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日中央教育審議會新措施 希望所有學科加強學

生「語言表達能力」 
（讀賣新聞２００７年８月１７日刊登） 

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於 16 日宣布要將過去高、中、小

學習指導綱領之基本方針所列「寬鬆教育」改為「紮實學力

之提升」，使學生在所有學科都可利用文章或言語表達自我

想法，以提升學生表達能力。 

    修改指導綱領  目的在於導正「寬鬆」教育之缺失 

國際學力調查結果顯示日本學童表達能力下降。中央教

育審議會為提升學童文章表達能力與思考能力，將檢討統整

各個學科都將加強學童語言能力之具體做法。 

學習指導綱領是日本政府規範高、中、小教學內容與上

課時數之基本準則，大約十年修改一次。現行學習指導綱領

所訂「寬鬆教育」之內容包括一週上課五天，以及大幅削減

教材等。國中、小學自 2002 年度開始實施，而高中自 2003

年度實施。 

但因各界批評現在學童學習能力下降，促使政府不得不

新定學習指導綱領，修正「寬鬆教育」之缺失。此外，教育

審議會認為表達能力是提升學童學力的關鍵，要求自小學開



始，除了國語科（日本語）以外，其他與教育活動有關之學

科也必須加強培養學童表達能力。例如，國小低年級課程應

讓學童練習發表自我學習體驗之心得，而且與他人心得做比

較；而國中方面，理科教育應讓學生先自我對課題提出假設

與預測後，再讓其觀察與實驗，並使論述結果。在體育課方

面，應讓學生依據運動原理擬訂練習計畫後實際行動，如此

方可累積學生臨機應變之能力。 

2003 年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舉辦國際學生成就評

量方案（PISA）指出日本學童表現能力與文章閱讀能力從世

界排名第八名後退到第十四名。 

中央教育審議會分析表示，缺乏閱讀能力和表現能力的

孩子，相對的也不擅長人際關係，凸顯霸凌問題或尼特族

（NEET）問題是遠因之一。因此，審議會希望藉由學習表達

能力，提升孩子們的溝通能力。 

 

     [補充說明]  加強學生表達能力與思考能力 

1970 年代檢討改進填鴨式教育以來，每逢修訂學習指導

綱領總是將中、小學上課時間縮減，導致現行學習指導綱領

之基本精神列入「寬鬆教育」。然而由於各界憂心學童學力



不振，因而日本文部科學省近幾年採取補救措施，將超出指

導綱領規定之「發展式學習」、補習、家庭作業等獎勵措施，

作為「對症療法」。 

此次改變學習指導綱領之目的，很明顯是為了改正「寬

鬆教育」之缺失。文部科學省無奈地強調，「現行寬鬆教育

只縮短上課時間，對培育『學童自我思考，加強自身表現能

力』之理念並沒有在學校推行」。對於 PISA 調查指出日本學

童表現能力與思考能力下降一事，文部科學省人員強烈表示

「絕不可再走回頭路去實施填鴨式教育」。 

    新的學習指導綱領著重學童「語言能力」，是為了重新

讓學校體認表達能力與思考能力之重要性。文部科學省表

示，「著重語言能力」之目的務必讓學校淺顯易懂，使教師

真正提升學童之學習力才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