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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泛雅平台进行了日语阅读精品资源共享课教学模式的构建探索，介绍了泛雅平台的

信息资源获取途径多样化、教学活动形式多样化以及可以实现自主学习功能和在大数据跟踪下提升

督学效果等特点，证明了其应用于日语阅读精品资源共享课的必要性，探讨了如何打破传统日语阅

读课教学模式，通过课程体系规划、课前资源建设、课堂活动设计以及课后任务评价等，来逐步实

现教学资源的网络共享、进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和提高日语阅读课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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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日语阅读》课为日语专业的核心课程，在以往传统的教学模式当中，大都是以教师在课堂上

围绕教材讲授、学生在课后完成习题的方式进行的。但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进步，这一传统模式逐

渐表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来。首先，该教学方式陈旧，并不能适应如今的网络媒介发达语境下学生

网络自主学习的需求。其次，该教学模式无法对学生的日语阅读学习过程和成果进行有效的监督、

跟踪和指导等。再次，市面上现有教材在文章内容、数量和体裁等方面都相对有限，不能满足实际

语境中的各种场景、文体以及使用群体的需求等。因此，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日语阅读》

的改革迫在眉睫。这就需要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这一在线教学模式上来。泛雅

平台是将手机、平板电脑等多媒体引入到日语阅读课教学当中的在线平台，一方面可以实现日语阅

读课教学资源的网络共享，另一方面还可以引导学生把学习由被动转为主动。

自 2017 年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引进泛雅平台以来，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便积极组织教师学习平

台的使用方法，并迅速引入到了日语阅读课程的教学当中来，并于 2018 年成立了日语阅读精品资源

共享课课程组。在过去近 2 年的教学当中，课程组逐步利用泛雅平台，完成《日语阅读》课教学资

源库的信息化建设，以及逐步实现本教学资源库的网络共享。主讲教师们已经通过泛雅平台进行了

完整的 2 学期课程实践，其中包括布置预习、课前课堂小测、课后学习监控与指导等。

一、泛雅平台应用于日语阅读精品资源共享课的必要性

（一）信息资源获取途径的多样化

在泛雅平台中，学生可以通过“日语阅读课程门户首页”，查看该课程的相关信息，其中包括

课程介绍、课程评价、课程章节、教学资源、教师团队、教学计划等。既可以对该课程形成整体性

的概念，大体上了解其知识点构架，又可以通过泛雅平台查找与课程相关的其他教学资源。与传统

授课方式中单一乏味的课堂 PPT 展示不同，泛雅平台中的资源展示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传统的

Word 文档、PPT 展示等电子教案，也可以将这些平面的日语阅读知识转化为立体的图片、音视频等，

这些都可以帮助学生通过视觉、听觉和感觉等途径多样地获取到各种信息资源。

（二）教学活动形式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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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雅平台提供了形式多样的互动式活动，如课前通知、PBL 小组讨论、布置和批阅作业等。PBL

强调小组的互动合作；批阅作业部分也突破了以往传统教学模式中以教师为主的模式，增加了生生

互批等方式；平台中还设有问题抢答、随机分组、课堂讨论等环节，这一方面可以帮助教师及时了

解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生根据互动效果自行进行评价，从而促进其学习效果。

（三）自主学习的功能性实现

泛雅平台的特点之一便是可以通过手机和电脑等移动终端来进行即时的学习。其所包含的丰富

的课程资源都是可以提前以及反复查阅的。这意味着将功能性地实现充分利用碎片化学习时间和移

动终端，来随时随地获取学习资源。同时，还可以即时通过泛雅平台中的互动社交系统，与教师及

其他学生进行交流和学习。在泛雅平台上，学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规划自己的日语阅读课的学习

目标、学习方法等，还可以及时、随时进行学习效果评估，以实现真正的自主学习。

（四）大数据跟踪下的督学效果提升

泛雅平台的统计功能较为全面，可以对已发布任务点、课堂活动、成绩管理、讨论、课程积分、

学习访问量、作业统计、章节测验、考试统计和督学等，进行全面且具体地统计。切实地做到了大

数据下的课前、课间、课后的各时间段的全程数据跟踪。通过这些统计数据，教师及时掌握学生的

学习情况，进而对教学计划做出相应的调整。学生也能根据这些数据，及时调整自己的学习计划和

方式。这样有效地提升了督学效果。

二、基于泛雅平台的日语阅读精品资源共享课的教学模式构建

（一）课程体系规划

泛雅平台在线课程主要有受众广泛、学习时间灵活、交互性强、线上学习与线下辅导紧密结合、

教学内容碎片化等特点。在传统的面授教学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学生们自主学习的要求的环境下，及

时引进泛雅平台这一新型的教学方法并相应地对日语阅读精品资源共享课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做

