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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开设的日语教育课程之纲要主要以儿童、社区教育为重

点，目的是培养日本多文化社会所需要的专业人材。

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涉及到行政、教育、医疗、

法律等各个方面。社区翻译是指在语言能力与翻译、口译技能的基

础之上，以日本的多语言多文化相关知识与理解为行动指南，通过

对语言文化的弱势群体提供口译、翻译等方面的支援，来履行他们

与主流社会的连结纽带职责的一项专业职位。

多文化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情况较为复杂。多

文化社会协调员是不仅要面对个别问题，还要针对各种复杂的社会

问题的解决，在日本多语言多文化的相关实践与知识的基础之上，

通过组织并推进多方人士的参与与合作，来开创新的活动及组织机

构的一项专业职位。

职位描述

儿童、社区日语教育指导者

社区翻译

多文化社会协调员

职 别

【多文化社会专业人材的职别及职位描述】

主要就是以教育、研究、社会合作交流3项活动为支柱，大力进行多文化社会专业人材的培养。在教育方面，

自本科教育起彻底加以落实实施。在研究方面，由研究者及实践者就多语言多文化社会的诸项课题进行共同的研

究与实践，从而推进以专业人材培养为目的的教育纲要的开发以及认定制度的确立。在社会合作交流活动方面，

力争将教育、研究的成果加以充分运用，有力推进社会人再教育、以及外国人支援等社会贡献事业的进一步发

展。

多文化社会专业人材的具体职别及职位描述如下。

多文化社会人材培养计划的概要

中心成立纪念座谈会（2006年7月8日）

青山亨中心主任

东京外国语大学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为海外舞台培养人

材。而另一方面，近年的全球化风潮使日本国内的多语言多文化化问

题也不断趋于显著，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们于2006年4月建立了

以为日本国内培养全球化人材为目的的多语言多文化教育研究中心。

在2006~2010年度的5年间，我们通过“多语言多文化教育研究计

划”，分教育、研究、社会合作交流3个方面，在切实把握国内多文化

化问题的同时，对于本中心活动的方向性进行了不断的探索。由此得

出的结论是，只有大力进行人材培养，才是日本社会多语言多文化化

问题解决的唯一出路。

而在2011~2015年度的5年间，我们将以同样的教育、研究、社会

合作交流活动为支柱，在与本校的27种语言、文化相关教育研究相结

合的同时，将“多文化社会人材培养计划”加以彻底贯彻实施。

以解决多语言多文化化的
日本社会问题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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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多语言多文化社会研究”研讨会

针对外国儿童的学习支援活动

2004年　设立多文化社区教育支援室

〔2004~2006年度〕

举办现代GP“针对在日外国人儿童学生的学习支援活动”

2006年　建立多语言多文化教育研究中心

〔2006~2010年度〕

实施“多语言多文化教育研究计划”

2007年　将多文化社区教育支援室合并到该中心

除经费计划外，还开展了以下事业项目

2006~2008年度

与三井物产共同开展了“面向在日巴西儿童的教材开发”项目

2007~2009年度

承办了文科省的委托事业“多文化社会协调员培训项目”

〔2011~2015年度［当前］〕

实施“多文化社会人材培养计划”

沿革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规模的人口迁移也在

不断加剧。目前日本居住着接近总人口2%的外国人，
而多语言多文化化的进程正在随之逐步加深。在外国人

定住化急剧发展的现如今，各地区不断涌现出新的课

题，这就需要尽早制定良好妥善的应对措施。

在这样的社会形势背景下，东京外国语大学于2004
年10月设立了“多文化社区教育支援室”，主要目的是
帮助学生们将其在大学中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社会生活

中去，为他们的志愿者活动提供支持。该支援室在在日

外国人儿童学生的学习支援、以及国际理解教育等方

面，与当地社区、教育委员会、中小学校进行了密切的

交流与合作，取得了极为有益的成果，同时也获得了地

方自治体等单位团体的进一步的支援请求。

鉴于此，在履行人材培养、研究、社会贡献等大学

根本职责的基础之上，着眼于日本社会的多语言多文化

化问题解决的重要性，东京外国语大学于2006年设立了
“多语言多文化教育研究中心”。而2007，又将多文化
社区教育支援室合并到该中心，为学生的各项自主活动

提供着坚实有力的支援。

多语言多文化教育研究中心在教育、研究、社会合

作交流3方面，以切实解决多语言多文化社会所面临的
实际问题为目标，正在为建设能够使持有不同语言、习

俗及文化的人士皆能安心生活而无差别、无偏见、无排

斥的多语言多文化社会做出着积极不懈的努力。

中心建立的经过

建立宗旨

推进协同实践型研究

举办全国性论坛

发行研究刊物

实行中心聘任研究员制度

多语言多文化社会专业人材培训讲座

实行社区翻译介绍制度

推进外语志愿者活动

为外国儿童编制教材

推进与社区、团体、机关等单位的合作交流

培养与多文化社会相适应的文明市民。

培养多文化社会的专职后备人材。

推进以学生为主体的各项活动

社会
合作交流

研究

教育

中心活动的3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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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教养系列科目

