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產經新聞調查顯示半數國中小禁止攜帶手機進校園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2018年日本大阪府高槻市等地發生震度約 6級的大阪北部地震，

小學 4 年級女童因地震喪命的事件在 2021 年 6 月 18 日屆滿 3 年。如

何確認學生在上下學途中安危的課題，引起了可否攜帶手機進校園之

議論。產經新聞以全國 47 個都道府縣與 20 個政令都市的教育委員會

為對象進行關於攜帶手機進校園之問卷調查，有將近半數的自治體回

答「不允許」或原則上禁止國中小攜帶手機進校園。另一方面，手機

可能讓兒童捲入會員制社交網站 (SNS)的犯罪案件裡，讓學校不得不

謹慎以對。 

大阪北部地震發生於正值上學時間的上午 7 點 58 分，在地震發

生後，受災地陸續出現因「無法確認孩子安危而覺得不安心」等原因，

要求學校讓學童攜帶手機進校園之意見。為此，大阪府教育廳於隔年

提出了允許攜帶手機進校園之方針。文部科學省也在去年 7 月，向都

道府縣教育委員會發出關於國中學生攜帶手機之通知，只要擬定規範

及管理方法，並達到設定網頁過濾等條件，即可允許攜帶手機進校園。 

但根據產經新聞於 5 月實施的問卷調查結果，回答「允許」的，

國小部分僅相模原市，國中部分僅京都府及相模原市。相反的，回答

國小國中皆「不允許」的則有福島縣及岡山縣等 11 個自治體，其中

不少自治體回答「原則上禁止攜帶」、「不允許的例子所在多有」。 

由於教育現場認為校園內不適合使用手機，以及使用手機讓許多

兒童捲進利用 SNS 進行的犯罪案件中，讓攜帶手機進校園遲遲無法

推動。兵庫縣立大學竹內和雄副教授（學生指導論）指出「由於校園

內活用數位裝置的機會增加，再度引起對於是否可攜帶手機進校園的

議論」。許多自治體雖然原則上禁止，但以許可制的方式允許攜帶手

機，包括過半數學校讓手機進校園的自治體。教授同時警告「出現這

樣的偏頗情形是最危險的，學生與家長、學校應該要共同努力制定整

體的規範」。 

在產經新聞進行的問卷調查中，也詢問是否調查過關於學童使用

SNS 相關事項及是否有週知學校進行 SNS 使用之指導等問題，全國



 

 

 

都道府縣與政令都市共 67 個自治體當中，有 43 個自治體曾對學童使

用 SNS 進行相關調查，有 64 個自治體曾週知學校指導 SNS 的利用

方式。 

根據內閣府的調查結果顯示，2019 年學童手機持有、使用率，國

小學生為 55.5%，國中學生為 66.7%。手機逐漸滲透到學童的生活中，

但卻可能因為使用方式不當而造成無法預料的後果。 

在此次問卷中詢問是否有學童在使用 SNS時發生糾紛之問題上，

有超過八成 57 個自治體回答「有」，具體內容除了因留言內容而跟朋

友吵架、遭同儕排擠、在網路上受到言語攻擊或個人資訊遭公開等人

際關係問題外，也有被 SNS 上認識之不知名人士要求傳送裸照、遭

到性侵害等嚴重案例。 

為了防止這些被害情形發生，也為了讓自己不要成為加害者，教

導關於手機的使用方式及危險性的資訊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越來越高。 

自治體對於資訊道德教育的方法，回答邀請電信業者或警察相關

人員前往授課、舉辦演講會、透過課堂或集會進行教育，以及輔助教

材或發送手冊等。其中愛媛縣運用獨自開發的「檢定應用程式」，並

表示「指導學校致力培養學童應付網路糾紛以及分辨資訊內容真偽的

能力，以提升媒體素養」。另外，熊本縣則表示「提供家長對於使用上

的注意事項與危險性的學習機會，協助制定使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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