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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朝日新聞的調查結果，約有 20 個府縣的地方自治體，認可所轄公立高

中老師，利用星期六舉辦課業輔導教學活動，並准許老師採補假方式或領取家長

支付的津貼。 
從 2002 年開始實施公立高中小學校週休二日制作為推動「寬裕教育」政策

的一環後，各高中相繼的利用星期六舉辦課業輔導教學，以對應大學入學考試，

而地方自治體卻也採取「擴大解釋」的支持立埸。 
依學校教育法施行規則，「星期六、星期日為放假日」，學校除非有例行活動，

不能上課。但是，自從實施週休二日制後，很多的公立高中老師，多以志工的方

式，星期六利用家長會名義主辦，在學校開辦課業輔導教學。 
朝日新聞針對日本 47 個都道府縣的教育委員會，以電話查詢方式調查「公

立高中有無利用星期六實施課業輔導教課活動」，其結果顯示，有宮城、山形，

埼玉、滋賀、大阪、島根、香川、愛媛等 8個府縣的教委會認可教師的課業輔導
教學為公務行為並可申請補假。 
據 2003年的調查，大阪府所轄 160所府立高校中有 87所學校，利用星期六

開辦課業輔導教學活動。初期，教師是採志工的方式教課，但是因為校長堅持反

應「希望能回饋教師的努力」，而於 2004年 9月開始將課業輔導教學列為執行公
務行為。 

埼玉縣教委員會也在 2004 年時，將教師課業輔導教學列為執行公務行為，
並且表示「雖不獎勵課業輔導教課，但是因為家長的反應，以及為與維持週上課

6日的私立高中競爭，星期六開辦課業輔導教課活動實為不得已的措施」。 
其他，如教師向學校提出「兼職備查」，即可向主辦單位（家長會等）領取

津貼，例如：青森、福島、茨城、長野、新潟、靜岡、三重、鳥取、高知、福岡、

佐賀、長崎等 12縣。北海道、岐阜、山口等 7道縣則表示「是否實施正在考慮
中」。相對地，岩手及廣島等 2縣則規定不可領取津貼。 
廣島縣教育委員會表示，該委員會贊成實施週休二日制措施，但是很多縣民

在以志工方式協助參與地區活動，而老師為課業輔導教學卻能領取津貼是不適當

的。 
中山文部科學部長曾在 2004 年底表示，星期六是否實施課業輔導教課，將

由學校或市町村教育委員自行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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