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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學國語教育的「美意識」培育

謝嘉文　清華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壹、前言

戴季陶（1987：159-165）在 1928 年出版的《日本論》，曾在〈好美的國民〉

一文中，贊美日本人的藝術生活，曰：「日本人的藝術生活，是真實的。她能夠

在藝術裡面，體現出她真實而不虛偽的生命來。」進且，還比較中國和日本兩民

族，再次稱讚說：「日本的審美程度，比較在諸國民中，算是高尚而普遍」，比

起中國人，日本民族「審美的情緒優美而豐富」，並敘述「日本人對於自然美的

玩賞，是很有一種微妙的情趣」，「潛伏著很特殊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使死的東

西添出生意」。最後，將「好美」視為日本民族的特點之一，並認為「好美」是

日本民族「最基本的力量」，也是其「發展進步的原因」，更是其「能夠強盛、

能夠發展」的力量，所以勉勵「中國的青年們要猛醒呵！」。

姑且不論戴氏發話的特定背景及其時代意義；然而，時至今日，仍有臺灣知

名學者提出〈藝術教育救國論〉，漢寶德（2004：Ⅱ - Ⅴ）有感「國民普遍的美

感水準過低，已經影響到國家的發展」，並說：「我國的製造業要能具競爭力，

脫離代工的卑微地位，非把基礎建立在全民美育上不可」，強調國民的審美能力

是可以透過教育推行的有效途徑，努力得來。緣此，臺灣要強盛、要發展，培育

國民的審美能力，成為刻不容緩的事實。

如何培育國民的審美能力？漢寶德以為應該先擅長於利用自我的傳統文化，

亦即恢復、強化詩文教育，而其具體的實踐方法，可向日本人學習、借鑒，他解

釋說：

至於我們的傳統，裝飾的美感與情、境的美感，都是我們的寶藏，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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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要保存，而且要發展。裝飾美可以與視覺美育相結合，情、境的

美感則要強化詩文的教育，使未來的中國人更加多情善感，這一點，我

們應該向日本人學習，他們目前是世上最敏感的民族。只要恢復詩文教

育，趕上日本應該是不困難的。（漢寶德，2007：165）

漢寶德不僅強調保存傳統的裝飾美感與情、境之美，進一步還要加以發展這

些美感。其具體實踐辦法有二，裝飾美要與視覺美育相結合；再者，情、境的美

感，則要強化詩文教育。循此，筆者試問：若要恢復、強化詩文教育，應如何向

日本人學習？由此一問題意識，進且審問：日本人是怎麼進行詩文教學活動？又

是如何培養特殊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由此展開本文內容。

貳、日本人的「美意識」

「美意識」這個名詞出自日本語，意思是對美的感受力、審美意識與審美感，

而「意識」則強調日本人個人的感覺，是以因時代、地域、社會、團體與環境的

不同，有其差異。根據《大辭林》的定義，謂之「體驗美感的心靈作用，是一種

品嚐藝術與自然之美的意識」；而《大英百科全書》則說明：「評價一般事物的

美與醜，是精神活動的意識與態度，包含對美的創造、賞玩與批判的情緒，是主

體直觀的判斷力，有時與美的經驗同義」。《維基百科》則將日本與西方相比，

認為日本人的「美意識」是「不與自然對立，如同人們看日本的寺院與庭園般，

與自然融合，是以習慣花開花落，腐朽了必再生，不與死亡抗衡，重視閑靜、幽

雅的樸素之感」，是故沒有中國人的悲秋、傷春之感，四月櫻花開了，僅經一週

即凋零，中國人感到惋惜，日本人卻樂觀地以為：等待明年的花開。日本人對美

的意識與感受有其獨特之處，在江戶時代後期，從商人間滋生的美意識，影響後

代建築的「美意識」。簡言之，日本人的「美意識」就是對「美」之事物的「感

受」與「體會」能力，他們習慣隱藏個人的想法，依此卻刺激對方的更多想像；

而「美意識」的培育，就是提升對美的感受能力，透過啟發、滋養，讓主體變得

更敏感、敏銳，在教育中，亦即五育中的「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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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曾提及日本人是「好美的民族」，在此所謂「美」，泛指所有美的事物，

