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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序 

 

  当今日本经济很发达，与此相反，教育上的种种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社会上有弊病存在，最先受害的是最软弱的

地方。可以说当代日本的孩子就是这种受害的典型。 

 

  自去年7月起，文部省改革了内部机构，以“终身学习（终身教育）”为方针，开始积极推行面向21世纪的教育

改革。其背景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由于学校垄断教育引起了激烈的考试战争，高龄化社会中的老人失去了生

活的意义；在家庭教育方面，也象社会上所说的“有家但没有家庭”那样，家庭崩溃的现象日益严重，父母和孩子之

间的纽带不牢固，因此，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以惊人的速度向不良行为靠拢。 

 

  本文以孩子的不良行为为中心，着重分析当代日本社会的家庭教育现状，并指出今后的课题。 

 

 

  二、孩子的严重“扭曲”现象 

 

  在最近10年左右的时间里，日本的孩子在身心上都被空前地“扭曲”了，身体方面可以说因偏食而引起的脊梁骨

弯曲（脊椎侧弯症）是最大的问题。不能直立，缺乏气力的孩子正在不断增加。如果联想一下两脚直立行走是人类进

化（进步）的始点的话，那么就不得不说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重的危机。笨手笨脚的孩子和丧失表达能力的孩子也在急

剧增加。 

 

  在心灵方面，一般的孩子身上“感动”、“温柔”、“爱护”、“体谅”的心情都越发淡薄；没精神、不关心、

没责任感的少年儿童越来越多。我有一个朋友在小学、中学教授道德教育课，据他说课很难上，由于缺乏感动之心、

同情之心，课程很难按照老师的意图进行。为此他很苦恼。 

孩子的种种不良行为已发展到特别严重的地步。不良行为中有自杀、离家出走、飞车党、滥服药物、逃避上学、欺负

弱者、校内打架、家庭内动武等形形色色的表现，但最近10年来的不良行为主要有下列几个特征。 

 

  (1)以异常的速度增加：例如，据最近的报告统计，今年上半年的刑事犯罪人数中青少年犯罪者占一半以上。特

别是家庭内动武和逃学在最近几年明显增加。 

 

  (2)低龄化：1955年以前的青少年问题主要是集中在16岁至19岁的青少年，而现在这个中心已移到12岁至15岁

的中小学生身上。现在甚至出现了这样一句话：“14岁是厄运之年”。 

 

  (3)处于极其一般条件的孩子增多：在以往的例子中都是由于贫困及家庭父母不全或没有父母等恶劣的生活条件

才染上不良行为的。但是，最近，有些孩子父母双全、经济条件比较优裕，性格和能力都在平均以上，不存在明显偏

差，可在他们身上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不良行为。现在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比所谓的“好孩子”更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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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突发性：孩子突然不去上学，突然殴打父母……，对孩子这种异常变化的预兆，父母及其周围的人都很难预

料。这种例子非常多。父母抓不住孩子的心常常陷于不安之中。 

 

  在形形色色的不良行为中，最明显的是家庭内暴力和逃学。据说这种现象在世界上也只有日本才有。所谓的家庭

内暴力就是孩子在家里对父母和器具施加暴力，不包括父母对孩子施加暴力。最易成为暴力对象的是母亲，其中最多

的是对器物施加暴力（损坏陈设品和玻璃窗），最恶性的是杀死父母。其特点是施加暴力的期间相当长，几乎都只在

家庭内进行。 

 

  逃学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不是因懒惰而逃避上学，而是带有神经质似地对学校感到恐怖，或者象精神过敏症似

的，本人想去上学，但一到早晨便头痛、肚子痛，上不了学。这类例子明显增多。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相当长的时

间，有一定的难度，并不是说上学了问题就解决了。在逃避上学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学校教育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千

篇一律、抹杀个性、偏重智育。 

 

 

  三、教育危机的实质 

 

  据1986年经济企划厅发表的“国民生活指标”统计，国民生产总值有了飞跃的发展，但“心灵上的纽带”等精

神上的满足却失去了，家庭的幸福程度降低了。小型家族不断增多，父亲不得不干以企业为中心的非人的工作，母亲

为了补偿高额的教育费用和住宅贷款，把孩子托人照看，自己外出打零工。因此，一家人的生活节奏都七零八落，父

母和孩子接触的时间非常少。一个孩子从幼小起就未曾得到父母的充分的爱，那就不可能产生爱他人之心、同情他人

之心。 

 

  在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家庭内“权威”业已消失。有权威才有规范，才能制定出进行判断和行动的规范。最理想

