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教育之细⻅ 5」他⼭之⽯：“⼩留学⽣”的就学实态

作者按：

⽇本作为我国的近邻，⾃绳纹、弥⽣时代以来有着悠远漫⻓的历史。从遣隋使到⼊宋僧，

两国友好交流不断。⽆论是李⽩在《哭晁卿衡》中“明⽉不归沉碧海”的牵挂，还是柳⽥泰

云“每个汉字都有⽣命，我愿意死在⼤唐那样的国度”的感怀，这种⼭川异域，⻛⽉同天情

谊的形成，是中⽇两国都同属东亚汉字⽂化圈，有着各⾃⽂化的同时，也拥有很多“⽂化公

约数”。

（江户时代并⾮闭关锁国的状态）

随着近年赴⽇留学、⼯作、旅居者增多，从⽽对⽇本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的体系和经验

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很多⽗⺟希望孩⼦在⽇本就读⼩学和中学。但是并不了解中⽇两个教

育体系的具体异同，还受到⼏个旧观念和不准确信息的严重影响：

1、⼩孩语⾔学习能⼒强，很快就会了。

2、⼩孩适应能⼒快，很快就能适应。

3、中国基础教育远⽐⽇本领先，孩⼦会完全碾压他们。

这三种常⻅观点覆盖了⾄少90%的赴⽇⽣活⼈群的教育认知，笔者⼗余年在中⽇之间从事

⽇本古代史研究，同时身为⼈⽗，更是对⽇本义务教育各科教科书都进⾏了系统研究与居

家讲授，本⽂将从海外⻘少年在⽇本就学及学科衔接指导，以及与国内中⼩学学科内容异

同加以阐明。

语⾔学习：⼩孩语⾔学习能⼒强，很快就会了？

（⼏⼗年中，⽇本国政府⼀直在免费⽀援赴⽇就学的未成年⼈）

因为从事研究⼯作的原因，近⼗年中笔者⾛访了全⽇本47个都道府县。对⽣活在各地的华

⼈孩⼦也做了⽐较详尽的社会学调查，发现如果不是出⽣在⽇本，90%以上孩⼦赴⽇前基

本都不会⽇语，余下的10%停留在ひらかな、カタカナ等假名或 “こんにちは ”（你好）、

“ありがとう”（谢谢）的⽔平上。

这样上学没有问题吗？⽇本⽂部科学省很早就考虑到外国⼈⼉童赴⽇就学的情况，数⼗年

间投⼊了⼤量⼈⼒物⼒进⾏免费的语⾔衔接⽀持。但是这对于每年快速递增的海外⼉童数

量和⼊学成⻓、社会融⼊来说可谓杯⽔⻋薪。　

（为华⼈⼉童提供⽇语⽀援的⽼师多为喜爱中国⽂化的⽇本⼈或在⽇华⼈）

东京都的⽊村⽼师是位有着30余年教龄的⼩学退休⽼师，多年以来⼀直在从事地⽅教育委

员会的“外国⼈⼉童语⾔⽀援”⼯作，帮助赴⽇不久的海外⼉童学习，使他们尽快适应⽇本

学校的学习与⽣活。

和⼤多数从事本⼯作的⽼师⼀样，⽊村⽼师每周为⼀位⼉童提供半⽇的⽇语校园随堂辅

导。这些年⽊村⽼师接触过⼤⼤⼩⼩的中国孩⼦，这位教龄丰富⼜懂中⽂的⽼师谈及语⾔

⽀援⼯作时说：“真是麻烦啊！那些孩⼦，⽇语头疼啊，到初中可怎么办呢”。

多数中国家⻓想象孩⼦在⽇语环境下、⼜有⽇语⽀援⽼师陪伴，肯定进展神速，⽴刻融⼊

到新环境。但根据笔者调查的情况则⼤多是：对外国⼉童来说课堂形同虚设，孩⼦根本听

不懂⽼师的讲课内容。⼼中⽆底、左顾右盼有之；像张丽玲导演拍摄的纪录⽚《⼩留学

⽣》中主⻆张素那样在课堂上⼤哭者亦有之；此刻教室⾥的海外学⽣唯⼀想的就是：怎么

还不放学？

（当年“张素 ”同学的在⽇⽣活学习备受关注）

