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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日语学习初级阶段大量输入的必要性

杨� 燕*
中原工学院，河南� 450000

摘� 要：外语学习中的输入指的是听或读。输入能够促进词汇、语法的掌握，即培养结构性日语能力；也有助于

语言的实际应用，即培养功能性日语能力。在输入的过程中，接触的信息能够引发学生思考，促进学生对语言和文化

的理解，也就是培养综合性日语能力。在日语学习初级阶段，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掌握往往不牢固，需要根据不同情

况采用正确的输入引导方法，帮助学生强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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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日语学习中的输入指的是听或读的日语。如果没有这种输入，学生无法培养日语能力。输出是指说或写的日语。

学生要夯实日语能力，还需要有输出的机会。众所周知，关于输入有输入假设，这是.UD�KH�提出的主张，即学习者

通过接触略超过自己外语水平的可理解输入，来提高自身的外语水平。输出，也有输出假设，这是6ZDL�提出的，即

学习者要提高外语能力，除了接触可理解的输入之外，说或写的输出机会也是不可缺少的。为了培养学生的日语能

力，需要根据发展阶段考虑输入假说和输出假说两者的平衡。本文将考察输入与日语能力培养的关系，阐述日语学习

初级阶段大量输入的必要性���。

二、日语能力的分类

学生具备的日语能力有结构性的、功能性的和综合性的三种类型。结构性日语能力是指，掌握了词汇和语法等基

础语言知识，能够正确造句的能力。功能性日语能力指，运用基础语言知识遣词造句，并结合其他知识完成生活中要

求用日语完成的课题的能力。综合日语能力包括结构性日语能力和功能性日语能力，除此之外，还有“对语言和文化

的理解”能力。

结构性日语能力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语言材料，掌握语音、单词、惯用表达、语法、篇章等知识。功能性日语能力

要求学生能够将前面的语言材料用于日常生活中实际的语言活动。此外，日语教育还需要培养学生对世界文化的理

解、对多样的语言及文化的兴趣、置身于国际社会中身为中国人的自觉等。在结构性日语能力和功能性日语能力的基

础上，加上这样的理解、兴趣、自觉、态度，这就是综合性日语能力。

三、输入培养的日语能力

日语学习中，在课堂内外学生听或读日语的活动被称为输入活动。5R��（����）指出输入活动有两个作用，一种

是“学习第二语言中的聆听方式”，另一种是“通过听来学习第二语言”���。前一种作用就是能够在日语中进行听的

语言活动，所以就是对听的功能性日语能力的培养。后一种作用是通过听日语掌握日语的语音、词语、连语、惯用表

达及语法事项，因此是对结构性日语能力的培养。

5R��的这种想法，也适用于阅读。也就是说，阅读输入活动的一个作用是“学习在第二语言中的阅读方式”，另一

个作用是“通过阅读学习第二语言”。前一种作用是使学生能够进行日语阅读的语言活动，是对阅读的功能性日语能力

的培养。后一种作用是阅读日语，掌握文字、符号、词、连词、惯用表达及语法事项，是对结构性日语能力的培养。

另外，渡辺在《输入理论的课堂》中提及，接触外语的语音信息和文本信息的过程中，也能够培养学生对不同文

化的关心和理解、生活在国际社会中对本国文化的自觉等���。因此，可以说在听、读的输入活动中，也有培养综合日

语能力的作用。当然，输入活动也会间接地有助于口语、写作的功能性日语能力的提高。

*通讯作者：杨燕，����年�月，女，汉族，河南郑州人，任中原工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语语

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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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输入对日语能力的强化作用

日语的专业教材中，既有专门的阅读类教材，也有专门的听力教材。如果是对外语学习适应性高的学生，能够借

助教材通过阅读和听这样的输入活动，学习语言材料和语言技能，提高结构性日语能力和功能性日语能力。

但是，在现行的学时配置情况下，两堂课之间过于空缺，很多学生容易忘记上一堂课上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另

外，现在的学生生活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有太多因素影响他们集中精力去学习。常常是好不容易掌握的日语知

识、技能，脱离课堂没过几天就悉数忘记。

假设将输入活动中培养起来的能力比作“堤坝”，将影响能力稳固的因素比作“水流”，如何加固堤坝使其不被

水流击溃，有以下四种方法。第一种是堤坝的一部分已经被水流冲走的时候，有必要补充砂土进行维修；第二种是堤

坝松散不够结实的时候，要在原基础上添加砂土，使用重型机械将其硬化；第三种是在堤坝一端增加砂土，扩大堤坝

的宽度；第四种是在原堤坝上堆泥沙，抬高堤坝以备洪水。

同理，学生在输入活动中培养起来的、尚不稳固的日语能力，教师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手法使其免于遗忘或削弱。

