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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日本小學學生學習表現對我國國小教育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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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竹北市竹仁國民小學校長 

國立清華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日本重視基礎教育，是亞洲獲諾貝爾獎最多的國家 

國小教育是孩童生活與成長的基礎，也是未來人才培育的發源地。杜威曾主

張教育即生活（life），教育即成長（growth）（Dewey, 1938），可見學習生活

事物與成長表現，也可看出孩童素養表現與教育的效能。日本自二次世界大戰重

創後，在短短幾十年之間，從殘敗國一躍成為世界受矚目之國家，歸根究底，在

基礎教育上不可忽視日本優秀的教育理念（梁忠銘，2023）與落實的執行力。根

據聯合新聞網（2024）報導，自 1901 年迄 2024 年的諾貝爾獎頒發歷史中，日本

是歐美之外獲獎最多的國家，已達 30 人及組織，遙遙領先亞洲各國。據亞洲週

刊（2016）報導，日本能夠在諾貝爾獎上大放異彩，最根本是改革教育制度，讓

學習書本知識的教育變成「知性教育」，落實基礎教育是會影響日本未來的發展，

兒童在課堂上的表現，也成為日本創新未來的動力。 

從日本島國的視角來看，為了求生存，要辛勤工作、善用資源，保持警覺、

團結合作，在教育上可以理解日本對教育的重視，兒童代表著未來，讓兒童發揮

最大潛能，是個人也是社會的責任（亞洲週刊，2016）。日本《教育基本法》訂

定於 1947 年，於 2006 年修訂為新《教育基本法》。（坂田仰，2017）日本文部

科學省於 2022 年 2 月 25 日公布中小學教育改革願景，以不放棄每位學童，引導

學生發揮最大的潛能；同時提供教職員可安心專注教學的環境為基本理念（黃冠

超，2022），可見日本在基礎教育上亦隨趨勢持續改革調整。 

從上述可知，日本的教育理念與我國教育部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理念

接近。我國與日本在國小教育有相仿之處，可借鏡日本小學生的學習素養。因此，

本文所指「日本小學的學習表現」，係指從生活常規教育、友善團隊合作、營養

健體教育、環境安全教育等項度，探析學生的良好的學習表現，以其作為我國國

小教育的啟示與參考。 

二、兩國在國小教育有相似之處，擬探究日本學生學習表現之道 

日本與我國的國小教育課程教學大同小異，但為何為日本的教育屢受國際好

評（金吉列，2019）？日本國小的學生學習表現比較好 （黃源河、符碧真，2011） ？ 

在國小生活常規教育、友善團隊合作、營養健體教育、環境安全教育整體的學習

表現常令人印象深刻（光井佑介，2010; 莊松文，2021）。反觀國內，這些在我

國 12 年國教《總綱》「實施要點」（教育部，2014）規定中也都在推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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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要點中提到各領域課程設計應適切融入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品德、

