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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的课程表》

内容概要

写给年轻的爸爸、妈妈
一个中国孩子在日本的成长笔记
阅读日本学校、社会、家庭与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
小孩子为什么要挨冻？
“地震来了”怎么办？
初中生午餐贵不贵？
高中生就要出国考察吗？
“心情不好”能找老师吗？
高考的志愿谁决定？
大学学费不该父母出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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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的课程表》

作者简介

我是小卓，1988 年7 月生于南京。8 岁时随父母赴日本，在那里读完小学、中学并于2011年3月毕业于
日本桥大学，在日本生活、求学16年。
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不点儿”，怀着一颗纯真的童心，粗浅地写就了一些日本见闻和故事，谨
将此书献给中国、日本的小学、中学同学们、朋友们，希望能够为大家相互沟通、增进了解做点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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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的课程表》

书籍目录

开篇
小学：千叶的课程表
为什么冬天只能穿短裙？——挨冻的"潜规则"
为什么有两顶帽子，却没有校服？——把安全"顶"在头上
很贵很贵的皮书包——留下时光的印记
在校门口"站岗"的校长——这样教孩子懂礼貌
全日本小学哪门功课最重要？——体育课是件大事
日本中小学为什么教《论语》？——儒家在日本的深远影响
意外的"大餐"——原来不能随便到同学家做客啊！
"地震来啦！"——格外受重视的地震演习
超市价格的奥秘——参观社会、体验生活的课程
小孩子的毕业典礼也要这么隆重吗？——重视成长教育的日本
假日见闻：
为什么日本孩子"没人管"？
日本是世界上处理垃圾最麻烦的国家吗？
仿佛看见"伊豆的舞女"
东京大学--华罗庚最后的讲台
日本的"屋脊"在哪里？--在长野县滑雪
日本最古老的公园在哪里？
家门口的免费音乐会
在日本留学都勤工俭学吗？
中学：从高洲中学到日本桥女学馆
午餐为什么"这么贵"？——初中生的免费午餐
日本的中学校长可怕吗？——宫协阳校长印象
大孩子保育员——初中生的社会实践
吓人的高中学费——日本高中的学费门槛
少年小卓的烦恼——第一次心理疏导的经历
高二的学生就要出国考察吗？——学校组织的加拿大旅行
这么早就准备进入社会啦？——高中生的职业培训
阳光灿烂的海港——欢迎中国海军访问日本
上什么大学好呢？（一）——每个同学的家长恳谈会
假日见闻：
视中国为母亲的日本人--日本残留孤儿的中国情
" 回家"的酸楚--日本残留孤儿回国的境遇
日本有流浪汉吗？
冲绳古时候说汉语吗？
你听说过"游泳医院"吗？
日本文化的发祥地在哪里？--奈良古都
军国主义无法改变吗？--日本极右翼政治力量
乌鸦竟然是吉祥的鸟！
在中国民间几乎消失的节日--盂兰盆节
大学：日本不只有"早稻田"
上什么大学好呢？（二）——我在日本报志愿
上大学真的好贵啊！——学费和"约法三章"
校董、校长都说了什么？——务实的开学典礼
日本大学究竟多精细？——小卓的课程表
不及格居然要罚款！——严格的日本大学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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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的课程表》

好险啊！——险些误入邪教组织
日本教授什么样？——小幡佑士教授印象
日本大学生考试作弊吗？——我经历的考场"暗礁"
我的大学——回顾这四年
假日见闻：
为什么把发展教育定为国策？
船桥寮是什么地方？
日本也有"偷自行车的人"吗？
日本有没有唐人街？——游览横滨中华街
日本人反腐败吗？——不幸的石井先生
校园外的日本
谁是日本人的祖先？——让日本人纠结的"徐福之迷"
日本有没有人口问题？
日本人真的很长寿吗？
为什么日本人的名字都很"怪"？
小摊的老板哪儿去了？
钟情于手写书信的日本人
频繁鞠躬就是讲礼貌吗？
吃饭的规矩很多吗？
日本和尚和中国的一样吗？
为什么说日本人"爱自杀"？
"小日本"长高了
日本人要交多少税？
无法摆脱的高利贷现象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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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的课程表》

