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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史学的视角看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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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什么理念来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一直是中学历史教育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从新史学的角

度来看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订，分析了日本帝国书院、清水书院、日本书籍新社2005年版初中历史教科书在

新史学应用上的亮点，并提出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关键词〕新史学日本历史教科书国内历史教材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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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教科书是目前中学生学习、教师开展课堂教学的重要参考文本，在中学教育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

色。其编写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教育方向、价值选择。因此，各国都很重视教科书的编写，将各种先进的理念

应用其中。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发展迅速，研究成果精彩纷呈。日本在近代努力“脱亚入欧”，对欧美研究

得比较多，并模仿美国的课程模式设置了社会科。历史课程是以分科设置的形式隶属于社会科，作为核心必修

课之一。在至关重要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编订上，日本吸收了西方新史学的不少研究成果。 

        日本现行的历史教科书有日本书籍、东京书籍、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清水书院、帝国书院、日本文教

出版、扶桑书社这8个出版社的，其中扶桑书社等近年来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下反复修改教科书，篡改侵略

史实，不公正对待历史。对于这点，我国学者已写了多篇文章抨击这种现象。[1]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本文在

此不讨论日本右翼势力在教科书编订的一些遭人唾弃的做法，以帝国书院、清水书院、日本书籍新社2005年

版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为例，从新史学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编订，以借鉴他人经验，更好地编订我国中

学历史教科书。 

                                                                                 二 

       新史学是相对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而言，运用多种手段研究问题，强调对历史的解释，关注社

会生活和普通人的历史，重视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 

    1.在史学研究领域上 

         新史学强调要把历史研究扩充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扩充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历史研究正

朝着众多的方向发展……史学研究的范围日益宽广，”[2]内容包括了从政府决策与咨询、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管

理，到婚嫁、饮食、衣着、娱乐等琐碎的小事。 

    （1）社会生活史 

         日本初中课标突出社会史，在“内容”部分的21个子目中，关于“生活”方面内容就有7个，占1/3，其

中包括“生活变化”、古今“生活联系”、“国民生活”等。教科书中也同样有体现。 

【例1】英国纤维工厂童工的证言（1832年） 

     繁忙的时候早晨几点钟去工厂呢？ 



     ———早晨3点钟去工厂，工作结束时已经是夜间的10点钟了。 

    在19个小时的劳动时间里，能够休息多长时间呢？ 

     ———早饭15分钟，午饭30分钟以及喝水的时间15分钟。 

      如果迟到了的话，会怎样？ 

     ———会被四分之一。 

      什么是四分之一？ 

     ———工资被扣除只剩下四分之一。 

     迟到多长时间被四分之一呢？ 

      ———5分钟。[3] 

 【例2】在工厂做工的孩子们……（图）烟草工厂的工人年幼的孩子们也混在大人中劳动…… 

       我进入制丝厂之后马上12岁的妹妹就也进了同一家工厂做工。干了2年，患了腹膜炎倒在了工厂。那时有

30多人患病。妹妹回家不久就死去了，才13岁。她曾立志当一名优秀的女工让母亲高兴，她苍白的面孔离开

工厂时，那悲痛的目光，我终生难忘。（山本茂美《啊！野麦岭》 

       决不能忘记，近代日本发展的身影中，有这些孩子们的苦恼。[4] 

       在历史学习中，学生对历史发生兴趣主要依赖于已有经验，依赖于接近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关注焦点的历史

材料。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选取材料时，选择了不少反映各历史时期少年儿童的生活与感受的材料，这样

便于建立现实中的学生与久远历史人物的直接对话，有利于学生理解这一段历史，引起情感上的共鸣。 

        类似这样的案例在这一套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比比皆是，这是该书的最大亮点。 

【例3】战争与民众 

         在太平洋战争中设想转移首都机能，在长野市松代附近的三处地方挖造了大约10km长度地下防空洞。据

说有大约7000多朝鲜人参与了这些工程。工人当中有志愿者，也有被强制带到日本被迫从事劳动的。在这个

地下防空洞里，可以看到这些朝鲜劳动者的笔迹。另外，居住证地下防空洞附近的居民，为了保密被命令强制

迁居。[5] 

       社会史涉及现代社会的前沿,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普通民众，以便更深入地发掘传统史学所无法触及的层

面。日本教科书中大篇幅强调了社会史，既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对“不光荣”的二战政治史采取少谈不谈的

做法，也是受到了新史学的影响，重视社会史。（2）生态环境史生态史观是生态学和历史学“杂交”的产

物，20世纪60至70年代以来发展很快。生态史观认为，史学研究应从关注历史上的人转为关注历史上的人与

自然及其两者的关系。同时认为，评估历史上人类的活动应兼顾人类和自然（包括各物种乃至整个地球）、近

期与远期、局部和整体的利益。维护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动态平衡，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 

   【例4】深刻的公害问题： 

         随着高度经济成长，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裕，同时，公害问题渐渐发生。因为经济生活最优先考虑到是利

益，对人体健康和自然缺乏考虑（专栏）。其中，被称为四大公害病的水俣病……政府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

并设置了环境厅，积极对待这些问题……这种被害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发生，开发和环保两立是我们面临的巨

大课题……[6] 