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 19 項議題，可省思做法是否

也都在國際上有好口碑？我國也有在國小基礎教育上推動，整體看來，我國目前

國小學生在學習表現上，例如，在生活常規教育打掃方面有待執行徹底；對待長

輩禮貌態度仍須加強，交通運輸工具博愛座上仍有不讓座被討論情形；學生在公

共區域廁所整潔維護較差；垃圾分類習慣養成尚不足，路邊、溪水邊或海邊常見

垃圾丟棄；過馬路學生仍有闖紅燈情形或發生交通事故情事等現象。 

基於上述的動機與探討，擬透過到日本參訪與訪問的機會，了解日本 2 所國

小、1 所國中與 3 位相關接觸者實際的訪談，日本小學生的學習表現是如何達成

的，欲探究問題如下：（一）日本國小學生生活常規教育是如何學習？（二）日

本國小學生友善團隊合作教育是如何學習？（三）日本國小學生營養健體教育是

如何學習？（四）日本國小學生環境安全教育是如何學習？ 

三、進行參訪與訪談，蒐集相關資料以利實際了解 

為探討上述的問題，本研究在探討的方法上：採用實地參訪與訪談法。在研

究的單位與訪談對象上：包括參觀並訪談 2 所小學校與一所中學、交通安全教育

公園單位、以及訪問三位受訪者。其中港区立白金の丘学園包含有：白金の丘小

學與白金の丘中學校，以及東京都港區立麻布小學校共三所學校，以及 3 位受訪

者（清柳 AOYAGI 先生、廣瀨公俊先生、林靜玫小姐）。在參訪後的編碼上：

例如，T5 代表交通公園訪談第五個問題；WJP1 代表白金の丘中學校，P 代表校

長，1 代表第一個問題訪談；WEP1 係指白金の丘小學校，P 代表校長，1 代表第

一個問題訪談；B1 代表男生，1 代表第一個問題訪談；G1 代表女生，11 代表第

一個問題訪談，依次類推，談訪單位對象一覽表部分如下表： 

表 1 日本小學的學習表現參訪及訪談單位對象一覽表 

編

號 
參訪單位與訪談 訪談對象 訪談時間 訪談編碼 

1 日本東部交通公園 
清柳（AOYAGI） 

先生 
2024/7/4 上午 T5 

2 日本白金の丘中學校 
三浦 和志校長 

與學校同仁 
2024/7/5 上午 

WJP1, WJP2, 

WJP3, WJP4, 

WJP5,WJT2 

3 日本白金の丘小學校 
三浦 和志校長 

與學校營養師 
2024/7/5 上午 

WEP1, WEP2, 

WEP3, WEP4, 

WEP5, WET1 

4 

 

日本東京都港區立麻布

小學校 

宮島 淳一校長與學

校同仁 
2024/7/5 下午 

MEP1, MEP2, 

MEP3, MEP4, 

MEP5, MET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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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名古屋國稅局政府職

員、滋賀大學碩士 
廣瀨 公俊先生 

2024/08/14 下

午 

B1,B2,B3, 

B4,B5 

6 

Nielsen 媒體股份有限        

公司日文編輯、滋賀大

學碩士 

林靜玫小姐 
2024/08/14 下

午 
G1,G3,G4 

經參訪與訪談後，徵得受訪者同意受訪後，將逐字稿編碼，再經三角檢證，

依據訪談倫理，也透過訪問單位提供的國小學生學習表現資料，以及文獻資料的

分析比對，進行資料整理與綜合。 

四、整理參訪與訪談後資料，編碼分析與討論 

從分析的資料整理後，爬梳日本國小教育的落實，也影響到國家未來人力資

源的發展，接著擬從日本國小教育，淺談日本小學學生學習表現分析與討論，對

我國的借鏡啟示。 

(一) 日本國小學生生活常規教育，著重在做中學與知行合一 

孩子到了學校，老師會把孩子當成白紙，教導他行為模式和基本知識。在幼

稚園和小學低年級，首先是讓孩子瞭解，他是眾多學生中的一個，不能唯我獨尊，

反而要注意別人的想法和反應（G1）。其次，做每件事都是有方法可循的，要懂

得從做中學，學生就是要學習這些方法，也要懂得知行合一（WEP1）。例如，

在小學校，教師會安排每位學生有練習機會，並大家一起合作，例如打掃工作，

打掃完後，小組會聚在一起，確認每項打掃任務都確實執行後才離開。 

日本社會文化具有禮、整潔與遵守規章的特質，為各國旅行社推崇公認的

美德（G1）。 

日本人以有禮貌、具匠心（職人精神）、和長壽（飲食節制）而聞名著稱，

學生入學到校開始，是正式的啟業典禮，父母及小孩都要著正式服裝到校，

小學生在學習知識前，要先學習禮儀，尤其在生活中（MEP1）。 

因為日本人相信，在學習知識的前三年，最重要的是培養學生們的思想品

德和禮儀廉恥，學校也把父母都當新手，所有注意事項都會親切告知，以

利親師合作（WEP1）。 

小學生從小一開始，就要養成自己收東西的習慣，自己的東西自己準備，

父母不會代勞，小一新生也要自己走路上學，跟著學校附近的路隊一起走，

家長也不會接送，養成獨立做中學以及注意安全知行合一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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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1，B1）。 

