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文科省將長期追蹤幼兒時期的家庭環境對學力等影響 

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 

文部科學省為瞭解幼兒時期的教育、體驗活動及家庭環境對其成

長與生活之影響情形，擬實施首度之長期調查。調查對象為就學前之

數萬名 5 歲兒童，就其今後之學力、升學就業、成人後之職業、年收

等項目長期追蹤。文科省將分析所蒐集之大數據，以開發具效益的教

育課程。 

日本之幼稚園、保育園、認證幼兒園等幼兒教育設施，通常以遊

戲、體驗等活動，培養幼兒好奇心、協調性及學習能力的基礎。本次

計劃的追蹤調査，除幼兒教育設施設的教育內容、體驗活動以外，家

長的年收及職業型態等家庭環境也列入調查內容。學童進入國小後持

續追蹤調查其學力及升學情形，一直到該學童成人後，其職業種類及

年收等亦為蒐集之資訊。在國小到國中之階段為每年調査，其後隔一

定時間調查。從調查結果來看，例如幼兒時期容易適應具社會性的學

校新生活、有良好的經驗則上課時容易專心學習等，從中驗證各種學

習效果，以提升幼兒教育的品質。本案受委辦之大學將於四月新年度

起，研議調査方法，並試辦後實施正式調查。 

有幼兒教育學者指出，調查日本教育環境下之教育成效，依數據

等確切資訊來開發幼兒教育意義重大；另外調查家庭環境也是相當重

要的，以注意勿有差別，達到個別學童的能力都能整體發展。 

在國外長期追蹤調査有美國的「貝里幼兒教育計畫（Perry 

Preschool Study）」，該計畫於 1960 年代以低收入家庭幼兒為對象，分

成實施教育計畫及未實施兩組對照，之後進行長期追蹤。實施教育計

畫組與不實施教育計畫組相對照，在 40 歲時，年收達 2 萬美金以上

之比率多 1.5 倍，犯罪情形也呈較少傾向。該報告書評估認為，在幼

兒教育階段投資 1 美元，可獲得 12.9 美元之回報價值。由於該調查，

促成許多國家認識幼兒教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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