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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2006 年 12 月 22 日 , 日本颁布施行了新的《教育基本法》, 这是对 1947 年制定的教育

基本法的全面修订。日本的教育基本法是规定教育理念和教育方针的一部教育宪法, 此次修改使日

本的教育基本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与旧教育基本法倡导以自由、民主、平等、和平为核心的民主主

义教育理念相比较, 新教育基本法虽然保留了尊重“个人的尊严”、“完善人格”等理念, 但更明确地提

出了“尊重公共精神”、“热爱培育传统和文化的我国和乡土”的新理念 , 这是以“公共”、“传统”、热爱

国家为核心的国家主义教育理念。教育基本理念的这种转变, 将会影响今后日本教育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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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 , 日本为了铲除战前天皇制国家主义

和军国主义教育的弊害 , 推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

育 , 而于 1947 年 3 月 31 日颁布施行了 《教育基本

法》( 1947 年法律第 25 号) 。这部法律是战后日本教

育的根本大法 , 确定了“培养尊重个人尊严、追求真

理和希望和平的人”[1] 的总目标, 确立了以自由、民

主、平等、和平为核心的民主主义的教育基本理念。

战后近 60 年来 , 在教育基本法及其教育基本理念的

引领下, 日本的各级各类教育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然而, 2000 年以来, 日本开始实质性地修改教育

基本法 , 并于 2006 年 12 月 22 日颁布施行了经过全

面修改的《教育基本法》( 2006 年法律第 120 号) 。这

部法律确定了 “培养尊重个人尊严、追求真理和正

义、尊重公共精神、具有丰富的人性和创造性的人”[2]

的总目标 , 确立了以“公共”、“传统”和“爱国心”为核

心的国家主义的教育基本理念。

旧教育基本法所确定的教育基本理念是以否定

战前《教育敕语》体制下的皇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

和军国主义教育路线为前提的 , 是以开辟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教育道路为指归的。可见, 旧教育基本法所

确定的教育基本理念是对《教育敕语》精神的彻底否

定。新教育基本法就其精神实质而言, 是试图修正旧

教育基本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个人主义倾向 , 其根

本指归是在日益深化的全球化背景下 , 谋求重新确

立日本教育的国家主义路线。可以说, 新教育基本法

所表明的教育基本理念是对旧教育基本法精神的扬

弃乃至反动。

一、旧教育基本法所表明的教育基本理念

从 1945 年 8 月 15 日昭和天皇宣布接受 《波茨

坦宣言》、日本无条件投降到现在已经 60 多年了 , 在

此期间 , 日本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取得了巨大

发展, 日本已经成为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大国 , 这些成

就的取得离不开日本的教育所提供的巨大的人才和

智力支持。而《教育基本法》则为战后日本教育的改

革与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方针路线引领作用。《教

育基本法》作为日本教育的根本大法 , 不仅对于战争

结束后消除战前极端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的弊

害起到了关键作用 , 更重要的是它为战后日本建立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体制确立了新的指导理念。

