部分: 课程中选取的素材受到

学生的喜爱和给予学生成长与变化。选择适合学生

的阅读素材使得线上课外阅读的顺利进行成为可能，

阅读的顺利进行能够塑造良好的氛围，使得学生无

形中得到一定的成长。于教师自身而言，在平台建

设与运营、教学创作的过程中，也是一个不断强化

数字教学技能、不断重构异国文化认知的过程，尤

其文学方面的知识梳理，收获特别大; 其次，反思

本次实践课程模式框架存在的不足之处: 过程管理

和评价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过程管理方面，虽然

每个班级有安排小组长协助教师组进行监督提醒阅

读，但对于出现拖延学习等情况，教师组需要及时

给出应对措施，增加学生的阅读兴趣，丰富奖励机

制。评价机制方面，目前教师对学生个体的评价只

建立在日常阅读过程，阅读实践结束之后也需要针

对每个学生进行一定的反馈与评价。

四、结语
本次教学实践采用 “阅读·讨论·互评”相结

合的课程模式，为学生提供一个深入了解外国语言

文化、扩宽文学视野的直观方式，让学生通过与日

文经典作品 “亲密”接触，克服畏难心理，提高主

动学习、主动阅读的兴趣。同时，数字化的阅读方

式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革新，这与新形势下的

教学观念相契合，可以更好地促进第二课堂的进行。

通过此次实践阅读，学生从学习环境、知识再建构、

学习方法的形成、阅读能力的提高等方面取得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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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反思了自身的不足之处，对同伴和教师做出
较为客观的评价与反馈。收获、反思、评价是一个
互为作用、互为补充的关系，有助于师生、生生之
间构筑良好的学习环境。教师也通过教学实践的设
计和平台建设运营取得很大的收获，对今后的教学
实践提出了改善的方法。

本次实践研究还有一些相关的课题在今后需要
继续加强完善。本次实践主要目的是检验数字平台
阅读教学模式是否有效、如何开展，而没有进一步
探究具体驱动要素在其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功效，今
后将关注各个驱动要素如何对学生的学习产生作用，

进一步完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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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Online Extracurricular Ｒeading of Japanese
Classics based on the Digital Platform

LI Ｒuxia，WANG Shanshan，WANG Limi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2，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reading， the paper，based on the digital platform，conduct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o the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of Japanese classics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analyzes learners’growth track from the aspects of gains，reflection and assessmen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rough the digital reading mode of the combination of“reading，discussion and mutual assessment”，
students have benefited much from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knowledge reconstruction，cultivation of learning
methods and improvement of reading ability and so on. Meanwhile，they have reflected on their own deficiencies and
made more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ir peers and feedback to their teacher. The teacher has also gained much from
designing the teaching practice and building and operating the platform，and proposed methods to improve the future
teaching practice.
Key words: digital platform; Japanese classics reading; practice research; reading－discussion－mutual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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