极少的赴⽇转校⽣会看⽇本同学的笔记，模仿着进⾏似懂⾮懂的抄写。因为强调教育公

平、团结的理念，班主任⽼师基本⼀视同仁，很难特别照顾。为何有了⽇语环境，孩⼦的

⽇语并⾮⼀⽇千⾥，甚⾄1、2年后还是听不懂课程，退学回中国者亦不在少数。这就需要

从中国⽗⺟对⽇语体系的认识误差说起。

⾸先⽇本⼩学1～3年级⽣活、社交、学习，需要的⽇语⽔平以 JLPT标准衡量⾄少要N3左

右才勉强够⽤。在全⽇制学习的情况下，从0基础学习到N3成⼈⼤约需要 1年左右，显然在

中⽂⺟语尚不完善的⼩龄⼉童难以具备这样的学习条件和能⼒。

（上⽂为⽇本⼩学5年级《国语》课⽂，考过N2的你可以挑战⼀下朗读）

其次是4～6年级的学习⽣活，因为有历史、地理、物理、⽣物等课程加⼊，以及“国语”课

⽂的不断深⼊，⾄少需要有N2以上的⽇语能⼒才能应对，这还没有考虑中⽇两国学科知识

框架的认知差异，⽆疑为⼩学⾼年级转⼊的学⽣提出了更⾼要求。　

（上图为⽇本中学1年级《历史》课⽂，注重⼤量系统知识的综合运⽤）

最后是初 1～初3的⽇本学校课业，因为⼤量系统性知识体系的加⼊，N 1⽇语已经成为课堂

必须，否则根本⽆法阅读课⽂。同时能否建⽴⽇本知识体系成为超越语⾔的重要存在。⾄

于⾼中，笔者奉劝有此打算的家⻓直接放弃，除英语外不存在把各科都弄懂的可能性。这

是危⾔耸听吗？⾮也！

（上⽂为外国⼈学中⽂的最⾼等级HSK6级写作⽔平，相当于⽇语N 1）

（持有中⽂HSK6级⽔平，来我们中国初⼆插板，试读⼀下《语⽂》必修课⽂——《岳阳楼记》吧，每

个中国孩⼦都需要会。）

当我们换位思考，或许瞬间开悟。现代中国同样作为国际化的⼤国，留学⽣、外国⼈（含

⼦⼥）众多，试想法国、⽇本、德国等国⻘少年在仅会“你好”、“谢谢 ”、“我是Tom，喜

欢⼩笼包”的⽔平下，要跟上我们中学的语⽂现代⽂和古诗⽂、历史、政治等课程⽆疑痴⼈

说梦！别的不谈，⼀篇《出师表》和《孔⼄⼰》的朗读、⽂法及相关典故知识都够他消化

半年。

（持有⽇语N 1级⽔平，来⽇本初⼆插板，试读⼀下《国语》必修课⽂——《⽵取物语》吧，每个⽇本孩

⼦都需要会。）

这⽅⾯⽇本中学涉及的相关内容，⽐起中国丝毫不少，作为⾮⺟语者难度可想⽽知。数年

前笔者在⼀次学术座谈会⾔及⽇本⼩学国语教育，恰逢三位赴⽇留学多年的⽂学硕⼠在

侧，⼏位同学对着⼩学6年级的《国语》某篇课⽂凝视数分钟，表示阅读理解乏⼒，⾄于

《社会》就更多知识盲区，均坦⾔在⽇多年圈内都是国⼈，从未接触过⽇本中⼩学内容。

⾯对如此境况，海外学⽣融⼊⽇本学科并不可⾏？亦⾮也！

⾸先，我们了解语⾔是社会⽂化环境表述的崔⽣物，所谓⼼中知礼，⾏乃⽣仪。⽐如⽆论

多有修养的⼈，⽓恼⾄极都会以⼟语、⽅⾔表达⼼绪是⼀样的，因为⽅⾔是真正能够表述

情愫⼼境的⽂化⾳符。

（⼼中尊敬⽼师，你的“先⽣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感觉才会对）

所以⼉童学习外语⾸先不在于鹦鹉学⾆，⽽是有外在社会环境为其⼀，重要地是明⽩承载

语⾔背后是⽂化。与成⼈不同，⼉童需要以更感性的⽅式去认识体味，⽐如同学⻅到⽼师

使⽤ “先⽣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师早上好的敬语体）、⽼师回以“⽥村さん　おは