日本學生準時上課率 99%，日本人也因準時而聞名。因為日本兒童從小就

受到守時的教育，若有逃課，翹課情形，家長要到學校說明，或被學校警

告等（MEP1）。 

學校不僱傭清潔員工，所以到校後，自己的位置，班級，老師分配到的打

掃區域，是大家相互合作完成的，從小養成自己的東西都要收拾乾淨的好

習慣（MET1）。 

可見，日本國小教育，特別重視學生在禮貌上的落實，與良好品德教育，不

造成別人負擔的學習，讓學生親自整理打掃，在廁所清潔工作，認真打掃著重在

做中學，在上下學要遵守規矩，過馬路舉手讓司機看見，過馬路後會向司機敬禮

致意做到知行合一的好習慣。 

(二) 日本國小友善的團隊合作教育，為人著想已形成社會氛圍 

日本友善的團隊合作，從幼兒園即開始，給孩子有合作機會，讓孩子享受一

起完成的樂趣（WEP3）。即使在小學階段，所有的是大都會相互合作完成，例

如打掃工作，搬運物品，才藝發表活動，傳統文化茶道學習，環境教育學習等，

都是透過團隊合作。 

日本的教學方式較為多元化，鼓勵學生參與課堂討論和實踐活動。教師更

注重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並通過小組合作和課外活動來提升學生的綜合素

質（WEP3）。 

學校生活多樣化，學生有機會參加各種社團活動，如町探險活動、花道體

驗、東京染小紋體驗、文化祭、運動會等，這些活動有助於學生團隊合作

的全面發展（MEP3）。 

小學生在課堂上分成小組，老師不鼓勵能力強的孩子出風頭，而注重小組

整體的表現，讓好學生樂意幫助同組內較差的學生，大家齊步前進（B3）。 

可見，從學習的方式來看，日本讓孩子從小很重視團隊合作，會盡量不給別

人添麻煩的習慣，即使要批評別人，也不會直接說出，會用正向方式表達，這也

是日本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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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國小營養健體教育，每餐有鮮奶並重視營養均衡 

在家庭教育上，日本家庭在飲食上，也會注意營養與視覺美味。會幫孩子做

可愛造型飯盒，或在飲食的量上的控制。日本實踐全國所有小學供應午餐，政府

編預算補助每餐都有牛奶，學校只要滿 600 人，就必須聘請營養師（WEP4），

這也是日本世界最低肥胖率的原因。廚房乾淨明亮只是最基本的，食物要排除過

敏原，每天的午餐要留樣保存，然後統一抽查，第三方的衛生評估機構，每年還

會進行 2~3 次的徹底抽查，期間不定期小抽查，為學生健康把關。 

很注意餐桌禮儀，筷子的拿法、放法都有禮節。小學生要學習幫忙午餐的

配送以及收拾工作（B4, G4）。 

在日本的學校午餐，吃完飯後就是要刷牙，用過的圍裙帽子，值日生還要

帶回家洗乾淨，方便第二天值日的同學。刷牙後學生們必須開始自己打掃

教室、清潔桌面、地板、以及公共區域。然後將裝牛奶的紙盒子壓扁鋪平，

放入專門的回收垃圾箱裡，清潔時，學生們被分成小組，分配的任務全年

輪流進行（WEP4）。 

日本的教育體系認為，健康衛生需要做中學，要求學生自己打掃衛生甚至

廁所，可以教會他們團隊合作，互相幫助。此外，花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掃

地，拖地，擦拭，使孩子尊重自己的工作和他人的工作（B4,G4）。 

總之，學校提供廉價且營養均衡的午餐，不論用餐、清潔、學生都必須要動

手合作，更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和自主學習能力，每個人都要照顧自己的身體。

學校會定期組織開放日，讓家長隨意的餐館學校里的教師、餐廳，為學校提出各

種改進建議。日本學校里的這種教育方式，確實值得我們學習，孩子就要從小培

養各種良好的習慣，讓他們在潛移默化中為踏入社會做好準備。 

(四) 日本國小環境與安全教育，從國小一年級開始獨立上學練習過馬路 

學生上學必須穿制服，背上日本的特製書包，走在路上很明顯，司機容易辨

認，萬一地震來襲或不小心往後跌倒，書包也具有保護作用。 

日本上級單位有編列在安全教育指導手冊給學校參考，內容包含生活教

育、交通安全教育與防災教育三大部分。在安全教育上著重在學校安全的

構造、安全教育，以及安全管理三大部分（T5, MEP5, MET5）。 

在安全教育部分，包括上下學的安全、校內活動的安全、家庭生活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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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社會生活的安全、設備使用的安全等項目（T5, MEP5）。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包括道路步行與穿越馬路的安全、自轉車的安全利用

