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疫情影響導致學習進度落後，大阪地區部分學校決定

縮短暑假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日本政府因應疫情在 2021 年 4 月下旬發布第 3 次的緊急事態宣

言，大阪等地區的國中小正研議措施補救落後的學習進度。大阪市立

國中小學受到緊急事態宣言影響，將近 1 個月配合實施「原則上以線

上授課」，有部分學校決定縮短暑假。即使在持續採實體授課的地區，

也有學生為了避免感染而請假，疫情帶來的影響持續發酵。 

大阪市教育委員會要求各學校自 4 月 25 日發布緊急宣言的期間

內，使用線上授課或發送講義資料讓學生在家學習。雖在 5 月 24 日

回復到正常實體授課，要求學校利用星期六補課或是採取一日上課 7

小時的制度，補救落後的上課進度。 

在某間市立國中，因疫情而無法實施的課程多達約 60 個小時，

該校計畫以一日上課 7 小時的制度或縮短期末考期間的方式來調整

進度。另外，別的市立國中則提早於 4 月底回復面對面上課，因此沒

有發生進度落後的問題。而其他學校嘗試以線上方式授課，卻發生許

多學生抱怨「無法順利看到畫面」的狀況，有校長表示「因為照實做

反而被說成因老實而吃虧，也只能認了」。 

根據大阪市教育委員會以全市立國中小各學年為對象進行之調

查顯示，實施教室與家庭間雙向線上學習的國中有 44〜50%，國小以

6 年級 54%最多，其他學年則年級越低比例也越低。 

大阪市天王寺區的市立小學在該期間大多以發配講義的方式讓

學生學習。一位在該校就讀的 4 年級女童母親焦急地表示「聽說有學

校是使用線上雙向授課，很擔心會有學習上的落差」。市教育委員會

指出，有許多學校為了確保流失的上課時間而決定縮短暑假。雖然大

阪市以外的地方自治體持續進行實體授課，但仍是受到了疫情影響。 

在神戶市，截至 5 月 10 日已有多達 500 名的市立國中小學學童

因為擔心感染而請假，這些人多是因為跟高齡祖父母同住或是因父母

為醫療相關人員，必須避免感染風險而自主請假。市教育委員雖為有

意願的學生進行課程線上直播，並使用平板電腦讓學生解題以及利用



 

 

放學後時間進行個人面談，以防學生學習進度落後，但直到本月 5 日

仍有 111 人沒有到校上課。 

 疫情使得「教育落差」擴大 

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讓學童學力低下的狀況相當令人擔憂。去年

地方自治體等調查結果已經出現算術程度下滑之傾向，因疫情蔓延

導致學生自主請假所帶來的影響至今也仍然持續著。專家指出「這

可能讓以往就已存在的教育落差因為疫情影響更加嚴重」。 

去年因疫情影響造成的長期停課，期間最長的約長達 3 個月，許

多學校因此將暑假期間縮短，但仍有許多學校擔憂學生的學力問題。

根據學研 Educational(東京)於去年秋天針對全國 11 萬名學童進行的

調查顯示，小學 5 年級的算術正確解答率出現下滑跡象。負責人表示

「像圖形等這類單元較無法自己一人學習，可能因此對調查結果產生

影響」。埼玉縣於去年夏天進行的調查中，小學 4、5 年級的算術成績

也低於前一年。 

對於疫情影響，出版教育落差相關書籍的早稻田大學松岡亮二準

教授指出「雖然疫情是否帶來負面影響或影響大小是根據每個家庭有

所不同，但疫情可能會讓家庭中原本就存在的社會經濟地位落差更加

嚴重」。 

家長學歷及經濟能力高的家庭中，孩子的學力通常較高，且線上

授課的 ICT(資訊通訊科技)環境也較為完善，相較之下，有些家庭甚

至無法讓孩子擁有可安靜讀書的房間或桌子。松岡準教授另指出「光

是在學校讓每個人公平受教育無法解決學力上的落差，而學力間的落

差可能在孩子選擇進路時造成影響。政府應該掌握有學習困難問題的

家庭或學校，透過加派教師或 ICT 支援人員等措施，完善可提升孩童

學力的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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