的是父亲在家庭内握有最终决定权——“权威”，这样就会形成家庭风气。孩子虽然时而反抗，但这期间会形成他自

己的规范。但是，最近，父亲经常在外，和“与社会上相同的教育”的渗透，家庭内应有的权威消失殆尽。这就是使

今天的孩子染上不良行为的最大原因之 

 

  (2)千篇一律，抹杀个性的教育 

 

  无论是谁都深深相信自己是作为一个“无可替代的人”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都有一种最基本的欲望—要求自

己得到他人的承认。从这一点来讲，教育本来就应该是“优等生教育”。无论是怎么细小的事，都要认真地承认孩子

的能力和“优点”，并要热情地加以赞扬和鼓励，使它不断增长。 

 

  可是，近代日本的教育所希望的是“每个孩子都一样成长”，以致于把培养千篇一律、没有个性的学生作为一种

理想模式而逐渐固定下来。学校教育恰似饲养能平均生好多鸡蛋的鸡（嫩鸡）一样，进行的是重视偏差值的、硬灌知

识的集体教育。这种风气也蔓延到家庭，父母首先要求孩子成为“和他人相同”、“和社会相同”的人，对孩子的分

数是在平均分数以上还是在平均分数以下表示出异常的关心。 

 

  发育中的孩子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感到压抑的了。父母要求孩子成为“和他人相同”、“和社会相同”的人，那

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必须得到孩子的理解，这是家庭教育中的铁的原则。如果感到自己是在接受抹杀个性、千篇一

律的教育（青春期的孩子中特别多），那么自暴自弃也就理所当然了。当这种自暴自弃以积极的抵抗形式出现时就成

了暴力，以消极的抵抗方式出现时就是逃学。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当今的教育不是“引出”孩子本来具有的“优

点”，而是把孩子放进一种模型内来“饲养”。这种教育方法的存在是现代日本教育的最大问题。 

 

  (3)科学的合理主义导致“感受性”的衰弱 

 

  近代日本的教育问题正象人们常常指出的那样，是“偏重智育”。教育的内容，除“智育”外还有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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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体育”、或者“美术（艺术教育）”。但是很明显，日本太强调智育。因此，只有所谓的科学合理精神

得到高度评价，道理先行的思考方式支配着全体人民。 

 

  当然，科学的思考方式很重要，但是，近代科学就象把物理学作为样板一样，只是把能计量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

而发展起来的，在这范围内能选择的领域受到限制。在现实生活中，未知的事物很多很多，这些也并不一定都能用科

学来加以解释。另外，在事物中有许多侧面是不合理的，不应该只尊重合理的部分，而丢掉不合理的部分。道德方面

的感情、信仰、审美意识等含有很多用合理性解释不清的非合理的要素。 

 

  从孩子的精神发育阶段来看，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都是从小学的高年级起才开始真正发育。如果让孩子在幼儿期

间都去记忆许多已知的事实，并让孩子找出隐藏在背后的答案，那么，这种偏重智育的教育将会扼杀应该在幼儿期间

大大发展的丰富的“感受性”。其结果是造就一代精神被扭曲的孩子，他们不相信眼睛看不见的事物，知识虽然丰富

但缺乏真正的感动之心和“体谅”。事实上，染上不良行为的孩子中有许许多多感觉不到他人的痛苦，人长大了，而

心理状态还停留在幼儿时期。 

 

  对当代日本教育偏重智育的倾向应该猛醒了，并必须改善父母对处于幼儿期的孩子的态度。应该深深认识到父母

与孩子之间的“看不见的渠道”，并根据孩子精神发育的各个阶段，改变过份保护、过份干涉的态度，父母和孩子一

起学习“怎样做一个父母”，这种“共同教育”的态度才是最理想的。 

 

 

  四、小结 

 

  日本引进近代教育体系是在100多年以前明治4年（1871年）实施的“教育令”，在此之前日本连“教育”这个

词也没用过。因而，教育是education的译词，原来的意思是“引出”、“把内部的东西表现出来”。但是，现代日

本的教育把孩子放进模子，进行强制性的教育。这种教育方法，在集体指导的学校教育中，在某种程度上是万不得已

的，但是，渗透到幼儿生活的家庭环境中就严重地扭曲了孩子的道德性和感受性的成长。 

 

  教育的最大课题是“培养教育者”，所谓教育不过是“自我教育”。这一点要深刻地加以认识，并真诚地倾听孩

子的诉说，父母自己首先要马上改变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这就是将要迈进21世纪的日本的课题。 

  

  （原载陈瑛/丸本征雄合编《中日实践伦理学讨论会实录》，1993年，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作者简介：丸山 敏秋，（日本）伦理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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