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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对日本教育行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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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研究了儒教对日本教育行业的影响，探讨了儒教的核心价值观如仁爱、孝道、忠诚和礼仪在日本教育中的持续存

在和演变。文章总结了儒教的重要影响，包括道德教育、师生关系、知识强调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同时，本文提出了未来研究

方向和深化理解的建议，强调儒教在现代日本教育中的持续存在和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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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the Japanese education industry and explores the sustained existence and 

evolution of core values of Confucianism, such as benevolence, filial piety, loyalty, and etiquette, in Japanese education.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including moral educatio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emphasis on knowledg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Meanwhile, this article propos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emphasizing 

the sustained existence and adapt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modern Japanes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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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儒教，作为一种古老而深刻的哲学和道德体系，对东亚地

区的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些地区之一的日本，

儒教的影响尤为显著，特别是在教育领域。日本的教育体系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儒教的价值观和教育理念。本论文旨在深入

探讨儒教对日本教育行业的影响，以了解这一影响如何塑造了

日本的教育体系、教育理念以及道德价值观。

儒教自其在中国的诞生以来，一直强调家庭、社会和政治

秩序的重要性。它强调了礼仪、忠诚、孝道等道德价值观，并

提倡知识的追求。这些核心思想在日本的历史上扮演了关键角

色，尤其是在教育领域。从儿童教育到高等教育，儒教的影响

可以在日本教育的各个层面中找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儒教思想在日本的演变和适应也值得关

注。它不仅影响了学校体制和课程设计，还塑造了日本师生关

系和道德教育的基础。而随着近代以来的教育改革，儒教如何

适应并继续在日本教育中发挥作用也是一个重要议题。

本论文将首先回顾儒教传入日本的历史和早期接受情况，

然后深入研究儒教对日本教育体系的影响，包括学校体制、课

程设计和师生关系。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儒教与日本的道德教

育之间的联系，并探讨儒教在现代日本教育中的角色。最后，

我们将总结这些发现，强调儒教对日本教育行业的持续影响，

并提出未来研究和理解的建议。

通过深入研究儒教在日本教育中的作用，我们可以更好地

理解日本教育体系的历史和特点，以及儒教思想在当代社会中

的现实意义。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日本文化和教育的本

质，同时也为其他文化背景下的教育体系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和启示。

2 儒教传入日本

2.1 儒教在何时、如何传入日本
儒教最早于6世纪传入日本，当时日本仍然是一个以神道教

为主要信仰的社会。传说中，儒教被一位名叫渡来人（Wani）的

学者带到了日本。这一时期被称为“渡来文化”，并标志着儒教

思想在日本的初期传播。最早的儒家文献可能是从朝鲜半岛传入

的，但中国的正式学术儒学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逐渐传入。

2.2 早期日本对儒教的接受和影响
早期日本对儒教的接受受到了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在

奈良时代（710-794）和平安时代（794-1185）期间，日本国

内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经历了变革，这为儒教思想的传播提

供了机会。儒教的核心思想，如仁爱、孝道和礼仪，逐渐融入

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

2.3 儒教思想在日本的演变和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儒教思想在日本逐渐演变和发展。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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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时代末期和鎌倉时代（1185-1333）期间，儒教的影响逐渐

扩大，成为宫廷文化和武士道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武士阶层中，

儒教的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对武士道的塑

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诸如《孟子》和《荀子》等儒家经典的翻译也

开始在日本出现。这些经典的研究和传播进一步促进了儒教思

想在日本的发展。明治维新后，儒教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受到

了西方思想的冲击和现代化的挑战。

3 儒教与日本教育体系

3.1 儒教对日本教育理念的影响
儒教思想在日本的教育理念中深刻扎根，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强调仁爱和社会责任感： 儒教教育理念中的仁爱（Ren）

是一种关键概念，它强调了对他人的善意、同情和尊重。在日

本的教育中，这一思想被视为非常重要，学校的使命之一是培

养学生的仁爱和社会责任感。教育者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还包括引导学生成为更有道德觉悟和社会责任感的个体。

