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調查研究的綜合結論與

 八片八舟^R^ ^7kk^ ^T^ ^^^l A^^7 ^^^《士三八 弟-」貝□調查研究的綜合結口而

 1學校制度改革的動向

 本項調查研究的對象，我們選擇了美國、蘇聯、西德與法國等五

 個國家。這五個國家即所謂的「轉換與摸索的時代」一樣，他們的學

 校制度與教有內容等方面，正在推進革新的時代中。

 學校制度和教育內容兩者是在相互關聯下依法令規定，同時進行

 的。學校課程的定位是在學校制度的前提下，沒有學校制度，即沒有

 課程實施可言。所以我們仍針對上列五個國家的學校制度改革動向以

 初等及中等教育為中心，將共有的特點列述如下:

 山學校體系方面，傳統的雙軌或多軌的分化學制，已被統合，廢除

 杜會階級的性格，成為單一化的學制，並分成學前、初等、中等、高

 等的教育階段，呈現單軌而階梯型的學校體制。

 份各國都非常盡力地實現終生教有的理念。為使終生教育的理念能

 夠納入制度化，從0歲到就學前的綜合性教育設施極為發達(例如蘇

 聯的保育幼稚園、西德的兒童園等)。此外，對於後期中等教育(高

 中)的作法也成為檢討的重點。

 俐配合兒童發達階段提供適當的教育課程，與保證初等教育與中等

 教育的連貫性課程，在初等教育的高年段與中等教育的低年段，兩段

 間的連結性教育措施，業已出現(例如美國、英國的中間學校等)。

 如此之類的教育措施，顯然有意把學前、初等、中等與高等的教育區

 分，予以柔軟化，使其具有連續性的接縫密合，減少分溝裂痕，是其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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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初等教育進入中等教育，或前期中等教育進入後期中等教育的升

 學制度，已廢除原來的嚴格入學考試，而改為適切的進路指導(例如

 西德的觀察課程與法國的觀察期，進路指導期等)。

 ̂5)將中等教育分為前期與後期二段，前期中等教育階段，著重於普

 通教育，後期則分化為多樣的課程。(例如法國的前期有C^^曲e，

 後期有Lec^e等)。

 ̂6)在中等教育階段有分化措施的國家，分設普通高中或職業高中，

 或分化的課程，但是仍有方便學生轉學或轉修課程的措施，使學生的

 進路有彈性能作靈活的選擇。

 (7)傳統上常見中等教育階段的三系統分歧型( tr^par^^te System)

 已經轉變為綜合制中等學校。(例如英國的Comprehans^^e Schoo^ >

 西德的Gesa^tsche^，法國的Co^曲e與LyCee等)。

 (8^義務教育的年限，有的向下延伸，有的向上延長，都有延長義務

 教育的傾向。結果義務教育被延長到高級中學，甚至於高中後年段再

 延長，把職業技術教也併入義務教有(例如蘇聯的職業技術學校，西

 德的職業學校，法國職業高中等)，同時注重高中教育的個別化與個

 性尊重化教學。與此關聯的作法，就是能力高材的跳級制度和學習進

 度慢的留年制度，也被認為有當然的必要。

 (9^對於義務教育後的學校教育人口增加問題，計量的教有績效問題，防

 止中途輟學問題，低成就學生的補救教學問題，都有適當的對應制度。

 伽對於殘障兒童的特殊教育，補償教育，兒童保育制度，都有顯著

 的擴充與整備措施。

 1課程編製的結構

 五個被調查的國家和日本的課程編製架構，整理起來，就像表4 -

 1的樣子。

 美國依據合眾國憲法規定，教育為州負責的事項。英國則中央與

 地方強調學校的協力關係( Partnersh^p)。蘇聯是基於中央的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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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1課程編製架;	溝的國際比較		

