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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本科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中文） 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
课程名称

（英文）Academic  Writing and Research Method

课程代码 1025006 课程学分 1

课程学时 16 理论学时 8 实践学时 8

开课学院 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与年级 日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类别与性质 必修课 考核方式 考察

选用教材 《日语学术与研究方法》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否

先修课程 《基础日语 1-4》《日语阅读》《日语写作》

课程简介

学术论文写作是日语专业必修课。本课程通过课堂理论讲解和课外写作

练习、以及各领域的学术论文的阅读,使学生了解日语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

同时注重思想内容、组织结构和日语语言的正确使用。掌握日语学术论文的

写作方法，逐步把理论基础知识转移到实际论文的写作中，为完成毕业论文

撰写打下坚实基础。本课程主要涉及:如何选题?如何检索收集文献资料?如

何归纳总结先行研究?如何构建论文框架?如何就论点展开论述?如何引用先

行研究文献、如何添加注释?等诸多方面。        

 课堂教学以教材为中心，采取课前布置选题以及资料文献检索收集任

务，课堂写作、分组讨论等多种方式进行,同时也会利用线上线下混合方式

进行讨论、交流、答疑,解决学生在实际撰写日文论文过程中遇到具体问题。

大四学生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提高日语能力更加锻炼和巩固所学习的知识。

并具备用综合运用日语撰写日文论文能力。对学生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指导起

到帮助作用。使学生在写论文中有章可循，少走弯路。

选课建议与学习

要求

本课程适合日语专业本科在第七学期开设。要求具备一定的日语基础知识和

初步的日语表达能力，日语专业能力扎实。

大纲编写人
（签名）

制/修订时间 202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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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负责人
（签名）

审核时间 2024 年 1 月

学院批准人
（签名）

批准时间 2024 年 1 月

二、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支撑度

LO1-2

品德修养：爱党爱国，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的大好

河山、悠久历史、灿烂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 H

LO2-2
专业能力：掌握日语语言基础知识，具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

和听、说、读、写、译等语言应用能力。
M

LO2-6
专业能力：掌握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

与实际工作能力。
H

LO3-2
表达沟通：应用书面或口头形式，阐释自己的观点，有效沟

通。
L

LO6-3
协同创新：能用创新的方法或者多种方法解决复杂问题或真

实问题。
M

LO7-3 信息应用：熟练使用计算机，掌握常用办公软件。 H

（二）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毕业要求

序号

课程目

标序号

课程目标

（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课程目

标类型

LO1-1 1-2

目标 1：教授学术论文专业写作方法，在了解日本

文化的同时，反过来思考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坚

定文化自信。
①

LO2-2 2-1

目标 2：通过写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日文学术论文

写作规范和要领，激发学生兴趣。具备主动扎实运

用日文高级词汇、语法、句式撰写论文的综合学习

能力。对学生所感兴趣的论文选题分领域阅读，激

发学生对不同领域论文深度思考兴趣，培养积极主

动学习能力。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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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2-6 2-2

目标 3：课堂教授学生搜索文献和搜集资料教学方

式。让学生利用课下时间针对各自选题能熟练掌握

文献、专著等收集查找途径。教授学生具体查阅国

内外文献网站，学生能够对学术论文网站等运用自

如，例如-知网、万方等。

②

LO3-2 3-1
目标 4：课堂写作，分组讨论，表明自己观点，达

到有效沟通。
④

LO6-3 4-1
目标 5：利用线上线下混合方式进行讨论和交流，

解决学生遇到实际问题。
④

LO7-3 5-1
目标 6：能熟练掌握日文输入法，并对毕业论文

格式要求能用电脑正常操作，达到要求。
③

课程目标类型：①课程思政目标  ②知识目标  ③技能目标  ④素养目标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各教学单元预期学习成果与教学内容

教学第一单元：第一章-撰写毕业论文需要注意的事项

本章节主要是让学生掌握何为毕业论文、论文构成的基本要素、毕业论

文学术价值、毕业论文需要时间的积淀。并通过练习和小论文的形式考查本

课知识的掌握情况。

能力要求：掌握日文论文重点与难点 1.毕业论文是学术文章  2日语专

业毕业论文的特殊性  3毕业论文最基本的组成 

教学难点：1参考资料的利用  2学术价值的判断标准 3选题和章节的

构成。

教学第二单元：第二章　如何撰写日语语言学范文、参考资料研究

本章节是让学生熟记日语语言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掌握所学的日语语言

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要求熟读日语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如何撰写日语语