對美的感受、標準與判斷。日本人的「美意識」有其共性，分析日語的「美」字，

是「きれい」，漢字寫作「綺麗」，不僅在視覺上有美麗、漂亮之意，在聽覺上

則有悅耳、清晰的意思；此外，還包含清潔、乾淨、整齊、不雜亂。此一意識，

可從日常生活來看，日本人喜好乾淨是全世界公認的一致印象，這已根植在日本

人的文化背景，美麗的事物往往是潔淨的；同理，潔淨的東西才有可能是美麗，

進而影響到其審美感受。以繪畫為例，不管任何時代，以任何方式呈現，畫面展

現的共同特徵就是潔淨，研究日本文化的學者李兆忠（2006：39）以為日本人「以

潔淨就是美」，「潔淨」的意識，代表感覺清爽、明淨或朦朧，他強調日本人以

潔淨為「絕對的美學原則」，其言：

在日本人的審美意識中，「潔淨」佔據著頭等重要的、前提性的位置。…

日本的美術於這方面有突出的表現，打開日本美術史，即可發現，不管

那個時代，不管何種繪畫樣式，不管人物、花鳥，還是山水，作品都有

一個共同的特點：畫面絕對的乾淨。這說明：「潔淨」已成為超越時代

的、絕對的美學原則。千百年來，統治著日本主流畫壇，最能撥動日本

人心弦的，始終是那種清爽、明淨或略帶朦朧的風格。

「潔淨」是日本人審美文化的重要意識特質，此一「美意識」發展到了極端，

即培養出日本人敏感、纖細的感官知覺，表現在視覺上，則對色彩十分敏感，注

重簡單、素雅的顏色，尤其喜好象徵純潔的白色，因此詠雪的創作題材，成為文

學創作歌頌的對象。

日本人對於四季的感覺特別分明，對春、夏、秋、冬的判別意識，大自然的

變化與交替，感受意識非常深刻，觀察特別細膩，在和歌、連歌、物語、俳句等

文學創作中，常以四季為題；再者，用來表現四季的語詞，分類十分詳盡，以俳

句為例，意境中無處不表明季節與季物，舉凡春季的季物代表有鶯、陣雨、摘芹、

遠蛙，夏季則以杜鵑、嫩竹、雨蛙、蟬等為代表，再如秋季的牽牛花、秋草、稻

穗、白菊，冬季的山茶花、枯木、白雪等，堪稱「無季不成詩」，詩人們打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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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感官知覺與意識，深刻地感受大自然，敏銳地掌握四季的變化，與自然對話，

進且產生移情作用，透過觀賞落英、露珠、山水、日月等外在的景物，投入細膩

的觀察與敏銳的感知，抒發心靈的感懷，並將自我融入自然的意境之中，順從自

然，與自然融為一體，以和為貴，以為美就存在於和諧之中。此外，日本人還非

常重視與人為和，不直接表達內心的情感，抑制個人的主張，隱藏自我思想，乃

為保持團體的和諧。是故，語言模稜兩可，不輕易使用肯定或否定的字詞，卻能

端賴語感、語氣與肢體語言等方式的表達，在營造出的團體氛圍裡，以心傳心，

深切體會對方的感受，刺激了推測對方的想像力，形成日本人特有的審美意識，

表現在文學作品上，則重視言外之意，給予讀者馳騁想像的空間，對讀者而言則

必須細心品味作品內在所蘊含的情感。

循此，本文在解釋「美意識」則強調針對美的感受能力，此一「意識」即個

人是否在不知覺的作用下，「意識」到所謂的美，如何意識到美，可透過培育、

陶養的過程，落實於實際生活中。本文借鏡日本人，有特定的指涉對象，是以用

「美意識」作為論文標題，乃因日本人對於「美」則有其獨特的體會，所以不直

接取用「審美意識」、「美感」、「美育」等詞，獨取「美意識」，乃為分析日

本人如何「意識」到美？如何感受？進且如何知覺到美？筆者以為日本人的感官

知覺特別敏感，不僅對於外在山水、草木等自然環境的感知，還包含人際關係的

經營與推想。他們從小在此一特定背景下成長，潛移默化，自然而然知覺神經變

得特別靈，對美的事物的關注與熱衷，豐富了對美的知覺感受。然而，不可否認，

教育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小在他們的心中撒下「美意識」的種子，等待其發芽、

茁壯，乃至開花、結果，此對臺灣美感教育與國語教學的結合，有其可學習、借

鏡之處。

參、日本小學的國語教育

日本的詩文教育始於小學的國語教育，而國語又被視為各學科的基礎，不

僅居各科的核心地位，又與充實傳統文化教育有關，因此備受政府重視。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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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 17日，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在日本文部科學省的學習指導要領改善（答

申），曰：

國語是在長久歷史中所形成，是我國文化的基礎。國語中的每一個詞

語，都聚集了祖先的真情與感動；因此，為了理解與繼承傳統文化，進

且創造與發展新文化，國語不可欠缺。（2008：57）

學習指導要領改善（答申）中，強調國語不可欠缺的重要性，乃因國語是

長久形成的文化基礎，詞語中都聚集了先人的真情與感動。

政府既重視並強調國語的重要性，依此為方針，反應在課程安排的理念與

實際操作的方式過程，以下分別從知覺感官、日常生活與語言交流三點，分析

課程中對美感的培育過程。

一、打開知覺的感官

「熱愛大自然，培育對美的事物感動之心」（文部科學省， 2008：134），

是國語科的取材要點之一。因此，教科書中的導入單元，常以大自然作為進入主

要單元的媒介，內容則以簡單的文字介紹自然中的動、植物，還要讓學童主動去

發現，如：《國語》一年級下卷的教材名稱：「好想告訴你，好想讓你瞧一瞧」，

設計學童在校園中尋找動物，並在卡片上作畫，用語言敘述故事來發表。學童發

表時，教師事先示範，首先拿出自己做的卡片，提出問題：「看到了什麼？」首

先，觀察大小、形狀、顏色。「發出什麼聲音？」而後摸一摸，「感覺如何？」，

「牠每天都吃什麼？」、「好吃嗎？」用這些問題進行想像，而後比較家中飼養

的寵物或其它動物，依照問題分別感受，並請同學依照教師的示範，個別發表自

我的感覺。此外，連接個別卡片，看圖說故事，更改順序排列，又可產生不同的

故事情節；或利用真實照片、精美插畫，教師還會利用剪接影像，配合情景，連

續撥放，注重視覺的運用。

《國語》三年級上、下卷，分別以春、夏、秋、冬的樂趣為主題，展開聽、

說、讀、寫的活動。或以季節性的花朵、蔬菜等進行生活的觀察，從外觀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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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狀等進行知覺的「看」；另一方面，對季節的感覺，分別以詞語寫下，而後連