 碎	呻'"一	地方	學校	備考
 I	厄古文部省文	0都道府縣教	哇稜方面，要	0文部省二元
 I	部大臣以全	育委員會，	依據中央與地	面公開研究^
 I	國性的教育	依據中央公	方的基準，參	協議會與舉^
 I	課程基準作	佈的學習指	酌地域的實態	辦講習會，^
 ̂日	成學習指導	導要領，訂	及兒童學生的	一方面編印^
 I	要領，公布	定地方基準	特性，編製教	供教師用的^
 I	實施。	0	育課程。	說明書，分^
 I	0學習指導要	0市町村教育		送給各教師^
 I	領的制訂與	委員會，依		o
 I	修訂工作，	據中央與都		0文部省負責^
 I	是由文部大	消店叩絀勺胡		審定書商送^

 	臣，依據修訂教育課程的基本方針	定決定本地方的基本事佰。		審的教科書，0文部省對都^
 I	，向教育課			道府縣以及^
 I	程審議委員			市町村教育，
 I	提出諮詢，			委員會，作
 I	並要求協力			必要的協助
 I	者會議與各			與指導或建
 I	縣教育委員			議。
 ̂	會等有關機			

 本	關，課程實驗研究學校等協助，進行研訂或修訂工作。			
 	0州以法令規	0地方學區內	厄疊稜方面，	mmm\m
 ̂白竺，才"	定公立初等	的學校實際	應依據地方	府，全國性
 I	、中等學校	適用的教育	學區教育委	教育團體，
 I	的課程內各	課程最高決	員會所訂的	教育關係的
 	科目有關的	定者，通常	教育課程標	民間財團、^
 I	大綱。	是屬於地方	準，編製具	大學、研究^
 國	0州教育行政	學區教育委	體的教育課	機構等，都，

 	機關依其自	員的權限。	程。玉	會提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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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1課程編製架	講白勺雇裴^性等冬上匕睡交(眾費--，)		

 陣	中央(或州)級	地方	校．學	備考
 	由裁量權限	0地方學區教	0學校裡能夠	課桓編垂五
 	制訂課程大	育委員會負	獨創性地編	面的資訊資^
 	綱基準的學	責組織教育	裂有學年別	料，同時廣^
 	習指導要領	課程委員會	的班級或無	泛地舉辦研^
 美	(名稱各州	，依照州的	學年別的班	究會，現職^
 	不同)。	規定，訂定	級，決定教	教師教育等^
 		學校課程標	學方法(要	活動。^
 I		準，或是規	採取協同教	0聯邦方面對^
 		定標準的課	學，專任教	於教育課的^

 I		程綱要。	師制或開放式教學等)並配合編班方法與教學方法來編製課程。	開發，教育計畫的策訂等工作，正積極地逐步擴大其功能0高中教育，尤其要準備升大學的教育課程，正受其CEE^與的影響。ACTB的考試^
 國			"一	^1970年代以^後，學生參'加課程計畫的權力正擴大之中。
 ̂	0教育科學部	0教育課程編		0由教育科學
 ̂英	並不直接規	^製的權限，		^部透過中央
 I	定教育課程	雖是屬於地		^的皇家督學
 I	標準。但是	^方教育當局		^負起指導的
 I	透過中央教	^，但是具體		^責任。
 ̂國	育審議會間	^的教育課程	I	^(9中央皇家督

 	接的參與教	^編造工作，		^學，要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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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1課程編製架，	背的國際比較(續二)		

 碎	申央(或州)級	地方	學校	備考□
 	wmmm	M?K	「	指導書，同^
 I	，十盼動知^^]	董事會或校		時也擔任教^
 I	央的皇家督	長辦理。地		曰科學部王^
 I	學進行課程	方教育當局		辦的講習會，
 ̂英	督導。還有	的督學，則		的領導者。
 I	經發行指導	對於各校的		(3)1964年至
 I	書與舉辦講	教育課程編		1983年間，
 I	習會的方式	造工作，負		由全國性教
 I	，對地方教	起督導與協		育研究機關
 I	育當局，學	助的實任。		學校諮詢，
 I	校校長與教	?1970年代起		負責辦埋課
 I	師們進行指	，地方教育		程的研究、
 I	導與建議課	當局開始作		開發"輔導
 I	程教學事項	成教育課程		工作。但
 I	0	編製上的指		1983年以後
 l	0教育科學部	導方針，要		，諮詢工作
 I	與威爾斯當	求學校遵行		廢止，教曰
 I	局自1981年	0		研究機關只
 I	起以「學校			負責教育課
 I	教育課程」			程研究與考
 l	這種文書來			試方面的研
 I	規定改善教			究兩項。
 I	育課程的指			0由於校外考

