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公立學校的提升學力危機感 

教育再生會議第 2次報告提出「星期六上課」的建議措施，事實

上關聯到學校「週休二日制」的內涵變更，對教育現場也將形成確實

性影響。但是，依各地方的自行判斷，早已實施星期六輔導課等的現

況，其實就是回復「週休一日制」，其主要背景就是家長期望提升學

力的心聲。 

東京都港區立青山國中從 2007 年度開始，依學校自行判斷，實

施每個月第 1 及第 3 星期六的上課措施，乃是缺席視為曠課的正式上

課。 

港區教育委員會也在第 2及第 4 星期六，委託大規模補習班開辦

主要學科補習講座。雖然是以志願參加為原則，但是 99％的學生均

報名參加，國中生幾乎是過著無週休二日制的生活。 

星期六上課「復活」的背景，就是家長強烈要求提升學力。升學

競爭激烈的港區，約有 5成學生就讀於私立國中等，進入公立的學生

逐年減少。青山國中在 1955 年代有 1,000 名以上的學生，2004 年度

時急遽減少到約 60 名。 

因此，青山國中積極規劃「公立再生」的改革，在回復實施星期

六上課後，2007 年度的學生回復到 130 名。青山國中平林健校長表

示，私立學校星期六上課已經是平常的現象，這種狀況持續下去，公

立學校會有「逐漸空洞化」的危機感。 

不只是青山國中，京都市立下京國中實施著比平常多 1節課的一

天 7 節課制度；並從 6 月底開始，每個月實施 1 至 2 次的「星期六上

課」。 

大阪府及京都府有 7 成的公立高中實施「星期六輔導課」。琦玉

縣的一部分高中也以「公開上課」名義實施「星期六上課」，以期因

應升大學考試。整體觀之，儘管現階段還是少數，不過實際上實施「週

休一日」的潮流正確實地發展擴大。 

2002 年度開始實施的學校「完全週休二日制」，主要是以「在寬

裕環境中，讓學生體驗社會或自然體驗等活動」為目的。然而，初期

就不斷地出現「學力持續降低」、「公立學校與私立學校的落差擴大」

等不安現象。在實施半年後，依據巧連智教育研究開發中心的調查，

有 66％小學生的父母親表示，學童玩電動或看漫畫的時間反而增加



了。 

對於回復「星期六上課」的問題，認為親子相處時間會減少等批

評意見也很強烈。所以，教育再生會議第 2次報告中以「基本上維持

週休二日制，依據實際需要實施星期六上課」的彈性表達方式。 

大都會區的國中老師表示，即使每個月實施 2次星期六上課也是

好的措施。因為，有些學生是星期六及星期天都不唸書的。所以，星

期六上課對學習的持續性是有效果。國小老師表示，學童平日上課太

過緊密，而且有的還要學習其他的才藝，為讓學童充裕的自我時間，

好好運用星期六的時間也是很好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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