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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日韩美四国对“高中生生活意识”展开联合调研 

为了解多元文化背景下青少年的成长，比较不同文化环境下青少年的生活、学习状况，了解他们价

值观形成的原因及发展趋势，自2005年11月起，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本青少年研究所、韩国青少年

开发院及美国的一家社会调查公司共同实施了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生活意识比较”课题研究。该课题

历时一年多，共调查了四个国家156所学校的7304名高中学生。其中，中国调查了北京、上海、广州、四

川、陕西、黑龙江六省市72所学校，共3240名高中及中专生；日本调查了长野县、爱知县、静冈县等12

个地区12所学校，共1342名高中生；韩国调查了江原、光州、釜山等15个地区60所学校，共1714名高中

生；美国调查了北卡罗来纳州等12个地区12所学校，共1008名高中学生。在研究中我们获得了一些有价

值的数据和结论，这对于人们了解各国高中生的生活现状，研究当代青少年的现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研究发现，在自我意识方面，四国高中生中，美国高中生对自己最满意，其次是中国高中生，韩

国、日本高中生对自己不太满意。同样，美国、中国高中生的幸福感也要高于韩、日高中生。多数高中

生很关注自己的容貌，尤以韩国、中国、日本三个亚洲国家为甚，美国高中生对相貌的关注较低些。 

在人生观方面，多数高中生具有较高的人生目标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大多数人不想有了钱就悠闲度

日，这可能与当代青少年生活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有密切关系。这样的大环境使他们对未来生活充

满憧憬，也给他们带来更多信心和希望。比较而言，中国高中生生活态度更积极，更具有集体主义倾

向，但在对待生活的自主意识方面不如另外三国学生，“不管别人怎么想，自己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的韩国高中生最多，中国高中生最低。 

在学业和行为规范方面，四个国家的学生都非常看重学习成绩及未来出路，其中中国学生竞争压力

更大，好好学习，考入大学获得高文凭是他们的主要目标。相比之下，日本高中生竞争压力最低。此

外，和其他三国相比，中国高中生对学校的行为规范最认可。 

在同伴交往方面，中国高中生更注重朋友间的精神交流，美国、韩国、日本高中生则把与同伴快乐

玩耍作为重要标准。另外，亚洲三国的学生在交友时也经常和伙伴讨论学习，美国学生则更愿意和伙伴

一起“做感兴趣的事”、“旅游”、“谈论异性朋友”、“去朋友家过夜”等。 

在亲子关系方面，多数父母望子成龙，对子女期望较高，且母亲期望要明显高于父亲。比较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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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父母很少表扬孩子，和孩子沟通也最少，很少把孩子当大人看待。因此，中国高中生和父母在一起

感到很快乐的比例也最低，有了烦恼也不愿找父母倾诉。 

在生活环境方面，高中生们对家庭事务最关心，家和朋友聚会场所是四国高中生最喜欢的生活场

所。此外，中国高中生的主人翁意识最强，远远超出四个国家的平价水平。 

在流行文化和休闲活动方面，日本和韩国高中生对流行文化最为关心，中国学生关心比例不高，其

中韩国高中生最关心计算机、上网和电子游戏。 

在对其他国家的印象方面，中国高中生对美国和韩国的传媒文化最了解，看过日本动画片的人较

多，最想到美国留学。中国高中生对韩国人评价最高，认为韩国人最亲切、最彬彬有礼、最重人情，认

为美国人更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思维更活跃，而日本人、韩国人更勤奋，办事更遵守规则。美国高中

生对中国人评价最高，认为中国人心胸宽大、忍耐力强、性格开朗，勤奋且遵守规则。但韩国高中生对

中国人评价较低，认为中国人悠闲、不够勤奋、不遵守规则，对中国人的爱国心、责任心、正义感评价

也较低。 

2．中国高中生自我满意度较高，幸福感较强 

高中生阶段青少年的自我概念逐渐清晰，自我意识迅速提升，他们开始关心自己的容貌，关注自己

的内心感受，但青少年对自身特性的重视，大多受文化差异的影响。在集体主义和重视社会趋同性的东

方社会（如中、日、韩），高中生更关心容貌和外在形象，而在美国这样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审

美存在多元化，因此容貌没有成为高中生们特别关注的自身特性。调查显示，中、日、韩三国报告自己

非常关心和比较关心容貌的高中生都超过了一半，其中中国68.5%、日本66%、韩国83.2%，而美国仅为

33.4%。 

调查结果还显示，四国高中生中，美国高中生对自己最满意，其次是中国高中生。韩国、日本两国

高中生队自己的满意度相对低一些。其中，美国高中生队自己满意的为85.2%，中国为69.2%、韩国为

57.2%、日本为43.6%。不过，中国高中生认为自己幸福的比例同美国差别较小，两国的比例均高于日

韩。其中，中国和美国分别为82.7%和83.8%，日本和韩国为77.4%和73.3%。这说明大多数中国高中生对

自己比较满意，与日韩两国的高中生相比，他们对自己有着更加积极的评价。这种比例低于美国，可能

是由于中国人更加尊奉谦虚的原则，在评价自己时，他们会相对低调，而美国人更加强调自我意识和个

性张扬，他们会更倾向对自己做出高的评价。 

可喜的是，绝大多数中国高中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他们虽然对自己做出了相对保守的评价，但这