 	導方針。			試制度(^PGCE考試，C．S．E．考試其公佈的考試命題要項^?=^^ 4^^^7訌^ ^笛休叭」赤程綱要的標
 國				準，扮演課程標準的角色功能。0各地方的教師中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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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1課程編製架	菁的國際比較(繽三)		

 悻	中央(或州)級	地方	學校	備考
 卜	「	「		"贓
 				教育行政機^
 				關開發適合^
 				於地方需要^

 國				的教育課程^
 	面面姦吾廊協	溶卉豉看廳訂		'Rmmmi?
 	議會和中等	定的教育課程		和文化的層^
 I	普通教育學	，透過地方的		面，其基本，
 I	問題會議負	州國民教育科		方針，每五^
 一穌	責審查，並	，和地區的市		年就有一次
 I	由教學洗研	民(國民)教		的大檢討會
 I	究會議作具	育課等行政主		議，這個大^
 I	體的檢討有	管管道，到達		檢討會議由
 I	關教育課程	學校，而由學		蘇聯共產黨
 	問題。而教	校切實施行。		大會來決定
 I	育課程標準			O
 I	和教學綱要			0教育課程標
 I	是由蘇聯教			準對於各學
 I	育科學學術			年、各學科
 I	院為中心，			每週及一學
 I	邀請相關學			年間應授課
 I	者專家與教			日的時間數
 	師協力研擬			作成明確規
 I	草案。			定。教學綱
 ｜	0教育課程標			要則對於各
 I	準與教學綱			該學科的學
 I	要草案經蘇			^習目標與學
 I	聯教育部核			習內容，作

 ｜。	定後，分送各共和國，通知各邦實施。0各邦教育廳			分年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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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1課程編製架構的國際比較(續四)			

 碎	中央(或州)級	地方	學校"@@	備考
 	得在中央訂			
 	定的標準範			I

 魚河;	圍內，考慮各邦的特殊性，並在各邦的教育研究所協助下，擬訂教育課程與教學綱要，但必			
 聯。yF	須呈報中央教育部的承誣一'言，u、。			
 	RMW$cW	j?cay?*#n	學校得在課程	0州教育廳要
 I	目標是由各	課程的事項。	標準的規定範	負責審定教
 	邦的邦憲法		圍內，考慮地	科書，也要
 I	，與學校教		域或學校的特	作成教學指
 ̂西	育法或由川、^		殊性來編造教	引及解說，

 	教育廳來規亡-		育課程。	分送各學校
 ̂	0州教育廳，			0分別各級學
 I	依據專家組			校設置視導
 I	成的委員會			^人員，負賣
 I	之答詢意見			^前往視導學
 I	，研擬具體			校，對各校
 I	實現教育目			與教師作輔
 I	標的教育課			^導與協助工
 I	程標準(其			lT竹三。
 I	名稱與形式			I

 柏惠｜｜	不一)，並以廳令公佈之。0各州教育廳長會議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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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1課程編製架	菁的國際比較(繽五)		