精彩短评

1、很棒的书，读了对自己也有一定的教育，对日本教育的很多的不理解，这本书很好的给了解答。
推荐大家也都去看看~~~~
2、意外发现的收获
3、看来樱桃小丸子的生活并不很真实啊！
4、还真不错
5、因为对日本文化感兴趣 偶然看到这本书 视觉很独特 深入浅出 就是宣传太少了啊 一般人好像很难
见到
6、挺好看的  适合孩子读~
7、很有趣的一本书，适合孩子和家长共同阅读，都能够从中受到启发~
8、写的很真实
9、很好读的一本书啊
10、了解了许多关于霓虹国的知识 长见识啊
11、就是作者本人在日本的基本经历，感觉解析不多。
12、轻轻松松阅读，了解异国文化。
13、写得很朴实，学生的日记体。
14、挺有趣的 (*^__^*) 嘻嘻
15、小学生作文+CCTV体，就像在看新闻报道，很刻板的感觉，插画倒是简洁的萌系，随便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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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的课程表》

精彩书评

1、由于日本曾经侵略过我们，并且在我们的土地上对我们的同胞做出过惨绝人寰的骇人行径，我们
对于日本人除了憎恨就是憎恨，哪怕我们开着日本的汽车，用着日本的电子产品，看着日本的动漫、
影视作品，听着日本的流行音乐，我们一样痛恨“小日本”。而对于我们憎恨的对象，日本人又是怎
样看我们的呢？在《千叶的课程表》中，作者小卓作为一个在日本读书的学生，她是否遇到了日本人
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像历史上那样叫我们“支那猪”呢？从书中的字里行间，我并没有感受到小卓曾
受到歧视。在学校，由于小卓是留学生，持有中国护照，老师和校长对于小卓是格外照顾的，小卓两
次去咨询心理辅导老师，老师也是根据小卓是留学生的身份告诉她，小卓在日本是享有双重保护的。
老师与校长对于小卓的照顾使小卓在成长过程中少走了很多弯路。那是不是小卓就没有遇到过令人烦
恼的日本人呢？小卓的同学曾经骗过她的钱，还威胁过小卓；上大学的时候，小卓的同学还带她参加
邪教组织集会；小卓还在书中提到小卓的父亲年轻时候打工遇到过客人的骚扰。但帮助他们的日本人
也有很多，像中国的留学生在日本有专门的组织照顾他们，这里面有中国留学生自发的组织，也有日
本人的赞助。实际上在日本本土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排斥我们。而对于中国的科学家，日本
人则非常的尊重和重视。小卓曾在书中提到华罗庚到东京大学演讲，受到了日本的科学家热烈欢迎，
随后华罗庚的去世，也让这些科学家感到遗憾的惋惜。因为大地震回到中国的小卓，还收到了在日本
老师给小卓寄来的信件，询问小卓的状况，对小卓表示关心。在小卓看来，日本人对于小卓除了是留
学生这个身份以外，仍然把她当做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来看待，特别是学校的老师给予了小卓很大的
帮助。而在日本工作的父母，对待小卓的教育，也用日本的模式而来，没有太多的溺爱，培养小卓独
立思考和自力更生的能力，让小卓能够适应日本节奏的生活环境。当然，一本书中体现出来的是小卓
眼中的日本人，但透过小卓的眼睛，我们同样感受到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一个中国小女孩的。对于日本