        历史课程具有公民教育的功能，引导年轻一代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培养和增强其生态环

保意识，是历史学科的责任。[7]教科书中增添了不少生态史的内容，关注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将课本中的历

史与现实紧密联系，帮助学生树立“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的意识，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 

         日本除了关注环境生态史，还关注扎根于其中的历史文化。在历史课程标准中罗列了四大目标，有三大

目标是关于文化方面的要求，如思考“文化与传统的特色”、理解“文化发展、文化遗产”、加深认识“历史

与文化方面的联系”等。[8]课程的21个子目中，有7个子目直接与文化发生联系，占全部内容的1/3，地位相

当重要。（3）注重整体史日本教科书加强了本国史与外国史之间的联系。教科书既可以看成是日本通史，但

不仅仅是通史，它是以日本史为主线，中间穿插与日本有联系的外国史的合编体。其中联系最多的是中国，在

内容部分的21个子目中，就有5次直接提到中国，约占1/4；在“内容处理”部分又多次以中国为例，讲解古代

文明、对外关系等。[9]此外，还多次将本国历史与东亚、亚洲、欧洲等联系起来。2.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历史学

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新方法，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技术，在战后蔚为风尚，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史学研究新

方法，比如运用了计量方法、心理方法、比较方法、田野调查法等。（1）口述的方法口述史是历史学与社会



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注重田野工作即实地调查的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口述史学家从特定主题的当事人或相关

人那里了解和收集口述资料，以其为依据写作历史。口述史研究方法在日本教科书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在教科书的史料选择上采用了口述史的内容；二是在学生的活动中，训练学生用口述史的方法去寻找材料、

解决问题，布置了大量实地调查的学习任务，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发现历史、感受历史，拉近与历史的亲近

感。 

   【例5】探求我们身边的历史，采访战争体验———以大阪市为例 

          战争结束已经60多年了。直接体验战争的人们不断年迈，听取他们的体验一年比一年难。于是，我们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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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记录卡（之一） 

    1）姓名2）年龄3）战争时的住所4）战争中受害的经历…… 

    首先，确立采访计划。大家一起商量……并且，在反复之前，事先访问图书馆或附近的大阪国际和平中

心…… 

    我的战争体验……（采访记录） 

     调查一下身边地区有没有地下防空洞或军事工厂等战争遗留物，并通过采访记录整理一下战地各地方人们

的情况。[10] 

    【例6】向熟知这一时期的人，询问冷战期间与现在发生了哪些变化，采访他们并写出报道。 

    一次口述活动就是一次对学生社区意识的熏陶，因为他们开始探索“故事”。同时，还训练了学生的口头表

达能力，促进了学生历史理解能力的发展。（2）多元解释的方法历史解释不是唯一的、绝对的，不同的人站

在不同立场上看历史，历史解释就不一样了。日本教科书试图摆脱“定论”的写法，追求解释的多元化。 

    【例7】“外国的教科书中描述的日本统治（略：列举了印度尼西亚等国的） 

     列举几个日本的殖民地政策，试做卡片。针对每一张卡片，从两个以上不同立场（比如日本政府、当地住

民、向殖民地的移民等），填写意见展开讨论。”[11] 

    【例8】你认为对于日本人打入朝鲜，朝鲜人是怎样感受的？试写出来。假如你分别以日本、欧美、清、朝

鲜记者的身份，编写报道日清战争结果的报纸标题。[12] 

    【例9】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讲到了日本对各国的侵略，建议学生们在课后研究调查：在亚洲其他各国的

课本里，对于战争是怎样记述的？[13] 

         这三个例子都来源于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练习题，强调从不同立场来看问题，在比较中多角度思考

历史。 

                                                  三 

       更新教材的编写理念，吸纳先进的史学研究成果显得相当有必要。但史学研究领域日新月异，发展得相当

快，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可能吸纳所有的新史学理论，而是要有所选择。 

       （1）注重历史解释的多元化。传统史学追求客观，努力还原历史真相的做法我们不能抛弃，在此基础上

要更新史学理念，与时俱进。我国的教科书要改变“定论式”的陈述基调，提供可行的学习情境（比如真实生

动地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以开放的文本与学生、教师平等对话，方便彼此的交流。 

        （2）注重教材内容的丰富化。我们在编写教科书时，要从学生已有的学习经验出发，选材与学生生活密

切相关。同时要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走综合化之路。笔者认为，现在试行的“历史与社会”课程就是一种

很好的尝试。另外，在初三时可考虑将中国史与世界史合编，贯彻全球史观思想。 

       （3）注重学习方法的多样性。中学历史教材编写时也要与时俱进，有意识向学生介绍一些新史学的研究

方法，多设计需要采用调查、口述、演讲、计量、写作等方式的学习任务，帮助学生通过提出问题、查找记

载、思考他人的历史论述，从而形成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获得在生活中做出明智决策所必需的学识。对于口述

等新型学习方法时，教科书要引导学生注意其中难免出现的夸大、缩小、虚衍和否定等问题。 

        强调新史学的视角，并不意味着就抛弃传统史学。笔者提倡的是在坚持传统史学的客观性、真实性、科

学性等原则的基础上适当吸收新史学的思想，使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变得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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