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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昱

“宽松教育”
不是没事找事

此轮中国舆论对于日本减
负失败的探讨，要从日本近几
年“去宽松教育”的运动说起。
2016年5月10日，时任日本文部
科学大臣驰浩正式宣布，日本
将实行“去宽松教育”，朝着“教
育强劲化”的方向发展。有人认
为，这一声明意味着日本正式
宣告“宽松教育”失败，并要重
新拾起“填鸭式教育”那一套。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实际
上，就在宣布实行“去宽松教
育”后不久，日本文部省专门刊
印了一份名为《活跃的学力》的
文件下发给各级教育机构，专
门强调：所谓“去宽松教育”绝
不是恢复“填鸭式教育”，教师
要着眼于学生学习能力的增
强，而非单纯课业时间的增加。

日本文部省为何要如此强
调不会重走老路呢？因为在日
本，“宽松教育”的得失虽然尚
存争议，但对旧式“填鸭式教
育”的深恶痛绝早已达成了社
会共识。

日本曾经实行过的“填鸭
式教育”，很像我们曾经或正在
经历着的“应试教育”。1957年，
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不
少人将苏联科技的成功归功于
其教育制度，日本文部省专门
组织人力系统研究苏联教育制
度，并运用于自身。据统计，在
该制度下，一个日本中学生每
天至少有1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被上课、作业所占有，整个生活
都被学习塞满了，因而被媒体
戏称为“填鸭”。

“填鸭式教育”的确曾给日
本输送了大批基础知识扎实、
工作勤奋的合格员工，但其负
面效果也显而易见——— 到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填鸭式教育”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后，日本各
学校的“学时竞赛”已经十分严
重，各学校都拼命挤占学生的
休息时间，还流传着“四当五
落”的口号。这句口号的意思

是：如果每天拼命学习，只睡四
个小时，就能考上大学；但要是
多睡一个小时，就会落榜。

学业负担如此之重，当然
会怪相频出。当时，日本每年发
生的师生恶性冲突达到200起以
上，学生因不堪重负自杀或自杀
未遂的事件更是有上千起。

对“填鸭式教育”怨声载道
的社会情绪迫使文部省在1976
年首次发布了《关于改善小学、
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

指出“精选教育内容，旨在实现
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
生活的目标”。到上世纪80年代
后期，随着一系列规章制度的
完善，日本正式告别“填鸭式教
育”时代，开始了为期30余年的

“宽松教育”改革。
以当时的情境看来，“宽松

教育”绝非“没事找事”的盲动，
而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
教学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
度后势在必行的改革。

管得住公立学校
管不住补习班

在“宽松教育”方针下，日
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
施了一系列政策，如将小学至
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
至5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
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
公立中小学从每周上课6天减
至5天等。表面上看，这些措施
可以有效地减轻学业负担，但
遗憾的是，这些命令并未彻底
执行。

“宽松教育”遭遇的最大问
题，是日本大量私立学校拒不
响应文部省的要求，继续维持
旧有的“填鸭式教育”。由于文
部省的教育令只能约束公立教
育部门，而考试竞争又确实存
在，于是就出现了公立学校与
私立学校之间不公平竞争的现
象：原本占据优势教育资源的
公立中学只能提供宽松的托底
教育，无法为想要上名校的学
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于是，几
乎所有想上一流大学的中学生
都投入私立中学，公立学校的
优质师资随之也不断流失，教
学质量下降，由此形成恶性循
环。

而且，日本文部省迟迟没
有制定出一个新的考试规范，
无法对“宽松教育”所注重培养
的“新学力”进行考察，由此导致
了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间的不
公平竞争愈演愈烈。慢慢地，对
于那些上不起私立学校又想上
好大学的学生来说，课外补习学
校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根据文
部省官方调查，全日本中学生上
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
的 3 8 . 0％上升到 1 9 9 3年的
59.5％，目前甚至已超过65%。课
外补习学校林立，让“宽松教育”
的初衷大打折扣，还加剧了教
育不公平现象和家长的负担。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状
况？对此，日本教育界一直存在
两种观点：民间的主流观点是
指责“宽松教育”造成了目前
的教育不平等。另一种观点则
认为，正是因为文部省对减轻
课业负担的命令执行不彻底，
才造就了眼下的窘境。一向支
持“宽松教育”的寺肋研在卸
任文部省审议官时就曾敏锐
地指出：“这些年来日本教育
一直在进行一场不公平的竞
赛，私立学校视文部省出台的
制度如无物，‘宽松教育’的面
目被扭曲了。”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行手
段作保障，“减负”就将成为一
场不公平的“裁军”，加剧教育
不平等和阶层分化，这恐怕才
是日本“宽松教育”给我们最大
的教训。

减负会导致
学习能力下降吗

有关减负的另一层担心，
是担忧会因此导致学生学习能
力下降。这个问题在日本“宽松
教育”时代也时常被人提起，尤
其是“2003年恐慌”和“2008年
恐慌”的发生，将日本对该问题
的争论推向顶峰。