綴文字，並與同學一同討論，寫成一段話，或造句、或作文，再仔細思考。課本

並無明示寫作技巧或閱讀方法，而是讓學童自由發揮，目的是為了建立其信心；

另一方面，教師則可依學童的程度，利用當時關心的熱門話題，或時下流行的新

聞等作適當的調整變化，乃為培養學童樂於閱讀的態度，透過接觸、觀察大自然

中的景物，打開身體的感覺器官，努力去感受與體驗。類似以大自然為主題的課

程安排非常多，或以詩歌呈現，如三年級下卷的〈雪〉；或以散文呈現，如〈渡

海〉；或讓學童親自種植一株植物，從種子的發芽、長葉、開花、結果，以文字

與照片等方式呈現，紀錄其成長過程與種植心得，而後在課堂發表。這種教學內

容能夠引發學童的興趣，因為學童能融入生活中，親自種植與觀察，透過感官知

覺，參與活動，在團體討論的對話之中，相互思考，激盪出不同的想法，而後產

生自我心得，培養學習獨立思考的能力。對教師而言，不會死板地照教科書的文

字進行講授，教授的內容則按照學童的喜好，以學童為中心，看重他們的學習過

程，教師時常改變教學方式，有時配合自我的親身經歷，敘說被感動的故事，以

引發學童的興趣。教科書後面都有「書是你的好朋友」，以圖片介紹相關書籍，

又與大自然主題密切相關。

關於古典，《要領》強調誦讀，如：小學三、四年級，以「簡單、易掌握語

調的短歌、俳句，配合節奏誦讀或背誦，讓情景浮現腦中」；五、六年級：（1）

「熟悉的古文、漢文，或近代以後的文言作品，大體知道內容而誦讀」，並在四

年級上卷的「語言的力量」中，說明：將注意力集中故事內容誦讀，依據課文中

的人物、時間與景物所營造出來的氛圍誦讀，務必注意聲音的大小、高低，誦讀

的快慢，強調之處與停頓的地方。古典文學對小學生而言，並不能理解其中深意，

教師必須配合學童，依其喜好，尋找合適的作品，亦即在製作教材上，依照「從

下而上的方法」（柴田義松等， 2010：99 -100），處處站在學童的立場想，教

師則先進行口語講授，讓學童理解內容敘述後，以小組討論方式，提出問題，共

同思考，而後一邊誦讀，一邊想像情景。再者，教師以生活化的例子說明，俯就

童心，貼近學童情感，並提出具體、明確的問題，循序漸進地引導，讓學童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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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句與畫面， 而後放聲唸誦，將內容從腦中浮現情境，進且傳達聲情。這些作

品皆以簡短的俳句或短歌為主，或以兩人齊聲誦讀、男女交替輪流等方式進行對

話，不僅可與其他同學產生互動，感覺誦讀的趣味，進且漸漸地引導他們去感覺

作品中的語氣、速度、語調的差異，為何要如此讀？有何不同？不僅增添古典的

活潑性，學童願意傾聽別人誦讀，更喜歡自己誦讀，自然能打開身體的知覺感官，

深入思考並用心想像，融入自我情感之中。

二、深刻體驗日常生活

《國語》教科書內容注重以現實生活為主題，常能貼近小學生的心靈。首先，

以二年級下卷文學閱讀教材〈信〉為例，編者考量低年級學童剛踏入國小階段，

在日常生活中，渴望能結交新朋友，因此特地以友情為主題，文章敘述青蛙和蟾

蜍是好朋友，有一天，小青蛙得知自己的好朋友蟾蜍先生，因為從來沒收到信而

感到自卑而煩惱，於是偷偷寄了一封信給蟾蜍先生，並委託蝸牛傳信。然而，此

時蟾蜍先生早就得知信件的內容，卻仍舊與小青蛙一同坐在門前，幸福地等待收

到信的那一刻的畫面：

  