出调整，是课程体系规划的首要任务。另外，共享资源课授课对象呈多样化特征，因此，还需要制

定教学日历及学习指南，以便学习者更好地规划学习进度。目前，本校日语系已在泛雅平台上创建

了《日语阅读》在线课程、调整了相应的教学大纲等，并详尽地发布于“日语阅读课程的门户首页”

上。

（二）课前资源建设

1.课件资源的建设。根据重新修订的日语阅读精品资源共享课的课程大纲和考试大纲，重新规

划教学进度、教学内容。其中包含根据教学目的和在线课程的特点重新制作教案及 PPT、重新规划

模块结构、单元结构、知识点、难点和重点以及教学活动等。

2.电子教材、测试题库的建设。在前期教材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制作电子教材并实现在线化。

首先，参考其他相关课程信息化教学的经验，借鉴优秀的教改成果，充分发掘可利用的网络资源和

教材，进一步完善和充实《日语阅读》课内部讲义。其次，还需要不断充实阅读练习题库、测试题

库，建设题材多样、题型丰富、与时俱进的日语阅读题库，以及实现题库的数字化。

3.高效阅读软件的研发。阅读速度是阅读能力提高的重要方面，为提高学习者的阅读效率，需

要自主设计开发旨在提高阅读速度和实现阅读效果分析的阅读软件。通过视野扩大练习，限时阅读

（字母播放，推移式播放等），计时阅读等方式，提高学生的阅读速度；实现自动批改，自动统计

正确率，统计理解率及对不同题材文章理解率的数据分析等。并结合上述已建设的数字化题库，旨



在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针对性强的、高效的在线练习、测试平台。

4.视频资源的制作。首先是实现 PPT 的动画化，通过生动的动画短片介绍各种阅读方法，突出

展示关键知识点，在短时间内向学习者灌输核心信息，引导学习者有兴趣进一步学习课程相关知识，

不断深化理解知识点。另外，针对日语阅读文章的讲解部分，为每一篇文章都制作 1～2 个短篇的解

说视频，将更有效地帮助日语阅读学习者去理解教师的授课内容。

（三）课堂活动设计

1.课前：教师发布任务，学生课前学习。教师建立班级学习小组，提前设计和布置本周的日语

阅读课的相关学习任务，这包括提前上传已建设好的课件资源：教案、PPT、视频、PBL 任务、课前

小测习题等。学生利用泛雅平台，根据课前任务，首先明确本周的学习目标、内容等，再按要求在

线观看视频、课件，预习日语阅读文章和材料，并完成课前教师发布的预习任务和在线小测习题任

务等。在完成任务中，集攒和总结所遇到的问题，再在传统课堂中汇报、与师生共同探讨，以寻求

答案。

2.课堂：教师答疑、学生讨论。首先，根据课前任务中，学生完成的课前小测习题所即时生成

的成绩及评价分析，于课堂上，教师分析本周课程难点与重点，并就学生的问题点进行解释说明。

接着，教师利用分组功能，即时将学生分为几个小组，各组成员将根据自己在课前的学习成果，来

进行讨论和交流。教师流动性地参与学生各小组的讨论情况，真正实现生生互动和师生互动。

3.课后：教师发布、批改作业。泛雅平台的课后作业形式多样，学生可以提交的形式包括习题

形的选择、翻译等，录音形的口头练习等。教师可以实现在线同步批改，并及时给予点评和分数。

分数还具备即时统计功能，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根据成绩生成表，来检测自己的日语阅读能力。

（四）课后任务评价

泛雅平台的评价功能较为创新，改善了传统教学模式中只有教师批改和点评的方式。在此平台

上，教师还可以利用问卷、投票、生生互评等功能，来实现课前、课堂和课后的形成性评价和最终

评价。教师可以根据其数据显示结果，及时地进行教学反思和调整教学内容等；学生也可以及时了

解自己的日语阅读综合性评价。

结语

基于泛雅平台的日语阅读精品资源共享课课程教学模式构建探索，打破了传统的以书本为主、

以教师讲为主的日语阅读课教学模式，教师积极并广泛利用“泛雅平台”，通过在线课堂授课、作

业布置以及阶段性考试等，形成了一种学生线上学习和教师线上线下辅导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

这不仅打破了现有的课堂时间有限等授课限制，还做到了充分发挥在线课程互动性强、学习时间灵

活等的优势，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教学资源共享，加强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还提高了实际

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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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nstruc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Intensive Japanese

Reading High-quality Resources Sharing Course was conducted based on Panya platform. It also giv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nya platform such a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acquisitio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the realization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func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upervision effect under the big data tracking, which proves that the necessity of its

application to the Intensive Japanese Reading High-quality Resources Sharing Cours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discussed how to break the teaching mode of traditional Japanese reading, and gradually realize the

network sharing of teaching resources through curriculum planning, pre-class resource construction,

classroom activity design and post-class task evaluation, thus promot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self-learning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Japanese reading course.

Key words: Panya platform; Intensive Japanese Reading High-quality Resources Sharing Course;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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