よう”（⽥村同学早，普通型）时的情感感受，来逐渐掌握敬语，⽽不是以“丁寧形”、“普

通形”去学习。

所以《标准⽇本语》、《⼤家的⽇语》这类为成年⼈准备的理性化教材并不适合⼉童。在

使⽤如《⼦とも⽇本語》、《浩⼦さんの楽しい⽇本語》、《できる⽇本語》等⼉童、⻘少

年专⽤⽇语教材，再辅以善于教授⻘少年⽇语⽼师的系统指导，假以时⽇（⾄少⼀年以

上），此时加之⽇本学校和社会的环境辅助，同时参加以中⽂讲授⽇本中⼩学学科课程的

教育衔接项⽬，⽅能收之功效且终身受益。否则，让⼦⼥⾃学以五⼗⾳图⽔平、N5、N4⽔

平正⾯硬刚⽇本中⼩学课程，⽆异于拿⼉童⾃尊⼼开玩笑。

社会认知：⼩孩适应能⼒快，很快就能适应？

数⽇前笔者接到身在国内的学⽣家⻓电话，内容⼤体是⼉⼦（14岁）、⼥⼉（12岁）曾经

在⽇本读过两年公⽴⼩学，实在适应不了退学回国，现在计划跟随在⽇⼯作的⽗亲⽣活顺

便就读中学，询问有⽆良⽅解决⻘少年学校⽣活融⼊问题。

其实类似情况很多，以前笔者还接触过两、三岁⼉童跟随⽗⺟赴⽇⼊读幼⼉园。按很多⼈

的认识来说，孩⼦⾜够⼩肯定瞬间融⼊。结果恰恰相反，三岁⼉童已经开始熟练使⽤⺟

语，建⽴了依托⺟语⽂化反映的⽣活习惯，但是⼜远远没有建⽴理性能⼒以及情感抑制

⼒。⼀⼊幼⼉园孩⼦就蜷缩起来，拒绝和⽼师同学沟通，亦不参加各种活动，因为⽼师的

语⾔指令听不懂，各种规则难以掌握。如果说语⾔不通时⼩学⽣多是左顾右盼⼼中焦虑，

只待放学的话，那么幼童除了放声⼤哭，别⽆他法。归家后与⽗⺟哭诉：“他们说话听不

懂，规矩多！”

