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Ⅱ-1-8 

日语专业教学计划 

一、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1. 培养目标 

本专业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是日语能力过硬、能够胜任外事、经贸、文化、教育以及日

本研究等相关职业需求的国际化、复合型高级日语人才。 

具体培养目标： 

（1）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善于独立思考与分析问题，满足并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2）具有扎实的日语语言基本功和熟练的听、说、读、写、译等实践能力。 

（3）具有丰富的日本社会文化知识和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4）具备较强的计算机操作和第二外语的应用能力。 

2. 毕业要求 

本专业人才培养的总体要求： 

（1）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具有较强的文化意识和探究意识。 

（2）具有系统而全面的日语基础知识和专业能力以及较强的实践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

力。 

（3）具备较强的文字处理能力以及资料检索和运用分析能力。 

具体培养要求： 

（1）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发展规划至少选修 16 个跨专业选修课的学分和 6

个通识课学分，以拓展视野和提高综合素质。 

（2）日语专业能力的培养分为基础阶段和提高阶段，在基础阶段重在夯实听说读写的日

语基本功，要求掌握标准的语音语调，5000-6000个词汇量以及 250个基本句型，具备初步的

听说、阅读能力以及基本的日语写作能力。在提高阶段进一步培养和提高日语综合应用能力，

要求学生除扎实的日语基本功和日语实践能力之外，还要具备日语语言学、日本文学、日本

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3）要求学生在二年级通过全国专业日语四级考试，三年级通过国际日语能力考试 N1，

四年级通过全国专业日语八级考试。 

（4）要求熟练掌握中日文输入与编辑能力，用日语完成 10000-15000字的毕业论文。 

（5）要求学生至少有一次参加国际交流的经历。 

（6）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以上。 

二、主干学科和主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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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干学科 

本专业的主干学科是以培养日语综合运用能力为目的的日本语言文化体系。 

2. 主干课程 

基础日语、高级日语、日语听力、日语会话、日语写作、日语口译、日语笔译、日语视

听说、日语语法、日语泛读、日语报刊选读、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作品选读、日语概论、

日语词汇学、日语修辞学、日本概况、日本社会等。 

3.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性教学是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工作实践的有力措施，亦是学生

向社会学习、获得工作经验、完善知识结构的重要环节。本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贯穿整个教

学的始终，分课内和课外两部分，除高年级的部分语言、文学等理论课外，大部分课程（特

别是基础阶段）均为技能训练课。一、二年级的夏季学期均安排语言认知实习，在教师的指

导下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语言应用能力的训练，学生们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各个不同主题

的小组，有演讲、朗诵、辩论、配音、短剧表演以及初级日语教学等项目，实习结束时安排

统一的时间进行成果汇报以及成绩评定。三年级的夏季学期安排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组织

学生进行专项社会调查或接受日本企业的委托进行相关主题的问卷调查。在教师的指导下，

从问卷的设计、分发、回收到资料的统计整理都由学生独立完成，并在调查结束后撰写调研

报告。四年级的春季学期安排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撰写。安排学生在与本专业相关的岗位

进行为期五周以上的毕业实习，并撰写实习报告。同时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 

三、修业年限、学分和学位 

1. 修业年限 

四年 

2. 总学分 

260 

3. 授予学位 

文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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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相互关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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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 

管理系列 

军训/体育 

第二外语 

计算机科学 

与应用系列 

通识课与任意选修课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1-2)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4 劳动教育理论课 

5 思想道德与法治 

6 思想政治选择性必修课 

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B 

8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9 形势与政策 

英语(二外)(1-5) 

计算机技术 

学
科
基
础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 基础日语 

2 高级日语 

3 日语发音指导 

4 日语会话 

5 日语听力 
1 日语泛读     2 日语口译  

3 日语视听说   4 日语写作 

5 日语报刊选读 6 日本化妆文化 

7 日语概论     8 日汉互译 

9 日语古典语法 10 商务日语 

11 日本社会    12 日本影视欣赏 

13 日本概况    14 日本文学 

15 日语语法    16 日本企业文化 

1 日语语言认知实习 2 日语配音与演讲  3 日本文化体验 

4 日语短剧表演  5 日本经典影视作品欣赏 6 形式与政策 

7 社会实践与社会调查  8 毕业实习    9 军事技能 

10 毕业设计(论文) 11 思想道德与法治(实践) 

12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1-2) 

上机 

实
践
性
教
学 

通识课：6 学分 

任意选修课：3 学分 

高年级研讨课 4 学分 

1 汉诗与和歌 

2 日本文学名著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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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83109 形势与政策 1 1 *

16584153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3 3

1658413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B 3 3 3

1658416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3 3

1658416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1)
3 3 3

1658417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2)
2 2 2

1658417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3 2 1 3

3 ◆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3 3 3

劳动教育理论课 1 1

体育 6 1 1 1 1 1 1

军事理论A 2 2

人文类计算机语言选修模块 4 4

人文类计算机技术选修模块 3 3

英语(二外)(1-5) 20 20 4 4 4 4 4

114 12 12 12 14 14 14 8 8 8 6 6

4 2 2

20 2 2 4 6 4 2 ▲

3 ★

53 1 11 1 10 10 20

260

公

共

基

础

课
60

2

学科基础课(见续表)

