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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經濟合作開發機構（ＯＥＣＤ）所實施之國際比較調查結果顯示，日本

高中一年級學生的學力在世界各國中出現急速降下的現象。此一現象，正是反映

日本文部科學省所推行「寬裕教育」的結果。 
其中，日本學生的解讀能力測驗成績下降幅度最大，較之三年前第八名成為

第十四名，而且平均分數還低於世界平均分數。數學的應用問題也是由上次的第

一名成為第六名。解讀能力或解數學應用問題，其基本就是國語能力（語言能

力）。所以，今後充實提昇學生的國語能力就成為重要課題。 
日本自從 2002年度開始實施的「新學習指導要領」，即是大幅地縮減國語、

算數等主要學科的上課時間，而增列取而代之的「綜合學習時間」課程，實施小

學生的英語會話、電腦、環境教育等。儘管不否認新課程的重要性，但是更重要

的是國語。 
在解讀能力測驗上，以六階段評鑑日本學生解讀能力的分數，最

低階段（1分未滿）成績比率增加，導致「會」與「不會」的學生的
學力落差擴大。此現象一般認為，「會」的學生在補習班等補強學力，

相對地，「不會」的學生放學後幾乎不溫習功課。 
儘管如此，日本的公立學校的教師資薪比一般公務人員還高，到底在做什麼

呢？雖然不是所有的教師都是如此，但是，確有不少教師在上課期間受到參與教

職員工會活動的影嚮，忽略了自己的職務。 
根據此次的調查結果，針對放學以後，學生做家庭作業或溫習功課的時間，

日本學生一星期平均是 6.5小時，少於ＯＥＣＤ之各國平均的 8.9小時。另外，
依據日本的民間教育機關調查，有「如果老師有出家庭作業，學童就會在家作功

課」之統計資料。 
    對於ＯＥＣＤ的調查，文部科學省內部也出現「不必一喜一憂」的聲音。但
是，中山成彬文科相卻憂慮地表示，「應該審慎地認識到學力下降的事實，在日

本停滯不往前的期間，中國等近鄰國家已經超越，日本已經成為東洋的古老小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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