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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读了张文生校长送来的《基础教育的中外比较与感悟：一个中学校

长的工作手记》书稿，很有兴味也深有感触。这本书没有洋洋洒洒的高

谈阔论，只是用最质朴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个中日交流和学校教育的生

动故事。从中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提高教育

国际化水平的进展，也深信尽管有着多重困扰，和平友好仍是中日两国

人民心中的主旋律。

文生同志是北京市月坛中学的校长。1972 年 9 月 25 日，日本内

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标志着中

日邦交正常化。作为成果之一，当年月坛中学开始开设日语，1985 年

开始开展中日教育交流，1988 年被北京市政府批准为对外开放单位，

1993 年将日语作为第一外语。月坛中学至今仍是北京市最早而且是唯

一以日语作为第一外语的中学，因此，也自然成为中日民间交流特别是

青年交流的重要窗口。

习近平同志在 2015 年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

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中国

政府支持两国民间交流，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

日友好事业，期待两国青年坚定友好信念，积极采取行动，不断播撒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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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的种子，让中日友好长成大树、长成茂密的森林，让中日两国人民友

好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月坛中学多年来就是秉承这一宗旨，坚持开展多种形式的中日交

流，以在青年中播撒友谊的种子，推动中日友好事业。月坛中学与日本

近 200 所学校建立了友好关系，多年来接待了上千个来自日本各地的教

育、文化、旅游、新闻等界别及政府、民间团体组成的参观交流团体，

每年接待数千日本朋友。从 1985 年开始对日交流到今天，培养了许多

中日友好事业的使者，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了国内

外各界人士的赞扬，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坚持开放发展是我国的战略方针，因此培养国际化人才是大国崛

起和民族复兴的重要任务。国际化人才应当具有对不同民族、宗教、

文化、价值观的理解和适应能力，具有以民族的自我认同感为基础的

全球化视角，具备自主的思考能力、行动能力、协作能力、交际能力

以及较强的语言能力。但是，基础教育的任务不是直接培养国际化人

才，因此，不是进行培养国际化人才的特殊教育，而是为包括国际化

人才在内的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素质基础。月坛中学正是坚

持国家的教育方针，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不断深化教育改革，从而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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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全面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取得了显著成效。正是在推进全面素质教

育的过程中注入了国际化人才应有的素质基因，从而形成了月坛中学

的办学特色。

在文生同志讲述的既有趣又令人回味的故事中，这些道理都立体化

了。我想这源于作者对事业倾注的满腔热情，在实践道路上迈出的坚实

步伐，更体现了作者既关注域外又立足界内的广阔胸襟。我为少有的涉

及这一领域的书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

2016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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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创立于 1963 年的北京市月坛中学，于 1972 年开设了日语教育课

程，此后一直将日语作为第一外语开展教学，同时积极与日本的学校、

教育团体开展民宿、文化体验等多样的交流活动。

此外，还与接收在京日本人子女的北京日本人学校合作，每年定期

开展演讲比赛、运动会等活动，增进学生及教职员工间的交流。

日本政府对北京市月坛中学所开展的日语教育及日中教育交流活动

给予高度评价，于 1996 年授予月坛中学外务大臣表彰奖。

值此日中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之际，月坛中学张文生校长回首该校

的日中交流史，将与日本学校相关人员及学生交流的逸事汇编成书。我

在中国工作时，感受着与日本不同文化的冲击，同时也结识了很多朋

友，在与大家的共勉、交流中，为日本和中国的友好、合作尽一份力的

经历，和张校长多年开展工作的经历有共通之处。

对于日中关系未来的发展，双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尊重彼此的语

言、文化，抱有兴趣，共同学习、交流，酝酿友情是非常重要的。衷心

期待有更多日中两国的朋友，通过此书分享张文生校长所总结的宝贵经

验，进一步增进日中两国间的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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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向以张文生校长为代表的相关人员为日中交流做出的贡献表

示由衷的感激，祝愿北京市月坛中学再创辉煌。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横井裕

2017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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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因工作关系，有机会结识了一些日本人，经历了一些人事，通过

与一些官员、学者、同行和志愿者老师的交流、交往，有了一些相互了

解，对中日文化异同的认识有了一些积累。

中日关系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亦敌亦友，非敌非友，似敌似友，

可敌可友；不冷不热，又冷又热，时冷时热，怕冷怕热。

一个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是：中日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姻亲血亲姻

血相连，相互为邻谁也搬不走，经济全球化彼此相依。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是如此。