国 际 学 生 评 估 项 目
(PISA）是一项由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统筹的学生能力国际
评估计划。作为参测国，日本成
绩向来不错，但在2003年，日本
的成绩却出现大幅下滑，除了
科学依然排名第二之外，数学
从第一下滑到第六，阅读从第
八下滑到第十四。这一下滑令
不少“宽松教育”的反对者找到
了口实，指责“宽松教育”令日
本青少年的学习能力下降。无
巧不成书，2008年，日本首批完
全接受“宽松教育”的“宽松世
代”大学生毕业，而日本大学生
就业率恰在那一年骤然暴跌。
一时间，要求政府结束“宽松教
育”的呼声成为社会主流，日本
最终宣布“去宽松教育”也肇因
于此时。

不过，如今看来，日本民众
对“宽松教育”的批判有些矫枉
过正。首先，2008年刚好是世界
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年，世界各
国的就业率在那一年都普遍走
低，赶上在这一年就业，其实是

“宽松世代”的不幸。至于对
PISA成绩暴跌的指责则更似
是而非，PISA测试是自2000年
才开始有的，当时参测的日本
学生受的已经是“宽松教育”，所
以日本社会所谓“日本学生
PISA测试成绩向来很好”的刻
板印象，其实也是由“准宽松世
代”所取得的。2003年排名的大
幅下滑多少与当年参评国家增
多有关。到了2015年的PISA，日
本又重新夺得了总评第二的好
成绩，这样看起来，PISA成绩非
但不是日本“宽松教育”失败的
表现，反而是其成功的明证。

作为危机感强烈的民族，
日本一直在反思“宽松教育”的
得失，但这种反思并非彻底否
定“宽松教育”。实际上，日本如
今施行的“教育强劲化”恰恰是
对“宽松教育”反思后的继
承——— 它要求日本的公立学校
拿出更高效的教学方法追平与
私立学校之间的差距，强调学
习能力的增强而非学时的增
多。日本的教育改革并非在走
回头路，而是走出了反思后的
第二步。中国教育应该从中汲
取的，不应当是对“填鸭式”应
试教育的迷恋，而是坚定减负
的决心，并制定更科学、更可操
作的减负方案。

日日本本版版““减减负负””
真真的的失失败败了了吗吗

北北约约想想豁豁免免钢钢铝铝关关税税？？先先把把““份份子子钱钱””交交够够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9日
暗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
国必须先在这一军事组织内
足额分摊“份子钱”，才可能获
得美方豁免钢铁和铝产品
25%和10%进口关税的机会。

姆努钦告诉美国消费者
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总
统特朗普考虑豁免钢铝产品
关税时，将把国家安全纳入考
量。“如果大家留在北约，他

（特朗普）希望确保北约有更
多钱，这样北约才能保护大
家，实现宗旨。”

北约各成员国2014年承
诺10年内把各自防务支出在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占比

提高至2％。2017年，全部29个北
约成员国中，只有美国、爱沙尼
亚、希腊、波兰和英国达标。

特朗普8日签署关税公告
前，特意点名德国，批评德国
国防开支没有达到约定份额。
去年，德国国防支出占GDP的
1 . 13%。

特朗普在公告中以国家
安全和削减过剩产能得力为
由，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
产品暂时网开一面，暗示澳大
利亚和“其他国家”同样有望
获得优待。

美国媒体报道，正在排队
游说的国家包括欧洲国家、澳
大利亚、日本和韩国。姆努钦

说，特朗普将在今后两周内考
虑各国申请，届时再宣布哪些
国家得以豁免。

欧洲联盟贸易专员马尔
姆斯特伦8日说，作为美国的

“亲密盟友”，欧盟应作为整体
获得豁免。欧盟先前警告，一
旦美国征收高关税，欧盟将采
取反制措施，对美国钢铁产
品、农产品等征税。

一名不愿公开身份的美国
官员说，寻求关税豁免的国家
需要向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陈情”，最终决定权在总统手
中。这名官员同时表示，某些种
类的钢铝产品可能免予征税，
具体要待商务部长罗斯确定。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贸
易事务顾问、西北大学兼职教
授利维说，假如依国家安全衡
量，澳大利亚和韩国最可能获
得豁免，俄罗斯最“没戏”。

美国前贸易代表助理奥
尔说，许多外国政府正在打听
寻求豁免的程序。他认定：“商
业界当然希望政府做好本职
工作，让程序简单、透明。”

美国国会参议院监督委
员会主席约翰逊正在审视关
税公告，要求商务部长罗斯就
高关税所涉及的国家安全、经
济、就业等因素作出“详细成
本分析”。

据新华社

昱见
遇见历史 预见未来 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是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一个

沉重话题。近期教育部等四部门下发的新一轮减负令，让减
负问题再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但这次，有些人站到
了反对减负的一边，他们援引日本近年来宽松教育的“失
败”例证，视减负为洪水猛兽。事实真的如此吗？从日本推行
的宽松教育中，中国势在必行的减负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
验和教训呢？

即使在实行“宽松教育”时，上名校仍是许多日本学生的向往。图为

日本考生在东京大学查看入学考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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