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產經新聞調查發現針對校園死亡案件進行詳細調查的

僅一成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日本產經新聞對全國 47 個都道府縣與 20 個政令都市的教育委

員會進行了學校安全相關問卷調查，並在 2021 年 6 月 7 日發表結果。

調查結果顯示截至 2020 年的 5 年間，在學校的管理底下發生學童死

亡的案例有 119 件，而文部科學省要求需詳細調查的約僅一成 13 件

實際進行。 

大阪教育大學附屬池田小學（大阪府池田市）的兒童遭殺害事件，

成為日本社會對於學校安全從根本加以檢討的轉捩點，而事件在 6 月

8 日發生滿 20 年。在該事件發生的 1 年半前，京都市內的小學發生

了兒童遭殺害事件，當時文部科學省雖然發出了關於安全管理的通知，

但對策沒有獲得徹底的執行。發出通知後就丟給現場的所謂「通知行

政」，在經過 20 年後顯然沒有改變。 

文部科學省 2017 年擬定的「學校事故對應相關指南」中，規定

如在學校管理下發生兒童死亡之案例，學校設置者等應迅速進行「基

本調查」以整理事發經過，並實施「詳細調查」，以分析原因及提出防

止再發生之對策，計畫透過詳細調查之結果的累積，有效防止事件再

度發生。 

原則上「所有案件皆應實施詳細調查」，特別是①教育活動本身

是事故發生的原因②如果被害學童家長提出請求，則要求轉換為詳細

調查。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該指南沒有獲得徹底執行，同時，文部

科學省 5 月 25 日已再次發出應按照指南進行對應之通知，但承辦人

表示「實施與否交由學校設置者判斷」。 

該問卷獲得全部 67 個地方政府的回答，但北海道、東京都、新

潟市的死亡事故及各調查件數列為「不公開」。回答已進行過「基本

調查」的則總計有 109 件(約 92%)。 

就有關沒有接續進行「詳細調查」的問題（可複數回答），回答

「教育活動本身未包括發生事故的要因」（23 個自治體）為最多，其

次為「學生家長沒有提出要求」（19 個自治體）、「學校設置者認為沒



 

 

 

有必要」（11 個自治體），此外，回答「調查委員會的設置有困難」及

「檢討中」的分別各有一個自治體。 

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的內田良准教授（教育社會學）表示「為了不

讓事故重複發生，必須思考如何活用過去的案例。要慎重看待兒童死

亡的事件，用來探究原因研擬對策的『詳細調查』應該加強執行，中

央政府也應該提出更強而有力的方針」。 

安全對策上的費用、人才不足 

產經新聞實施的學校安全相關問卷中，也詢問了學校在推動安全

對策上面臨的課題。全國的都道府縣與政令都市共計 67 個地方政府

中，有 43 個自治體回答在硬體方面、42 個自治體回答在軟體方面遇

到難題。像是防止可疑人士入侵校園的設備導入費及負責學校安全業

務的人才確保等，很明顯的地方自治體面臨著難以單獨解決困境的局

面。學者專家認為「國家應該積極介入拿出對策」。 

在硬體方面所提出的具體問題最多的是「費用不足」（25 個自治

體）；軟體方面則以「人才不足」為最多（21 個自治體）。 

教育現場面臨著建築物的老舊劣化的耐震補強、堆動 ICT（資通

訊技術）等各種問題，即使想推動設置監視錄影機或改為自動上鎖等

設施的整備都不是這麼容易。因此自治體開始出現了「慢性財源不足，

難以籌措經費」（宮城縣），及「無法同時應付安全對策及建築物老舊

劣化的問題」（長崎縣）等聲音。 

自 2 年前開始，學校安全相關內容成為師資培育課程必修項目，

要求教職員本身也需學習安全及危機對應的專門知識，並要求學校針

對上下學時的安全管理。複數自治體在問卷中回答，協助上下學路途

中守護學童的義工逐漸高齡化，人員確保很困難。除了有自治體表示

「負責防範犯罪的人員及後繼者不足」（島根縣）等區域結構問題，

也有指出「隨著屆齡退休的教師增加，導致在技能方面等發生不足情

形」等意見。 

亦有自治體提到去年開始持續蔓延的 COVID-19 疫情帶來的影

響。德島縣承辦人透露「教職員的研修以及校內的防範教室等課程無

法如照常實施」。香川縣則指出「部分學校沒有進行足夠的避難訓練」。 

可以窺見到部分自治體雖然認識到相關課題，仍處在摸索解決對



 

 

 

策階段。佐賀縣承辦人表示「在安全對策這件事上沒有所謂的百分百

準備好」。岡山縣承辦人也認為「在推進安全對策時謀求不斷地改善

有其必要」。 

學校安全教育研究所的矢崎良明代表提到「有許多學校的對策尚

不充分，因此希望國家能夠具體提出關於對策內容的基本要求。而且

並非只是公布指南或對策，應讓它具備強制力，提供補助金等等，需

要的是能夠具體落實的對策。不能只將學童的安全都交給學校負責，

必須透過社會整體，建構連動與合作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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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譯自:2021 年 6 月 8 日產經新聞 

網址: 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10608-

E7NVCZAEDNOMVL7RAJSCUNQLL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