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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未到日本之前，已经常听人说日本是个礼仪大国，无论在衣食住行

各方面，都充满日本的文明、礼节，日本人的一举手、一投足都是有规有

矩，他们不但被公认为全世界最守时的人民，其自律、爱国的表现更令许

多国家望尘莫及。 

 

  这令我十分好奇到底日本政府是如何教育他的公民，从而令日本人如

此自律、守礼？因此我希望透过研究日本的教育制度，从而解决心中的疑

团，并藉以检讨本港的教育制度，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 

 

  另外，同样身为一位中学生，我也很希望了解日本学生的校园生活、

学习态度等，并透过学习其良好的学习习惯，反思自我的学习态度及处事

方式。适逢是次探访得以参观日本两所高中，包括大东文化大学第一高等

学校及山梨县立石和高等学校，促使我更有兴趣去研究日本高中的校园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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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术方面 

 

2.1 中学架构及升学制度 

 

区别不大的中学架构 

 

  日本实行九年义务教育，高中以后的教育都必须交学费。教育主要划

分三个阶段，包括小学、中学、高等学校，而中学便是我们这次日本之旅

主要交流的学校。日本的高中主要分为独立高中或六年一贯制中学，多数

为独立高中，共有三个学年，适合 15-18 岁的学生入读。另外每个学年由

4月 1日开始，下年 3月 31 日结束，每个学期之间设有假期。听日本朋

友说，他们每天的上课时间为上午 9 点到下午 4点，和香港的相差不大。

在班级方面，每一个班由 40 人以内的学生组成，除班主任老师之外，也

可能设有副班主任老师，各课程都由不同的老师来担任。 

 

不一样的升学制度 同样的升学压力 

 

  日本的高中学校设有学年制和学分制两种升学制度。学年制的高中，

每学年所学的科目都是定好了的，也有一部分课目是由自己选择。如果学

生经常缺席，不交功课，考试成绩太差便会导致不能升级，即「原级留

置」。如果留级，必须重学一年该学年的科目内容。学分制的学校没有学

年，也没有留级制度，学生所修读的科目都合格了的话，就可以毕业。 

 

  在考核方面，高中每年约有５至６次定期考试（期中考试和期末考

试）。有的课程１学期考１次、２次、或不考试而根据学生平时上课的态

度来打分。有的学校除了透过定期考试来评估学生外，也进行家庭作业测

验或能力测验。无疑，日本的高中生活与香港的同样着重考试制度，都为

学生带来沉重的压力。 

 

2.2 科目介绍 

 

  高中的科目有： 

语文（现代文及古文等）、社会（地理、历史）、公民（现代社会等）、

数学、理科（物理、生物、化学等）、体育、艺术（美术、书法、音乐

等）、外语（英文、中文等）、家庭等。 

4 



以下以大东文化大学第一高等学校为例来分析日本高中的课程特色 

 

（A）升学选科情况 

 

高 1生须修读所有科目，包括日文、英语及文、理科相关的科

目。 

高 2、3 生分为三组：一般文系、他大文系及理系。 

 

一般文系： 

为升读大东文化大学或其它大学文科学系的学生而设，亦建议其

它未选定升学科目的学生选修。 

他大文系： 

为升读更高排名大学的文科的学生而设，若主修社会科学、日本

史或世界史的学生也应选此。 

理系： 

为希望升读大学理科的学生而设。 

另外，高校亦为高三生提供升学特别课程，协助学生应付入学试

等工作需要。 

 

（B）别有洞天的「综合学习时间」 

 

  从日本朋友的口中得知，这是一科以实际体验、发表和讨论的方式，

来训练学生思考能力且横跨各科目的学习时间。课程的设计是由各校校长

和老师自主设计决定，老师亦会抛弃一向「多教多塞」取向的教学方式，

着重让学生彻底了解基础的部份，启发学生独立思考、多用自己的语言能

力来表达个人的想法。 

 

2.3 教学方式及上课情况 

 

不重表面的教育方式 

 

  在两间交流中学的课堂上，都令我感受到日本高中上课时的特色及气

氛。表面看来，日本高校的学校设施，摆设都与香港的很类近，然而在这

里上课却给我带来另一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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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从我在大东文化第一高中的体验课说起吧！我在该校体验的课

堂是家政堂，内容包括制造一种地道的日式小食「糍粑」以及一些杂果甜

品。上课时，每一位日本同学都很认真地聆听老师的讲解，务求不错过每

个细节内容，而老师亦一边耐心解，一边动手示范起来。 

 

 

 

 

 

 

 

 

 

 

 

 

 

 

  但最令我印象深刻的并不是「糍粑」的味道， ，也不是制造甜品的

过程，而是日本学生对食物的态度。无论「糍粑」的味道如何，在进食的

时候，他们都坚持把碗里的食物吃光，可见他们是多么的尊重珍惜食物，

真教我们这些香港学生汗颜。同时也令我知道原来日本老师的教学并非着

重表面的技巧，而是学生内部修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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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娱乐并重的英语课---按摩英语 

 

  有否想过一边学英语，一边被人按摩的滋味是如何？在日本，我们便

有机会一尝这种特别的服务。石和高中的英语老师运用这种特别的教学方

式 ——角色扮演，来让学生代入英语沟通的气氛 ，借着日常的材料来引

导学生去学习，运用英语，的确有效提升学生学习的意欲兴趣。 

 