( 一) 《教育基本法》的制定

关于制定《教育基本法》的历史背景 , 可以从以

下三方面来考察: 首先 , 日本战败后 , 即根据《波茨坦



宣言》的精神 , 推行社会民主化改革 , 教育民主化改

革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当时的教育民主化

改革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 而颁布《教育基本法》

则是一项重大的成果。其次 , 《日本国宪法》为制定

《教育基本法》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制定《日本国

宪法》是日本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首要举措。新宪法表

明的“主权在民”、和平主义、自由平等、平等的教育

权思想对 《教育基本法》的理念有着根本的规约作

用。《教育基本法》的前文表明了该法与新宪法的渊

源关系。再 次 , 制 定 《教 育 基 本 法 》符 合 建 设 “民 主

的”、“文化的”、“和平”的新日本的时代潮流。二战结

束后, 日本文部省试图在“承昭必谨”、“维护国体”的

思想指导下恢复学校的教育秩序。这既不符合广大

日本国民渴求民主教育的愿望 , 也不符合占领军希

望日本“实现教育的完全自由”的要求。推行民主化

的教育改革迫切需要一部规定新教育的方针、原则

和教育理念的法律。

制定教育基本法的初衷最初是由文部大臣田中

耕太郎提出的。1946 年 5 月 22 日, 在第 90 届帝国议

会审议修改宪法问题时 , 大岛多藏议员提出了“在宪

法中新设有关教育的一章 , 详细规定教育理念、教育

的自主性和保障机会均等等事项”的质询。对此 , 田

中 文 相 表 示 难 以 在 宪 法 中 特 意 新 设 有 关 教 育 的 一

章, 但是他提出了制定一部规定教育的理念、方针和

学校教育制度、教育行政的可称为“教育根本法”的

法律的设想。在此基础上 , 同年 8 月 6 日第 90 届帝

国议会通过的《关于文教重建的决议》规定要制定教

育基本法。这样, 8 月 10 日, 日本政府成立了总理大

臣的咨询机构教育刷新委员会 ( 简称“教刷委”) , 负

责审议战后教育改革的基本理念。“教刷委”为了研

究制定教育基本法的纲要 , 专门设立了第一特别委

员会。经过研究审议, “教刷委”于 11 月 29 日确定了

由第一特别委员会制定的教育基本法纲要。经过进

一步的审议, 12 月 27 日, “教刷委”向内阁提出了第

一次建议 , 其中包括《关于教育理念及教育基本法》

的建议。此后, 文部省经过仔细研究“教刷委”的建议

而制定了教育基本法草案 , 1947 年 3 月 4 日内阁会

议通过了这个草案。3 月 5 日日本政府将该草案上奏

昭和天皇 , 3 月 6 日天皇就此 草案向枢密 院提出 谘

询, 对草案的字句进行了若干订正。3 月 12 日, 枢密

院会议通过了教育基本法草案。3 月 13 日和 19 日,

日本政府先后将教育基本法草案提交给第 92 届帝

国议会的众议院和贵族院审议。3 月 17 日和 26 日,

众议院和贵族院先后通过了教育基本法。同年 3 月

31 日, 《教育基本法》正式颁布施行。从这一过程来

看, 《教育基本法》是由日本政府自主地并严格按照

法律程序制定的。当然 , 在制定教育基本法的过程

中, 占领军总司令部( GHQ) 的民间情报教育局( CIE)

也给予了必要的指导。

( 二) 《教育基本法》所表明的教育基本理念 [1]

1947 年 3 月 31 日公布施行的 《教育基本法》由

“前文”、11 条和“附则”组成。其整个文本都体现出了

战后新教育的根本精神和宗旨 , 即为了实现“建设民

主的文化的国家 , 为世界和平和人类福祉做出贡献”

的理想 , 要依靠“教育的力量”, 教育要“培养尊重个

人尊严、追求真理和希望和平的人”。可以说 , “培养

尊重个人尊严、追求真理和希望和平的人”是《教育

基本法》所确定的日本新教育的总目标。

对于这个总目标 , 《教育基本法》第 1 条“教育目

的”又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 即“教育必须以完善人

格为目标”, 培养“和平国家和社会的建设者”, 培养

“热爱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价值、重视劳动和责任、

充满独立自主精神的身心健康的国民”。为了实现这

一目的, 《教育基本法》第 2 条“教育方针”明确规定:

“必须在一切机会和所有场合来实现教育目的”, “必

须通过尊重学术自由 , 与实际生活相适应 , 培养主动

精神, 互相尊敬和合作 , 来努力为创造和发展文化做

出贡献”。

可见, 《教育基本法》的前文和第 1 条、第 2 条比

较完整地阐述了日本战后新教育的根本精神和基本

理念。当然, 像第 3 条“教育机会均等”和第 5 条“男

女共学”等也是对教育基本理念的规定。

( 三) 《教育基本法》在战后日本教育改革与发展

中的作用与意义

考察《教育基本法》在日本战后教育改革与发展

中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要明确其地位和性质。对于这

部法律, 一般公认为它是一部规定教育理念和原则

的“根本大法”, 在日本的教育法规体系中属于上位

法, 是日本教育的宪章或教育宪法。这样的性质、地

位 决 定 着 战 后 日 本 各 级 各 类 教 育 的 发 展 成 就 都 与

《教育基本法》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对此 , 日本的有

关文件不得不予以正确评价。比如 , 《教育改革国民

会议报告———变革教育的 17 条提案》指出: “战后 50

余年来, 日本的教育是在教育基本法的指导下进行

的。在此期间, 教育显著普及, 教育水平得到提高, 对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3] 另外, 中央教

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 《关于适应新时代的教育基本

法与教育振兴基本计划的应有状态》也指出 : “在教

育基本法之下构建起来的以学校教育制度为首的各

种教育制度 , 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的教育水准 , 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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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发展的原动力。”[4]

