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过本书重要的理念之后感觉如何？在这里，我们希望你花一些时间思考一下如何将理念转化

为实践。

学习者 vs. 教师？

在日语课堂上，学习日语的人经常扮演“学习者”的角色，而教日语的人则经常扮演“老师”的角色。

你对这些角色有何看法？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如果我们稍微改变一下观点，从“说日语的人”的角度来看待两者，我们就可以说两者都是“说

日语的人”，并且他们之间处于平等的关系。本书消除了“学习者”和“老师”的概念，而是将“日

语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视为“日语使用者”共同学习，而老师在课堂上则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

本书的目的是在“本书概要”中提到的：“帮助你获得和发展欧洲委员会所提倡的‘民主公民’理念，

以及将这种理念转化并实际体现为你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本书并非专门针对所谓的“学习者”，而

是旨在鼓励包括“教师”在内的所有“日语使用者”通过本书进行学习。

本节的目的是掌握“民主公民教育”理念，并能够将其作为“自己的”理念。希望围绕几个重

要的观点进行对话并展开思考。

需要牢记的六点

希望使用本书的读者能够重视以下六个观点。

第1点：通过对话学习

第 2点：将思考和决策视为“自己的事”

第3点：得出自己的答案和意见

第 4点：着眼于多样的思维方式

第 5点：承认不同的价值观并包容不同的事物

第6点：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

思考上述六点

诚然，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思考未尝不可。但如果你在与其他人对话时思考它们，你可能会意识

到更多。

第 1 点 ：通过对话学习

 你是如何理解“民主公民教育”的？请试着用自己的话解释一下。

 你认为“民主公民教育”与“语言教育”有何关联？请思考一下两者之间的联系点。

连接理念和使用方法的六点
※�此页面提供英语、中文（简体）、韩语和印度尼西亚语版本 ：

https://www.bonjinsha.com/wp/e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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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点 ：将思考和决策视为 “自己的事” 

 你想选取什么主题在课堂上讨论？

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出于何种想法你选择了这个主题？

第 3 点 ：得出自己的答案和意见

 讨论中，有人问：“老师您觉得怎么样？”，对于这种情况你怎么看？此时课堂的引导者

该如何回答？

 在讨论的最后，有人问“正确答案是什么？”，此时引导者该怎么做？参与讨论的小组成

员该怎么做？

第 4 点 ：着眼于多样的思维方式

 有人在课堂希望讨论“日本核泄漏问题”。这个话题看起来不错，所以引导者决定准备一

些材料来开始对话。作为引导者，在准备材料时应该注意什么？

第 5 点 ：承认不同的价值观并包容不同的事物        

 在讨论过程中，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语言的学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此时你如何引导

并促进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一些人开始用自己的母语或英语而不是日语发言，此时你应该怎么办？

第 6 点 ：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语言学教育课堂应该通过哪些活动来实施民主公民教育？

 在语言学教育课堂上实施民主公民教育应避免哪些问题？

结语

你是否能够充分思考这六点？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或感悟吗？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的具体使用方法。你可以通过比较你的想法和下面“本书使用方法”

中读到的内容来进一步加深思考。

连接理念和使用方法的六点 xi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