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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家庭的

　在日本，绝大多数的孩子们在义务教育结束之后会选择
继续升学。进入高等学校、大学、职业技术学校学习需要
花费不少的钱。或许您会产生“这该如何是好，这该怎么办呢？”
诸如此类的担忧。
　尽早了解教育相关所需的费用，从花钱较少的小学阶段开始，每个月开始一点点的
准备储蓄金吧。了解各种制度，学会善用制度也是一种方法。日本人一般很少会在他
人面前讨论金钱相关的话题，其实为了孩子的将来而“kotsu kotsu”（日积月累）准备
储蓄的人是很多的。为了孩子将来能够成功圆梦，尽可能地提早就开始积攒储蓄吧！！

★同「生活篇」「学习篇」「教育制度篇」一起作为参考。

零花钱对于孩子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让孩子认识到金钱的价值，学习如何正
确的管理和使用金钱。自己管理金钱，有计划地去思考想要买的东西，学会忍住不去
购买不需要的东西。还可以通过帮助家里做家务的奖励，学习“通过劳动来换取报酬”
的社会构造。
此外，日常生活中，通过买东西等方式来接触使用金钱，还可以同时锻炼算数的计
算能力，并且对于日语的学习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日本小学生的零花钱大部分是每个月给予固定的金额或者在需要的时候根据需要的
额度进行给予的情况居多。平日里，家长和孩子一起对零花钱进行讨论，制定出家里
的规矩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在日本，大部分的小学会由家长安排参加泳校、书法、算盘、钢琴、足球等兴趣班。
此外，参加外语班、升学补习班的情况也很多。随着学年的升高，学校之外的各种学
习费用也随着增加的家庭也有不少。

双亲都有工作的情况下，为了在学校的课程结束之后提供给孩子一个安心·安全的
场所而设立的设施。可以使用的时间和金额会根据设施的不同而有变化，绝大多数是
收费的。
推荐在入学前，确认自己的家庭所在的地区都有哪些此类的相关设施。

提早储蓄存钱的重要性提早储蓄存钱的重要性 ～为了孩子的将来～

● 零花钱

● 补习班和兴趣班

● 放学后的儿童托管教室
gakudouhoiku

（学童保育）

～ 关于钱的各方各面！～～ 关于钱的各方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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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不少的钱。或许您会产生“这该如何是好，这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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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日本的公立小学初中，会被告知“任何人都可以无偿的就读”。但是，正常的学校生

活期间，也并不是说就是完全不用花一分钱这么回事。

入学前需要准备的东西（例）

定期缴纳的费用（例）

其他各种学杂费（例）

● 小学需要购买东西的例子

用完的话就需要重新购买 文具　笔记本 等

体操服　体育馆用鞋子
室内鞋　红白帽子　等

需要随着孩子的成长
而进行购买替换

绘画颜料　书法工具　竖笛
口风琴　裁缝工具
指南针　泳衣　等

在学校通知“请购买”
之后再进行购买

就像上述的例子那样，就读小学也需要在各方面花费金钱。但是为了孩子的将来，
还是强烈建议从小学开始就积攒储蓄！！

1 年需要的学习相关费用估算（※1）

( 一般公立学校的情况下）

□　校服和学校指定的体操服

□　上学用的自行车

□　乘电车 · 公交车等上学的交通费

□　社团活动中使用的各种道具

□　修学旅行等活动的班级储备金

□　高等学校的学费和课本费

□　为了升学的补习班费用

□　入学考试的相关费用

( 高中·大学升学时 )

□　入学费（高中 · 大学入学时）

等等

初　中    约 49 万日元
高等学校　约 46 万日元

（参照 : 平成 30 年度　子供の学習費調査　文部科学省 )
※1　学习费用与学校教育费 · 学校餐费 · 学校校外活动费用的合计。

既然这样的话，我的孩子不升学就好了⋯

请不要产生这种过于单纯的想法。

在日本，大学以及短期大学的升学率约为 58％，职业技术学校等学校也计入其内的话，

约 83％的人在高等学校毕业之后选择作为学生升学继续学习。（※2）暂且工作或打一段时间

零工之后再继续回到学校完成学业的情况非常少。

为了所以也出台了以下这样的援助制度。能够保证孩子们继续学业的大量金钱，

小学·初中⋯就学援助制度

高等学校等⋯高等学校等就学支援金制度、

　　　　　　奨学給付金制度、高等学校等奖学金、

大学·职业技术学校等⋯各种奖学金　　　　　　　　等等

虽然有上述的各种制度，但是为了孩子的将来
依然建议“kotsu kotsu”（点滴积累）学习储备金。

书包　虽然价格比较高但是可以使用六年

从银行账户上进行扣除

餐费　教材费（根据实际需要情况）
班级储备金(野外实习、修学旅行
等，会跟随学年的变化金额也发生
变化)等

因为升入初中、高等学校之后，随着学年的提升所需
要的花费也会变得更多！　

必要支出的部分例

大幅增加 !大幅增加 !

小　学    约 32 万日元

 （※2　参照：18 歳人口及び高等教育機関への入学者·進学率等の推移　文部科学省）

攒钱的方法攒钱的方法

请不要动用学
习储备金！

就学援助制度就学援助制度
s y u u g a k u e n j y o s e i d o

syuugakuenjyoseido

koutougakkoutousyuugakusienkinseido

syougakukyuufukinseido

就学援助制度▼就学援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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