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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日语中的新词汇大量涌入现代汉语，并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

语言现象，日源词汇对汉语的影响既表现在词汇层面，也在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此，本文以汉语中的日语词汇及其影响为立足点，探讨了初级日语教学的策略调整，旨在为初级

日语教学提供有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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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 cultural exchanges，new words in Japanese flood into modern 

Chinese，and gradually form a unique language phenomenon.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words on Chi

nese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level of vocabulary，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aily lif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takes the vocabulary and influence of Japanese in Chi

nese as the foothold，and discusses the strategy adjustment of primary Japanese teaching，aiming to pro

vide useful thinking for primary Japa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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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汉语体系的教学过程中，日语词汇以独特的方式参与汉

语的语义扩展以及词汇更新，为现代汉语带来新的表达模式。

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引入日语词汇既能够促进汉语词汇的多样

化，又能增强语言的文化承载力。同时，在初级日语教学中，

这些日源词汇可作为桥梁，帮助学生更容易理解日语词汇与汉

语的联系，从而推动跨语言学习的深化。 

一、汉语中的日语词汇及其影响 
（一）汉语中的日语词汇 

1.纯和语的汉字表记 

纯和语的汉字表记指的是日语中的纯和语（即不包含外来

语和汉语词汇的本土日语词汇）用汉字进行书写的方式。这种

表记方式并不是依照汉字在汉语中的原有意义和读音，而是根

据纯和语的读音和词义，赋予汉字词汇新的表达含义。具体而

言，汉字在这种情况下并不一定表达原本的汉语意义，而是被

重新定义为日语中的发音符号，或在语境中承载特定的文化象

征，如：取缔、组合、立场等词。纯和语的汉字表记体现了汉

字与日语深层次的融合，在表达日语独特语言逻辑和文化内涵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2.对外来语的汉字音译 

随着语言接触的加深，汉字逐渐承担起对日语词汇进行拼

音化转写的角色，蕴含着音韵的协同调和与表达的适配性。音

译在汉语中既是语音层面的简单再现，又是一种符合汉字系统

的音义兼顾。经过汉字音译，日语的特定词汇得以有效进入汉

语交流体系，形成一种文化上承载意义的转化。从音义联结的

角度，音译过程实际上对原有词汇的含义进行了双重加工，使

其在汉语中产生新的解释维度，如沙发、皮卡丘、咖啡等。同

时，汉字音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在保持音韵传递的同时，

依托汉字象形性的特点赋予词汇更加直观的可读性，使得词义

的延伸更为自然。 

3.“回归借词” 

“回归借词”是指那些最初源自汉语的词汇，经过日语的

吸收再造，赋予了新的文化和语境内涵后，又重新进入现代汉

语的现象。这类词汇虽然从字面上看与原始汉语的表达相似，

但其在语义或用法上往往与现代汉语有所不同，如经济、社会、

文化等。由于这种词汇在日语中经过长时间的语言演变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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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既承载着日本文化的特定影响，又带有日语独有的语言

特征和社会价值。“回归借词”的产生过程体现了跨语言交互

中的复杂动态，使其不再是词汇的简单“回归”，而是经过语

义再加工的产物。 

（二）汉语中日语词汇的影响 

1.丰富现代汉语表达方式 

随着日语词汇逐渐进入汉语，同时也引入不同的词义层次

与文化背景，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达维度。这些词汇在现代汉

语中展现出新的含义，使得汉语的表达更具灵活性。相较于传

统的汉语词汇，日语词汇能够为语言的多样性增添新的元素。

而这些词汇带有日语文化的特殊色彩，能够对汉语的词汇构成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中日语言相互借鉴和融合的现象，

