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入學共通考試採用「問答式命題」及「民間英語測驗成

績」均有困難 

駐福岡辦事處（派駐人員） 

討論大學入學考試辦理方針的文部科學省有識者會議於 2021 年 6 月

22 日的會議中提出，擬於 2025 年以後的大學入學共通考試採用「問答式

命題」及「民間英語測驗成績」等項目,在實行上均有困難。對此，文部科

學省表示，將在今年夏天正式提出放棄前述方針的決定。 

共通考試是承繼大學入學中心考試之後,於本年 1月首次辦理的考試。

當初的設計是希望「國語」跟「數學」採用記述式命題，「英語」採用民

間英語測驗的成績，以了解學生英語在「說」、「聽」、「讀」、「寫」4 項技

能的程度。可是對於評分的公平性、地區性差異及參加考試機會不相同等

問題，外界有很高的疑慮。萩生田文部科學大臣業於 2019 年先後表明不

採納該 2 方案∘有識者會議則是再次提出討論。 

提案中表示，共通考試是有約 50 萬人於同一天同一時刻參加的大型

考試，對於需在短時間內就要將考試成績提供給各大學參用的共通考試而

言，要做到記述式問題評分零誤差及評分標準一致性「並非易事」。至於

採用民間英語測驗成績也因實施單位不同，其辦理的考場數、報名費及考

試次數等都有所差異。獲得的結論是，「要期待其公平性在現實上有困難」，

所以建議在各校自己辦理的入學考試中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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