言学方向的论文，让学生理解论文文体，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少出错误。

能力要求：能自行查阅日语语言学研究的参考资料，了解论文参考资料

的获取方法以及日文问文体的文章语言正确撰写论文。

教学难点：阅读日语语言学相关研究相关资料库。正确使用日文论文的

文体，并能熟练应用。

教学第三单元：第三章  如何撰写日本文学方向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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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是让学生掌握关于研究的选题，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和如何构建论

文的基本框架。以及研究的选题、选题的范围、选题技巧和有关日本文学方

向的论文题目，学会对论文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能力要求：掌握论文中通过状况、原因、理由、条件等表示顺序。文章步

骤之间、句子层面的衔接，通过授课把日文固定论文用语的研究顺序、层次、

状况、原因、理由、条件等熟练应用。

教学难点：衔接表达与复句的应用。

教学第四单元：第四章  如何撰写日本文学方向的论文、范文 

  本章节本次授课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关于研究的选题，资料的收集与

整理和如何构建论文的基本框架。正确使用惯用型语言的表达更加精准到位，

同时有提升文章层次，使文章避免口语化的色彩，更加符合论文的要求。

  能力要求：①表示行为对象②表示原因、起源③表示方式、手段④表示遵

循和顺应⑤表示空间和时间的惯用用语的掌握。

教学难点：熟练应用在毕业论文中。

教学第五单元：第五章 参考阅读 

  本章节是让学生参考阅读，增大日文论文阅读量，例如关于读书的思考、

关于教养的思考、推荐一些关于如何写论文的日文书籍—提高日语能力的诀

窍

   能力要求：

1.熟记日文论文的标题、谢辞和附录等的语言表达。

2.掌握所学的注释、参考文献的写作规则和附录等。

3.要求熟读例文，正确理解论文中语法和词汇的意义。

4.帮助学生分析理解论文的内容，提高学生的日语阅读写作能力。

5.通过修改训练和小论文考查本课知识的掌握情况。

   教学难点：

1熟练掌握副标题的作用和表达方式。

2熟练掌握以动词和提问形式结尾做标题。

3熟练掌握注释、引文、参考文献的写作规范。

（二）教学单元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教学单元
1-1 2-1 2-2 3-1 4-1 5-1

第一单元 √ √

第二单元 √ √

第三单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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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 √

第五单元 √ √

（三）课程教学方法概述

1. 督促学生学习，利用线上平台进行提问、交流。课后小作业，检验学生学

习效果。不定时地利用线上平台对学生进行辅导答疑。

2. 每周给学生布置日语阅读写作作业，让学生提交电子版本熟练日语输入法，

加强对每课所学知识的强化记忆。同时，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适当延长考作

业时间，保证学生能够完成。

3. 注重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热情，制作有趣中日文化 PPT,并展示给学生，提

高课堂日语学习分为。并为了提高学生的日语运用能力，同时鼓励学生增加课

外阅读，建立云班课。

（四）课程教学方法与学时分配

学时分配
教学单元 教与学方式 考核方式

理论 实践 小计

第一单元  预习 讲授 分组讨论 复习 小作业 1 1 2

第二单元  预习 讲授 分组讨论 复习 小作业 2 2 4

第三单元  预习 讲授 分组讨论 复习 小作业 2 2 4

第四单元  预习 讲授 分组讨论 复习 小作业 2 2 4

第五单元  预习 讲授 分组讨论 复习 小作业 1 1 2

合计 8 8 16

（五）课内实验项目与基本要求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标要求与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

类型

1 小论文 1 阅读范文 1，总结概括写作训练。 2 ④

2 小论文 2 阅读范文 2，总结概括写作训练。 2 ④

3 小论文 3 阅读范文 3，总结概括写作训练。 2 ④

4 小论文 4 阅读范文 4，总结概括写作训练。 2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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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类型：①演示型  ②验证型  ③设计型  ④综合型

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教学单元 课程思政教学要点

第一单元 引入中文论文学术严谨性

第二单元 引入中国文学类专业领域学术文化

第三单元 引入中国文化类专业领域学术文化

第四单元 引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邻国文化的影响

第五单元 引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邻国文化的影响

五、课程考核

课程目标总评

构成
占比 考核方式

1-1 2-1 2-2 3-1 4-1 5-1
合计

1 60% 大作业 20 20 20 20 20 100

X1 20% 小作业 20 20 20 20 20 100

X2 20% 小作业 20 20 20 20 2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