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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播种四十年 硕果累累拓新篇
纪念纪念《《日语学习与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创刊四十周年创刊四十周年

在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之际，全国广大日语教育者迎来了自己的刊物《日语学

习与研究》创刊四十周年。谨代表教育部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向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社以及全体编委、工作人员表示由衷的祝贺和感谢。

《日语学习与研究》的创刊是中国日语界的骄傲。在改革开放伊始，教育界、学术界百废待

兴的时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肩负中国日语界的万分期待，顺应中国的教育发展，借助常年日

语教育与研究的底蕴，创办了杂志。四十年来，中国日语界见证了《日语学习与研究》由小到

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日语学习与研究》也促进了中国日语教育与研究的快速发展。在创刊四

十年之际，深深缅怀已故的宋文军、冷铁铮、姚俊源等老一辈学者，深深感谢李爱文等为杂志的

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历任主编，感谢撰稿和审稿的专家们，感谢始终热爱杂志的读者和日语界

的同仁。

《日语学习与研究》成为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的会刊是中国的日语教学与学术期刊共同发

展的一个重要事件。感谢时任李爱文主编和原会长胡振平、宿久高先生的英明决策。通过学

会使《日语学习与研究》的影响力与覆盖面扩大，知名度更高。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则有了自

己公开出版的会刊，建立了促进学术发展的园地。

四十年来，《日语学习与研究》发表了各类论文3700余篇，涉及到语言、文学、教育、文化、

社会、翻译等诸多领域，清晰地记录了中国日语教育发展壮大的轨迹，呈现了中国日语教育界

和学术界的优秀成果，促进了中国日语界与世界的多层次交往，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成功进入

C刊扩展版。硕果累累的岁月是中国日语界的重要里程碑。

通过四十年的积累,《日语学习与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日语界常青的学术园地,青年俊秀成

长的摇篮，日语教育、日本研究创新发展的热土。面向未来新的四十年、新的一百年，《日语学

习与研究》依然挑战尖锐，但前景广阔，充满期待。杂志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在传承历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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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的基础上，再次接受挑战。在新时代新发展的时期，突出解决“高大上”问题，即解决好站

位高，影响大，上水平三个课题。

站位高。《日语学习与研究》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成长，要始终保持站位高、格局大的传

统，以服务中国日语界的学术发展，服务中国的日语及相关研究，服务新时代教育改革为己

任。脱离了这些，即脱离了中国日语教学实际，脱离了党和国家的要求，《日语学习与研究》本

身就失去了生命力。站位高，要求办刊人员始终跟上时代的步伐，跟上教育部与学校的部署。

当前要把新文科背景下的日语专业建设的研究与教学实践作为新课题。把新世代的中国教育

改革作为新任务。立改革创新，不断探索。

影响大。《日语学习与研究》在全国具有了一定规模的影响力，但是与其肩负的重任和学界

的期待相比，尚有一定差距。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力，拓宽研究领域，扩展读

者群和服务范围，使杂志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学术影响。

上水平。《日语学习与研究》要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紧跟学术前沿，具备坚实的学术根基

和鲜明的中国日语教育研究的特色。要成为发表最高、最新的研究成果、交流教育第一线的经

验、碰撞学术智慧的最佳园地。要有引领学术发展的专刊与专题。同时更深一步提高杂志管

理水平，坚持学术规范。

《日语学习与研究》是中国日语界自己的学术园地。教育部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指导委

员会始终支持中国自己的学术刊物。希望《日语学习与研究》在40年积累的基础上，再创新的

辉煌！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日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委员 修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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