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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所涉及的范围，是1868年至2008年间的日本教育，以及前近代（德川幕府末期）的教育基础
。
　　本书在认真解读日本政府有关教育的决策、法令、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对日本近现代教育体制的
演变，以及各个时期教育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了综合考察，从而得出如下几点感悟：　　第一，教育
在日本近现代国家发展中始终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近代伊始，明治政府便将教育定位为国家的大本大略，视为“皇国前途之根本”①。
此后，教育则与军备共同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两翼②，在甲午战争、全面侵华及至挑起太平洋战争前
夕，日本政府均尤为重视教育发展，认为“确立国防国家体制⋯⋯其根源当然一俟教育之力”③。
战后初期，面对战败的废墟，日本政府宣布：实现新的建国理想“根本上有待于教育的力量”④。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又将教育定位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原动力”⑤、“所有社会体
系的基础”⑥。
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进一步确立了“教育立国”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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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是立国之本，民族兴盛之要。
教育现代化可谓日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保证。
《日本近现代教育史》在解读日本政府有关教育的决策，法令、统计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时代发
掘为经、教育内涵为纬，系统考察了日本近代以来百余年间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轨迹，不仅揭示了其近
代“皇国主义”、“军国主义”教育的发展脉络和特征，也阐释了其教育现代化的内容及当代教育改
革的新方向、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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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制》规定了近代的教学组织方式。
首先是实行统一的年级制。
文部省1872年9月的《小学教则》将上等、下等小学各自分成8级，每一级的授课时间为6个月，每周6
天（星期日除外），每天5课时，一周共30课时。
同月公布的《中学教则略》将上等下等中学分成6级，规定每级授课时间6个月，每周25课时至30课时
。
而且规定小学及中学各级的学生通过统一考试的方式晋升到上一级。
其次是采用“班级授课制”。
将各级的学生分班进行教学，授课时一般由教师先指示生字高声朗读，让学生按座次朗读后全体学生
齐读；然后，教师针对教材的一节内容进行提问，学生先逐个回答并由教师点评正误，最后学生一齐
回答问题。
这种方法反复进行，以便使学生记住一定的教学内容。
班级授课制有与之相关的教室管理规则，对上课、就座、敬礼、下课等环节都有相应的规定，要求学
生们严格遵守。
这种班级授课的方法源于西方的近代教育制度，由斯克特引进日本，当时成为东京师范学校唯一权威
性的教学方法，同时向全国各地推广。
进而在授课中采用“问答教学法”，即一问一答的直观教学方法，教师在讲授单词的读法或让学生背
诵单词时，利用单词挂图，指示图中所画物品，就该物品的性质、使用方法、食用方法等进行提问，
学生则作出回答。
这种教学法主要针对小学低年级学生，在当时的西方也是相当先进的，斯克特将其引入日本，并以“
问答”课的形式写入东京师范学校制定的《小学教则》。
上述近代教学方法，有别于幕府末期采用的个别式、讲解式的教学方法。
　　《学制》还对海外留学、职业教育等新教育领域做出了详细规定。
关于海外留学，《学制》第五部分“海外留学生规则之事”（第58-88章）规定：（1）留学生行政：
海外留学生归文部省统辖，其留学资格证书由文部省发放，但其出国签证由外务省发放；留学期间的
各项事务由外交官负责，留学生须听从外交官的指令；公费留学生的留学所选专业由官方认定，也可
根据学生志愿由其任课教师判断后考试决定；公费留学生赴国外的地址、学校、专业等均须向文部省
报告；公费留学生在学科升级时须向文部省报告，回国后应向文部省汇报其留学学业，并接受考试（
获得外国大学毕业证者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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