圖 1　小青蛙寄信　　　　　　　　圖 2　幸福地等待

資料來源：宮地裕等 41名編（2014）。《國語》二下。

這個故事非常生動，充滿友情的可貴，很能夠引起小學生的共鳴。首先，課

本明示教學目標：「想像作品中描寫的場景，愉快地投入閱讀活動，並能與同學



148

交流閱讀感受」，主要是讓學童體會到對方的感受，如果自己是小青蛙或蟾蜍先

生，感受如何？為何感到難過或失望？收到信後，又為何感到快樂與喜悅？並將

自己在生活中體驗到的經驗，各自發表，與其他同學一同分享感受。最後，課文

內容以「啊！那真是太好了！」快樂收場，將重心擺在故事中人物的心情與感覺，

從悲傷到喜悅的過程。

閱讀這篇文章，必能深切感受友情的可貴，這些感受是調動具體的想像力去

學習與想像：小青蛙與蟾蜍先生的對話情節，首先對故事有深刻的理解，再與自

己的生命經驗結合，透過戲劇性的誦讀演出，進入故事的情境中，產生獨特的真

切感受，即是作品付與人們生命，依此來學習語言的藝術價值，語言則不再是單

純的符號，乃因「語言的文法結構，若非具體的想像力把生命灌輸進去，只不過

是一種符號體系」，世界著名的美學大師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 2007：

285）曾說：

我們把教育歷程包含在有具體想像力的教學設計中，除非語言能和這樣

的教學設計發生關聯，（否則）語言便不能在小學教育佔有相當的地

位。但我們相信，語言能和這樣的教學設計發生關聯。但這關聯應是一

種具體的詩的價值，而非徒具形式訓練的。

在此，赫伯特．里德強調：放聲誦讀的培養，並非僅是機械式的形式訓練，

透過詩作的價值，它能幫助學童融入教學的情境想像之中，因此，透過此一教學

設計，讓他們彼此交流與發表，更增添文學藝術色彩。進且，配合自然科學的戶

外參觀與協同教學，觀察青蛙與蟾蜍的外觀、叫聲等的差異，讓學童體會大自然

生物的奧秘，亦是延伸教學的活動之一。

類似與日常生活發生關聯的教學設計很多，六年級下卷〈咖哩飯〉可為代表

之作。咖哩飯是日本小學生的最愛，也是普通家庭或學校營養午餐中，常出現的

料理之一，單元設計要學童閱讀文本，並從自己吃過咖哩飯的生活體驗聯想起：

為何課文內容讓人感動？主角人物為什麼會有這種心情？用自己的親身體驗想一

想，並回憶日常生活的點滴。課文想表達什麼？給你什麼感覺？你曾吃過何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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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的咖哩飯？喜歡那一國或那一品牌的口味？又曾幫忙媽媽做過咖哩飯嗎？透過

討論，寫下自己的親身體驗，並與其他同學們分享。再如：三年級下卷〈變形大

豆〉，課程設計發表活動，大豆可以變形而成炒豆、煮豆、黃豆、黃豆粉、納豆、

豆腐、味噌、醬油、毛豆等，這些都是日常的飲食，要求學童從每天三餐自己所

體驗的料理談起，找到自己有興趣的主題後，進行圖書館的收集、查尋資料，而

後編寫成一本書，發表內容；亦可與家庭實習課協同教學，將全班分組，每組做

一道與大豆相關的菜餚，而後與他組一同分享、試吃，最後創造料理名稱，並描

述製作材料、步驟與營養成份，再設法推薦給朋友，這種「注重日常生活的細節，

深刻體驗，將之擴大，並付予意義」，類似宣傳、廣告的手法，是「在同一空間、

相同時間、固定框架與條件下，可以取得最大的文學效果」，也促進學童實踐、

應用在生活中，因此，在這門課中，「師生可一同培養美感與創造力」（參見柴

田義松等， 2010：69-70）。

循此，國語課不再只是課本的文字形式上的教學，而是「以孩子的生活為

目標」，「好好指導孩子過正確的生活」（菅邦男， 2009：108），試著將課程

結合生活，注重同學發表的努力，以學童的語言說明，更能達到理解的效果，所

以國語課不是低頭默默地學習寫字，而是全班做「雙方向型」（參見大内善一， 

2001：172）的互動式思考。

三、語言交流的美感

日本人講究禮儀，依據親疏遠近的關係，使用合適的敬語來應對進退，行為

舉止不僅讓人感到優雅，並表達敬重對方之意；因此，日本人非常注重培養學童

語言的表達能力。

循此，課程設計將內容、方法與步驟詳盡說明，透過講述故事、報告體驗、

收集材料、小組發表心得，設置活動情境，重視語言的口頭表達。在《國語》課

中，則強調敬語的培養，根據不同年級，循序漸進。低年級，說話要能分辨敬語

與常體的不同，試著以敬語寫作，並強調習慣的養成；到了中年級，說話要根據

對象與場合，使用合宜得體的敬語；到了高年級，說敬語的能力已達「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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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步，能自由地運用在日常生活中的表達，並強調標準語的重要。在日本社會中，

