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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是 3 月 23 日那天，與語一丙的同學們約定共進午餐，因為是應用外語

科的緣故，餐後閒聊的話題自然述及學校近期為英文組所安排的紐西蘭遊學以及

為日文組學生安排的日本東京語文學校遊學等活動，我希望藉由這樣的安排，能

提供同學參與國際交流和開拓國際視野的機會，而這就是所謂:讀萬卷書更要行

萬里路，以應證所知所學的道理。 

同時，我也分享曾經五度帶領學生赴日教育旅行的經驗，行程安排包括參觀

文教機構、中日學生交流和訪問學校等活動，讓我們台灣的學生觀察中日文化的

差異，更深入感知日本文化的精髓。據我個人的觀察，日本優質文化可以「有禮

潔淨守時細緻」八個字來涵蓋。其中禮節應對方面講究「有禮」；衛生習慣方面

則講究「潔淨」；在人際互動方面是絕對「守時」；處事態度方面則做到所謂「細

緻」。茲就這四個方面進一步說明如下： 

禮節應對方面－「有禮」:日本人很講究穿著整潔合宜的服裝參加各項活動，

男生西裝領帶，女生穿著套裝，學生則整齊的穿著制服，這些是應對方面最基本

的禮儀；另外與長輩、師長相遇，九十度的鞠躬處處可見；送別客人時，必須等

客人身影完全離開視線，才會停止揮手的動作。 

衛生習慣方面－「潔淨」，日本人愛乾淨的生活習性是世人所稱頌的，從公

共設施、居家環境的維護和整理可窺見全貌；整齊的街道和車站的整潔，以及公

共洗手檯和馬桶潔淨光亮是最具代表的；此外，全體師生進入學校後立即將鞋子 

換穿為室內鞋，進出廁所換穿浴室拖以維護清潔，當然，校園的任何角落是

絕對看不到垃圾的，這種種生活細節都讓我印象深刻。 

人際互動方面－「守時」，在日本，每一位國民不論生活或是工作面，「守時」

是人際關係中必須遵守的基本態度，一旦遲到，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釋的，甚

至被視為失禮失信的一種嚴重的人格缺失，所以與人約定後，必須在約定時間內

到達。 

處事態度方面－「細緻」，這是日本人處事用心的表現，例如:在端茶給招待

的客人時，他們會注意杯子最美的地方是否面向客人；送人禮物則強調包裝精美；

食物料理花色排列賞心悅目；生產製造的商品，考量周詳並符合顧客需求，這就

說明只要有日本製造的商品標誌，就是品質的保證。 

幾次的日本行讓我見識到日本人優質的生活習性，反觀國人的行為表現，確



實仍有深切檢討與改進的空間！當然，校長也要以禮節應對、衛生習慣、人際互

動和處事態度四個方面，來檢視我校內全體同學，若以百分制量化分析，依我的

給分「有禮」90 分、「潔淨」60 分、「守時」70 分、「細緻」60 分，顯見除禮節

外，我們同學還有許多進步的空間。 

觀察同學們各方面的校園生活表現，在禮節上，熱忱有禮，進退有節，我給

予很高的評價；在衛生習慣方面，吃完食物後的餐盒、包裝紙，喝完飲料的吸管

和空罐，使用後的衛生紙，任意棄置，隨處可見，這已經造成環境的髒亂；此外

生活作息缺乏時間觀念，遲到的現象很嚴重，上課期間偶有藉故離開教室，浪費 

時間也影響正常學習，有待改進；學習成就期待偏低，明顯缺乏自己的理想

與目標；處事、任事不夠積極，環境區域打掃工作欠缺責任感，有敷衍了事之嫌，

種種態度難臻「細緻」之境，倘若把如此的心態延伸到未來職場上的表現，實在

令人憂心。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在省思之餘，我們宜寧人更當力圖補

救之道。 

教育就是王道，「止於至善」是我們共同的理想，「勤教嚴管」是我們的責任；

期勉師長們，凡事以身作則，讓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有追隨與學習的典範，也運用

不同場合，不厭其煩的進行機會教育，時時處處教導與提醒孩子並將其偏差的思

維及時導正，決心改善學生長久以來習以為常卻不以為意的不良習性。徹底落實

生活榮譽競賽，使整潔、秩序、禮節和處事態度，透過競賽獎勵與表揚的方式，

深植於心並產生內化作用，逐日轉變成學生生活與人格方面的好習慣，再次勉勵

同學們「從新開始」、「從心開始」，隨時把好習慣帶在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