（融⼊⼀个社会，肯定不能只背单 词）

其实，⽂化并⾮单 纯地以语⾔判别，我国上世纪改 ⾰开放初期，农村与城 市⼆元结构差异

显著，农村⻘年进⼊都市务⼯求学，亦出现过⼤量对城 市⽣活秩 序不适应的情况。直到这

些年国家发展逐渐均衡，情况得到很⼤改观。究其原因，并⾮单 纯语⾔问题，⽽是社会⽣

活秩序的原理不同。

在此，笔者建议⽗⺟不应该让孩⼦以幼弱之⼒去独⾃硬磕未涉⾜的崭新社会。⽽是从垃 圾

分类、交通出⾏、社交礼仪等社会的底层规则与孩⼦⼀起学习，共同成⻓，渐渐地了解并

加⼊。并不时参加各种对语⾔要求不⾼的本地⼈活动，尝试慢 慢在多⽅⾯做出改 变，很多

问题⾃然迎刃⽽解。

有关语⾔和社会⽂化融⼊，笔者在此试举⼀例：各国都有聋 哑⼈，基本不具备语⾔能⼒，

但是从没有社会⽂化融⼊障碍，原因即在于此。

（从社会理解、⽣活理解、职业理解的⻆度去深⼊⼀个社会）

时⾄今⽇，笔者依然记得⼗数年前刚刚访⽇，在名古屋 市 忽 遇 滂 沱⼤⾬，急 闪进⼀家中古

书店 暂 避。店内灯 ⽕ 昏 暗，于书⼭中坐有⼀位⽼者，年逾 七 旬有⼏，神态安详。窗外⻛声

不绝，⽼⼈端出热 茶，笔者赶 忙 致谢。待细 ⾬ 微 斜准备离 店，忽⻅⽼⼈起身拿出⼀把折 伞

递给笔者，正欲再次道谢时，发觉⽼⼈脸上除了微笑似乎不能说话。笔者回以鞠 躬 致意

后，撑伞离店。

⽼⼈虽 ⼝不能⾔，但我们从他的神情⾏为，⼀眼可知是⽇本⽼⼈，所以⽀撑我们社会⽣活

的，皆是数百年乃⾄千年形成的地域社会共同情愫和意识，这⼤概便是⽂化之⼒，它有语

⾔、⾏为、神态等多种呈现形式。⽗⺟携⼦⼥⽣活学习于海外，当先明此理。

学科异同：中国基础教育远⽐⽇本领先，孩⼦会完全碾压他们

这个说法⼤体起源于上世纪末 互 联 ⽹早期，和⼀百多年前满 清时代⽼百 姓 传说洋⼈膝盖不

能回弯⼉⼀样。我国⾮常重视基础教育且取得了举 世 瞩⽬的成就这毋 庸 置疑，但并不意味

着我们的学⽣随便⼀个到海外，⽽且是对同样重视基础教育系统性的⽇本即会形成碾压之

势，加之两国教育理念的差异，想象与结果往往天差地远。

对于⽇本中⼩学教育体系笔者前⼏期专稿已有详尽介 绍，不再赘述。此部分可略谈中⽇基

础教育课业区别之⼀⼆。

数学：中国基础教育历来⾮常重视中⼩学⽣的数学学习，计算能⼒⼀直居于世界中⼩学体

系前列，中⽇两国在此科⽬上的内容设置和进度相当，在掌握部分数学⽇语词 汇后基本可

以衔接。但是应⽤题题型、读题和解题思路尚诸多不同，需要多下⼀番功夫。

英语：英语教育亦是近⼆⼗年来基础教育的重镇，城市⼉童在幼⼉园⼤多已经完成英语启

蒙，⼩学三年级甚⾄更早就开设了英语课，相⽐较⽇本五年级才开设英语来说已经领先很

多，加之以汉语为⺟语的学⽣⽐使⽤平⾆⾳⽇语为⺟语的学⽣在发⾳上更具优 势。赴⽇上

学时基本可以当⽇衔接。

物理、化学、⽣物：这三科在⽇本属于“理科”，没有单独的教科书，知识体系和中国⼤同

⼩异，但是衔接起来却有相当难度。主要在于数以千计的学科单 词，⽐如 “ニュートン⼒

学”（⽜顿定律）、“元素の周期”（元素周期）、“アブラナ科”（⼗字花科）等都需要⽤⽇

语表述，这部分对于初中尤其是⾼中阶 段转⼊⽇本学习⽆异于噩梦，需要相当的努⼒才可

以有效衔接。

地质和地理：前者中国基础教育中没有相关课程，属于知识体系和学科语⾔的双重缺失，

笔者建议最好由 精通⽇语的中国⽼师进⾏相关补习。⾄于地理，学科名词 障 碍之外，⽆论

是⾃然地理还是⾏政地理两国都有较多学科知识体系上的不同，⽐如⽇本地理课上认为世

界由6⼤洲和3⼤洋组成，因为南极洲在⽇本不算“洲”，称为南极⼤陆；⾄于北冰洋则称为

“北极海”，也是单独表述。⾃然地理上，⽐如北美洲⽓候，中国初中地理把美国⼴⼤地区

归为“温带⼤陆性⽓候”，⽇本则细分为“ステップ気候”（温带草原⽓候）和“亞寒带気侯”

（亚寒带⽓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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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历史、道德：中⽇两国都很重视语⽂教学，⼜同属使⽤汉字的国家，但是汉字字形

