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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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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日本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理论与

实践体系，促进了日本国内经济快速发展，提高了日本高校学生的综合

素质。通过分析日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并作出客观评价，为我国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有益借鉴和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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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都误以为日本高校没有思想政治教育，但其
实日本对于高校学生开展的道德教育实质上就是“思想政治教
育”。道德教育在日本高校一直存在，通过一种“隐性”的思想
政治教育方式向国内高校学生灌输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
观念，以维护其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我们要客观评价日本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所带来的利与弊，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创
新性见解。 

一、日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概述 
1.教育目标 
日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指日本高校在对学生进行意

识形态教学活动过程中预期达到的结果或标准。日本在高等教育
的发展过程中进行过三次大的教育改革，进一步规定并更新了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培养的人才目标。第一次教育改革颁布《大
学令》中规定：“大学旨在教授国家所需的学术理论及其应用。
注意人格的陶冶和国家思想的涵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
进行了第二次教育改革，在 1947 年 3 月颁布的《教育基本法》
第一条规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必须以培养人格完美
为目的，培养热爱真理、尊重个性、富有自主创新精神、身心健
康的国民，重视勤劳与责任，使其成为和平国家的建设者。”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日本的第三次教育改革将德育教育放到了首
位，同时将注重高校学生的个性培养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
目标中。 

2.基本内容 
第一，爱国主义教育。日本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包括虔敬天皇

教育、忠诚国家教育和乡土教育三大部分。其中虔敬天皇教育就
是使天皇成为国民教育的依托，赋予日本当代爱国主义教育新的
内容；忠诚国家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忠诚于国家、纯正的爱国心，
对日本忠诚就是为其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表现；而乡土教育是以
本地区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为主要内容，使高校学生了解
日本的悠久历史特别是要热爱自己的家乡。 

第二，集体主义教育。日本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
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促进个体与集
体之间的协调。这与我们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有相似之处。 

第三，国际化教育。日本在地理位置上是一个岛国，国土面
积不大。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化的今天，日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
育依据现实的需要对学生开展了国际化的教育。具体是指要教育
高校学生了解别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树立日本人的国际形
象和国家的尊严，教导学生要爱好自由、尊重人权。这也为日本
谋求世界政治大国提供精神上的支撑。 

二、日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与问题分析 
1.日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 
第一，促进了日本二战后经济的快速腾飞。日本这个自然条

件先天不足的离岸岛国，战后用短短的 20 年时间实现了经济腾
飞的奇迹，于 1967 年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用不
到五十年的时间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用二百年才走完的路。这其
中重视和加强学校德育工作特别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是
日本战后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高校对学生进行的

思想政治教育使得学生热爱自己的国家，尊重自己的民族，愿意
为了自己的国家奉献青春和才华。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培育
下，一代代的“天之骄子”在各行各业中竭尽所能，促进了日本
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二，增强了日本国民特别是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日本学
校通过道德课、公民课直接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着重培养
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各项调查数据中都有所显示，日本是全世界
犯罪率较低的国家，与此同时也是国民素质较高的国家之一。正
是由于日本高校的这种“隐性教育”使得日本的大学生能够自觉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真正做到严于律己，除了努力学习专业知
识以外，还将塑造良好的个人情操和综合素质作为自己的毕生追
求。日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完成了其塑造高校学生“完美人格”
的作用。 

第三，培养了日本高校学生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能
力。日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将国际化教育当作培育内容之一。日
本高校老师更是时刻教导学生必须了解和尊重每个国家的文化，
学会和外国友人相处等，让新一代的日本人更好的融入到国际大
舞台中。在这样的自由民主的学习氛围中，日本高校学生自觉学
习东方和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培养了其创新思维和国际意识，
为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日本人奠定思想基础并塑造了有利的文化
环境。 

2.日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问题 
一方面，军国主义政治化倾向过于明显。从 20 世纪 50 年代

末开始日本高校一再出现修改教科书事件，说明日本试图利用教
科书抹杀自己曾经犯下的历史错误并向学生传递军国主义的思
想，企图洗刷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罪责。例如：靖国神社是日
本近代史上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而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使得有些高校学生出现了思想动摇的现象，不能客观认识历史问
题，对高校学生的价值观造成了扭曲，更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世界
人民的感情。日本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无视别国权益、偏执的军
国主义教育， 终将会为日本带来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大国主义意识抬头。虽然日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提倡高校学生要时刻以日本为豪，但是这也给一些企图复辟日本
帝国主义的人以可乘之机。在日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国主
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不在少数。特别是近些年来，在意识形态
相对活跃的日本高校，大国主义意识形态更是有所抬头。 

三、日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的现实启示 
1.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日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无论在历史上的哪一个时期都十分

注重培养高校学生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正是这种思想政治教
育理念充分将人类群体中 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发挥到了极致。
而我国在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西方国家
一些良莠不齐的思想也开始渗入到中国人民的内心，特别是我国
高校学生产生了政治信念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动摇。个人主义、
享乐主义在校园内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出现淡漠，一
些学生在利益的巨大诱惑下，把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准则，崇尚
拜金主义等价值观，甚至将自我享受作为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
统一。这些不良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造成了大学
生思想上的松懈和精神上的萎靡，干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 
虽然我国与日本的意识形态不同，但对于日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重视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这一点来看，我国高校做得还不
够好。我们必须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大力提倡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教育。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就是各高校要贯彻落实好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特别将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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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教育学生的重要一环。将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作是
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看作提高全民族整体
素质的基础性工程。 

2.学会充分合理利用文化资源 
日本与我国在地理位置上一衣带水，传承了我国古代优秀的

儒家思想文化，与其本土的大和文化相结合，创造出了属于自己
独特的文明。日本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为己所用、创新发展，
推动了日本教育事业和社会的快速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当
前，我们应充分认识传统文化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重塑民族精神
的重大意义，认真分析传统文化的利弊，不断挖掘传统文化中积
极合理的成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提升国人思想道德水
平和社会精神文明。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优
秀的文明，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中的合理成分也要积极学习，运用
到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只有在尊重本国实际国情的基
础上，学习和借鉴别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内涵才会有更大的发
展进步空间。 

3.加强对高校学生的个性化教育和国际意识的培养 
日本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注重学生的主体创造

性地位，鼓励学生释放自我个性，充分尊重学生的能动性发挥，
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拓宽他们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和大
国自信。而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更多的是灌输式的教

育方法，学生以听为主，甚至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通过考试，很
多高校学生都不懂思政课到底在讲什么，更谈不上国际意识的培
养了。 

我国高校思政教育者要意识到，尊重大学生的尊严、重视大
学生的个性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前提和原则。除此之
外，可以借鉴日本高校通过实践活动的形式，培养高校学生的国
际意识，促使学生在看待本国与他国交往、与他国之间关系的发
展以及整个国际形势发展状况时能够有较强的敏锐度和关注度，
这也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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