学习的重要性： 儒家思想非常重视知识的获取和学习的

过程。在日本，学习一直被视为一种美德，儒教强调知识对于

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这种观念促使日本的教育体系

着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素养，而不仅仅是传授特定的

学科知识。

培养道德品质： 儒家思想注重个体的品德和道德行为，

这一思想在日本的教育中体现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学校不仅

教授学科知识，还致力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如孝道、忠诚、

诚实和礼仪等。这种培养使得日本的学生在社会中以高度的道

德觉悟行事，维护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的追求： 儒家思想强调社会和谐和秩序的维护。

这一观念在日本的教育中体现为鼓励学生遵守规则、尊重权威

和促进社会合作。日本的学校强调团队合作和社会融入，以实

现社会和谐和共同繁荣。

儒教的这些影响不仅塑造了日本的教育体系，还在日本社

会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有助于培养出有良好道德品质、

社会责任感和求知欲望的个体，这些特质在日本社会中备受重

视。儒教的教育价值观持续影响着日本的教育理念，为塑造学

生的品格和价值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2 学校体制和课程设计中的儒教元素
儒教的影响在日本的学校体制和课程设计中表现得非常明

显，其中包括以下方面：

学校等级制度： 儒家思想的等级观念在日本的学校体制

中得以体现。传统上，日本的学校被分为不同级别，包括小学、

中学、高中和大学。这种等级制度反映了儒教中的社会等级观

念，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责任。这种制度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学生的年龄和知识水平，类似于儒家经典中的“五常”

等级制度。

课程设计中的儒教经典： 儒家经典文本如《论语》、《孟

子》和《荀子》等被纳入日本的课程设计中。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接触这些文本，通过阅读和讨论来理解其中的道德和哲学观

念。这些经典文本有助于传授儒教思想中的道德价值观，如仁

爱、孝道和忠诚。

道德教育的强调： 儒教强调个体品德的培养，这一观念

在日本的教育中得到了强调。学校教育不仅仅关注学科知识的

传授，还着力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课程中通常包括道德教育

课程，强调仁爱、孝道、礼仪和诚实等价值观。这有助于塑造

学生的道德觉悟，使他们能够在社会中做出正确的决策和行为。

礼仪和仪式： 儒家思想中的礼仪观念在学校生活中也有

所体现。学校通常会有各种仪式和礼仪，如开学典礼、毕业典

礼和校内活动。这些仪式强调尊重和纪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礼仪意识和社交技能。

师生关系： 儒教的师生关系观念影响了日本学校中的师

生互动。师长被视为道德榜样，学生被教导要尊敬和服从他们。

这种观念有助于维持秩序和纪律，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对知识和

道德的尊重。

总之，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学校体制和课程设计中留下了深

刻的烙印，影响了学生的道德觉悟、社会责任感以及学校内的

师生互动。这些元素不仅为日本的教育体系赋予了独特的文化

特色，也有助于培养出有道德觉悟和知识水平的学生。儒教在

这些方面继续为日本的教育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3 儒教与日本师生关系的关联
师生关系在日本的教育体系中被视为至关重要的组成部

分，而儒家思想为这种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道德基础，具

体表现如下：

师长被视为道德榜样： 儒家思想中，师长被视为具有高

度道德品质和知识水平的榜样。在日本的教育中，教师被期望

成为道德和学术方面的典范，以引导和启发学生。这种观念强

调了教师的责任感，要求他们在教育过程中不仅仅是知识的传

授者，还是道德教育的实践者。

学生尊重和服从师长： 儒家思想强调了学生对师长的尊

重和服从。这一观念在日本的教育中得以体现，学生被教导要

尊重教师的权威和知识。这种尊重不仅体现在言行举止上，还

表现为学生对教师的恭敬和听从。这有助于维持学校内的秩序

和纪律。

师生互动中的道德教育： 儒教思想强调了道德品质的培

养，这一观念在师生互动中得以具体实践。教师不仅传授学科

知识，还在互动中传递道德价值观，如仁爱、孝道和忠诚。通

过这种互动，学生学会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具备道德觉悟，这

对日本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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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的个体塑造： 儒家思想注重个体的品德和道德行