历史地评价《教育基本法》在否定战前教育的皇

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根基和确定战后新

教育的民主主义根基上的巨大作用是应有之义。在

战前根据明治宪法和《教育敕语》确立的天皇制国家

主义教育体制下 , 教育的总目标是培养天皇制下的

“忠良臣民”, 他们以对天皇的绝对“忠诚”为第一要

义。与此相比较, 在战后根据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

确立的民主主义教育体制下 , 强调“尊重个人尊严”、

“完 善 人 格 ”、“尊 重 个 人 价 值 ”、“充 满 独 立 自 主 精

神”, 是教育基本理念的根本转变。日本学者杉原诚

四 郎 在 评 价 教 育 基 本 法 的 意 义 时 道 出 了 同 样 的 道

理: “战前日本的教育体制并非完全否认个人的尊严

和价值, 但是由于在天皇制教育之下 , 总体上重视的

是与社会的协调 , 所以个人的尊严、个人的价值不能

说充分地受到了尊重。战后 , 在民主主义之下 , 教育

是从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价值出发的。这是与战前

教育的根本区别之所在。”[5]

二、新教育基本法所表明的教育基本理念

( 一) 教育基本法的全面修改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 不断有日本政府要员、

教育官员屡屡发表批评教育基本法、赞美 《教育敕

语》、修改教育基本法的言论 , 而真正推进修改教育

基本法是 2000 年以后的事情。日本在这时使修改教

育基本法成为现实, 有其现实的背景。第一 , 如中央

教育审议会所认为的那样 , 日本社会正面临着巨大

的危机 , 教育改革应当成为整个社会改革一环 , 而修

改教育基本法是根本改革教育的前提。中央教育审

议会的咨询报告指出 , 现今不得不说日本社会正在

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 国民之间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价

值观发生了动摇 , 自信丧失感和闭塞感不断扩散; 伦

理观和社会使命感的丧失失去了对正义、公正、安全

的信赖, 少子化、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正在

招致社会活力的下降 ; 长期经济停滞不前使许多工

人不得不离开岗位 , 新毕业学生的就业极为困难; 面

对这种状况 , 有必要对政治、行政、司法和经济结构

等方面的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 为了使日本成为

充满创造性和活力、向世界开放的社会 , 教育必须与

这些领域的改革一道, 进行大胆的修整和改革 [4]。

从宏观的社会背景来考察日本修改教育基本法

的缘由 , 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 这就是日本在谋求

继续保持经济大国地位的同时 , 谋求成为政治大国

和军事大国, 这要求教育为其提供“人力”、“人才”的

支持。正像日本学者渡边治和田中孝彦所指出的那

样,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日本政治系统改革的重要

目 标 是 “改 变 小 国 主 义 的 政 治 体 系 ”, 走 向 “军 事 大

国”和“大国主义”; 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打破全球化背

景下日本企业竞争力下降的状况 , 通过 “新自由主

义”的经济改革强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 以修改教育

基本法为焦点的教育改革是“面向军事大国化、竞争

力强化改革的一环”[6]。

日本教育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是此次修改

教育基本法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对此, “中教审”报告

作 出 了 这 样 的 分 析 : “我 国 的 教 育 现 在 存 在 许 多 课

题, 正在面临危机的状况”。比如, 青少年缺乏理想和

目标 , 规范意识、道德观念、自律意识下降 , 欺侮、不

上学、中途退学、班级崩溃等问题依然存在 , 青少年

的凶恶犯罪有所增加。家庭和社区的教育能力没有

得到充分的发挥。学生的学力下降, 教育没有使学生

掌握 “切实的学力”[4]。日本教育当中存在着种种问

题, 可以看作是此次修改教育基本法的直接原因。

教育基本法的实质性修改是从 2000 年开始的。

在日本 , 明确提出以修改教育基本法为教育改革之

前提的是小渊( 惠三) 内阁的首相私人咨询机构教育

改革国民会议。成立于 2000 年 3 月的教育改革国民

会议把修改教育基本法作为 “共同的审议事项”, 在

同年 9 月 22 日发表的中期报告和 12 月 22 日发表

的最终报告中 , 都把修改教育基本法作为一项重要

建议。《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报告———变革教育的 17

条提案》明确指出: “事实上 , ( 现在的) 社会状况与制

定教育基本法时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教育的应

有状态受到了质疑。基于这种状况⋯⋯对于教育基

本法 , ( 本会议) 为使其显示新时代教育的基本前景

而进行了坦率的讨论。”在修改教育基本法上“不可

却少”的三个重要观点是 : 1) 培养生存于新时代的日

本人; 2) 尊重、发展应被后代继承的传统、文化等 ; 3)