正式場合多以標準語對話交流，平常在家或與親近的朋友言談，通常使用方言，

因此，根據場合的不同，改變相異的用詞；再者，對長輩、教師、父母說話，也

強調使用敬語，表示禮貌與尊重，敬語包含鄭重語、尊敬語與謙遜語，國小階段

僅強調分辨敬語及其簡單的用法。

在寫作上，可透過教師的文字批改，加強使用敬語，如《國語》五年級的申

請書、感謝信、普通書信、電子郵件等。以書信為例，因不同需要，如：祝賀、

請求、拒絕、探病、贈禮等；與面對不同對象，用語不同。但不論何種主題，都

包含了問候語、季節問候、生活狀況，正文、重要之事，最後的結尾問候、寫信

日期與名字。生活狀況是為了告知對方的近況與詢問對方的現狀，這些書信目的

是用來傳遞訊息與交流情感。隨著電腦、手機等通訊設備的發展，通常教師上課

會較注重電子郵件的表達方式，以寫給班上同學的郵件為主題，讓班上同學回

信，而後將其郵件面對全班朗讀，進且修正其表達上的問題，諸如：遣詞造句是

否合禮？敬語使用是否正確？是否有表達真正要表達的意思？同學們在閱讀此一

書信時，是否有不能理解之處？透過教師的指導後，重新修正錯誤，再次閱讀；

最後，再次請同學回信。這種書信往來的活動，十分有趣，不僅可增進同學的情

感交流，提高學習趣味；又可從活動中，注意到學生在日常生活的人際關係。此

外，設計寫信給教師、長輩；或設計情境，表示感謝之意；或以班長的領導身份，

向全班通知重要事件等，目的都是為了以合適的言辭書寫的表達，以符合語言的

禮儀之美。 

關於培養學童的表達技巧與溝通能力，就必須讓學童回到日常生活的說話

現場，其具體的步驟與方法為何？應如何教育與指導？學者難波博孝（2008：

325）提出培育的重點，曰：

如果真想透過國語課改善孩童的語言交流能力，就不能脫離「說話現

場」，而僅逗留在教科書的字面上。但因國語課的時間有限，因此就必

須設計教學活動，帶領學童回到「說話現場 」，並引發他們的熱情，

才能「在生活中，修正、改善與豐富原先的說話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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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國語課要回到「說話現場」，教師可透過戲劇、故事、角色扮演、辯

論、演講、彩繪圖畫等團體的教學活動，來吸引學童的「熱情」，參與其中，而

能夠根據不同的對象與場合，使用合宜的語言，並傳達正確的訊息。在此所謂的

「說話現場」，除了「周邊語言」，即聲音的高低、強弱、快慢及其轉變過程，

或如節奏音調的聲情表現；還包含「身體語言」，如說話者的表情、姿勢、動作、

視線、服裝等；或如「物品語言」，即說話者展示實物、照片等資料；再如「狀

況語言」，說話與聽話者之間的距離與位置，兩者對話的時空背景；有時「沈默」

也是一種說話的技巧（柴田義松等， 2010：162-164）。這些細緻的「說話現場」，

都有待教師的指導。

日本人與人對話時，非常注重對方的身份與自己親疏關係，對於不熟的人，

保持距離，使用較長的敬語，以示尊重，展現語言之美。這種得體的說話技巧，

需要在團體環境中，以漸進式融入整個「說話現場」，穿著合宜的服裝，言辭誠

懇，表情祥和，行為的一舉一動，皆合乎禮儀，讓彼此的感覺都受到重視，展現

了語言交流的美感。

以上是日本小學國語教育的課程安排，其具體實踐與教學理念，除了重視知

覺感官、日常生活與語言交流之外，更反應在《國語》教科書的編輯特點，亦即

融入小學生的日常生活，重視體驗與感受，並與其他同學有互動，一同對《國語》

感到興趣，而樂在學習之中。

肆、日本《國語》教科書的特點

實際課程安排的理念，既強調學童的親身感受，此一感受反應在作為教與學

的媒介—《國語》教科書，大多受到教師的肯定；其中，又以光村圖書出版的教

科書最受歡迎。書中最大的特色是適切與合理的插圖、繪畫與圖片，非常吸引學

童，與臺灣《國語》教科書相較，日本人花費四年的長時間籌備，「以學童的立

場去做考量」，並投入大量財力，由專業人員設計、編排與繪製，使用了適當的

紙質裝飾封面與內文，不論在視覺或觸覺上，都讓小學生感覺鮮活可親，甚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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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覺上還能聞到一股書香，讓人想進且拾起翻閱。另一方面，不論手繪或照片都

呈現繽紛的色彩；解說上也豐富易懂。一至四年級，分上下，書名分別依卷首詩

歌，取名為《風車》、《朋友》、《蒲公英》、《紅蜻蜓》、《嫩葉》、《藍天》、

《閃閃發光》、《展翅高飛》；五、六年級各以《銀河》、《創造》為名。

 

　　圖 3　一上《風車》封面 　　圖 4　四下《展翅高飛》封面

資料來源：宮地裕等 41 名編（2014）。《國語》。東京：光村圖書出版。

在視覺上，每本教科書的封面與作品，都有精美的彩色插畫，並占整個版面，

甚至跨頁，在《國語》書中「內容與特色」強調，乃為「提高兒童的學習欲望

（2014：3）」，是實際教學安排上的特色之一。然而，與臺灣的國語教科書相

較，同樣是重視圖版的情緒渲染以及豐富性，日本《國語》教科書中，「圖與文

的均衡配置，並重視文字訊息所傳達的實用性或功能性」，是以文章編排為主體，

圖版扮演輔助的角色有別。雖重視圖版的視覺效果來製造情境，引導學童的感官

愉悅，然而，研究者表示，日本《國語》教科書「以文字訊息為主導的版面中，

為理性而充實的視覺氛圍營造出些許生動活潑的編排意象」（林昆範，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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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不僅如此，還注重想像力的培訓，乃因教科書中，以小說與戲劇為文體所占

