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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洋大学日语专业电子白皮书 

 

一、专业基本信息 

1.专业定位 

日语专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实施“内涵发展、

特色发展、创新发展”战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民族精神、社会责任、科学精

神、人文素养和具有扎实日语语言知识基础和熟练的口译、笔译能力、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能在外事、外贸、文化、教育、旅游等行业从事翻译、教学及管理

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服务于华南区域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2.培养目标 

日语专业面向广东省对高素质日语语言服务人才的需要，旨在培养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日语听、说、读、写、译等日语语言知识，具备开

阔的国际视野和较高的人文素质、较强的日语语言运用能力和思辨能力，一定科

学研究能力与创新能力，能在各专业领域从事翻译、研究、教学、管理等工作的

应用型日语人才。 

 

3.培养规格 

（1）学制学分 

学制：4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期限 3-6年。 

学分：160学分。 

按规定修读完培养方案各模块课程，并获得相应学分，其中，思想政治理论

课、通识教育必修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必修（限选）课需按专业的指定要求修

读。达到学士学位要求的全学程平均学分绩点 2.0及以上。 

（2）知识要求 

① 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方面有较深厚的储备，熟悉

涉外工作的基础知识。 

② 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了解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

体现专业特色。 

③ 专业基础知识：在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基础之上，系统地掌握日语

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篇章等语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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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专业知识：了解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基础知

识，熟悉日本文学和文化知识；掌握日语语言学、日本文学、翻译、跨文化研究

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 

⑤ 其他知识：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一定的知识储备；具备与日语专业有

关的其他专业知识；了解我国有关的方针、政策、法规；了解我国国情和目标国

的社会和文化。 

（3）能力要求 

① 专业基础能力：具备扎实的日语听、说、读、写、译、能力。 

② 专业能力：具有较好的日英双语表达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交流

能力。 

③ 现代工具运用能力：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④ 通用能力：思辨能力，必备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逻辑思维和想象能

力、以及良好的人际交往和沟通的能力、责任担当能力。 

⑤ 其他能力：具有不断更新知识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具有持续学习和终身

学习的能力；具有一定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 

（4）素质要求 

① 人文素质：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② 专业素质：具备扎实的日语学科基本素养、兼具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

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并重。 

③ 学习与创新素质：具备运用日语专业知识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

能力，以及创造性、批判性思维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 

④ 身心素质：具备健康的体魄，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健全的心理素质。 

⑤ 其他素质：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团结协作精

神；社会适应能力。 

 

4.课程体系 

日语专业课程体系分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通识教育课程、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共五大模块。 

（1）课程框架 

  ①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改革开放史。 

② 通识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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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青年学生健康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

业指导、创新创业教育、体育、第二外语（英语）读写、第二外语（英语）听说。 

③ 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导论、跨文化交际、日本文学概论、日语基础写作、日语阅读。 

④ 专业课程 

海洋翻译、中日海洋文学赏析、基础日语、高级日语、日本概况、学术写作

与研究方法、日语语言学概论、日语笔译理论与实践、商务日语、日语教学法、

日语同声传译、日语专业前沿系列专题课程、日本经济、日本社会与文化、中日

关系史。 

⑤ 实践教学环节课程 

通识实践与创新训练：军事技能、入学教育、劳动教育、社会调查与思想政

治课社会实践、文体艺术综合素质实践、毕业教育、专业综合创新创业训练。 

教学实验与实训：日语会话、日语视听说、日语演讲与辩论、日语口译理论

与实践。 

课程与专业实习：国际交流、日语专业知识实训 、日语笔译理论与实践课

程实习、日语口译理论与实践课程实习、商务日语课程实习。 

毕业实习与论文（设计）：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2）核心课程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要求，本校日语专业将