而国际形势与变化趋势则是：每个国家都依赖世界，世界也依赖每

个国家。随着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都需要不断扩大广泛的国际交往，

人才的国际化就显得日益突出而重要。

人类社会发展需要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

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开展国际友好交流，必然增进了解、增

进友谊、增进相互理解。关系只有走动才能亲密，交往只有真诚才能密

切。人与人如此，国与国如此，民族与民族也是如此。

高度最雅：高度或许比资本和经验更重要，它带给人的是胸襟和胆

气，做过大事和看过大事的人，想平庸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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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最难：世界上最难的是相互理解，因为文化差异、经济差异、

价值观差异，总有些误解、误会、误判。不同和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

“一体化、全球化、地球村”的现实又需要大家相容、共处、合作。所

以，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就需要加强交流和沟

通，用智慧和诚意不断扩大理解、缩小分歧。要理解必先了解，要了解

必有交流。只有在不同基础上的沟通，才有基本意义上的理解。

变化最真：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教人

变。教人变好是好教育，教人变坏是坏教育；活教育教人变活，死教育

教人变死；教人不变和不教人变，都不是教育。”“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不同最美：不同是基础，是生态，是必然。教育需要接纳不同、发

展不同、成就不同。有不同才有多彩和美丽。

为了留住国际交流交往中的美好与记忆，撰写此书。愿以此书促进

交流、扩大了解、增进理解、传递友好！

张文生

2017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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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记忆

“不打不成交”的横田雅弘教授

横田雅弘是个学者。1953 年出生于东京，1977 年上智大学文学部

毕业，明治大学国际日本学部部长、教授，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副会长。

2011 年秋末，在友人的引荐下，明治大学国际日本学部的几位教

授慕名来月坛中学交流，其中包括横田雅弘先生和白户伸一先生。当时

横田雅弘先生还不是学部长。因为北京市月坛中学在日本比较有知名

度和影响力，而明治大学也是日本的一流大学，再加上明治大学曾是周

恩来总理就读的学校，也是村山富市首相就读的母校，双方便增加了几

分好感、信任、自豪和期盼。我们为了学生的出路，他们为了学校的招

生，彼此之间都有诚意，几经协商，双方确定了合作的初步意向，并

于 2012 年 5 月在明治大学国际日本学部与时任学部长的蟹濑诚一先生

签订了《北京市月坛中学与日本明治大学高大一体化直通车合作协议》，

从此开始了两校师生的密切往来。

难忘与远道而来的明治大学的几位代表的第一次商谈，留下深刻印

象的是协商就像谈判，你来我往，陈述条件，争取本方的利益最大化。

记得横田雅弘先生提出接收推荐生的三个主要条件：一是日语水平考试



003

N2 以上；二是英语托福成绩 95 分以上；三是高中阶段年级考试前三名

或高考成绩优异者。

我方对日方提出的三个主要条件一一进行了否决。理由如下：

1. 月坛中学是中国唯一一所以日语为第一外语的学校，学生在校必

修六年日语，参加统一的中考、会考和高考，日语水平自然有保证。另

外，学生没有时间和精力、学校也没有责任组织要求学生参加属于社会

化考试的日语水平测试，因此，必修六年的日语学习应该予以认可。

2. 中国公立学校学生只选择一门外语作为必修课，学生既然选择了

日语，就不可能再把英语作为必修课，而英语托福考试是社会化考试，

学校没有权力要求学生必须考托福，学生也没有精力再参加托福考试。

学校同时考虑学生学习能力的差异性和英语学习的必要性，只把英语设

置为校本选修课。因此，英语托福成绩的要求是为难学生。

3. 年级前三名的学生不一定出国留学；即使出国留学，他们也首选

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因此，不能按此标准作为录

取条件。另外，赴日留学的学生不参加高考，因此没有高考成绩。

三个条件都被否决后，日方希望中方提出可行条件。最后，在充分

协商和充满诚意与信任的前提下，日方同意了我方提出的推荐条件：日

语相当于 N2 水平即可；英语由学校自命题，考试成绩及格者即可；高

中阶段年级考试成绩原则上在前十名左右即可。至此，直通车合作意向

基本达成。

2012 年 5 月，在赴日正式签约的仪式上，横田雅弘先生或因曾经

“打得太熟”，或因“大喜过望”，当着双方领导和老师的面，只说了一

句话：“我没什么可说的，今天把话语权全部交给张校长！”

之后，月坛中学按照直通车协议推荐给明治大学的学生在校期间表

现非常好，明治大学十分满意。2016 年 11 月，早已担任明治大学国际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