为使教育适应未来的时代 , 在教育基本法的内容中 ,

要规定理念性事项及具体方针政策 [3]。教育改革国民

会议的报告为修改教育基本法起到了先导性作用。

2001 年 11 月文部科学大臣远山敦子向中央教

育审议会提出 “关于适应新时代的教育基本法的应

有状态”的谘询 , 从此教育基本法的修改拉开了帷

幕。远山文科相在“谘询理由”[7] 中指出, 教育基本法

作 为 规 定 教 育 的 基 本 理 念 和 基 本 原 则 的 法 律 , 自

1947 年公布、施行以来 , 使日本教育在 50 多年中不

断得到发展, 但是与该法制定时相比 , 社会状况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 教育状况也出现了变化 , 教育中产生

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 这要求在迎来 21 世纪的今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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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确新时代教育的基本前景 , 因此要思考适应新

时代的教育基本法的应有状态 , 着手修改该法 , 从根

本上推进教育改革。她还就修改教育基本法的主要

思路提出了以下五点 : 1) 探讨教育的基本理念; 2) 探

讨教育的基本原则 ; 3) 探讨家庭、学校、社区等教育

主体的作用 ; 4) 探讨教育行政; 5) 探讨教育基本法的

前文的处理方法。

中 央 教 育 审 议 会 在 接 受 远 山 文 科 相 的 谘 询 以

后 , 即在总会及其下设的基本问题部会进行了多次

审议 , 教育基本法的应有状态是一项重要议题 , 2002

年 11 月发表了中期报告 , 2003 年 3 月发表了最终报

告。题为《关于适应新时代的教育基本法与教育振兴

基本计划的应有状态》的最终报告由前言和三章组

成, 其中的第二章“关于适应新时代的教育基本法的

应有状态”是专门探讨修改教育基本法的 , 该章有三

方面内容: 1) 修改教育基本法的必要性与修改的视

角; 2) 具体的修改方向; 3) 教育基本法的修改与教育

改革的推进。

在上述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发表以后 ,

日本社会各界对修改教育基本法给予了高度关注 ,

一些市民组织 ( “21 世纪复活教育基本法之会”、“反

对‘修改’教育基本法市民联络会”、“把教育与文化

向世界开放之会”和“教育基本法全国网络”) 、教师

团体 ( “日本教职员组合”、“全日本教职员组合”) 和

律师团体( “日本律师联合会”、“自由法曹团”) 等对

修改教育基本法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8]。尽管如此, 在

“执政党教育基本法修改协议会”的推动下 , 在与政、

官、财界关系密切的民间团体的支持下 , 日本政府积

极地推进教育基本法的修改工作。“执政党教育基本

法修改协议会”内的 “执政党教育基本法修改检讨

会”具体负责教育基本法修正案的制定工作。2006 年

4 月 28 日, 文部科学省向第 164 届通常国会提交了

教育基本法修正案 , 该届国会从当年 5 月对这项法

案进行审议,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 法案未获通过。随

后 , 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又被提交到第 165 届临时国

会审议, 同年 12 月 15 日获得通过, 12 月 22 日颁布

施行。新的教育基本法是对 1947 年制定的教育基本

法的“全面修订”[9]。

( 二) 新教育基本法规定的教育基本理念

旧教育基本法是以明确日本战后新教育的基本

理念和方针为主要目的而制定的 , 新教育基本法也

是这样 , 确立新世纪日本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

则仍然是其全面修改的目的之一。新教育基本法应

当确立的教育基本理念首先是由中央教育审议会咨

询报告明确阐明的 , 新教育基本法的条文所表明的

教育基本理念基本上是对该报告精神的全面继承。

下面以“中教审”最终报告的相关内容 [4] 和新教育基

本法“前文”及第一章的规定为依据 , 对此次修改教

育基本法所确立的教育基本理念作以阐述。

“中教审”报告认为, 此次修改教育基本法 , 一方

面要 “重视现行教育基本法所规定的普遍的理念”,

另一方面要适应国内、国际的巨大变化 , “为了培养

开拓我国和人类的未来道路的人”, 而“明确今后应

当予以重视的理念”。前者是指“以宪法精神为依据

的普遍的理念”, 即“教育的基本理念”; 而后者是指

“当今极为重要的”教育理念, 即“新规定的理念”。

1.所谓“教育的基本理念”, 是指教育要“以完善

人格为目标”, “培养身心健康的国民”。它具体指的

是“贯穿于现行教育基本法”的尊重“个人的尊严”、

“完善人格”、培养“和平国家和社会的建设者”、培养

“身心健康的国民”等。对于这些内容, 新教育基本法

都保留了下来, 但具体表述稍有差异( 见表 1) 。

2.新规定的教育理念一: 个人的自我实现与涵养

个性、能力及创造性。“中教审”报告认为 , 这一理念

的主旨是: 在教育上 , 重要的是使每一个国民思考其

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 , 具有进取心 , 在适应个性的基

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 谋求每一个人的

自我实现, 目标就是完成人格陶冶; 大竞争时代的来

临 要 求 科 技 进 步 在 世 界 发 展 和 课 题 解 决 中 发 挥 作

用 , 因此要果敢地挑战未知世界 , 涵养创造新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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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