基础日语、高级日语、日语会话、日语视听说、日语演讲与辩论、日语笔译理论

与实践、日语口译理论与实践、日语语言学概论、日本文学概论、日本概况、跨

文化交际、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中日海洋文学赏析课程定为本校日语专业核心

课程。 

（3）实践教学环节 

专业实践课程包括日语会话、日语视听说、日语演讲与辩论、日语口译理论

与实践。此外，专业设置了国际交流、日语专业知识实训 、日语笔译理论与实

践课程实习、日语口译理论与实践课程实习、商务日语课程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

课程，提升学生日语实践运用能力。 

 

5.师资队伍 

日语专业具有一支年龄、职称和学历结构合理、治学严谨、爱岗敬业的专业

教师队伍。 

（1）教师队伍数量 

现有专任教师 11 人，其中博士 2 人，在读博士 2 人，硕士 7 人，日本外籍

教师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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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称结构 

副教授 3人，讲师 8人。 

（3）学科背景 

日语专业全体教师均具有国外留学或访学经历，专业方向和研究方向包括文

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文化交流、哲学、教育学、翻译等。两名外籍教师均

具有硕士学历，分别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龙谷大学。 

 

6.教学条件 

（1）教学设备 

基础教学设施完备、功能齐全，安装了传神翻译软件，慧声智能语音软件，

亿学商务日语实训软件，Utalk 视听实训平台，Déjà Vu 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系

统，学院还建立了基于网络运行的精品课程教学网站和多媒体资源库，包括自主

学习与考试一体化云计算平台、跨学科大数据科技应用校企联合实验室（面向新

兴战略产业人才培养)、多功能智慧教学平台、Déjà Vu 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系

统、Utalk视听实训平台、自主学习一体化云计算平台、翻译技术教学与翻译实

践中心、大数据词库辅助教学系统等，先进的设施设备为学生的外语学习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除了学校图书馆的外文图书资料外，学院资料室收藏有大量的日语

原版图书以及核心外文期刊，为学生的专业语言实践提供充分的软硬件支持。 

（2）实验室 

现有多媒体语言实验室 22间，语言实验室教学用房面积 3802 平方米，建有

同声传译实训室、商务外语实训室、跨境电商实训室、外语网络自主学习室、翻

译实训室和外语情景模拟实训室等。 

（3）实习基地 

截止目前，已与广州联普翻译有限公司、广州策马翻译有限公司、湛江市港

中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深圳宝安区崇文学校、湛江信威工艺品有限公司、湛

江海滨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湛江市赤坎建设物资有限公司、湛江市智洋外语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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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学校、深圳市皇诺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正德良品科技有限公司、传神语联

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东洋水产有限公司、上海译国译民翻译服务有限

公司、广东启信教育服务有限公司、广州立尚教育服务有限公司、一百大牛（深

圳）技术有限公司等 41所企事业单位建立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二、其他专业相关的重要信息 

1.专业负责人介绍 

张乐乐：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湛江分会会长，广东海洋大学日语专业负责人，

副教授，神户市外国语大学日语博士。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负责全国最大

的日语专业教师交流平台－“高校日语”（全国 3000 多位高校日语教师和 1 万

多名在校日语专业学生在平台实时交流，其中包括近 400 所高校的日语学院院

长、日语系主任、专业负责人）。 

教研科研业绩：著有《世界システム下の国際関係概論》《戦後日本経済史》

《文人好吃记》《日本文化与日语教学多维研究》等，主持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

有《汉语外来词称名的输入认知机制研究》《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研究》，

省级科研项目《日本新一代政治精英与中日关系》，校级项目《吉田茂对美追随

政策研究》《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 20多篇。 

2.近五年人才培养质量 

    在人才培养方案指引下，近五年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多名毕业生考研升

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北

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吉林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和东京大学、大

阪大学、神户大学、冈山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 

毕业生就业率保持 95%以上，多次被评为“就业先进单位”“就业市场拓展

先进单位”“考研先进单位”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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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五年教师科研教研工作 

近 5年，日语专业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2 项、

教育部产学研项目 1项、市厅级科研项目 1项、校级项目 7 项。出版专著 9 部、

译著 2部、发表学术论文 21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