 
 

  除此之外，日本老师也喜欢透过小组以及请学生上台示范等形式辅助

教学。前者可促进同学之间的交流及互动，后者亦有助训练学生的演说技

巧，以及提高学生对课堂的参与，从而令教学真正成为「互动」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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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外活动 

 

充实的课外活动 实现全人的发展 

 

  日本学生很喜欢参与课外活动即俱乐部活动，他们放学后可以留校进

行自己喜欢的文化体育活动，这些活动都是由学生自由参加的。除上述课

程外，还有道德课和特殊活动（班级活动、学生会活动、俱乐部活动及学

校活动）。大多数都是由校内的学会举办，为了使学校生活更愉快，有的

学生会自发举办活动，如班会活动。 

 

  日本学会种类繁多，形形色色，各有不同。例如有传统的折纸学会，

有现代化的管弦乐团，还有充满活力的榄球、足球学会，而日本学生对这

些课外学会彷佛是乐此不疲。 

 

  从一位在日本认识的学生 MOIGO 口中得知，他们每天除了上课，都会

留在学校进行学会活动，例如练习管弦乐队演出，由此可见他们对课外活

动的热爱程度，种类繁多的课外活动有助日本高中生发展多元智能，从而

达至全人教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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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扫文化 

 

从打扫文化体会承担精神 

 

  在日本学校，我们很少看见负责清洁学校的校工，这是因为日本学生

都有课后清洁的习惯，一般而言，高中学校放学前为扫除时间，即是指在

每一日放学后每一班的当值学生都要负责打扫、清洁课室，如扫地、擦黑

板、抹窗、洗地板、抹学生桌、教师桌等。有时老师更会和学生一起打扫

学校的教室、楼梯、走廊、厕所等。 

 

  学校之所以坚持这个传统，是因为学校希望培养学生自律，良好卫生

习惯以及对社会对学校的承担和责任感，亦有助提升学生的生活技能，令

其具独立自主的能力，以应付日后生活上各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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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综观全文，我得出以下的两大感想及反思。 

 

同样的学生 不同的运动细胞 

 

  透过是次参观，我发现日本学

校十分重视学生多元智能的启发，

学生不但参与多项课外活动，而且

亦相当看重体育活动。如以石禾高

中为例，单计体育部已超过二十个

不同的学会，包括足球部、棒球学

会、榄球、剑道、柔道、空手道以

及田径学会等，凡此种种都显示了

日本学生对运动的热爱，还记得一

位日本朋友跟我说，她虽然是音乐管弦队的队员，但每星期也会抽时间去

打羽毛球和篮球等，这令我不得不惊叹他们对健康的重视，以及对运动的

热衷。 

 

  回望香港，中学生对运动热诚可能只是日本学生的九牛一毛。绝大多

数愿意运动的都是男生，他们大多喜欢篮球、乒乓球等活动，种类较少，

积极参与运动的高中女生更是凤毛麟角，大多数学生都宁愿选择留在家中

自修、看电视剧、上网都不愿抽时间去运动。我想这应该跟两地不同的教

育文化有关，日本教育重视培育学生多方面技能，以及重视学生建立身心

健康的身体，故在学校大力推动运动，但香港中学大多是以应付公开考试

为重点，是固不免忽视了学生在体育方面的教育和推广，令学生对运动十

分冷漠，甚至力不从心。 

 

建议 

 

  有见及此，建议政府多推广校园的运动，积极与各间中学合作，促使

学校制定、设立更多关注学生运动的计划和活动。例如设立更多元化的运

动学会，从而鼓励学生积极锻炼身体，又可以推行一些运动奖励计划，以

帮助学生建立良好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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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价值观念至上 

 

  日本教育相当重视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建立。根据台中日侨学校的校长

的评论，日本教育是重视「人间教育」，也就是希望培养不怕困难，能面

对变化、挫折的 21 世纪新人类，同时重视「道德教育」，强调学生对礼

的遵从，这些教育的效果都可从是次探访中日本学生的表现感受得到。例

如高中学生的打扫文化、他们的言谈举止，如对师长的尊敬、对朋辈的尊

重等，再者，学生走路的时候都会让师长先行，即使看见陌生同学也会点

头微笑及打招呼，由此可见其德育教育的成效。 

 

  相较之下，香港学生的表

现明显逊色不少。近年来，部

分学生的价值观、道德观几乎

荡然无存，不要说对师长，朋

友的爱戴和尊敬，连对自己的

人格的捍卫也做不到，例如越

来越多香港学生吸毒滥药，有

些更为了金钱上的利益出卖自

己的身体，令援交等事例屡见

不鲜，更不时发生校园暴力的

事件，凡此种种都教人不得不心惊胆颤。归根究底便是因为我们缺乏一套

较全面、深入的道德教育制度，没有足够道德、礼仪方面的培育，使学生

的思想道德观念越来越薄弱，终导致以上各种青年罪行。 

 

建议 

 

  由此，我建议家校及政府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如学习日本学校定

期设立「综合学习」时段，定期与学生探讨时事议题，从而指导学生建立

一个全面且正确的价值观，提升个人修养以及待人处事的态度。再者学校

要改变一向只重知识传播，协助学生应付考试的教育方式，把道德教育，

公民教育等议题纳入正规课程，不再以考试导向，从根本地培育学生成为

真正具备德、智、体、群、美的社会栋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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