总计

*1-10学期均需选修    ◆多修课程可认定为通识课（所属分类见附表中备注）    ▲学分分布供参考    ★任意选修任何课程。    附表见Ⅱ-1-21页，

建议学生跨类选修通识课，所修通识课必须包含：1. “核心通识课”至少2学分，一年级至少修读一门；2. “艺术修养与审美体念”模块内课程

至少2学分；3. “创新思维与创业教育”模块内课程至少2学分。（某门课程同时满足多个条件时，可重复认定，但所获得学分不累计。）

高年级研讨课(见续表)

选

修

课

专业选修课(见续表)

任意选修课

实践教学环节

详

见

附

表

政治文明与社会建设

艺术修养与审美体验

经济发展与全球视野

科技进步与生态文明

创新思维与创业教育

6

上海大学2021级教学计划表

外国语学院                                                                                 日语专业

课内 课外 第四学年 备

注

课程学分 各学年、学期计划学分安排

共计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课

程

分

类

课程名称

通

识

课
6

人文经典与文化传承

6

3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思

想

政

治

必

修

课

16584172 1

16583004

详见附表

00914006

详见附表

详见附表

03114073~077

课程编号

思想政治选择性必修课（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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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25095 日语发音指导 2 2 1 03125029~031 日语会话(1-3) 6 3 3 4~6

03125087~089 基础日语(1-3) 30 24 6 1~3 03125090~092 高级日语(1-3) 24 21 3 7~9

03125077~079 基础日语(4-6) 36 27 9 4~6 03125093~094 高级日语(4-5) 12 10 2 10~11

03125012~013 日语听力(1-2) 4 2 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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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2EY01 汉诗与和歌 2 2 6 0312SY02
日本文学名著导

读
2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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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26121 日本化妆文化 2 2 4 03125110~111 日本文学(1-2) 4 4 7~8

03126041 日本概况 2 2 4 03125021~022 日语写作(1-2) 4 4 8~9

03125024~025 日语语法(1-2) 4 4 5~6 03126122 日本影视欣赏A 2 2 10

03125026~027 日语泛读(1-2) 4 4 5~6 03126103 日本社会 2 2 10

03125032~034 日语口译(1-3) 6 6 7~9 03126117 日语古典语法 2 2 10

03125035~037 日语视听说(1-3) 6 6 7~9 03126118 日本企业文化A 2 2 11

03125038~039
日语报刊选读(1-

2)
4 4 7~8 03126119 日语概论 2 2 11

03126102 商务日语 2 2 9 03126120 日汉互译 2 2 11

共

计

课内 课外
共

计

课内 课外
学期

课程学分

学期

备

注
学期

备

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二年级适用 三年级适用

备

注

课内

课程学分

课程学分

共

计

课内 课外

备

注

课内

备

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共

计

学期
备

注

课外

学期

高年级研讨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共

计

课内 课外 课外

上海大学2021级教学计划表

专业选修课（第9学期（含）之后的课程可能会进行一次动态调整。）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学期共

计

学科基础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Ⅱ-1-12



集中 分散 一 二 三 四

00914003 军事技能 2 2 √ 2

00874008 形势与政策(实践) 1 √ 1

1658A001~002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1-2) 2 1 1 第3,6学期

00874007 思想道德与法治(实践) 1 1 √ 1

0000A001 创新创业实践 1 √ 1

00874028 大学生社会实践 1 √ 1

0312A010 日语语言认知实习(1) 3 6 √ 6

0312A011 日语语言认知实习(2) 3 6 √ 6

0312A019~020 日语配音与演讲(1-2) 2 4 √ √ 2 2

0312A021~022 日语短剧表演(1-2) 2 4 √ √ 2 2

0312A023~024 日本文化体验(1-2) 2 4 √ √ 2 2

0312A028~029 日本经典影视作品欣赏(1-2) 2 4 √ √ 2 2

0312A012 社会实践与社会调查 3 6 √ √ 6

0312A030 毕业实习 4 8 √ 8 第12学期

0312A016 毕业设计(论文) 12 12 第12学期

53 12 11 10 20

注：

    1. 《创新创业实践》和《大学生社会实践》两门课程二选一；

    2. 在校期间，学生参与下述活动之一，可认定《创新创业实践》课程学分。分别是（1）联合大作业；（2）大学生创新项目；（3）

学科竞赛获校级（含）以上奖项，并未冲抵过学分；（4）院系认定的创新创业各类活动（累计至少半周时间）；

    3. 《大学生社会实践》在第2-11学期（除夏季学期）均开设，具体要求详见课程简介。

四选二

实

习

课

程

设

计

备注

共计

毕业设计

(论文)

二选一

（详见注）

上海大学2021级实践性教学环节学分安排表

日语专业

实践分类 编号 实践环节名称
实践

周数

实践

学分

实践形式 各学年学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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