，我们想像中的和亲身感受到的，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在我们一直在嘴上说着“小日本”、“小日本
”的时候，可能“小日本”并没有如此轻视我们。我们总在失败的时候说轻敌了，轻敌实际上就是没
有重视敌人，作为曾经的敌人，日本曾被我们轻视过，我们也因此付出了代价。而曾经的日本也同样
轻视过我们，我们最终战胜了他们。现在日本不再轻视我们，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够轻视我们曾经的敌
人。
2、知久宇生 撰文当我们第一次提出“千叶的课程表”作为书名时，有朋友问道：“作者叫千叶吗？
”还有的说：“课程表有什么可看的？”我们简短的解释是，作为小卓在日本十六年生活、学习的一
本笔记，相比书中对日本社会、教育、文化的诸多观察和记录，课程表不过是一个比喻，而这本小萌
书也只是一个开始。“千叶”有什么？这本书的出版前后用去了一年多的时间，相比那些动辄数十年
心血的鸿篇巨制来说，花费的时间真是不值一提。可是，看过这本书的同学会因为其中稚拙、朴素的
文字而感到好奇——难道这样一本书不是分分钟就完成了吗？要知道，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形成之前
，作者小卓在日本已经整整生活、学习了十六年，其中每一行看上去呆呆的文字都是她对日本真实观
察、记录的小小成果。是的，作者是“小卓”，而不是“千叶”。不过，这不是一句玩笑。我们中很
多人或许还不知道千叶是日本的一个县——相当于我们的省；也不知道千叶县在日本的什么地方——
紧邻首都东京，相当于我国河北省与北京的关系。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知道这样一些事：在日本，
中学课本帮孩子们认识了李白、杜甫、苏轼、韩愈；历史课本对孙中山、毛泽东、鲁迅等重要人物不
惜笔墨。日本的孩子对中国并不陌生，许多孩子还在读书阶段就与父母一同来中国各地旅行，增长见
识。可以说，对中国的关注，是日本人向孩子介绍世界时至为重要的一部分。可是，我们的孩子对一
衣带水的近邻了解的足够吗？孩子们对东京都、千叶县、大阪府、北海道有多少了解呢？对明治维新
、日俄战争——它的战场是中国——的过程是否清楚？对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真实原因有多少思
考？其实，“千叶在哪里”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能从小卓笔下看似琐碎的
故事中读到什么，所以，我们必须回答最初质疑——“有什么可看的？”图书出版后，有一位读者在
网上写下了自己的心得：“通过作者描述成长的过程和对周边事物的一些了解，让我们知道怎么教育
孩子受人尊重！看后值得反思。”很高兴看到读者记录自己的阅读体会。如果大家能在“随便翻翻”
之后，从这本书开始深入地思考、讨论一些话题，是我们更加期待看到的。从千叶到琦玉，从长野到
伊豆，从奈良到冲绳⋯⋯小卓的旅行足迹遍及日本各地，而这只是在日本成长的一个一个片段。在《
千叶的课程表》中记录的日本小学生在超市研究价格，中学生在幼儿园当一天保育员，高中生远赴加
拿大见识世界的故事，结合我们的孩子忙于各种补习、考试的成长经历，看似浅显的经历，却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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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的课程表》