对于这一条理念 , 新教育基本法是这样规定的:

1) “我们期望 , 培养尊重个人尊严⋯⋯具有丰富的人

性和创造性的人”( 前文①) ; 2) “教育必须以完善人格

为目标”( 第 1 条②) ; 3) 教育要使学生( 或学习者) “掌

握广泛的知识和教养”, “尊重个人的价值 , 发展其能

力, 培养创造性”( 第 2 条③) 。

3.新规定的教育理念二 : 重视与感受性、自然和

环境的关系。“中教审”报告认为 , 这一理念的主旨

是: 感知并表现美好事物的能力是人类所具有的普

遍价值 , 是创造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力量 ; 自古以来 ,

日本人就热爱自然 , 创造了丰富的文化 , 但是现在自

然正从日本儿童的成长环境中消失 ; 在地球环境成

为重大课题的今天 , 人与自然是共生的 , 理解尊重并

热爱自然是与爱护人类等生命体相通的。

对于这一条理念 , 新教育基本法第 2 条中作为

第四项教育目标作了明确的规定 , 即 “培养尊重生

命、爱护自然、为环境保护做贡献的态度”。

4.新规定的教育理念三: 涵养积极参与社会建设

的“公共”精神、道德性和自律性。“中教审”报告认

为, 这一理念的主旨是: 今后的教育要涵养在尊重和

确保“个人尊严”上所不可缺少的积极参与“公共”的

意识和态度 , 为此 , 作为国家和社会一员的国民 , 要

学习法律和社会规范的意义和作用 , 独立思考 , 涵养

能积极地参与自由公正社会的建设的“公共”精神 ;

还要认识到作为社会一员的使命和作用 , 约束自己 ,

发挥自己的作用 , 培养学习、掌握社会上相互关系的

规律等道德心、伦理观和规范意识。

对于这一条理念 , 新教育基本法在前文和第一

章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 具体如下: 1) “我们期望 , 培养

⋯⋯尊重公共精神⋯⋯的人”( 前文) ; 2) 教育要实现

如下目标 : “培养丰富的情操和道德情感”, “培养自

主和自律的精神”, “基于公共精神 , 培养积极地参与

社会建设并为其发展做出贡献的态度”( 第 2 条) 。

5.新规定的教育理念四: 涵养尊重日本传统与文

化、热爱乡土及国家之心和作为国际社会之一员的

意识。“中教审”报告认为 , 这一理念的主旨是: 全球

化的发展和与外国距离的拉近 , 要求国民要有成为

国际社会成员的意识和与有不同传统、文化的人们

共生的意识。为此 , 要深入理解并尊重本国、本地区

的传统和文化 , 涵养日本人意识和热爱乡土及国家

的精神, 但重视爱国心和理解、尊重日本的传统与文

化并不是追求国家至上主义和全体主义。同时, 还要

敬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统与文化 , 涵养作为国际

社会的一员谋求成为值得别国信赖的国家的意识。

对于这一条理念 , 新教育基本法在第 2 条的第

五项教育目标中作了明确的规定 , 即“尊重传统和文

化 , 热爱培育传统和文化的我国和乡土 , 同时 , 尊重

其他国家 , 培养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的

态度。”

6.新规定的教育理念五: 终身学习的理念。“中教

审”报告认为 , 这一理念的主旨是 : 当今社会越来越

复杂, 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巨大变化 , 每一个人为了活

跃于社会的各个领域 , 必须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和 社 会 教 育 掌 握 职 业 生 活 所 需 要 的 新 知 识 和 新 技

能 , 必须为参与社会而进行必要的学习 , 即终身学

习。今后, 为了实现任何人不论何时何地都能自由选

择学习机会并展开学习的社会 , 终身学习的理念越

来越重要了。

对于这一条理念 , 新教育基本法新列一条 , 作了

专门规定 , 即 : “第 3 条( 终身学习理念) 每一个国民

为了能够磨炼自己的人格 , 度过丰富的人生 , 必须在

一生中, 利用所有的机会 , 在所有的场所 , 进行学习 ,

谋求实现能适当发挥其学习成果的社会。”

7.新规定的教育理念六: 与时代和社会的变化相

适应。“中教审”报告认为 , 这一理念的主旨是: 教育

要重视应由后代继承的价值 , 同时还要使每一个国

民掌握能够应对时代和社会环境变化的能力。现在,

国民的生活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 如全球化和信

息化不断推进 , 地球环境问题不断深刻化 , 科学技术

①新《教育基本法》前文的全文如下 : “我们日本国民期望 , 在进一步发展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而构筑起来的民主的、文化的