包或檢查與整備、二輪車與自動車的特性了解、交通事故的預防與安全的

生活（T5, MEP5）。 

在防災教育部分，包括地震時的安全與應變、火山災害時的安全、氣象災

害時的安全、原子力災害時的安全、避難所的運用與貢獻、災害預防準備

與生活安全（T5, MEP5）。 

從上述得知，在日本小學的交通安全教育重要的課程之一，學生從入學開始

就會接受定期的交通安全訓練。學校會邀請當地警察或交通安全專家來進行教育

講座。在課堂內，老師們透過圖片、影片和模擬場景來教導孩子們如何過馬路、

辨識交通標誌、遵守交通信號等基礎知識。 

五、對我國小學教育之啟示 

從上述參訪與訪談的資料分析與討論，可淺知日本國小學生注重做中學與知

行合一，並落實在生活中，養成獨立並合作的良好習慣，形成社會良善氛圍。其

優點值得省思，對我國的啟示如下 

(一) 建議將 19 項議題整合到生活、綜合領域內，落實做中學知行合一 

日本非常重視教育，孩子們被教會勇敢、自律、公正團隊精神，道德教育以

及自我行為規範，是日本教育的最基本價值。反觀國內國小教育，我國 19 項議

（教育部，2014）題過於龐雜，許多相關議題若能整併到生活、綜合領域或社會

等相關單元內，從小一至九年級，可由淺入深，由近到遠，螺旋式課程設計，讓

每個重要的議題納入課程內，以改善目前議題看人教、隨便教或沒空教的「懸缺

課程」困境。 

(二) 推動幼兒園及國小友善的團隊合作教育，讓孩子樂在奉獻 

有人戲稱「日本在培養公民，我們卻在培養公主」。目前各項議題，端看教

師有沒有融入課程內，學生有無真正習得。在實際上能融入的非常有限，若能整

合課綱 19 項融入議題，正式放入生活、綜合、社會領域中，由淺入深螺旋式設

計課程，讓學生能在正式課程中學習，才能找回教育的真正意義與價值。學生對

於教育的美意，才能透過課程教學，學習到友善的尊重包容與團隊合作。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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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勞動合作中，強烈的歸屬感可讓孩子有凝聚力，培養責任感，孩子們

也都樂在其中充滿自信與能量。 

(三) 關注國小營養的健體教育，提供午餐牛奶有助於健康成長 

從參訪與訪談中，了解日本小學營養午餐，每餐都會有鮮奶，就長期身高發

展來看，從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2022）報導：100 年來日本人的身高增加 14.6

～16 公分。而我國營養午餐是每餐都會有湯，從 ETtoday 新聞雲（2016）的報

導，100 年來台灣人的平均身高增加了 12 公分。由此可了解，日本午餐都有鮮

奶，其身高的增加比我國高，可見適度的營養均衡有助於長期的身高發展與健康

維護。若能各校有營養師調配的營養搭配與份量控制，養成學生不貪多吃，減少

過油過鹹多調味料的攝取，搭配體育課多運動多元化的活動，有助於體重控制及

慢性病的預防。 

(四) 重視國小環境與安全教育，以利學校周邊能與城市人行道接軌 

經訪問（日本東部交通單位、白金の丘小學校、麻布小學）了解日本的新聞

媒體很少播報交通事故，因為日本大都遵守交通規則，車禍事件很少。日本可以

從一年級開始訓練學生獨立上學，是有其環境因素，除了學區距離學校不遠外，

日本大多有安全的人行道，學生也獨立可以學習上下學。反觀我國，每日各大新

聞頻繁在播報車禍事件，道路改善有限，因道路行人的路權不被重視，多處都未

設行人走道，行人步行穿梭車陣中，非常危險，也造成家長不放心孩子走路上下

學，要接送的奇景。希望透過學校教育、社區參與及專門的活動等多方面實施，

確保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養成遵守交通規則的習慣，以減少了學齡兒童在交通事故

中的風險。 

六、結語－從改變中邁向更美好的教育未來 

總而言之，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從日本小學的學習表現來看，對我國國小教

育之啟示有：(1)建議將 19 項議題整合到生活、綜合領域內，落實做中學知行合

一；(2)推動幼兒園及國小友善的團隊合作教育，讓孩子樂在奉獻；(3)關注國小營

養的健體教育，提供午餐牛奶有助於健康成長；(4)重視國小環境與安全教育，以

利學校周邊能與城市人行道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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