让人深思自己教育的得失。在这本书中，小卓担心学习成绩下降，于是接受了专门的心理辅导；作为
普通学生也会得到校长的关怀和帮助；还有那些孩子们在日本社会拥有的“特权”，都令人印象深刻
。这不是一本体系完整、逻辑论述严密的研究日本社会或教育的论文，它是如此特别，以至于当发行
商问我们该如何给这本书分类时，这个问题竟然困扰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最终选择作为“日本文化”
的类别销售，更多的考虑是为了方便读者看到这本书。作者小卓仅仅是记录了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其
中有些内容来自她读书、看报后的思考。当我们翻阅这本书的时候，好像一个大人在倾听一个孩子的
讲述，真诚地希望我们的读者也像小卓一样勤于思考，而不是流于表面有些“呆萌”的语言风格。课
程表的故事不要轻视了小小一张课程表，更不要轻视了小孩子投向世界的目光！当初读到这书稿，我
们联想到一则故事。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德意志获得胜利并最终统一。战后，有一则关于普军总
参谋长毛奇的传闻不胫而走。据说，毛奇在解释战争胜利时说：“普鲁士的胜利，早在小学教师的讲
台上就决定了。”但这不是故事最终的结局。我们都曾学过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故事正发
生在由于战败而被德国占领的法国阿尔萨斯地区。故事中的老师告诉孩子们：“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
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后来呢？我们看到，今天的
阿尔萨斯作为法国的一个大区，仍然讲着法语——牢记法语的孩子们最终夺回了祖国的土地。这是发
生在小孩子课本上的故事，也是关于“课程表”的故事。如果说课程表一边说明了孩子们今天要学习
的功课，那另一边则可能预先写下了一个国家明天的历史。历史没有橡皮擦，1840年之后中国经历
的100多年无法轻轻擦去，浅显地传递仇恨对我们的孩子也远远不够。所以，为孩子去读一些书，与孩
子一起读书，是我们能为未来做的很重要的事。大家很容易发现，《千叶的课程表》中唯一较为完整
记录的是一张大学的课程表，而且，相比校园生活，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记录了小卓成长中校园以外
的见闻和故事。初读起来会感觉，中小学的课程似乎没有被太多关注。这首先是因为小卓本人的视野
不局限在课堂之内，而是立足于一个孩子在日本成长的真实体会。其次，则是因为我们在选择文章时
，也希望这样一本书能让中国的妈妈、爸爸了解，在我们的近邻日本，教育孩子的重点远远不止于课
堂和校园。我们对课堂的关注已经无需再强调，而对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公民，却似乎流于家长对课
业负担无奈的叹息，以及教育学者多年来无数文章的呼吁。风起于青萍之末，我们希望《千叶的课程
表》中关于日本的点点滴滴仅仅是一个开始，是促进妈妈、爸爸与孩子共同进步的一份力量——虽不
强劲、却很坚定。从此，我们的老师还要继续完善中国孩子的课程表；我们的家长要用更多时间、精
力帮助孩子了解日本、看清世界；我们的孩子不止要牢牢记住祖国的语言和历史，更要真实地继承我
们的见识，勇敢地观察不断发展的日本，渐渐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孩子们不仅要了解这个世界的过
去，还需要看到它的现在。正如我们反复提到的那样，今天的课程表、考试卷、课后作业不仅关系孩
子的成长，更关系到数十年后我们共同的历史。我们都希望孩子们真正拥有知识的力量，而最大的前
提则是有机会见识真正的知识。
3、书很好读，就像在看一个孩子，在一字一句地记录自己的求学生活，很认真，也很质朴。从书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孩子在日本的成长故事。从小陪我们长大的哆啦A梦、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
，他们的生活让我们感到有趣，然而，日本孩子们的生活却并不像动漫里描绘的那样完美，他们也有
自己的忧愁和烦恼，当然也伴随着快乐和惊喜，无论如何，日本孩子和我们一样，在无声无息中各自
长大。当我们回头想想我们自己的课程表，那一张张深藏在文具盒里花花绿绿的纸片，曾经伴随我们
的少年时代，决定着我们求学岁月的苦与乐。记得小学时候，班里最受欢迎的课程就是自然、绘画和
音乐，不仅在课堂上丰富多彩，而且教课老师也和蔼可亲，课堂气氛也十分热烈，往往连最调皮的孩
子都不会受到老师的责备，那也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岁月，想来依旧怀念。看看书中作者小卓所分享给
我们的那些校园内外的见闻，不论书包，还是老师和校长，都给我们全新的感觉，对比我们自己的学
校生活，觉得既陌生又熟悉。日本教育中那种严格而又不失活泼、规矩而又不失自由的风格，豁然呈
现在我们眼前，还有那些既认真而又和蔼的老师们，令人印象深刻，好像自己也亲身上了几堂他们的