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幸福感，中国高中生认为自己幸福和比较幸福的为82.7%，美国为83.8%，两者相差

无几。而日本和韩国高中生报告自己幸福的分别为77.4%和73.3%。高幸福感对于高中生的身心发展非常

重要，这表明他们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3．中国高中生具有较强的集体主义精神，但对待生活缺乏一定的自主意识 

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高中生们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准则，对人生有了自己的设想，并逐渐形成了

自己的生活目标和态度。调查发现，与其它三国高中生相比，中国高中生最不甘于平淡的生活，他们的

生活态度相对积极，对成功的渴求比较高。只有41.2%的中国高中生认为“能过上普通的生活就满足

了”，这与韩国高中生（48.4%）比较接近，远低于美国（71.7%）和日本（66.3%）。可见，他们中大多

数人并不想有了够生活的钱就悠闲度日。这可能与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有关。我们国家正处于高速发展

时期，充满机遇，充满竞争和挑战，这样的大环境使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也给他们带来更多信心



和希望。 

调查还发现，韩国高中生对生活最具有自主意识，他们渴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不希望他人来

安排自己的生活。数据显示，四国高中生大多比较赞成“不管别人怎么想，自己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这一观点，其中尤以韩国学生最突出（92.5%）。其次是美国（78.6%）、日本（74.8%）、中国

（72.4%）。 

对“比起为他人还是多为自己考虑的好”这一观点，美国的支持率最高（88.2%），其次是韩国

（69.6%）、中国（48.8%）、日本（47.6%）。从这一点来看，中日韩三国高中生比美国高中生会更多为

他人考虑。这可能与文化差异有关。东方文化重视集体主义，提倡合作和相互依赖，强调感情联系，而

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独善其身，管好自己的事是首要的，因此美国高中生会认为要更多先为自己考

虑。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高中生更具有集体主义倾向。 

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其它三国而言，中国高中生对金钱和打工的意识是最低的（45.8%），日本

最高（70.7%），美国其次（63.3%），韩国第三（52.2%）。与此对应的是他们对于金钱的兴趣，中国高

中生对于金钱感兴趣的比例为64.9%，也远低于其它三国（日本90.1%，韩国90.1%，美国78.1%）。这可

能与中国高中生课业负担繁重、学习任务紧张有关，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打工。同时，大多数中国父

母也缺乏培养孩子独立自主和理财能力的意识，不愿意让孩子分散学习精力。担心孩子的身体和安全、

不忍心让他们过早分担经济压力也是重要原因。另外，学校和社会也没有把高中生打工作为锻炼社会能

力的方式。作为即将成人的高中生，适当参与社会工作，进行社会实践，对于未来的发展是很有益处

的。因此，社会应多为高中生创造机会，同时老师、父母也需转变观念，在不影响正常学习、生活的情

况下，让孩子们进行力所能及的社会实践。 

4．中国高中生竞争压力最大，对学习成绩最关心 

调查发现，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对学历的期望均比较高，希望自己今后取得高学历（大学本科及以

上）的人数比例很高，其中中国高中生最高，达到了77.5%，其它三国依次为美国74.7%，韩国69.7%，日

本52.5%。而中美两国高中生希望获得本科以上学历（硕士、博士）的人数也接近1/2，分别占到了46.4%

和47%。调查还发现，四国高中生对毕业后去向的关心比例非常高，均达到90%以上，毕业后去向成为他

们不安和烦恼的主要事情之一。 

对四国高中生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中国高中生比其它三国同龄人更重视学业。中国高中生赞同