国家的同时 , 为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福祉的提高而做出贡献。为了实现这一理想 , 我们期望 , 培养尊重个人尊严、追求真理和正义、

尊重公共精神、具有丰富的人性和创造性的人 , 同时 , 推进以继承传统和创造新文化为目标的教育。在此 , 我们依照《日本国宪法》

的精神 , 为了确立开拓我国未来的教育的基础 , 谋求教育的振兴 , 而制定本法。”

②新《教育基本法》第 1 条( 教育目的) 的全文见表 1。

③新《教育基本法》第 2 条的全文如下 : “第 2 条( 教育目标) 教育为了实现其目的 , 要尊重学术自由 , 实现下列目标 : 一、掌握

广泛的知识和教养 , 培养追求真理的态度 , 培养丰富的情操和道德情感 , 同时 , 培养健康的身体 ; 二、尊重个人的价值 , 发展其能力 ,

培养创造性 , 培养自主和自律的精神 , 同时 , 重视职业和生活的联系 , 培养尊重劳动的态度 ; 三、尊重正义与责任、男女平等、对自己

和他人的热爱、相互合作 , 同时 , 基于公共精神 , 培养积极地参与社会建设并为其发展做出贡献的态度 ; 四、培养尊重生命、爱护自

然、为环境保护做贡献的态度 ; 五、尊重传统和文化 , 热爱培育传统和文化的我国和乡土 , 同时 , 尊重其他国家 , 培养为国际社会的

和平与发展做贡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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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进步等 , 为此 , 教育要不断准确地应对这些时代

和社会的变化。

对于这一条理念 , 新教育基本法中几乎没有明

确的规定, 但是从与“中教审”的思维逻辑对照看 , 该

法又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理念 , 这具体表现为以下三

点 : 其一 , 新教育基本法表明了教育要实现“继承传

统和创造新文化的目标”的思想 , 这种“创造新文化”

的表述表明了“与时代和社会变化相适应”的理念 ;

其二, 按照“中教审”报告的逻辑 , 除了要保留的贯穿

于旧教育基本法中的教育基本理念以外, 新规定的 8

条教育理念都应当是为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提

出来的; 其三 , 按照“中教审”报告对本条理念主旨的

阐述 , 可以认为新教育基本法的培养具有“创造性”

的人、培养“为环境保护做贡献的态度”、培养“为国

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的态度”的规定 , 突出地

表达了对本条理念的尊重。

8. 新规定的教育理念七: 明确与职业生活的联

系。“中教审”报告认为 , 这一理念的主旨是 : 职业在

每个人的一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 人们通过劳动的

喜悦可以感受生存的价值 , 切实感受与社会的联系。

然而, 在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 价值观正在趋

于多样化, 培养职业观和劳动观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年轻人就职难的通常化、各年龄阶段转职的普遍化 ,

强烈要求掌握重新就业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和技能。

为了避免支撑日本“产品制造”的衰退 , 尊重技术和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今后的学校教育要使学生

掌握正确的职业观、劳动观和有关职业的知识、技

能, 同时要努力培养学生了解自己的个性、自主地选

择出路的能力和态度。社会也要充实终身性的职业

学习机会。

对于这一条理念 , 新教育基本法集中在第 2 条

中作了这样的规定: “重视职业和生活的联系 , 培养

尊重劳动的态度”。

9.新规定的教育理念八: 为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做

出贡献。“中教审”报告认为 , 这一理念的主旨是: 宪

法规定男女平等 , 相应于此 , 现行教育基本法规定

“男女共学”, 即男女必须相互敬重、互相合作。但是,

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尚未充分实现。为了实现男女互

相尊重人权、分担责任、充分发挥个性和能力的男女

共同参与社会 , 现行教育基本法的“男女共学”理念

现今仍然是很重要的。然而, 由于现在男女共学的宗

旨已经得到广泛渗透 , 制度上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

也已消失 , 所以旧教育基本法第 5 条中对“必须确认

男女共学”的规定可以删除。

对于这一条理念 , 新教育基本法虽然规定了尊

重“男女平等”( 第 2 条) 、教育不得有“性别”歧视( 第

4 条①) 的理念, 但是, 它又根据“中教审”报告的建议,

删除了旧教育基本法第 5 条“男女共学”的规定。

( 三) 新教育基本法的作用和意义

与旧教育基本法相比较, 由前文、4 章 18 条和附

则组成的新教育基本法虽然在宏观构成上没有什么

变化, 但在具体内容上是有很大变化的。日本学者筱

原清昭认为 , 新教育基本法的内容具有以下四个特

征 : 第一 , 使教育的基本理念更具体地目标化了 ; 第

二 , 该法所规定的教育的机构、对象和领域扩大了 ;

