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的一

见。周老师的报告中说，从幼儿读写

发展这一点上来看，中国没有出现性

别差异。我想听听您对其理由的看法。

　　　那请周老师来谈谈。

　　　为什么会没有男女差异呢，我想

是因为提倡男女平等已经经过了60年。

另外，这次调查的对象是上海，上海

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很少有父母

会觉得女孩不用像男孩那样好好学习

就行。

　  不过，在朗读和英语字母以及词汇

这三方面来看，男孩水平要略高于女

孩，同时女孩的书写能力要稍强。

　　　内田老师，有需要补充的地方

吗？

　　　看很细微的地方的话，中国也

是有性别差异的。特别是在内因、儿

童成熟程度所产生的动作行为上，有

性别的差异。但是到了5岁，差异逐渐

消失，男女水平相当。这是三国共通的。

　还有一个，考试的形式会影响性别

差异。比如体现语言智能水平的考试，

女孩的分数一定会高一些，也就是说，

采用的考试形式和儿童成熟程度两个

方面共同导致了性别差异的产生。

　　　好，那么说说其他问题吧。

　　　我是西九州大学的相良。我想

问周老师关于兴趣班的问题。低收入

家庭参加兴趣班较多，高收入反而少。

作为日本人来看，感觉似乎是颠倒了，

所以我想问问这种现象的背景是什么。

　　　周老师，您怎么看？

　　　首先是经济能力吧。高收入的

家庭可以上幼儿园以外的其他补习班，

未必要参加兴趣班。

  　其次是父母的观念。越是高学历的

父母，越希望孩子多玩，自由成长，其

他的调查也出现同样的结果。另一方

面，收入较少的家庭希望孩子尽早掌

握各种知识。因为有这两个因素，所

以可能跟日本的现象是相反的。

　　　谢谢。我向李老师提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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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入和语言能力的关系问题，日

韩得出了相似的结果，那么收入和教

育额度是否有明确的相关性呢？我想

听听您的意见。

　　　关于收入和语言能力的关系，韩

国和中国的倾向一样，收入低的家长

会牺牲自己来增加对子女教育投资的

额度，所以收入不能等同于语言能力。

　　　谢谢。那么有请朱家雄老师。

　　　我想这次的共同研究，重点是

了解孩子们的读写认知能力、特别是

读和写的能力。那么，读和写到底是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自己掌握的东西呢，

还是通过外部教育实现的结果呢？我

觉得这是议论的前提，我们似乎还没

充分弄明白这个问题。

当然，家庭收入所得的水平，父母的

学历、教养等着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重

要的，但我觉得，三国共通的文化因素，

特别是父母对孩子们的读写能力有多

重视，以及在文化背景下无意中给孩

子施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不是更重

要一点呢。

　这个调查才刚开始，继续做下去的

话，会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调查。比如，

三国相似的地方很多，那么文化上的

不同之处是什么呢？意识和认识完全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根据这些再继

续进行这个调查，那将会是一个很出

色的调查。

　　　朱教授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读写能力是人的成长过程中自发出现

的，还是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的？

我觉得两个方面都有影响。

　  而且，环境因素虽然是人们很少意

识到的，但是在我们学习读写的各种

环境场面里，文化都是存在的。比如，

母亲看报纸，父亲读书，看到这些身影，

“读书”这事就会逐渐刻在孩子脑子里。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文化价

值，比如读、写、计算，在三个国家

都很受到重视，这种文化价值已经渗

透到了孩子的生活之中。

　　再有一个因素，也是已经有调查

数据显示的。那些父母不太重视读写

的孩子们会怎么样呢？到了小学一年

级的九月（注：日本是每年四月开学），

他们就能赶上其他孩子。因为很晚才

接触读写的孩子，这时候开始明确意

识到了文字的读写机能。他们会明白

文字很方便，能写字以后，能够跟与

自己不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的人进行

沟通，文字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而且

这种意识越是在后发的孩子身上体现

得越强烈。这是1989年我做的追踪调

查中的出来的数据。

　　　除了这个研究，我还采访过其

他韩国的家长们，得到了很让人惊讶

的结论。家长们机械导入早期读写，

对孩子来说并不是有效的教育，认真

对待培养每个孩子反而更重要。

　  但父母为什么还是非要对孩子进行

早期教育呢？现在的父母对于培养孩

子，对自己孩子的未来感到十分不安，

想到自己孩子会落后，就担心得不得

了。日本、中国、韩国三国都进入了

少子化时代，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是

宝贝，越来越担心，于是就开始早教

热潮。

　  因此，为了让他们安心，需要提供

明确的证据，所以我们进行了如此大

规模的比较研究。我们想通过这种研

究向家长证实，上学以前的孩子通过

训练习得的读写能力未必能在上学以

后也维持下去。

　　我们不应该总是说早期教育，而

是通过让孩子看小人书、读书来发展

智力。我们要采用怎样的观点，如何

配合孩子的能力，对他们的成长应该

抱有怎样的意识呢？我希望争取可以

从这些角度来向家长提出建议。这一

点，应该是三国都相通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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