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加擅長英文人口，日本 2020年度 

小學三年級開始訂為必修課程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在日趨全球化的現代，未來出社會的孩子們必須學會使用英文。

因此日本將於 2020年度開始實施的小學學習指導綱要將自小學三年

級起將「外語活動」設為必修課程(現階段為自五年級起)。 

對此完全不需擔心。由於近年加強英語教育，不抗拒英文的孩

子比成人還多，呈現增加的趨勢。 

 

一、相較於成人呈增加趨勢 

 

根據網路調查公司 GMO 調查所實施之「英語意識調查」，分

為 15~19 歲未成年，與 20~59 歲成人組，針對其個別對英語意識之

不同進行了調查。回答「擅長」(包含「非常」「稍微」兩者合計，

以下亦然)者，成人占 13.2%，未成年占 30.8%。 

只看未成年的話，「不擅長」占 50.3%約一半(「不置可否」約

18.9%)，令人感覺特地從小學五年級開始實施外語教育似乎成效不

彰。不過至少相較於大人覺得自己擅長英文的兒童是呈現成長趨勢

的。 

相同地，對英文感覺棘手者來看，未成年占 62.4%，而成人占

67.0%，可見日漸減少當中。不過當然比例差異並不大，且大人認為

的英文定義也許和在學中的學童也不盡相同。 

與外國相比，居住於日本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英文的機會相

當少，因此難以克服對英文的棘手心理障礙。所以至少學童相較於

成人呈現減少趨勢代表改變的預兆，所以認定整體的結果是正向的。 

 

二、國中也開始「英語課程」 

 

1989 年修訂的指導綱要中在國中外語課中加入了「培育以外語

進行溝通之積極態度」這樣的目標。針對 1993年度念一年級的學生

開始全面實施，當年的學生目前已 37 歲。而 2006 年度初次引進於

大學入學中心測驗裡實施英語聽力測驗，當年的高三學生 2017年已



 

 

屆 30歲。 

現行指導綱要(2008-2009 年修訂)加強外語教育，不只將外語改

為自小學五年級起之必修課程，國中之外語課程也自每周 3 堂(一年

105 小時)改為每周 4 堂(一年 140 小時) ，並在升高中後基本上具備

以英文上課之能力等。但即使如此，中高中生之英語能力大多都較

目標標準低，聽、說、讀、寫的四個能力也依然不平均。 

為改善這樣的狀況，新指導綱要中將加強聽與說兩項能力的外

語活動提早至小學三年級，四項能力都能加強的外語學科則自小學

五年級便開始實施。整體來說不單是提早教育，還希望能訓練不害

怕與外國人接觸，從小減低對英文的抗拒，並從國中起即能接受英

文授課等，逐漸增強能力。 

小學指導綱要的實施乃配合外國人將大量來訪的東京奧運與身

障奧運時機。希望能以此為契機，增加擅長英文的學童。 

 

資料來源:2017年 11月 15日產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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