为，这一观念在师生关系中体现为教育的个体塑造。教师不仅

为学生提供知识，还努力培养他们成为有品德和责任感的社会

成员。这种教育目标体现了儒教思想中的道德价值观，对塑造

学生的品格和价值观起到了关键作用。

社会中的师生互动： 儒家思想中的师生关系观念不仅在

学校中体现，还在社会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本社会中，

尊敬和服从权威、恭敬师长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这有助于维

持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

总之，儒教思想为日本的师生关系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和伦

理基础。这种关联不仅在学校教育中发挥着作用，还在日本社

会的各个层面中产生影响，塑造了日本独特的文化特征和社会

价值观。师生关系的互动和道德教育继续为塑造有品德和道德

觉悟的个体作出贡献，有助于维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4 教育改革和儒教

4.1 近代以来的日本教育改革
近代以来的日本教育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关键方面：

明治维新（1868 年）： 明治维新标志着日本迈向现代化

的重要时刻。为了适应新的国际环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教育

改革措施。这包括建立了现代的学校体制，颁布了新的教育法

规，引进了西方教育理念，并进行了学制改革，包括义务教育

的实施。这一时期的改革为日本教育奠定了现代基础。

大正民主教育改革（1912-1926 年）： 大正时代的教育

改革旨在推动民主原则，强调了教育的平等和开放性。新的教

育法规鼓励学校提供全面的教育，包括道德、体育、音乐和手

工艺等领域。这一时期的改革强调了个体发展和社会参与的重

要性。

昭和民主教育改革（1945 年后）： 在二战结束后，美国

占领军对日本进行了广泛的教育改革。这包括解散了军国主义

教育机构，取消了封建主义的教育体制，重建了学校，并引进

了更多的西方教育观念。教育法规的修改促进了性别平等和民

主教育原则的实施。这一时期的改革对日本的教育产生了深刻

的变革影响。

平成教育改革（1989-2019 年）： 平成时代见证了一系列

与课程、教育目标和教育评估相关的改革。其中包括了新的学

习指导方针的制定，推动信息技术的整合以促进学生的创新能

力，以及实施了更多的教育评估措施。这一时期的改革旨在使

日本的教育更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强调了全球化和多元文化

教育的重要性。

这些近代以来的教育改革不仅影响了日本的教育体系，也

塑造了日本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尽管教育改革在不同时期采

取了不同的形式，但儒教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仍然在现代

日本的教育中保持着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改革促使日本的教

育更加多元化，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教育机会，并不断调整以

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4.2 儒教如何适应和影响这些改革
儒教与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

模的教育改革，引入了西方教育理念，包括西式学校体系和课

程。然而，儒教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秩序观念仍然在教育改革中

发挥了作用。儒教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和个体的社会责任，这与

现代化教育的目标相符。因此，儒教的价值观在帮助学生适应

新的学习方式和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儒教与大正民主教育改革： 大正民主教育改革强调平等、

开放性和多元化的教育，这与儒教的一些核心观念相契合。儒

教的重视个体发展、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的观念有助于塑造

一个注重民主原则、鼓励学生自由思考和社会参与的教育体系。

因此，儒教的道德教育价值观为大正时代的民主教育改革提供

了理论基础。

儒教与昭和民主教育改革： 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

对日本进行了广泛的教育改革，包括取消了封建主义的教育体

制和军国主义的教育内容。儒教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秩序观念有

助于重建一个道德和民主教育的基础。同时，儒教的价值观对

于教育法规的修改，推动性别平等和民主教育原则的实施，发

挥了积极作用。

儒教与平成教育改革： 平成时代的教育改革强调了学生

的全面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儒教的知识强调和社会责任感

观念在这一时期的改革中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儒教的思想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意识，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责任，这与现

