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政府推動幼兒與國小教育銜接課程，解決小一生適應

問題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為改善國小 1 年級生無法適應學校生活的「小 1 問題」，日本文

部科學省將加強幼稚園、托兒所與國小間的協調合作，計畫在各地設

置協議會，以促進 5 歲兒童到國小 1 年級銜接課程的開發設計。解決

國小入學前後所產生的學習差距是長期課題，因此除了課程設計外，

培養指導教師也非常重要。 

過去不斷討論協助新生適應學校生活之對策的中央教育審議會

特別委員於 3 月份統整了關於課程設計的指引方針，將 5 歲兒童到國

小 1 年級的兩年訂為「建立學習與生活基礎的重要時期」，積極重視

教育內容的連續性並具體提出設置由各地區幼稚園、托兒所、國小等

組成的「課程開發會議」，對 5 歲兒童到國小 1 年級的教育課程與指

導計畫進行協議及討論之提案，也計畫為了各機關的合作，而配置專

家學者，預計在 2022 年於 12 個模範地區試行此政策。另外，所訂定

的指引是為了促進各地區採取措施，並沒有法律強制力。 

在合作指導內容上，則舉出小 1 生活科的學習栽培牽牛花之課程

做為案例，像是在幼稚園、托兒所中讓兒童實際觸摸植物，以培養對

植物的葉、莖及開花成長過程的興趣，以順利接受進國小後的觀察及

植物相關課程。 

幼稚園、托兒所與國小的教育及指導方法上的差別被認為是造成

小 1 問題的原因。在 2008 年修改的幼稚園教育要領及保育所保育方

針、國小學習指導要領中，雖要求讓幼稚園、托兒所與國小的教育可

以順利銜接，但雙方的協調合作被視為課題。根據文部科學省 2019 年

實施的全國調查結果，舉辦幼稚園、托兒所與國小之交流活動的自治

體為 86%，但回答「編成並實施可銜接之教育課程」的自治體僅有

36.%。許多自治體將教育銜接的合作交由各學校、幼稚園處理，因此

在採取的措施上各自不一。 

在栃木縣經營認定幼兒園的學校法人中山昌樹理事長因發現有

學生無法適應學校生活，而在 2015 年與當地國小的教師舉辦研修會，



 

 

介紹了重視自主性的幼兒教育方法，並提出在入學後將「職掌分配」

交給學生自行決定之提案。 

雖然教師一開始對這樣的做法感到不安，但當有學生率先開始做

擦黑板等工作，自然地其他學生也開始一起分擔工作。中山理事長表

示「像這樣共享指導方法的話，那麼因無法適應學校生活而煩惱的學

生就會減少」，強調合作的效果。 

京都文教大學的大前曉政副教授(教育學)指出「雖然對應小 1 問

題的必要性已經逐漸受到重視，但對於高品質銜接教育的措施還不充

分，除了開發銜接期的課程內容外，培養可與幼稚園、托兒所合作並

進行教學及維持班級的教師人才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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