圖的版面率最高；反之，臺灣的國語教科書在此方面占圖的版面率最低，乃因滿

版編排的概念，字多圖相對地減少；然而，這兩種文體更需以輔助圖版來增加想

像，以營造更生動、輕鬆與活潑的氛圍，隨著文體不同，圖版率相異，以韻文為

例，研究顯示，曰：

（日本國語教科書）以文章為編排的主體，圖版扮演輔助的角色，配合

文章文體的差異配置，…日本的韻文版面透過適當大小的圖版，點出韻

文的意境，提供一個具想像空間的版面氛圍。（黃瑞茵，2008：75）

僅「點出韻文的意境」，顯示：留白空間大，是為了讓學童自由想像，「文

體差異反應在版面的構成上，能幫助學童更快進入文章所要傳達的氛圍之中」

（黃瑞茵 ，2008：80）。再配合教師內容上的解說，學童加入自我的認知判斷後，

引發其慧眼的「看」；進且觸動學童的心靈情感與想像，希望他們能以審美的眼

光，為作品之美所感動（參見川村善之，1975：21-22）。

再者，日本小學國語教育的課程安排上，非常重視傳統文化，舉凡傳統戲劇、

木偶戲等相關知識，如下圖所示：

圖 5　能劇 圖 6　落語

資料來源：宮地裕等 41名編（2014：156）。《國語》六。東京：光村圖書。

重視傳統語言文化的指導，根據文部科學省，小學校學習指導要領解說（國

語編）（以下簡稱《要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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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語言文化是在不斷繼承與創造中形成，因此從小學開始，就要讓

學生感到親近，所以內容應連接繼承舊有的語言文化與新的創造。如：低

年級有古代的神話傳承；中年級以簡單的短歌、俳句、慣用句與故事成語；

高年級則採用古文與漢文。（2008：10）

配合課程，對於古典語文教材，舉凡日本傳統的古代神話、優美俳句、幽

默風趣的物語、溫馨的繪本故事、耳熟能詳的兒歌與民間傳說等，皆以各種體裁

出現，內容皆透過編者群的精心挑選與努力編排，冀能引發學童對古典產生濃厚

的興趣，進且對日本古典的語言文化有深刻的感動與強烈的共鳴。《要領》揭示

教師在課程安排上的理念，其中重視教材的選擇，對於「培養學生的表達力、

思考力、想像力與語感能力」、「熱愛大自然，培育對美的事物感動之心」、

「充滿對我國傳統文化的理解與深情」及「熱愛國家的自覺意識」（文部科學省 , 

2008：134）等，都是為了幫助學童達到親近傳統語言文化的目標。

循此，配合實際課程的安排，遵照《要領》的指導原則編輯教材，光村版《國

語》在「傳統語言文化」的內容與特色中，對於實際課程的安排上，則重視學童

身體對外界的感受能力，並根據不同年級，循序漸進，為了進行個別的感受培訓，

而設計了相異的主題，《要領》曰：

三年級以上，各學年分別設計兩個主題：「快樂地讀出聲音」，對傳統

語言作品能夠學習朗讀，進且可以背誦。

二年級以上，各學年分別設計四個主題：「季節的語詞」，培養日本人

對季節的感覺，舉凡各式各樣的傳統儀式活動、風物等相關用語，同

時，透過韻文題材，能夠培養語感。（文部科學省，2008：4）

從以上引言可見課程安排的理念，在朗讀與背誦作品上，讀出聲音，則利用

到口說與耳聽，進且希望學童融入情境之中，不論是否能達到，皆強調學童「快

樂」的感受能力。以詩為例，又特別強調「節奏感強烈的優美詞句，能夠和教師

一同唸出聲音來」，讓學童在朗讀中產生「成就感」（文部科學省，2008：4），

進且願意、喜歡背誦。在實際課程的內容安排方面，以說明性文章教材為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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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中、高三階段，圍繞三大主題：「向自然學習」、「文化的繼承與創造」、