代社会的需求相符。

尽管日本的教育体系在近代经历了多次改革，儒教的核心

价值观和教育原则仍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儒教的道德

观念、知识强调和社会责任感观念在不同时期的改革中为教育

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有助于塑造学生的品格和价值观。然

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日本的教育改革也不断调整以适应

新的需求和挑战，吸收了多元文化和国际化的元素，使教育体

系更具灵活性和竞争力。

4.3 现代日本教育中儒教的角色
道德教育的基础： 儒教的核心价值观，如仁爱、孝道、忠诚、

诚实和礼仪等，仍然在现代日本的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学校

强调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觉悟和社会责任感。儒教的道

德原则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他们在日常生活

中做出正确的决策和行为。

师生关系和尊重观念： 儒教的师生关系观念仍然在现代

日本的学校中发挥作用。教师被视为知识的传授者和道德榜样，

学生被教导要尊重和尊敬教师。这种尊重和师生关系的观念有

助于维持学校内的秩序和纪律，同时培养学生的社交技能和道

德觉悟。



32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4 年 第 2 期

儒教的知识强调： 儒家思想强调知识的获取和学习的过

程，这一观念在现代日本的教育中得以体现。学习被视为一种

美德，儒教的知识强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求知欲望。

这对学生的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至关重要。

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 儒教的社会责任感观念和团队

合作观念在现代日本的教育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学校强调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鼓励他们参与社区服务和社会活动。此外，

团队合作被认为是重要的技能，儒家思想中的团队合作观念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和沟通技能。

多元文化和国际化教育： 尽管儒教仍然占据着教育体系

中的重要地位，但现代日本的教育也受到多元文化和国际化的

影响。教育改革鼓励学校更多地关注国际视野和全球问题。这

导致了更多的国际化教育项目和交流活动，吸收了多元文化的

元素，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教育机会。

总的来说，儒教在现代日本的教育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尤其是在道德教育、师生关系和知识强调方面。然而，随

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日本的教育体系也在不断

演进，吸收了多元文化和国际化的元素，以适应新的需求和挑

战。因此，儒教的影响与其他教育观念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

现代日本的教育特色。

5 儒教与道德教育

5.1 儒教对日本道德教育的影响
儒教一直对日本的道德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中

的仁爱、孝道、忠诚、礼仪等价值观念被视为塑造学生品格的

重要元素。这些观念在日本的教育中强调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包括：

仁爱（Jin）： 儒教强调仁爱，即对他人的善良和关怀。

在日本的道德教育中，学生被鼓励发展对他人的同理心和关爱

之情。他们学会尊重他人的需求和感受，这有助于建立和谐的

社交关系。

孝道（Kodō）： 孝道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强

调对父母的尊重和孝顺。在日本的道德教育中，学生被教导要

尊敬并关心他们的父母和家庭。这有助于培养家庭价值观和社

会责任感。

忠诚（Chūsei）： 儒家思想中的忠诚观念在日本的道德

教育中强调了对组织和社会的忠诚。学生学会尊重和忠于社会

和国家，强调了社会秩序和集体利益的重要性。

礼仪（Reigi）： 儒家思想中的礼仪观念强调了尊重和礼

貌。在日本的教育中，学生被教导要遵循社交礼仪，尊重他人，

这有助于建立文明社会和良好的人际关系。

5.2 道德价值观在日本社会中的反映
儒家的道德价值观不仅在日本的教育中得到体现，还在整

个社会中有所反映。这些价值观在日本社会中强调了个体的责

任感和社会秩序，表现为：

社会和谐（Wa）： 儒家思想强调了社会和谐和团结。这

一概念在日本社会中得到了体现，社会成员被鼓励通过合作和

互相尊重来维护社会和谐。这有助于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

尊重和礼貌： 儒家的尊重和礼貌观念在日本社会中非常

重要。人们在互动中通常表现出尊重和礼貌，这有助于维护社

交秩序和文明行为。

家庭价值观： 孝道和家庭观念在日本社会中仍然非常重

要。人们尊重和关心自己的家庭，尤其是对年长的家庭成员表

现出孝顺。

5.3 儒教的现代价值
儒教的价值观在现代日本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

价值观有助于塑造有品德、有责任感和关爱他人的个体。儒教

的重视社会秩序、团队合作和道德责任的观念在现代社会中仍

然非常有价值。此外，儒家的知识强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

能力和终身学习观念，这对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具有

6 结论

6.1 总结儒教对日本教育行业的影响
儒教对日本教育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在多个

