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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教育的本质

培养孩子的自我意识，把成长的权利还给孩子

时至今日，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同时，经

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社会各个领域，如果我们过

于拘泥过去的常识，就无法很好地与时代接轨。

然而，现代社会充满变数，人们在教育领域不得不一边试错，一边

在迷惘中努力前行。

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对于个人来说，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

素质之一就是自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并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我将

其称为“自驱力”。

同时，世界的全球化和多元化日渐加剧，保护地球环境、消灭饥

饿、消除纷争……这些都要求我们从全球化视角去思考。

因此，首先我们要承认存在多元化思维方式，具备“尊重他人”的基

本素质。

我在千代田区立麹町中学担任校长期间，提出了“自驱力”“尊
重”“创造”的教育目标。所谓“创造”是指“用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新的价

值”，这是人们在实现“自律”和“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出的素质能

力。

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自驱力”和“尊重”。

教育目标必须由学校、学生、家长和全体老师共同努力才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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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学校在运营中最应该重视的事情。遗憾的是，很多学校的教育目

标已经流于形式，老师在教育过程中常常根据自身的价值观教导学生。

也有不少学校的教育目标与时代脱节，仍强制孩子们实现这些目标。

若学校将最终目标定位为“帮助孩子们掌握社会生存的能力”，那么

正确的做法，就应该是不断更新教育目标，使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

顺便说一下，麹町中学的教育目标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所制定的教育方针“面向2030年的学习框架”（Learning Framework
2030）是相契合的，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能力：

Taking Responsibility 承担责任的能力（自主思考、判断，并采取行

动→“自驱力”）；

Reconciling Tensions & Dilemmas 克服对立、消除窘迫的能力 （尊

重多元化，接受对立和困境=“尊重”→认同共同的目标）；

Creating New Value 创造新价值的能力（创造新的架构和技术，解

决与传统完全相反的课题→“创造”）。

OECD认为在培养孩子这三种素质的时候，最重要的应该

是“agency”。简言之就是“自我意识”。只有具备“自我意识”的孩子进入

社会，才能创造一个幸福的社会。这应该是我们今后的教育目标。

 

8



缺乏自我意识的日本人

从根本上改变学校的教育方式，让孩子学会自主思考

现在，我们来看看日本。

日本财团2019年进行了“18岁意识调查”，其中包含“社会意识和国

家意识调查”（以9个国家17~19岁的1000名男女学生为对象，进行调查

对比，相关数据发表于2019年11月30日）。

调查表明，中国约占90%、欧美约占80%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大

人”，而这一比例在日本只有不到30%，不足中国、欧美的一半；认

为“自己是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的年轻人，其他国家都接近90%，只有

日本不到50%；认为“自己可以改变国家和社会”的日本年轻人仅占

18%；认为“会与家人、朋友等身边的人积极讨论社会问题”的日本年轻

人比例也很低，约占27%。

综上所述，日本年轻人对所调查问题的正面回答比例显著较低。很

多年轻人都认为，自己并不是对社会负有责任的大人，也不认为自己有

能力改变国家和社会，所以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较低。

另外，该调查还设有其他问题。在“如何看待自己国家的未来”这个

问题上，日本年轻人只有9.6%认为“会变好”，在9个国家中比例最低；

而在“你想如何为国家做贡献”这个问题上，有14.2%的日本年轻人明确

表示“不想为国家做贡献”，在9个国家中比例最高。

这项调查结果实在令人感到悲观。简而言之，调查结果表明，当今

日本年轻人的确缺乏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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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国家的未来也好，自己的幸福也好，总会有其他人来创

造。”

“如果社会出现问题，或者自己遭遇不幸，那肯定是因为其他人导

致的。”

在日本，接受学校教育的孩子们，很容易形成这种被动式思维。

当然，仅仅基于这些调查结果就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很不像话”，从

而将责任转移到孩子们身上，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这只是孩子们缺乏

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应该明白，孩子们的意识反映的是父母

的态度。

我们当下面临的紧迫问题，就是培养出更多能够摒弃被动式思维，

学会自主思考，并做出判断、付诸行动的人。

我坚信，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根本上改变学校的教

育方式。虽然能力有限，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也在努力采取各种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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