推动现代汉语在表达方式上的不断更新，使其更能适应复杂的

语境需求。引入日语词汇，一方面能够体现出语言演变的自然

规律，另一方面也能展现语言在文化交互中的创新性，使得现

代汉语在表达上更为开放、包容，具有跨文化的特质。 

2.日语音译词影响汉语发音习惯形成 

日语音译词能在发音上打破汉语传统的声调与音节规律，

同时也能在构成音素上融入日语发音的特征。日语音译词以其

独特的发音方式，使得汉语中某些词汇的发音更加多样化，并

引入一些在传统汉语中较为罕见的音节组合。随着这些词汇在

日常交流和书面表达中的广泛使用，也开始在语言环境中不断

固化某些音节的发音。与此同时，日语音译词也会在潜移默化

中影响汉语的语音习惯，促使发音体系更加开放。 

例如，“卡拉 OK”一词便是音译自日语“カラオケ”，其

中“卡拉”的音节组合在传统汉语音系中并不常见。这种音译

在发音上打破了汉语的声调和音节习惯，同时还引入了更具日

语发音特色的音素组合。“卡拉 OK”的发音方式逐渐被汉语使

用者接受，并在日常交流中普及，使得这一特定音节组合在汉

语发音中逐步稳固下来，也使得人们在接触和使用外来音节时

更加自然，从而推动汉语发音体系向更包容开放的方向发展。 

二、初级日语教学的策略调整 
（一）开展词汇教学，拓宽日语词汇表达 

在初级日语教学中，教师应针对初学者的特点，引入高频

率、实用性强的日语词汇，并根据词汇的文化背景、语义特点

以及使用场景，设计多样化的教学内容。引入词汇时，教师需

要结合日语的发音规则、词汇的构成方式与常见的使用情境，

经过听说读写等多种教学手段帮助学生掌握词汇的基本用法

与变化形式。教师的词汇教学不能只是单纯的记忆过程，而应

是经过不断的使用、搭配与语境应用，使学生对词汇的理解更

加深入。在引入词汇时，教师要避免简单的词义对照或一一对

应，重点要在于培养学生对词汇的整体感知。在教学中教师可

结合语言情景模拟、文化案例分析等方式，使学生在实际使用

中能够感受到词汇的灵活性与多样性，并逐步提高自我运用日

语词汇的能力。 

举例来说，在初级日语课程中教师可以引入“便利店”这

一常用词汇进行教学。这一词汇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且具

备强烈的文化特征。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先结合图片展示或视频

介绍，让学生直观感受日本“便利店”的文化特色与实际功能。

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从词汇的发音、词性、句型应用等方面，

逐步展开对“便利店”的深入讲解，例如讲解词汇的发音规则、

声调变化，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语音输出，同时可以引入与之

相关的表达形式，如“便利店で買い物する”（在便利店购物）

等，让学生在不同的语境中感受到该词汇的适用场景。此外，

教师还可以结合日本便利店的文化背景，拓展相关词汇的讲解，

如“24 時間営業”（24 小时营业）、“ポイントカード”（积

分卡）等，以丰富学生的词汇表达。经过学习这些相关词汇，

教师就能够让学生能够掌握“便利店”这一词汇，还能结合实

际场景的模拟运用，加深学生对词汇的理解。 

（二）深化同源词汇讲解，巩固日语词汇基础 

经过系统讲解与汉语相似的词汇，教师能够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词义和用法，同时有效减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障碍。

同源词汇既在书写形式上与汉字有着高度相似性，又在语义上

能够保持一定的共通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充分利用这些

词汇的特点，帮助学生在学习日语时快速建立起对词汇的直观

认识。教师引导学生详细分析同源词汇的发音差异、语义变化

以及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使用，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这些词汇的

理解。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应结合实际场景，以对话、写作等

多种形式，让学生在语境中反复使用这些词汇，强化记忆并提

升实际应用能力。 

举例来说，在讲解“学校”这一同源词汇时，教师可以从

词汇的发音和使用入手。日语中的“学校”（がっこう）与汉

语的“学校”在书写上完全一致，但发音和使用方式上存在显

著差异。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听读该词的发音，帮助学生掌握其

日语读音特点，并重点讲解促音“っ”的发音规则及语音停顿。

同时，教师还可结合日语中常见的相关表达方式，如“学校へ

行く”（去学校）以及“学校で勉強する”（在学校学习），

逐步引导学生理解词汇的不同搭配和实际使用情境。在这一过

程中，教师要关注学生对词汇的正确发音，还需结合情境对话

和实际应用，帮助学生将这一词汇灵活运用于不同场景。此外，

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对比汉语中“学校”的使用习惯，如在汉语

中“上学”的表达，与日语中的“学校へ通う”在语义层面有

细微区别，借此让学生对同源词汇的使用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三）结合词汇语境训练，提升日语表达水平 

教师在进行教学中，可将词汇置于真实或模拟的语境中帮

助学生练习，让学生在掌握词汇基本含义和发音的同时，还能

理解其在不同场景中的实际运用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

设计如日常生活对话、工作场景模拟等多样化的情境，将学生

所学的词汇融入具体语境中并进行反复练习。同时，在词汇语

境训练中，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工具或角色扮演的方式，使学

生能够在动态互动中感受到语言的表达效果，一方面能够强化

学生对词汇的记忆效果，另一方面也能加深学生对词汇的语义

理解与文化背景认知。 

例如，“便当”一词源自日语“弁当”，最初在汉语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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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的餐盒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将“便当”置于具体