 碎	中央(或州)級	地方	學校	備考

 西德	。至囪往的觀點聯級各州從事調整教育課程標準的基本方針。			一---l 法                                                國	0依據1975年的教育基本法規定初等、中等教育目標與理念。並規定凡是「教育的組織與內容都由法律或部令規定之0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科目，每學年應授課的時間數，每週應授課時數，及全年教學指導計竇的標準，都由教育部長核定公佈。0設置全國的國民教育高等教育審議會，教育部長對於上列兩項有關的	大學區總長，或大學區督學，在職權範圍內，得依地方或地域狀況需要，變更或調整中央規定的教育課程之一部分。	學校校長，依據教育部長所規定的教育課程標準及教學綱要項目，排定每週施教的時間表。	各級學校分別'設置視導人員，負責前往各校對學校及教師進行視導與協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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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1課程編製架，	蕾的國際比較(續六)		

 峙	呻。"	□地方	學校	備考

 卜且	法案，均應先提請審議會審議。			
 本表依據日本文部省昭和50年度出版的「日本教育水準」乙書，
 及研究委員調查研究成果作成。

 領導性和各共和國的自主性，使得多民族與多語言的國民能夠調和合

 作。西德方面依據聯邦基本法，尊重州的文化最高權限(^u^t^r^oe^t

 )。法國則在中央集權制度下，尊重教育專家的意思，經營國家的教

 育。

 因此，教育課程編製的架構，都表現出各該國家的獨有特色。一

 方面顯示出任何國家，中央與地方公共團體之一的教育行政機關，對

 於維護各該國家教育水準，與提高教育水準，以及保持公共教育的普

 遍化，公開化，都負很大責任，發揮應有的功能。

 一向保持地方分權制度的美國與西德，以及傳統上中央從不過問

 教育課程的英國，這些國家，都已逐步地，緩慢地，從整個輪廓或全

 國的基本方針，做到意見統一的境界。更進而對於教育課程的開發與

 改善，由中央來參與，或承擔負責的角色。另一方面，學校也會為地

 域的與學校的特性，考慮如何編製能夠具體實踐的教育課程。

 m關於教科書的制度

 五個被調查的國家和日本的教科書制度，整理起來，就像4-2

 表。

 美國是採取選定制。英國是採取自由發行制。蘇聯是很特別的方

 式(向來，學者們普遍地把蘇聯列為「國定制」這一類，但我們這一

 次的調查研究結果，發現蘇聯的教科書既不是「國定制」，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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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一	2教科書制度之國際比較			一		

 叫	著作編輯"一	審定""""	行發一	採用	磚。	備考
 	未作規定	文部大臣	0義務教	0公立學	HMW	0採取審
 	0	在獲得教	育階段	校由主	階段各級^	定制度
 日		科圖書審	各級學	管的教	學校均免，	0
 		定調查審	校教科	育委員	費供應。	0著作與
 		議會報告	書的出	會採擇		編輯出
 		後，審定	版發行	0		版，均
 I		民間出版	，由民	0國立學		應依據
 I		商著作編	間發行	校及私		學習指
 I		印的教科	者申請	立學校		導要領

 		圖書。	後，文部大臣指定若干出版杜發行之。0高級中等學校的教科	則由校長採擇		(課程標準)規定。
 ̂本			書發行者，沒有特別規定。			L---一
 	床咋窺萣	跡姍	swft-18	通常由地	0公立初	0採取選
 ̂美	0	方學區組	法制規定	方學區採	等及中	定帝^^。
 ̂		^成教科書	，但若千	擇。但必	等學校	0著作與
 I		^選定委員	州有發行	須在州認	，大多	編輯上
 I		^會推薦給	全部教科	可的教科	鏤欠J，^、^採	^要考慮
 I		^主管機關	書或部分	書目錄中	取免費	手^^^各J，^、^

 		^採用。	教科書的權利。	採用。	供應制度。0免費的範圍是	的多種I多樣課程標準規定。
 ̂國		i		i	否包含私立學	而且對I於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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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2教科書制度之國際比較(繽一)

 碎	著作編陣囂	審定^	發行	採用	涵。	一備考

 美                           國					^各定也州。               一校由決               一百^^。	@喜""種族差^異、宗教差異等問題'也要充分考慮0各州認可的教科書目錄表，差不多在3-6年內修正一次一"
 口怯   國	I   o	I   o	戾存窺萣	。。'。地方教育當局的權限。但都委任校長辦理。	公立初等及中等學校，以免費借用為原則。	0採取自由發行制。0著作與編輯上要考慮教育科學部、地方教育當局的指導方針、教師與教育關係者的願望，也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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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2教科書制度之國陷			比較(繽	一)		