「關於人類的思考」。其中，「向自然學習」，低年級以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

為線索，從動、植物的生存中，感受生命的神奇與偉大，強調友情、友愛與團體

意識；中年級則挑戰神奇的自然，感受先人的開拓與努力，強調緬懷、關心、自

主與自立；高年級則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關心他人，提出環境問題，並傳達環

保概念，體會人類生命的可貴。可見，在課程的教材安排上，不論低、中、高年

級的任何階段，皆強調要帶領學童打開身體的所有感官知覺，不僅要學童親自感

受與體驗大自然環境的變幻莫測，透過閱讀詩文作品，引發其情感，進且能夠體

會詩文的情境之美。

課程理念既強調學童的感受能力，反應在整部教科書的取材內容，強調「引

發兒童學習欲望」。在聽與說方面，則「取材於兒童日常生活、學校生活與學習

場合，能將學習運用在實際生活中」，讓學童與生活連結而產生興趣，進而提昇

其主動學習的能力。另一方面，在書寫與閱讀方面，《國語》在「內容與特色」

中，分別敘述云：

設定明確的目的、話題與情景，引發兒童書寫的欲望；再者，內容配合

取材敘述與兒童實際學習狀況，以具體圖示說明，較容易了解。

配合兒童的語言環境與成長階段，選取兒童能夠感到語言之美的教材，

或對家人、朋友等的關懷的相關作品。（宮地裕等，2014：2）

由此可見教科書的內容與情景，皆處處以學童為中心，乃為引發其學習的欲

望，依此特色來設計編輯內容。其次，整部教科書，內容的時間與地點多發生在

兒童周邊的日常生活中，尤其以大自然居多數，很少純粹僅講述古代偉人或相關

歷史故事。再者，故事的主角多以小學生為中心，而後則為動物；此外，內容出

現的人物，都是小學生在生活週遭所見、會遇到的人物，這些人並無特殊的能力

或傑出的成就，舉凡童話故事也都描述普通人的感情世界，包含農夫與獵人等，

他們的生活困苦，卻能在艱苦中，努力不懈。另一方面，課文的主旨多表現人與

人、人和動物，所建立深刻濃烈的情感，包含熱愛家人、熱愛自然、熱愛國家。



156

（參見王立波，2002：33-36）是故，透過這些課文內容，容易讓小學生引起共鳴，

而進入故事的情節中。

此外，「尊重、並發揮每位兒童的性格」是該教材編輯方針之一，因此教材

內容多樣化，展現其靈活度。另一方面，身為教師，不必非得按書中的說明與步

驟教學，要能「隨機應變」，是以能夠不用趕進度，因為教科書是為了「盡可能

地給學童展示多樣的學習方式和豐富多彩的學習參考資料。對此，研究日本教科

書的學者指出：

教科書不再表現為一種權威的、一種必須按照書中順序和指示來完成

教學活動的綱領性文本。它以一種參考提示的性質出現，盡可能地給

學生展示多樣的學習方法和豐富多彩的學習參考資料。書中用詞親切、

委婉，給人一種親近感。這種教科書的性質與形式，為師生針對不同情

況，照顧不同學生的不同差異，因地制宜地創造性使用教材提供了可依

據與操作的平臺。（付宜紅，2003：45）

教科書既然作為一種「參考提示」的性質，因此可以「因地制宜」，教師的

教學方法也可以多變，目的皆是為了引導學童養成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編輯

方針之二：「引起學生的興趣，並自覺地投入學習活動」，即表明：教材在選文、

版面設計、插畫與圖片等安排，都是能夠吸引學童的興趣，以淺顯易懂的文字，

說明教學內容與學習活動，教師適時和學童的日常生活經驗相結合，設計一些新

奇有趣的教材。

日本小學國語教育的課程理念，體現在教科書編輯上，兩者相互融合；在實

際的教學上，以下筆者則敘述所見情況。

伍、結論：好美的畫面

筆者 2008 年在京都大學做研究，這一年期間，曾協助一位日籍教師，到宇

治小學教國語。有一天，我觀摩了這位教師的國語課，她在唸課文時，與學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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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大聲朗誦，而後自己再示範一次；在講解內容時，無意間談到自己的體驗故事，

突然間，眼框泛紅，學童趕緊體貼地遞上面紙，這個畫面令我印象十分深刻，是

以久留心中，永不能忘懷。在她的課堂上，同學們踴躍發言，上課注意力集中，

整個班級氣氛和諧。當時，我坐在教室的最後面，感動萬分，頓時覺得：這個畫

面好美！在她的班級裡，不僅師生間建立起濃厚的情感，教師與家長每月舉辦一

次懇親會，在輕鬆的氣氛下，聊聊學童平日在家的生活情況，彼此之間也並不陌

生，透過這樣的交流，更加了解學童在校的行為舉止，能夠體會學童在校的「感

覺」和「活動」。另一方面，對學童而言，教師不是高高在上的權威者，他們也

能站在教師的立場進行思考與互動，師生之間就好像朋友關係。這也許印證了赫

伯特．里德（Herbert Read，2007：316）所說的：

（如果）教師只在心中體會學生，然後來經驗和欣賞學生心理傾向的個

別化，這是不夠的：他必須和學生真正的同化，而像學生那樣的感覺和

活動。因為在相互關係中一定時常有一種單方的要素，因此教育關係的

「涵容作用」仍然和友誼的「涵容作用」不同。教師是從兩方面來看情

境，而學生只是片面的。當學生試圖從教師的觀點來看事物，來欣賞關

係的兩方面本質時，這時情境就變成友誼的關係。

在日本，並非所有小學的國語課，都是如此；然而，根據筆者個人的親身體

驗，這個「好美的民族」，在國語課堂上，師生站在同等地位，教師與學生同化，

一同融入課堂教學的情境之中，整個教室的感受氛圍已然變化，師生彼此建立友

誼的「涵容作用」，一同賞析作品故事中的情節、一同感覺、一同活動，進且一

同生活，在情境中想像，在學習中成長。

在日本的宇治小學觀摩國語課，赫然發現：課堂中，有很多時間讓學童學習

思考、討論與發言，這是和臺灣的國語課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在等待學童發言或

回答問題時，教師與其他同學總是學習耐心等候，為的是增加學童思考的時間，

並且鼓勵他們發言；在團體討論時，首先，由教師帶領講解內容，配合故事需求，

以抑揚頓挫的聲調，摸擬各種角色的聲音及動作，再配合道具的使用及問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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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依此進行課程導入活動，激發學童的興趣與好奇，這點或許與臺灣相似，但