课程一样。校园生活纯真美好，让人怀念，而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也就成就了什么样的我们。我们
常常会因为一些学校里的小事而记忆犹新，那些欢声笑语、流过的眼泪，都成为了我们在校园中最深
刻的记忆。时常还回母校看看，想找回自己曾经留下的痕迹，却很难找到了，留下来的只是记忆深处
的那些同学和老师的身影。“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哭着、笑着、平凡
着，向前走，就这么走，就算你被给过什么⋯⋯”听朴树的新歌，唱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而看
小卓的书，觉得自己的少年时代很远，却又很近。不过，不论如何，我们依然要抬起头，向前走，不
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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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卓是一个我素昧平生的姑娘，但是从她的文字中却能感受到她生动的存在，就如我们平常所看
的樱桃小丸子或者蜡笔小新一样，这个姑娘好像从卡通里直接跳到了我们的面前，并且又向我们展示
了她十六年的求学故事。小卓是我们中的一员，但是经过了日本学校的教育，又显得与我们有所不同
。从冬天穿短裙的规定，到紧张而严格的地震演习，再到初中就开始的社会实践活动，小卓的教育经
历让我们感到新奇，与此同时，又不禁联想到我们从小到大所受到的教育。中日两国的教育究竟有那
些不同呢？ 通过小桌的故事我们看到，在日本，强调重视提高孩子的身体素质，在思想教育上也下了
大功夫，并有很独特的做法。我们发现一种教育观念，即要求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学会一
项生存的本领，并能够依靠自己的本领立足社会。还发现，小学生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学校校长的礼
貌，考察超市价格的变化等活动，以及在全社会为“小黄帽”让路的社会现象中，体会到“国家”的
存在。在千叶市高洲中学校长的办公桌上，摆放了一只竹蜻蜓，据说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揭示空气动
力学原理的一个古老玩具。其实，在我国二千五百年前墨子与鲁班的时代，工匠已经能够制作在天上
飞行三天的类似作品。墨子曾在其《所染》一文里写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以“染”来
比喻环境教育对于一个人品质形成的作用，并格外强调“染不可不慎”。教育显然不仅仅是学校的事
，不能在学校染成一个颜色，到了社会又染成另一个颜色。教育只有在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具有
一致目标时，才更有力量，而这些显然需要国家能起到主导作用。在这本小书的阅读中，令我感到吃
惊的是“德育、智育、体育兼备，全面发展”的办学方针，竟然从日本桥大学的董事长在开学典礼上
的讲话中说出来，而这一方针曾经也是我们办教育的方针。小卓回来了，她的故事带给我们更多的是
关于成长和教育方法的思考。
5、记得我们小学毕业的那天，当所有的考试都结束了之后，班主任老师让同学们老老实实地坐在教
室里，让叽叽喳喳的同学们安静下来，然后拍了拍手，说，同学们，你们从今天起，就要离开小学进
入初中了，你们六年的小学生活也结束了，老师也将会离开你们，你们会认识新的老师、同学，进入
到新的学习生活中去。说完以后，她向我们表示了祝贺，然后安排学习委员给大家分发毕业证书——
一本小小的绿色本子，上面有我们自己的名字和照片。发完毕业证之后，老师又让同学们安静，说马
上你们就要离开学校了，也希望你们以后也要好好学习！同学们都很依依不舍，不想马上离开教室，
班主任见此情况，就为我们唱了一首《妈妈的吻》，也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老师唱歌，觉得既新奇又感
动，不少同学都掉下了眼泪。这是一次简简单单的毕业仪式，甚至都算不上仪式，我们的小学生涯就
这么翻篇了。当我看到小卓笔下的毕业典礼，也想起了我的小学毕业。但是比起我这次毕业，小卓所
参加的那个毕业典礼就隆重许多，同学们不但要提前排练毕业节目，还要精心准备参加典礼的服装，
在典礼那天就更加庄重了，不仅校长亲自为同学们主持典礼，甚至还有直升机负责拍摄、记录整个典
礼的过程，这甚至是我们大学毕业时都不曾享受的待遇。也从这样一个小小的活动中，看出了中日两
个国家的教育方式和理念。虽然有差别，但是我们依旧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着，最终长成我们现在的
样子。我们也无需评价和刻意的比较，因为我们就处在各自的环境中，吃着不同的事物，说着不同的
语言，我们不停地成长和学习，这种状态是没有区别的。即使看到了小卓所经历的优越教育环境和精