“作为高中生，学习最重要”的比例为80.6%，远远高于其他国家。韩国、美国和日本的高中生赞同这个

观点的比例分别为50.9%、50.5%和46.2%。中国高中生对学习成绩的关心比例也是最高的。数据显示，四

国高中生对学习或成绩的关心比例都很高，其中中国最高（93.4%），其次是韩国（88.2%）、美国

（87.8%）、日本（74.1%）。 

因此，“如何提高成绩”是四国高中生最不安或烦恼的事情。当被问道“最近你有不安或烦恼的事

吗？”，在学习成绩、朋友关系、健康、高中毕业后的去向、与家人的关系、自己的容貌或性格、与异

性的交往、家里的经济情况、与老师的关系、用于兴趣的时间太少、太忙等多个方面，学习成绩依然是

最令四国高中生们烦恼的事情，居各国首位。在中国，最令高中生们烦恼的前五项分别是学习成绩

（78.4%）、高中毕业后的去向（50.9%）、朋友关系和用于兴趣的时间太少（并列第三，36.2%）、太忙

（31.5%）、健康（25.7%）；在美国，最让高中生烦恼的前五项分别为学习成绩（54.6%）、太忙

（45.3%）、高中毕业后的去向（38.5%）、用于兴趣的时间太少（25.2%）、与家人的关系（20.0%）；

在日本，前五项令高中生烦恼或不安的事情分别是学习成绩（58.1%）、高中毕业后的去向（52.5%）、



自己的容貌和性格（36.5%）、朋友关系（26.0%）、用于兴趣的时间太少（25.6%）；在韩国，前五项令

高中生烦恼或不安的事情分别是学习成绩（84.4%）、高中毕业去向（84.1%）、自己的容貌和性格

（53.5%）、朋友关系（41.2%）、健康（36.4%）。 

横向比较也会发现，学习成绩更加困扰韩国和中国高中生。其中，韩国为84.4%，中国为78.4% ，日

本为58.1%，美国为54.6%。从这四个数据中可以看出，虽然在日本、美国学习成绩也是最让高中生们烦

恼的事情，但和韩国、中国相比，他们的比例要低得多。这说明在学习压力方面，中韩两国相对高些，

日本、美国学生的学习压力较低。 

由于学业的压力，高中生们目前最大愿望主要是“提高成绩”和“考上理想大学”。其中，中国高

中生第一愿望是“考上理想大学”（76.4%），第二愿望是“提高成绩”（75.9%）；美国高中生“提高

成绩”（74.9%）排名第一，“搞好朋友关系”排名第二（67.2%），“考上理想大学”是第三愿望

（54.2%）；日本高中生“提高成绩”（58.1%）的愿望排名第一，“考上理想大学”排名最后；韩国高

中生第一愿望是“考上理想大学”，第二愿望是“提高成绩”（74.0%）。 

从上述几组数据可以看出，虽然生活丰富多彩，但学习成绩始终牵动着高中生们的喜怒哀乐，有好

的学习成绩、考上理想大学依然是高中生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比较本次的一些调查数据发现，四国高中

生存在比较一致的特点：第一，学业是目前高中生最为关注的事情，也是高中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高

中生最烦恼的事情就是因学业问题产生的，他们特别希望提高学习成绩。第二，虽然学习是高中生活的

主要活动，但是学业并不是高中生活的唯一。四国高中生赞同“为了保证学习时间，就不参与其它社会

活动”的百分比都很低，这说明高中生在学习的同时，仍然希望生活多姿多彩。同时，我们也发现，和

其他三国高中生相比，中国高中生在关注学习、认同学习重要性、希望考入理想的大学和取得更高学历

几个方面的比例都很高。这可能是因为：第一，中国的传统历来比较重视学习；第二，中国学生的竞争

压力更大一些，考入好大学、获得高文凭是在竞争中得胜的重要保证。 

5．中国高中生对学校行为规范最认可，但也偶有叛逆 

本次研究中，我们对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高中生有关学校行为规范的观点也进行了调查。总体

上看，中国高中生对学校行为规范认可度最高。例如，对“即使对校规感到不满也应该遵守”这一观

点，中国高中生赞成的比例达到76.6%，排在第二，和排在第一的美国高中生的赞成比例82.5%只差

5.9%；排在第三名的是韩国，为71.5%；第四名是日本，为68.6%；对“上课时不可以窃窃私语”和“上

课时，不可以看课外书”两个观点，中国高中生赞成的比例也最高，分别为68.3%、87.0%。此外，中国

高中生对“课堂上不可以故意让老师难堪”这一观点也最支持，比例高达91.5%,其次是美国（79.2%）、

韩国（57.6%）、日本（57.4%）。在“对高中生的服装或发型不应有规定”这一点上，中国高中生赞成

的比例是最低的。这些都说明了中国高中生对学校行为规范最认可。 

但是，调查也发现，虽然中国高中生对学校行为规范最认可，对“课堂上即使再困倦也不可以睡

觉”和“上课迟到一会也不可以”两项的选择比例却相对较低，分别为60.1%和53.0%，在四国当中分别

排在第三、四位。对“有作业就必须完成”这一点，四国高中生均比较赞成，其中，美国95.3%、日本

90.2%、韩国87.7%、中国87.0%，排名最后。可见，与美国、日本和韩国的高中生相比，中国高中生在大

多数情况下都是最遵守规则的群体，但是偶尔也会违反学校行为规范。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强调集体主

义，强调对团体规范的遵守，因此中国高中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遵守学校行为规范。但在遵守集体行

为规范时，可能会与个体的主观意愿冲突，表现出服从的行为，因此长期的服从也可能会导致叛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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