 陣	著作編財	審定	發行	採用	免費措施	甲
 	一			一		傭吝圖
 I	1					教有方^

 英						面的報告圭。曰0教科書與教科書以外的圖書沒有明確的區別。所以各個學校購用的教科書教材，其一切費
 國｜。		^				用均由地方教育當局"""
 	0聯邦教育部與各		&mn?.	由各共和	自1984年	0既不採
 I	共和國教育廳依		育和各共	國的教育	度起義務	用國定
 l。^&^仁	下列方式來檢討		和國教育	廳採擇。	教育階段	制度，
 I	認定		廳負責發	I	各級學校	也不採
 I	U從個人或團體		S.—^丫T o	I	均免費借	用審定
 I	參加的競賽會			I	用	帝U雇芝，
 ̂	競賽作品來審			^		'"'"。"^   l11」丁正三"""
 I	查認定。			l		種獨特
 I	2)從被委託的個		I	I	I	^的方式
 I	人或團體著作		I	I	I	o

 片芳抬l	編輯作品中來審查認定。但					^0著作編輯上必
 	均由	組成之審				^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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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上2教科書制度之國際比較(續"@@‥@@一一"一"一"一""			E)		

 戶名	著作咋編轄一""一一	L幸定"一""	發行	採用	摔。	備刊
 「	議會辦理審查				二	聯:邦妻釘

 穌	檢討認定工作					佈的教育課程育部公^
 么卜俄抄					一一^一1	標淮之+規正。示十^@@-．一‥」
 	未作規定	州教育廳	未作規定	各校在川、^	各州的規^	0採用審^
 	0	任命調查	0	教育廳公	定不一樣	定制度，
 		員，負責		佈的教科	。有的卅^^	o
 		審查並向		書目錄中	免費供給	0著作或

 西		州教育廳提出報告，再由州教育廳決定是否通過。		採擇之。	，有的州免費借用，但自1980年起，家長應負擔一部份。	編輯上^應以教育課程。標準為依據。0各州教育廳長會議通過「教科書認可基準」，作為聯邦全體一致的基本方向0教科書採用制
 重吵x-*=						度，已有州同意邀學生與學生父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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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2教科書，		叮度之國揆比較(續		四)		

 陸	著作編輯一	*	發行一^"	呻"	免費措施日一"""…"…"	備考
 	未作規定	^0公立小	未作規定	公立學校	義務教育	0採用自
 I	0	^學，由	0	，是由各	階段的各	由發行
 I		^各縣教		該校的教	級學校一	制度。
 I		^科書選		師在縣規	律免費借	但必須
 ̂法		^定委員		定的教科	用。但中	要列入
 I		^會決定		書目錄中	等學校免	選定教
 I		^合格教		選用。私	費供應的	材書目
 I		^科書目		立學校則	範圍，限	錄表，
 I		^錄表。		自由選用	定為七個	才能成
 I		^0教科書		0	科目。	為學校
 I		^的內容				選用的
 I		^如有違				對象。
 I		^反憲法				0著作與
 I		^的情事				編輯上
 I		^，則由				，必須
 I		^教育部				考慮教
 I		^長下令				育部公
 I		^禁止學				布的課
 I		^校使用				程計薑

 		a				內容為依據。0高級中學以上

 國口						的學校，教科書姐一夕、般圖書""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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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定制」，而是一種獨特的方式)。西德是採審訂制。法國則採自由