的生活情境中，安排一个“午餐时间”的互动活动，要求学生

用“便当”这一词汇进行相关对话练习，如描述自己带的便当

或讨论适合便当的食物类型。经过真实或模拟的对话情境，学

生可以将这一词汇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内容联系起来，从而更

加自然地理解“便当”的使用场景。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可以

引入日语文化中便当的制作、装饰风格等，展示不同文化对便

当的理解与使用方式，以此加深学生对词汇的文化背景认知。

同时，借助角色扮演的方式，教师可以模拟各类场景，例如让

学生在便利店中选购便当，或在校园午餐时间交流，帮助学生

在动态的语言环境中进行词汇练习和情境运用，并借助图片、

视频等多媒体工具，使学生可以直观地感受日本便当的多样性

和特色。经过这种方法，学生能够记忆词汇的同时，深入理解

“便当”在不同语境中的实际运用，感受到汉语中日源词汇的

特殊表达方式，最终在情境教学中有效增强语言学习的实际应

用能力。 

（四）经过词汇对照分析，增强日语词义理解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日语词汇与汉语中的对应词汇

进行对比，经过分析这些词在语义、用法、发音等方面的异同，

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词汇的核心意义及其文化背景。这种方法一

方面能够帮助学生发现汉日两种语言在表达同一事物时的差

异，另一方面还能引导学生关注这些差异背后的思维方式，从

而深化语言学习的广度与深度。教师在教学中应有针对性地选

取那些常见的、易混淆的同源词汇，逐一进行详细的对照分析。

除了词义的解析，教师还可以结合对比词汇在实际语境中的使

用，帮助学生在动态的语言环境中加深对词汇的理解。经过对

照分析，学生能够更清晰地掌握词汇的使用规则，避免单纯的

机械记忆，进而提升语言运用的准确性。 

具体来说，以「仕事」（しごと）和汉语“工作”一词为

例，对比分析二者在语义、用法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有助于学

生掌握更精准的词义表达。从词义上看，虽然「仕事」和“工

作”都有“从事某种活动以获取报酬”的含义，但在具体使用

上有所不同。在日语中，「仕事」泛指广义上的工作，包括正

式职业、兼职、家庭事务甚至课业等，只要是需要投入精力的

事情都可以称为「仕事」。而在汉语中，“工作”更多地指代

有收入的正式职业或职责性的活动。借助这种广义和狭义的词

义差异，教师可以提醒学生在表达“工作”时，要注意选择更

符合实际语境的日语词汇，以避免误解。从用法上看，日语中

「仕事をする」是一种固定搭配，表示“进行工作”。在中文

里，虽然也有“工作”的用法，但其前置动词选择更多样，例

如“做工作”“进行工作”“从事工作”等。在具体表达时，

学生需要根据句子结构选择合适的动词搭配，避免中式表达进

入日语。在文化背景上，日语中「仕事」一词带有一定的社会

职责和集体意识。日本职场文化中，“工作”不仅是一种谋生

手段，还象征着个人对集体和社会的贡献。因此，「仕事」一

词在日语中有时包含了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而汉语“工作”则

更多关注个人生活中的经济收入和个人成就感，这种不同的文

化内涵会也影响词汇的使用情感和态度。 

（五）汉语中日语词汇助力初级日语词汇教学 

汉语中的日语词汇能够为初级日语词汇教学提供一个独

特的语言桥梁，使学生能够在熟悉的汉字环境下更容易理解日

语词汇。这些源于日语的词汇经过汉字进入汉语后，成为现代

汉语的一部分，许多词汇的书写形式与日语中保留的汉字相

似，能够为学生提供直接的认知基础，减少学生在掌握词汇时

的陌生感。在汉字的认知上，日语和汉语共享相似的书写系统，

使得学生能够结合已有的汉字知识更快地建立起对日语词汇

的理解，而这些词汇背后所传递的文化信息，也可为学生搭建

一个文化共通的认知框架，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日语的语义内

涵。 

例如，“温泉”一词源自日语中的“温泉”（おんせん），

在汉语中同样指自然地热形成的水源，通常用于泡浴和休闲。

日语的“温泉”不仅仅是自然景观，更代表了一种独特的休闲

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日本，温泉因其疗养效果和放松身心的作

用广受欢迎，被视为一种放松、治愈的文化体验。该词汇在汉

语中保留了相同的书写形式和基础含义，便于初学日语的学生

通过熟悉的汉字理解这一词汇。对于初学者来说，“温泉”既

是一个描述地热泉水的词汇，又带有一种享受生活、重视身心

健康的文化内涵。经过认识“温泉”这一词汇，学生可以更加

直观地接触到日本的温泉文化，体会其独特的文化氛围和价值

观。 

结束语： 
语言的跨文化交流在现代社会中展现出新的活力，日语词

汇对汉语的影响是这一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现象。经过深入分析

日源词汇，教师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语言演化中的复杂多样

性。这些词汇在丰富汉语表达方式的同时，还能对初级日语教

学产生积极作用，推动跨语言学习的深入发展。展望未来，随

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将继续加深，

这种语言交流的现象将为语言教学提供新的思路，进一步推动

语言与文化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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