方面体现着。尽管我无法提供实际数据和表格，但以下是儒教

对日本教育的关键影响的总结：

道德教育的基础： 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如仁爱、

孝道、忠诚和礼仪，一直是日本道德教育的基础。这些价值观

有助于塑造学生的品格，强调了社会责任感和互惠关系。

师生关系和尊重观念： 儒教的师生关系观念在日本的教

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教师被尊重为知识的传授者，学生被教导

要尊敬和听从教师。这种师生关系观念有助于维护学校内的纪

律和秩序。

知识的重要性： 儒家思想强调知识的获取和学习的重要

性，这在日本的教育中得以体现。学习被视为一种美德，学生

被鼓励追求知识和不断提升自己。

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 儒教的社会责任感观念和团队

合作观念在日本的教育中发挥了作用。学生学会尊重社会和国

家，强调了社会秩序和集体利益的重要性。同时，团队合作被

视为重要的技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和沟通能力。

尽管日本的教育体系在近代经历了多次改革，儒教的核心

观念仍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影响有助于塑造有道

德、有责任感和关爱他人的学生。虽然我无法提供具体数据，

但可以明确指出，儒教的价值观和教育原则对于日本的教育体

系具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6.2 持续存在和演变
持续存在的核心价值观： 儒教的核心价值观，如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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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忠诚和礼仪，仍然在现代日本的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些价值观被视为培养学生品格和道德觉悟的关键元素。儒家

思想的道德教育价值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适应现代社会的演变：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儒

教的影响在日本的教育中也在不断演变。教育改革和多元文化

的冲击促使教育体系更加灵活和多样化。儒教的价值观与其他

教育观念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现代日本的教育特色。

教育方法的改进： 儒教的知识强调和学习观念在现代教

育中仍然具有价值。然而，教育方法和技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现代教育越来越依赖技术和创新方法，以更好地培养学

生的综合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多元文化和国际化教育： 日本的教育体系已经开始更多

地关注国际视野和全球问题。这导致了更多的国际化教育项目

和交流活动。儒教的影响与国际化教育的需求相互交织，有助

于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生。

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日本的教育面

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儒教的影响需要不断适应这些变化，以

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未来的研究和教育改革可能会继续探讨

如何更好地整合儒教的价值观与其他教育观念，以培养更具竞

争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学生。

综上所述，儒教对日本教育行业的影响既持续存在，又在

不断演变。它不仅影响了学生的品格和价值观，还塑造了整个

教育体系的一些基本原则。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儒教

的影响也在不断调整和适应，以满足现代教育的需求和挑战。

6.3 未来研究方向和深化理解的建议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儒教对日本教育行业的影响，未来的研

究可以探讨以下方向：

深入研究儒教与其他教育观念的互动： 研究可以更详细

地探讨儒教与其他教育观念如西方教育观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

响，以深化对儒教在现代日本教育中的位置的理解。

探索不同学段的影响： 将焦点放在不同学段，如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上，以研究儒教观念如何在不同教育阶段

影响学生的品格和价值观。

跨文化比较研究： 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以了解儒教在

其他亚洲国家的教育中的影响，并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异同。

调查儒教的现代演变： 研究儒教在现代日本教育中的具

体演变，包括在教材、教学方法和师资培训方面的具体变化。

通过进一步研究这些方向，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儒教对

现代日本教育的影响，以及其在未来教育改革中的潜在作用。

这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儒教与教育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如何

更好地应对教育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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