心的栽培，我依然不觉得我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比在日本的有多大差别，这些差别在我看来只是形式上
的，当我懂得了人生的一些道理，我觉得过程反而显得不再重要。小卓在上学时会被要求穿上整齐的
校服、背上很贵的皮书包，也会有校长站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的到来，而相比起我们，我们上学的时
候同样也有一些严格的规章制度规范我们的校园生活，也会有老师亲切地教导和循循善诱，我们的一
些家远的同学也要住校，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从小就学会了独立自主，懂得怎么与人相处、
怎么处理生活的难题，即使离开了父母的照顾，一个幼小的身体照样能够承担大事。就这么不知不觉
，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人都长大了，成熟了，承担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和责任。就像一颗种子埋在地下
，有足够的养分和水，总能慢慢生根发芽，隐秘生长；而成长，对于我们每个人，是一个人的事。
6、首先要肯定日本是个压力和危机感很强的国家。是个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的民族，具备长远的发
现眼光。通过本书就可见一斑：耐寒，品德，体育，防震，超市价格变化，小学毕业典礼乃至初高中
教育等等。无处不体现教育当局的长远，全心全力。另外，日本的社会福利和各种规章制度也很完备
。本书虽然命名为课程表，题外话不少，跟课程表，学校关系不大的话题也不少。估计是老师布置的
社会实践报告吧？作者大学是国际经济学科经济信息专业，总感觉文笔比较一般。要是再配上实物照
片，学生帽，防震帽, 书包等等就更好了吧。初高中生可以看看。日本的教育明显和社会结合很紧密
。学生也要时刻关心社会的。这是我们中国学生有很大差距的地方。
7、日本是我们的邻居之一，但是我们却没有好好地看它一眼，没有了解它，也偏偏因为缺乏了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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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许多误会。从历史角度来说，无论从我们当时的附属国，还是那一场裹挟了无数国人生命的抗
日战争，还有一些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与日本的关系，显得日益微妙，剪不断，理还乱。我们的生
活中也无时不刻不在受到日本的影响，这些影响来自方方面面，从人们习惯于去的伊藤洋华堂商场和
吉野家快餐，孩子们所痴迷的日本游戏、玩具、音乐、动漫等等文化产品，日本人设计制造的手机、
游戏机等数码产品和电器，不仅在我国受到欢迎，甚至风靡全世界，更不要说时下最流行的寿司、日
剧、森女、萝莉文化等等这些罗列不尽的文化现象。鉴于历史问题和现实情况的纠缠不清，我们对于
日本这个国家的感情和态度也是纠缠不清的，我们有的同学会反感日本、反日情节严重，但是依然脱
离不了日本对他的影响，就好像人不能离开空气而生活。有一些极端的反日分子还在之前的钓鱼岛事
件等进行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反对日货、打砸抢等事件频频发生，更有甚者我们自己的同胞也被打
死打伤，这样的结果出现之后，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都对过度反日和不理智的反日行为进行了制止，
这才缓解了一些人的行为。　　 当我们对一个事物产生了过激的感情或者行为的时候，我们应该常使
用一些理性的方法来分析一下自己的行为，对于对待日本的态度来说，一些本来就喜欢日本文化的人
来说，了解日本是由自身兴趣爱好所驱动的，另一些怀有一腔爱国情怀的反日人士来说，更应该站在
新的角度，用知己知彼的眼光来看待对日问题。对日本怀抱各种情怀的中国人来说，不论持有的是好
奇、感兴趣还是痛恨的态度，充分了解日本都是很必要的。 小卓的书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她从
自身教育和成长的经历，来告诉我们日本校园、社会、历史中的一些见闻和感想，由一个孩子的眼光
看待一个社会，我想总是纯净的，不带功利性和目的性的，所以我们得以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日本。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日本对于我们今天的国人来说，是一种现象，也是
一种挥之不去的存在，它就在那里存在和发生，每一次新的变化，会影响甚至会改变我们，我们所要
做的不应该是闭目塞听，而应该是主动去接近它，了解它，然后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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