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文化教育与民主公民教育的关系

到此为止，阐述了本书的创作目的、所致力于的学习方法、如何使用这本书、使用这本书学习

时的要求及需要注意什么等等。你可能会想，“这和其他日语教育书籍不一样，和我以前上过的课

程形式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在日语教育中开设这样的‘对话’课”。在此，解释一下我们在创作

这本书时的想法。

还记得“本书理念”部分吗？本书所推崇的理念是“民主公民”。我们笔者相信培养“民主公民”

的教育是必要的。事实上，跨文化理解教育和日语教育等语言教育对于培养这种“民主公民”非常

有用。

组成这个社会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多元化的，拥有不同的身份和价值观，可以使用的词语也因人

而异。即使在一个人身上，语言能力也存在很大差异：一些词能说得好，一些词只能说一点，一些

词能说但不能读，有一些词能读但听不懂等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词本身的价值存在绝对的

差异，并不是说能够流利说出的话语本质上就比只能磕磕巴巴说出的话语更有价值。此外，许多人

使用的词语也并不比少数人使用的词语具有更多的社会价值。

即使在一个教室这个小社会里，大家也各不相同，充满了多样性：如果有 10名学生，那么这

10名学生的语言能力也有所不同。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会说话的人就是更好的人，仅仅因为

某人考试成绩好也并不意味着他优于其他人。还记得 “连接理念和使用方法的六点”吗？学生和老

师是“平等的”，因为他们都是“日语使用者”。日语老师的日语就比学生好吗？仅仅因为会说日语

并不意味着你很优秀。如果日语老师比学生优秀的话，那么外国学生能够自由使用老师做不到的外

语（例如学习者的母语），同样优于老师。换句话说，因为他们都属于课堂这个社会，教师和学生

都具有平等的价值，他们处在使用某种语言的社会中的平等地位上。这不仅适用于语言，也适用于

文化。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就是和这些人松弛有度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

 

也就是说，课堂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在这个“场合”学习的人是社会成员，或“公民”。在一个

社会中，一群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为共同学习松弛有度地联系在一起，并在大约一个小时这个很

短的时间内生活在一起。这就是一堂语言教育课，其多样化的特征与课堂外的社会非常相似。因此，

要想学会在社会上宽容他人、与他人共同生活的态度和方法（是的，那就是所谓的“民主公民”），

语言教育是必要且潜力巨大的。这就是为什么本书试图将日语教育等语言教育转变为民主公民教育

的“场合”。

到目前为止所阐述的一切都是为了掌握和发展“民主公民”。但当你真正学习这本书时，你大可

不必考虑“民主公民”。通过“对话”的“场合”，意识到“采取批判的态度”、“面对自己和他人”、“宽

容地接受他人”、“认识到各种事情”和“与他人调整”的思维进行学习即可。请快乐学习并创造对

话和跨文化理解的机会，如此我们自然就会产生“民主公民意识”。

作者致辞
※�此页面提供英语、中文（简体）、韩语和印度尼西亚语版本 ：

https://www.bonjinsha.com/wp/e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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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请翻到下一页，终于到了开始的时候了。一个学习民主公民的多元化和自由的世界正在

等待着你！请通过“对话”，积极了解他人的想法，与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互动，扩展你的世界吧 !

2023年 11月 名嶋义直、野吕香代子、三轮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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