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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平反「日本大學生不用功」的污名，日本文部科學省商議將研

發以大學在學生為受測對象的「共通測驗」，計畫讓學生在入學之後以

及畢業之前各參加一次測驗，以求客觀地了解學生在學期間學習成果的

成長幅度。該項測驗結果經由分析之後亦可有助於教學課程的改善。 

該項測驗將定位為大學生的「能力測驗」，每年舉辦一次，測試學

生的閱讀理解、邏輯思考、批判思考、文章寫作等能力。並且實施有關

學習態度的問卷調查以了解學生上課的主動性如何。期望同一學生接受

2 次測驗將可以有效呈現學習成長的幅度。 

是項測驗以日本全國所有大學為施測對象，但各大學可自行決定是

否參加測驗或參加測驗的人數。對於學習成效顯著的大學文部科學省將

鼓勵公開其校方的措施，以建立重視結果的機制。目前相關事宜已交由

文部科學大臣的諮詢機構中央教育審議會的大學教育部會來進行具體

的討論。 

依據文部科學省表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研發出可評鑑學生同儕之

間、學生與教師之間的互動情形，以及學生是否確實學習的調查方法。

該項調查已有美國與加拿大共 1,000 所以上學校參與，並用於歷年比較

以及大學間的比較。另外，在美國也有針對學士課程前半的一般課程學

生，檢視其文章寫作及數學能力的測驗。文部科學省計畫將以上事例做

為規劃共通測驗時的參考。 

目前日本大學生每日平均學習時間為 4.6 小時，與歐美大學生的 1

天 8 小時之差距甚大。若扣除掉上課時間，日本全國大學 1 年級學生的

半數以上每週學習時間僅在 5 小時以下。另外也有意見指出，日本大學

教師每人負責的授課時數太多，使得教師課前準備時間不足而導致教學

無法吸引學生。另一方面，學部與學科之間上下分科壁壘分明，缺乏橫

向的整合聯結也阻礙了課程發展的組織化。 

文部科學省將徵詢各大學校長有關「學生學到什麼」等重點式的訪

談調查。 

文部科學省負責人表示，是項測驗不是為了比較學生個別能力，而

是希望藉由共通的評鑑基準讓各個大學能夠掌握自己學校的「教育能

力」，並以促進教學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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