第三 , 使教育行政的法律主义明文化了 ; 第四 , 使教

育振兴基本计划法定化了 [10]。在新教育基本法施行

时日尚少的情况下 , 全面评价这项法律的作用 , 时机

尚不成熟。但现在已经明确的是新教育基本法出台

后 , 日本正在着手修订其他相关教育法律 , 首当其冲

被提上修改日程的是教师许可法、学校教育法和地

方教育行政法 [11]。另外, 由于在修改教育基本法的过

程中或新法颁布施行后 , 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持不

同政见的民间组织等在支持和反对“修改”上展开了

明显的对立 , 也有许多国民对修改教育基本法处于

“无意识”、“不关心”[10] 的状态 , 所以 , 日本国内对于

新教育基本法的意义, 认识上是有明显分歧的。笔者

认为, 从作为“教育理念法”的角度考虑 , 新教育基本

法把“道德心”、“创造性”、“公共精神”、“保护环境”、

“热爱国家”、“终身学习”等作为教育基本理念 , 是喜

忧参半的。特别是把争议颇大的“公共精神”和热爱

国家写入教育目标之中 , 势必会对日本的教育现场

造成新的不安定。

三、修改教育基本法的意味 : 教育基本理念由民

主主义向国家主义转变

教育基本理念归根结底是指培养什么样的人的

问题 , 即教育的目的和目标问题。按照这一理解 , 旧

教育基本法明确规定教育要“培养尊重个人尊严、追

求真理和希望和平的人”, 教育的目的是 “完善人

格”, 这表明的是民主主义的教育基本理念。战后日

①新《教育基本法》第 4 条的全文如下 : “第 4 条( 教育机会均等) 1.所有国民都具有平等地接受适应其能力的教育的机会 , 不

得因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经济地位或门第的不同 , 而在教育上受歧视。2.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为了使有障碍者能够适应其

障碍的状态 , 接受充分的教育 , 必须采取必要的教育援助。3.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对于尽管有能力但因经济原因而就学困难的人 ,

必须采取就学奖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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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育的总方针是实行民主主义教育 , 其根本依据

是新宪法 , 新宪法为日本确立了“民主主义的价值体

系”[12]。这种民主主义教育基本理念是建筑在个人的

自由、民主、平等基础之上的 , 是与新宪法的主权在

民思想相通的。因此, 日本有学者把“尊重个人尊严”

和“完善人格”看作是这种民主主义教育的关键词。

例如, 筱原清昭把旧教育基本法所表明的教育基本

理念理 解为尊重“个 人 价 值 ”和 “独 立 自 主 精 神 ”的

“人格完善”, 并认为这是“个人主体的全人性的人格

完善理念”[10]。

新教育基本法虽然也表明了 “尊重个人尊严”、

“尊重个人的价值”的理念和“完善人格”的目标 , 但

其对教育总目标的完整表达是“培养尊重个人尊严、

追求真理和正义、尊重公共精神、具有丰富的人性和

创造性的人”, 用中央教育审议会的话说 , 就是“培养

开拓 21 世纪的、心灵丰富身体健壮的日本人”[4]。从

中央教育审议会咨询报告的内容和新教育基本法的

条文看, 这次修改新增加了两项与此前日本教育所

坚持的宗旨大相径庭、在日本国内反应强烈的理念 ,

即: 1) 涵养“公共”精神( 中央教育审议会) 或“尊重公

共精神”、“基于公共精神”( 新教育基本法) ; 2) “涵养

尊重日本的传统与文化、热爱乡土及国家之心和作

为国际社会之一员的意识”( 中央教育审议会) , 或者

“尊重传统和文化”、热爱“我国和乡土”、“培养为国

际 社 会 的 和 平 与 发 展 做 贡 献 的 态 度 ”( 新 教 育 基 本

法) 。这两条理念的增加表明 , 日本的教育明显地向

国家主义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

有日本学者认为 , 旧教育基本法出于对战前“重

视公共”的反省而确定了“重视个人”的原则 , 它也没

有否定“个人”和“公共”的关系 , 但由于战后的日本

教育产生了不必要的“否定公共”的感觉 , 走向了“个

人主义”的倾向, 所以 , 此次修改增加了“尊重公共精

神”的理念, 新教育基本法既重视“尊重个人尊严”又

重视“尊重公共精神”, 两者一并记述 , 这是试图保持

“个人”和“公共”的平衡 [13]。既然旧教育基本法没有

否定“公共”, 此次修改又何必明确规定“尊重公共精

神”呢? 答案只有一个 , 就是谋求突出地强调“公共”