多语言多文化社会论入门I

多语言多文化社会论入门II

多语言多文化社会论

多语言多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在

多语言多文化社会实践

<特征>

上述科目将根据以下特征实施教学。

∙ 充分运用以加深理解为目的的参与型学习方法
∙ 聘请各类活跃在多文化社会第一线的客座讲师进行教学
∙ 开展实践服务性学习（将参加社区贡献活动作为教育一
环的实践性教学）

在日本的国立外国语大学中，唯有本校开设了27

种语言的专门教育。为在充分发挥学生所学特长的基

础上大力开展志愿者活动，以期更多地贡献于地区社

会，本中心特设立了“志愿者活动之家”（研究教学

楼206教室），并配备了志愿者活动协调员参与具体运

营。

除与附近自治体合作开展的“针对外国儿童

的学习支援活动”，以及邀请留学生参加的“国

际理解教育活动”之外，中心还举办了以引导学

生创办更为广泛丰富的交流活动为目的的“学生

志愿者入门讲座”和各种学习班等，积极致力于

各种新型活动项目的开发。

开展学生志愿者活动（志愿者活动之家）

多语言多文化社会论入门

学生志愿者入门讲座

专业系列科目

是在语言文化学部的应用语言与交流学科中开设的专业系

列科目，除“社区翻译”、“多文化社会协调员”这2项专
业课程之外，还开设了以“儿童、社区日语教育”为重点

的实用课程，以满足当前日本多语言多文化化社会形势的

需求。

语言文化交流入门

多文化社会协调员概论

社区翻译概论

实践英语

实践语言（多语种）

多文化社会协调员社会实践

社区翻译社会实践

多文化社会协调员研究

社区翻译研究

多语言多文化综合课程的内容

通过

学习世界各地

区的语言与文化

而活跃于国际社会

舞台的国际知识

人材。

语

言
文化
学部所培

养
的
人
材

国

际
社会
学部所培

养
的
人
材

通过

学习世界各地

区的历史与社会结

构而活跃于国际经

济舞台的国际专

业人材。

语言与信息学科

应用语言与交流学科

综合文化学科

地域社会研究学科

现代世界论学科

国际关系学科

语言文化学部

国际社会学部

世界教养课程

27种语言／ 14地区

第1学年 第2学年 第3学年 第4学年

〔东京外国语大学 学部改编示意图〕

具体而言，中心在“世界教养课程”中，开设了世界教养系

列科目*，以满足东京外大的学生们对于“多语言多文化社

会”知识素养的渴求。而在“应用语言与交流学科”中，则

开设了可对构建多文化共存社会的相关专业基础知识进行系

统性学习的专业系列科目*。

（* 请参考下列“多语言多文化综合课程的内容”）

东京外国语大学自2012年度开始分为语言文化学部与国际

社会学部2大学部（请参考下列示意图）。

本中心在世界教养课程与应用语言与交流学科中开设了可

对当前多语言多文化化的日本社会进行全方位学习的教育课程

“多语言多文化综合课程”。具体而言，中心在“世界教养课

多语言多文化综合课程

Education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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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结业证
专业科目

颁发结业证

提交小论文

成果测验
（书面考试）

个别实践研究

专业科目专业科目

提交报告

公共必修科目

社区翻译教程
多文化社会协调员

教程

讲座的流程

语言志愿者学习班

电话法律商谈会

开展语言志愿者活动

以本校教职员、研究生、毕业生为对象实施语言志愿者

注册，从而为东京外国人支援网络举办的“针对外国人的专

家接力商谈会”，以及律师协会举办的法律商谈会等各种公

共机关的活动提供多语种翻译、口译支援。

聘请专家讲师举办学习班，力争尽快构建本校语言志愿

者全国网络。

为在日外国人儿童编制的教材

自2006年起，中心面向既要学习日语同时又要学习一般

科目的外国人儿童进行了教材的开发与多语种化制作。

迄今为止已编制了葡萄牙语、菲律宾语、西班牙语、越

南语版本的教材，并在因特网上与以了公开，以供任意下

载。

<为在日外国人儿童编制的教材之网站>

http://www.tufs.ac.jp/blog/ts/g/cemmer/social_02.html

随着现代日本社会多语言多文化化的不断发展，因语言

文化的不同而引起的误解、摩擦，以及制度的不完善等各种

各样的问题正接连不断地产生。而以解决此项课题为目的的

人材培养即成为了当务之急。针对此项需求，本中心在东京

外国语大学的开放学院开设了“多语言多文化社会专业人才

培训讲座”。该讲座分为2个教程，即“多文化社会协调员教

程”与“社区翻译教程”。（请参考右图）

什么是多文化社会协调员？

指‘在某一群体组织中，以与各类人士展开对话、获得

共鸣、以及进行实践交流为目的，在对“参加”、“协作”、

“创造”这一过程进行策划设计的同时，以建设超越语言文

化壁垒而人人皆可共生的社会为目标，积极致力于构筑、开

展、推进各种计划项目的专职人员。’

