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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庫縣教育委員會決定，從 2004 年新年度開始，採取禁止在上

課上中喧嘩或破壞學校公物之中小學生上課的嚴格措施方針。相對

地，在停止上課期間，將讓這些學生體驗野外活動，學習人際關係，

協助學生回歸學校。在對班級解體、教師暴力等行為仍無有效對策

下，此種一方面可維護學校的秩序，一方面可積極協助問題學童改進

的措施，可以說是日本獨一無二之例子。 

 

關於禁止上課問題，基於「留下指導紀錄的傷害」、「侵害受教權」

等考量，近三年來被禁止上課的學童日趨減少。但是，文部科省於

2001 年修改學校教育法，雖已明確規定，對於妨礙上課的學童可採

取禁止其上課的措施。但是，大部分的學校還都是採取在個別教室實

施輔導的方式。 

 

兵庫縣教育委員會分析指出，做為維持學校秩序的一個辦法，禁

止上課措施只是定位在「選擇方式之一」；同時，也認為學童問題行

為的原因，在於無法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因此，如果能利用體驗活

動等「其他型態學習」，協助學童學習「如何溝通」，將有益協助學童

回到學校。 

 

兵庫縣已於2004年4月正式成立由教師或學者等組成的檢討委

員會，針對「禁止上課」、「協助學童對策」等議題進行討論並編印手

冊，分送給包括神戶市在內之縣內所有公立中小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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