 發行制。同樣採取自由發行制的英國與法國，前者又是屬於全面性的

 自由發行，而後者則只有在被登錄選定的教科書目錄者，才能成為教

 科書候選。

 無論採取那一種制度，教科書的著作者或編輯者，都會或多或少

接受中央或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公佈的學校課程標準或指導方針的

 指示或規定。

 教科書採用選擇方面，有的是地方主管教有行政機關負責，有的

 是由各校(或由校長)負責。

 教科書的免費供應措施，僅是限於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而且是

 全世界昔遍的全面性作法。

 W教科書的執筆與編輯^-一一^塊茹卅究的必要

 本項調查研究，主要目的是為日本的教科書執筆者與編集者提供

 有益的資料。本來應將各國現行的所有教科書的內容，都要加以取材

 作研究調查的對象，不過，我們對本次調查研究，所選用的教科書種

 類，止於國語、算術數學、杜會、自然(理科)以及英語等五個學科

 而已。

 眾所周知，各個學科，都有其獨特的性格，所以各科教科書的內

 容與體裁、形態，也是形形色色。而且，在學校制度和教科書制度方

 面，各國都有各國的特色，所以要把這五個學科的教科書，從橫排的

 層面來比較，也是相當困難的事。

 因此，對於各科教科書的調查研究結果，就從第二卷起，分開各

 學科，作;絲抑勺介紹，希望讀者也能一一參考。

 不過，我們從各學科的教科書加以觀察檢討結果，也發現那些外

 國的教科書，對於日本的教科書作法，確實也發生了種種的啟迪作用。

 例如有人常說日本的教科書，在份量與形態方面，比起先進國家，

 有很大的差別，也感到很貧弱。但是經過這次的調查研究，是否確實

 證明所言不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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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第三卷的杜會科來說，在第三卷的綜合結論，提出了「對日本

 教科書的建議」，其中對於杜會科的教科書，拿日本和歐美的情形作

 比較，並指出下列三點不同的地方^ 0第一就是對於教科書的期望與

 希望教科發揮的角色功能，日本與歐美之間，有很大的差別。0第二

 就是日本的教科書像聚寶盒一般地整理收集很多內容項目，令人感到

 有注入知識的填鴨型，而歐美的教科書，能夠把各個杜會現象的相互

 間關係予以明確的交代，紙張、篇幅、頁數都很充足，從現實的事例

 切入問題重點，顯著地把真正的內容呈現出來。0第三就是日本的教

 科書比歐美教科書缺乏引人閱讀的興趣。此外還有種種不同的項目，

 大約有十幾項的建議。

 還有第五卷的理科(自然科)，總共收集五個國家的教科書3 4

 種，從教科書的頁數，多色印刷體裁等項方面作比較，再從主要內容

 與單元構造加以比較，執筆者展開撰寫的方式作比較，這樣比較調查

 的結果，實可供日本教科書檢討改進的重要參考。

 每一學科，都提出專門屬於該學科的一卷，每一卷的內容，不用

 說對於日本教科書方面都有很重要的參考意見，例如算術數學科的現"

 代化，各國做得如何，對於具體的圖形(幾何)教學方法如何，又如

 英語科方面，各國的英語科教科書每一課的編撰方式與內容構造，教

 材取拾與指導方式、會話、記敘文、句型、文法，以及文學作品的比

 例分量等等都可供日本編修英語教科書的具體參考資料。

 本來所謂教科書，都會依據各該國的文化或傳統來製作，所以要

 評價那一個國家的教科書最好，是一件不大有意義的事。所以，不如

 從各個角度，來觀測各國教科書，在某一方面具有什麼特色，然後把

 看到的各個特色綜合起來，作為日本改善教科書的參者。必能有所幫

 助。

 最後我們還要談一談關於教科書與教材的定位問題。

 在日本，教科書的定義和使用教科書的義務，是用法令來規定的。在

 法令中，雖然可看出完整的教科書制度，但是，本項調查研究的五個國家，

 對於教科書的定位並不像日本用法令作明確的規定，而且教科書與教科用

 書以外的圖書教材，也沒有明確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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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有下列幾點動態是共同努力趨勢:

 0教科書，都被當作是主要的教材。

 0在學校裡補充教材與教科書一樣，都積極地在填補充實，於教學

 時與教科書併用。

 cX具箱型式的整套教材，正在進行開發中。

 0其他教學媒體的應用，也極為活躍。

 而且今日的編班方式，與授課形態也有新的措施，由於編班方式

 不同，授課的形態也會改變，同時教科書的應用方法也隨之而多樣化。

 更有進者，適應地域特性的教科書和適應個別化用的教科書等，針對

 特別需要而開發的教科書，也被充分地活用著。

 舛—b ^^吐，"二日 第一一節末7G成的課題

 在3 8位調查研究委員的協力下，歷經四年的歲月，完成這項共

 同研究，但是仍然留下許多未完成的課題，有待今後的努力。其中，

 如下列幾項，便是可以活用本次研究的經驗，利用蒐集到的資料，來

 加強研究的重要事項:

 1 )本次研究朱經調查的其他學科與領域一一本次調查研究，只決

 定選擇五個國家和五個學科為對象，除了這五個國家以外，仍有許多

 國家努力製作優良的教科書，在他們的學校實施的教育課程也不只是

 這五個學科。而且即使不列入學科的道德或宗教教育，也有編寫成教

 科書一樣的教材，這一類的國家，我們都未能選擇為調查對象。再者，

 像小學低年級的合科教學或綜合學科的構造，以及使用的教科教材，

 在這次調查研究裡面只有涉及杜會科和自然科的部分，其他像美勞、

 唱遊，則未提及。這在日本近年的動向來看，也是很值得早日進行調

 查研究的事項。

 還有本次調查研究的五個學科當中。有的學科，是把該學科的領

 域縮小。也有的學科是只有入門的初期指導部分，並沒有網羅所有的

 重要事項，這裡有許多是被遺留下來的，仍有待本次參加研究的委員，

 再作繼續發展的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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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的國家，是否仍以這一次研究的五國家為宜，也值得探討，例如

 拿數學科的現代化情形來說，除這五個國家之外，仍有若干國家值得

 列入。小學低年級的合科教學情形，如要進行研究，則鄰近的韓國便

 是一個很好事例。

 2 )「授課與教科書」的問題。在各個學科的授課情形乙節雖已談

 到教科書在上課時的使用狀況，但是在整個教育輔導當中，教科書是

 否應成為教育的重心，或者教科書只宜做為教師與學生的參考資料之

 一，這種定位的明確度，也有進一步探討的需要。

 3 )現代教育，極為強調個性與個別化的教學，所以彈性的編班方

 法與指導方法，都被採用，個別學習和小組學習也受到相當的重視。

 在這樣的學習形態之下，教科書與相關的教材、資料，便成為一組的

 工具性質，這就是所謂的工具箱型的教材盒，這種教材盒(工具箱)

 對於個別學習與小組學習，能發揮很大的功能。因此，在日本，開發

 這種工具箱型的教材盒也成為今後的重要課題。

 學力下降成為今日杜會的問題，計量績效的要求也日益加強，為

 提高教育的效果，教師用教學指引的編印和學力基準的訂定，也成為

 今日教育行政的重要職責。再者，先端科學技術的引用與新教科書的

 編纂問題，以及特殊教育課程的開發問題，與微分教學用的教科書開

 發，都成為今日的緊要問題。

 4 )對後期中等教育的課程有重大影響的美國CEE^ (大學入學資格

 統一考試)和ACTP考試，英國的GCE，和CSE考試，西德的大學人學資

 格考試(^bltur)和法國高級中學畢業考試，都是屬於校外的考試制

 度。

 這些校外考試的制度當中，尤其像英國的教科書，是採自由發行

 制度，受校外考試的影響很大。校外考試方面的比較研究，需要進一

 步加強實施，而且日本從^^ 9 7年起加入l B組織(國際性的高中

 學力檢定)，因此對於高中的課程和l B考試試題，以及關於l B考

 試的指引書( Genera^ Gu^de to the l^^，尤其從國際的共同觀

 點來探討高中課程問題，已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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