什么是社区翻译？

“通过为语言弱势群体提供口译、翻译支援而履行与主

流社会的连结纽带职责的专职人员”。

<社区翻译介绍制度>

课程结业后，如有希望，则可作为“社区翻译”获

得注册，并被向律师协会等公共机关加以推荐介绍。

多语言多文化社会专业人材培训讲座

Social Partnership会合作交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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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研究刊物

《多语言多文化-实践与研究》是本中心发行的附带专

家审阅的研究杂志。该杂志的宗旨是，提供跨越现存的学术

领域而从多方面对多语言多文化社会加以深入理解的视点，

面向社会广泛探寻研究者与实践者研究成果的切实意义，并

及时向现场做出相应的反馈。

中心聘任研究员制度

将不隶属于国内外任何研究机关的新人研究者及实践者

接纳为“中心聘任研究员”，在为其研究活动提供支援的同

时，也力争实现本中心事业的活性化。

举办多文化社会实践研究全国论坛

本中心在对协同实践型研究活动的成果实施共享的同

时，还通过召集全国各地从事多文化课题研究的实践者、研

究者聚集一堂，为他们提供场所进行意见的交换，来推进全

国范围网络的形成。

学术实践现场

实践者 研究者
本中心研究的
基本理念

基础研究会：

“多语言多文化社会专业人才培养中大学的职责”

<现场>
外国人商谈会
自治体

 本校特任研究员
 中心聘任研究员
 多语言多文化社会专业人材培训讲座结业者
 中心研究员、教员、本校教员、研究生

顾问
校外有识之士

社区翻译
协同实践型研究会

多文化社会协调员
协同实践型研究会

协同实践型研究

实
践
者
的

力
量
形
成理论构建 理论构建

认定基准的制定

认定制度的确立

研究纲要的制定

社区翻译

研究纲要的制定

多文化社会协调员

〔协同实践型研究计划示意图〕

社会的实用人材。关于前2个方面，预计今后将会有更进一

步的研究进展。因此，在“多文化社会协调员”以及“社区

翻译”的培养方面，不仅要确定人材培养的大方向，还要制

定出人材培养的研究纲要及认定基准，并进一步实现认定制

度的确立。

此外，作为这两项专业人材培养的相关研究之根本，本

中心还开展了以“多语言多文化社会专业人才培养中大学的

职责”为课题的基础研究，目的是对面对多语言多文化化不

断发展的日本当前社会，作为从事有关专业知识及其创出普

及事业的高等教育机关该如何承担自身的职责并做出应有的

贡献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求。

本中心研究计划的最大特征是，以解决日本社会多语言

多文化化所产生的课题为目的，实践者与研究者凭借各自的

专业知识进行积极的相互交流合作，即所谓“协同实践型研

究”。

T研究计划按下列3个方面加以推进实施 

1. 多文化社会协调员研究

2. 社区翻译研究

3. 基础研究“多语言多文化社会专业人才培养中大学的

职责”

本研究计划的目的，是培养与“多文化社会协调员”、

“社区翻译”、“儿童、社区日语教育”相关的多语言多文化

协同实践型研究计划

Research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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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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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JR中央线“武藏境”站换乘西武多摩川线，在“多磨”站下

车后，步行5分（距JR新宿站约40分）

 在京王线“飞田给”站北口乘坐前往多磨站的京王公交车约10

分，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前”下车

交通

中心主任（综合国际学研究院 教员）

中心副主任（综合国际学研究院 教员）

项目协调员（中心研究员）

特任讲师（中心教员）

特任讲师（中心教员）

青山 亨

武田 千香

杉泽 经子

内藤 稔

长谷部 美佳

中心会议组成人员

专业人材培养推
进会议

研究推进会议教育推进会议

中心会议

运营委员会

中心事业将由本校教职员工组成的运营委员会与以同意批准，由中心会议与以执行。教育、研

究、社会合作交流各方面的活动，则分别设立各计划推进会议，由其主导实施。

多语言多文化教育研究中心 组织图

西
武
多
摩
川
线

武藏境 吉祥寺

中央线

多磨

府中 飞田给
明大前

涩谷
品川

东京

秋叶原

羽田机场

御茶之水

成田机场

新宿

京王线

东京外国语
大学

西
武
多
摩
川
线

→至
武
藏
境

京王线

至新宿→

甲州街道

旧甲州街道

东
京
外
国
语

大
学

特教
学校

社会
福祉设施

东京外国语
大学前
公交站

武藏野
森林公园

味之素
体育场前

警察
大学校

警视厅
警察学校

白丝台3

味之素
体育场

调布机场

飞田给站

多
磨
站

榊原纪念
医院

东京外国语大学  多语言多文化教育研究中心 （发行日期：2012年4月）

邮编183-8534  东京都府中市朝日町3-11-1 东京外国语大学 研究教学楼319
Tel. 042-330-5441  Fax. 042-330-5448　Email:  tc@tufs.ac.jp  URL: http://www.tufs.ac.jp/blog/ts/g/cemmer/

* 中心举办的活动以及募集通知等信息将通过E-mail发送（每月1、2次）。
请在中心网站实施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