异同⾮常显著，⻘少年学习时需要时时注意：⽐如広｜⼴、伝｜传等。除去语⾔⽂字外，

理念上存在巨⼤差异，⽐如我国注重巴 ⾦、茅 盾、朱⾃清等⽂豪与⽆产 阶级⾰命导师的名

篇⼊选，以及⼤量的古诗⽂记诵等。⽇本则重视容易引起⻘少年共 鸣的少年⽂学与诗歌、

与社会⽣活联系紧 密的现实主义作品的⼊选，同时古⽂和汉⽂的⽐例很低。这些都是学⽣

即使⽇语达到N 1也难以参透的部分，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化不同，属于⾮常难以衔接的学

科。

（中国的历史学认知体系）

⾄于历史，因为笔者⻓期从事⽇本古代史与亚洲史研究，对此可谓感受颇深，我国历史教

育以⻢ 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辩 证法为主，强调社会发展的阶 段性，⽐如我们的学⽣都了解新

⽯器时代属于原始社会，夏商周属于奴⾪社会，秦朝到清朝属于封建社会。

（⽇本以及欧 美的历史学认知体系）

但是在⽇本⽆论是世 界史还是⽇本史都没有这个认识体系，基本与欧 美 保持⼀致。⽐如认

为弥⽣时代属于 “古代”（こだい｜ an t i qu i t y）；室町时代属于 “中世 ”（  ちゅうせい｜

Midd le  Ages）；江户时代属于“近世”（  きんせい｜  ea r l y  mode rn  pe r iod），明治时

代则属于“近代”（  （きんだい｜mode rn  pe r iod）等等。

（⺠众、都市、村落、农 植、⼯商、⺠族、教育、宗教，这些才是“历史学”的考察点，⽽不是什么帝王

将相故事和军阀混战）

初中历史课的第⼀课就是历史学分期法的学习，强调从历史社会学的考察点出发，很少从

帝王将相的⾔论和视野展开。这部分课程除去⽇语的学科名词外，赴⽇学⽣最需要的就是

重新梳理知识框架。⽐如即使都是讲秦汉时代或法国⼤⾰命，视⻆和⽅法论也并不相同。

道德课有些类似我国的思想品德课，主要是讲解如何与家庭成员相处、与同学朋友交往，

以及社会公共道德的养成等，还包括⼀些礼仪练习。道德课笔者建议更多利⽤业余时间从

垃圾分类、轻声缓步、遵守时间、礼让⾏⼈等社会基础规范做起⽅才有效。

（图为笔者⼥⼉⽤⽇语为⽇本同学课余补习《数学》后，同学以中⽂写给⼥⼉的感谢信）

以上为笔者谈及的两国学科内容之异同以及衔接建议，更多是希望在⽇⽣活的华⼈朋友和

同学客观认识中⽇两国都是教育强国，体系框架各有千秋。并不存在谁碾压谁的情况，带

着⼀颗客观学习，取⻓补短的求实之⼼才是⾄关重要。同时，今年正值中⽇邦交正常化50

周年，把我国优秀⽂化传递到世 界，不光是每位教育者的情怀，亦是包括笔者在内旅居海

外的中国⼈的责任。

作 者 简 介 ：

布 彦 隆 之 （ N U N O H I K O  T A K A Y U K I ）

旅 ⽇ 华 ⼈ ， 历 史 学 者 、 国 际 理 解 教 育 学 者 ， 京 都｜成 都 彰 考 学 园 设 ⽴ 者 ， 曾 任 职 研 究 院 所 ， ⼊ 选 《 成

都 指 南 2 0 1 7 》 。

彰考学园
2022

⼀所倡导以全⼈教育为核⼼，系统性学习为根本；以留学⽇本，零距离融⼊⼤学课堂和社

会的⼩微 创新型教育机构。在⽇本京都与四川成都都拥有教学中⼼，为形成终身学习者提

供系统学习趋⼒，先后培养了留学⽇本东北⼤学、英国爱丁堡⼤学等国际顶级研究型⼤学

的优秀留学⽣。

名彰学园

中华的古典《史记》曾⾔“伯夷、叔⻬虽贤，得夫⼦⽽名益彰”。名彰学园是⼀所由中⽇…

35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留学⽣ 8 ⽇本 10 汉字 1 基础教育 3 ⽇本⽂化 13

留学⽣ · ⽬录

下⼀篇 · ⼩论⽂对于留学⽣是怎样的存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