總覺得討論氛圍十分熱絡，可能是師生早已建立起友誼的「涵容作用」；其次，

在討論過程中，教師總是鼓勵學童，幫助他們建立成功的信心，就算一個不起眼

的回答，教師都以親切的口吻，大加讚揚；最後的說明，則由教師分享自己的感

動，並勉勵學童，使他們在課堂中感受到自我的成長與進步。

每次的團體討論活動，都必需抽籤換坐位，課桌椅一人一個，根據教學需求，

方便移動排列，如下圖所示：

圖 7　小學課桌椅
資料來源：学校机シリーズ。取自 http://

www.e-isuya.com/seihin/seihin.html。

圖 8　課桌椅自由排列
荒崎小学校日本語教室。取自 http://
edu.city.ogaki.gifu.jp/arasaki/nihongo/。

在團體活動中，學習思考、表達自我的想法與意見，並進行對話，學習傾聽

與反思，通過此一培育，每位學童時時刻刻都在專心思考。另外，團體活動主題

很多，如：一同編劇本、故事，或利用角色扮演，透過布偶、道具或真人實演等

多樣方式，學習團隊精神；或如共同製作賀卡，一同練習寫字作文，這些活動都

是為了幫助學童主動投入課程內容，熱情參與學習，不僅能夠促進學習效果，同

時還能啟發學童的想像力、思考力與判斷力。

上課時，教師非常注重課堂上說話的聲調、臉上的表情與肢體語言的表達，

時時關心學童的舉動，進且觀察其學習狀況。整個教室環境，黑板、白板多為兩

面式，可將教科書的內容、圖片與插畫，以大字報呈現，在師生問答的過程中，

依照需要，以不同顏色的麥克筆，標注重點，板書工整，大小標題，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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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完畢後，或直接取用下一張大字報，或以另一面書寫，不僅節省時間，又能

清楚表達，非常有效率。近來，在國語課堂中，又引進了電子黑板，可與電腦畫

面或實物投影機連結，在筆順的視覺指導上，更加便利。

圖 9　電子黑板
資料來源：大和市全市立小学校。取自 http://www.city.yamato.lg.jp/web/shidou/shidou2391.html

教室後面，則張貼學童的書法，一個大字排列，顯得美觀大方，整個學習環

境，純樸自然，沒有華麗的裝飾，塑造出一種單純自然的視覺美感。

緣此，當教師充分理解學童的興趣、生活經驗與接受能力，就能夠適時更換

教科書的課程計畫、教學步驟與學習目標，甚至丟掉教科書，另創新的授課內容。

另一方面，對學童而言，他們喜歡上國語課，並且熱情參與相關活動，在閱讀作

品時，能夠貼近故事人物的心靈，感同身受，運用豐富的想像力，去同理、去理

解人物的行動、去欣賞情節的轉變，去創造故事新的情境，細心體會每一主角的

情感，自然產生強烈的感受而被感動、被震撼；進一步地，能夠主動地尋找更多

有趣的相關書籍，不論是在課堂上教師所列出的清單，還有自己主動在圖書館查

找的書籍，將閱讀融入生活，隨時打開全身的神經知覺，仔細觀察四周的變化，

並在作品中，想像與創造意境之美；用心體會，感受真情的可貴。當生活周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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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物，全都變成了審美對象時，身體的每一寸細胞都變得敏感，生命就豐

富起來了。

筆者相信「美意識」是可以透過培育，但培育方法卻非死板，畢竟人文素

養是很難按照科學步驟一條條地遵循。本文分析日本小學國語教育，首先敘述文

部科學省對國語教育的目標，以及《國語》課程的安排與理念，次為課程理念反

應在教科書的編輯內容，並參見師資培育書籍，最後以筆者親身觀摩國語課的體

驗之後，可見日本小學的國語教育，確實有很多值得給予臺灣小學國語課的借鏡

與學習之處，從教材實例與課文活動中，可見日本的教科書與教師教學方式是以

讀者的學童為本位，以小學生為中心的角度，進行思考教學的方法，又是如何讓

學習融入傳統文化的議題，讓枯燥的內容生動、活化，而非站在教科書本位、以

教師為中心的角度進行教學活動，這或許是臺灣教科書編輯有待努力的方向與空

間，諸如「美感細胞團隊」的組成，「發起美感教育計畫，全面改造國小教科書，

請設計師重新編排版面、繪製插畫，讓孩子在上課時，就能直接擁有美感教育的

啟蒙」（李雅筑， 2015），就是一種很好的改良行動。

循此，教師上課應站在何種立場，採取何種教材內容，使用何種教學方法，

則依學童的需求、反應與喜好，隨時更換改變，在法中似乎又提升至無法的境地。

依此，師生之間，相互信任，建立友誼關係，使國語課的教育培育中，不再只是

填鴨式的字詞造句學習，進且足以影響學童視、聽、嗅、味和觸覺五種感官上的

知覺，依此培養其「美意識」，日積月累，在潛移默化中，形成審美的意識，對

事物變得更敏感、對外界的感受更加細膩，眼光拔高，看世界的角度亦不同，在

他們的生命中，已烙下永恆、甜美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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