精神的涵养。如果把“公共”和社会、国家联系起来的

话①, 那么强调 “尊 重 公 共 精 神 ”显 然 是 一 种 国 家 本

位、社会本位的教育观。

那种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同于民主主义的

思维方式是欠妥当的 , 这是混淆现象和本质的根本

区别的思维方式。其结果, 如果说新教育基本法还保

留了民主主义因素的话 , 那也是国家主义之下的民

主主义。从根本上讲, 新教育基本法的理念转向了国

家主义, 因为民主主义与国家主义是具有相互排他

性的。

另外 , 新教育基本法强调热爱“我国”, 显然是一

种国家主义的教育观。在修改教育基本法时 , 在“爱

国心”的表述上 , 即使在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

之间也存在分歧, 自民党主张“爱国之心”( 国を愛す

る心) , 公明党主张“重视国家之心”( 国を大切にす

る心) , 两者在“国家”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和政府的

前提下达成妥协 , 因而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将之表述

为 “热爱我国和乡土的态度”( わが国と郷土を愛す

る態度) [14]。新教育基本法把“爱国心”表述为“热爱

培育传统和文化的我国和乡土”。在教育上坚持爱国

主义, 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 对于日本而言, 从整

个日本的近现代教育史来考察 , 谈“爱国心”教育就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战前日本有一段秉持天皇

制国家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教育史自不必说 , 战

后也有过这样的议论: “正确地热爱国家就是对国家

忠诚”, “热爱日本国就是热爱日本国的象征”, “归根

到底, 敬爱天皇之念与敬爱日本国之念是相通的。因

为, 确实敬爱日本国的象征的天皇与敬爱其实体的

日本国是相通的”[15]。因而 , 谈日本的“爱国心”教育

需要明确“热爱国家的什么”的问题。如果像小泉首

相所说的那样 , 热爱国家就是热爱作为“历史文化共

同体”②的日本国 , 那么也要考虑热爱由什么样的“传

统”和“文化”形成的日本国。

总之 , 新教育基本法明确规定“尊重公共精神”

和热爱“我国”的理念集中反映了日本社会本位、国

家本位的教育观, 它们是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新教

育基本法采取和坚持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 , 是对旧

①在“个人”和“公共”的关系上 , 中央教育审议会于 1966 年 10 月 31 日发表的咨询报告《关于后期中等教育的扩充整顿》的

附件《所期望的人》建立了“个人”、“家庭人”、“社会人”、“国民”的结构体系。1985 年 6 月 26 日临时教育审议会发表的《关于教育

改革的第一次咨询报告》在阐述“重视个性的原则”时 , 表明了个人与家庭、学校、社区、国家等具有“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思

想。中央教育审议会于 2003 年 3 月 20 日发表的咨询报告 《关于适应新时代的教育基本法与教育振兴基本计划的应有状态》表

明 : “公共心”就是“把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当作自己本身的问题 , 并为此积极地采取行动”; “公共”精神就是“自己是国家建设和社

会建设的主体的觉悟和行动力”。

②小泉首相在众议院会议( 2006 年 5 月 16 日) 上所作的答辩指出 , “热爱我国和乡土的态度”的旨趣在于“热爱作为历史地

形成的由国民、国土、传统和文化等组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我国”, 这并不是“热爱不同时期的政府和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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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本法的民主主义精神的反动。正像日本学者

筱原清昭所指明的那样 , 教育基本法的修改实现了

由“个人主体的全人性的人格完善理念”向“培养作

为国家建设者的国民的理念”的转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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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 of Education Basic Law and Transit of
Educational Basic Idea in Japan

WANG Xiaoqian1, ZHANG Dewei2

(1.Normal College, Shenya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44, China; 2.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Japan promulgated and implemented new Education Basic Law on December 22nd 2006, which was a

kind of complete amendment to old Education Basic Law constituted in 1947. Japanese Education Basic Law is an

educational constitution, which rules educational idea and educational guideline. This amendment indicated the

transit of educational idea gravely in Japan. Compare to old educational ideas of freedom, democracy, equality and

peace sparkpluged by old Education Basic Law, although conserving some educational ideas such as “individual

dignity”, “perfect personality”and so on, the new Education Basic Law put forward new educational ideas of

“respect public inspirit”, “love and cultivat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our country”definitely, which belongs to

educational ideas of nationalism that the core are “public”and “traditional”and love nation. The transit of

educational basic ideas will influence Japanese educational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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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刘 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