在使用教科书的输入活动中，已经学过的词汇、语法，如果学生还没能充分掌握的话，教师有必要回到之前的学习中

对其进行补充讲解，这是与第一种相同的方式，称为补充学习。另外，在一次输入活动中，学生对词汇、语法和技能

的掌握程度往往不够，所以要反复进行同样的输入活动，直到完全记下来为止，这是与第二种相同的方法，是反复学

习。此外，通过让学生完成与教科书的输入活动相似，但不同的平行课题，也能加强学习，这就是第三种所示的扩展

活动，是强化学习。最后，学生可以立足输入假设理论，致力于稍高层次的发展课题，从而强化知识和技能，使之达

到比现在更高的水平，这是第四种所示的提高活动，是发展学习。作为学生自己，在课堂学习之后，也必须根据自己

对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追加补充学习、反复学习、强化学习、发展学习的输入活动。

五、日语等级考试中的能力要求

外语学习是以学习者接受目标语输入为起点，通过各种运用目标语的活动，内化该语言体系。吴（����）从认知

心理学的角度讨论了外语学习的过程，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来看，从输入到最终内化语言信息，要经历信息输入－提取

信息－记忆－输出练习这几个环节，每个环节都不可或缺���。所以输入是起点，而在外语学习的初级阶段就是站在起

点上，输入理应是应该侧重的部分。结合日语能力的不同等级的认定标准，思考从初级到高级对日语输入的要求。国

际日语能力测试中对各等级的能力要求如下所示。

（一）1�

读的要求是能够阅读和理解使用基本词汇及汉字书写的有关日常生活话题的文章。听的要求是能够大致听懂语速

稍慢的有关日常生活的会话。要求应试者学习日语时间���个小时左右，学完初级日语课程的前半部分，掌握初级语

法、���字左右的汉字、���个左右的词汇，能够进行简单的对话及读写浅易短小的文章。

（二）1�

读的要求是能够阅读和理解日常话题中表达具体内容的文章，够通过报纸的标题了解文章的大致内容。在日常生活

中，对于难度稍高的文章，通过解释或改变表达方式能够理解其大意。听的要求是能够大致听懂接近一般语速的有关日

常生活的连贯会话，大致理解会话的具体内容及出场人物的关系等。要求应试者学习日语时间在���个小时左右，学完

初级日语课程，掌握基本语法、���字左右的汉字、���个左右的词汇，具有一般会话及读写简单文章的能力。

（三）1�

读的要求是能够阅读和理解有关各类话题的报纸及杂志报导、解说、简单的评论等论点清晰的文章的内容。能够阅

读有关一般话题的读物，理解上下文及表达意图。听的要求是除了日常生活中的日语外，能够听懂接近一般语速的各种

场面的连贯会话及新闻，理解上下文含义、出场人物的关系，掌握大意。要求应试者学习日语时间在���个小时左右，

学完中级日语课程，掌握较高级语法、����字左右的字、����个左右的词汇，具有一般的听、说、读写的能力���。

（四）1�

读的理解是能够阅读有关各类话题的报纸社论、评论等逻辑性稍强、抽象度高的文章，理解文章的构成及内容。

能够阅读有关各类话题的深层次内容的读物，理解上下文及具体的表达意图。听的要求是能够听懂各种场合一般语速

的连贯会话、新闻及讲座内容，详细理解上下文含义、出场人物的关系及内容的逻辑构成等，掌握大意。要求应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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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日语时间在���个小时左右，掌握日语的高级语法，����字左右的汉字、�����个左右的词汇，能满足社会交往、

大学学习及基础研究。

从1�到1�能力要求逐渐从能够理解教室里的日语，提高到能够理解现实生活中各种场合的日语。从输入的角度

看对学生提出的要求，首先是增加输入的数量。通过大量输入增加词汇量，巩固语法知识，扩充知识面。其次是优化

输入的质量。除了教材之外还需要广泛的接触实际生活中的日语，通过接触不同场合的日语，提高使用日语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也要求教师根据实际情况帮助学生补充学习、反复学习、增强学习和发展学习，巩固输入活动中培养起

来的能力。

六、结语

日语专业的学生大多数是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要在四年的学制内完全掌握一门语言并不容易。每个阶段都需要找

准侧重点，才能循序渐进地提高能力。在入门的初级阶段，大量的输入是非常有必要的。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输入

活动，布置任务提高输入活动的数量，掌握引导方法优化输入活动的质量。学生也需要多接触与教科书相似的平行课

题，丰富输入活动的内容，达到强化学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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