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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九○年代初期，日本政府為因應國際

化、資訊化、多元化國際社會的變遷趨勢，

同時解決長期以來學校過度重視知識教育的

問題，思考以人為本的教育改革，於1989年
學習指導要領（相當於課程大綱）提出「新

學力觀」的概念。新學力觀與傳統學力觀的

主要差異，在於新學力觀強調（一）重視自

學動機；（二）因應社會變化能力的培養；

（三）基礎‧基本學習內容的徹底指導；（

四）個性化教育的充實（陳昭曄，2006）。
繼之，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來臨，日本政

府配合一週上課五日制的政策，採取刪減學

習內容和教學時數的配套措施，配合「綜合

學習時間」的設置，在寬裕教育中展開具創

意和特色的學校教育，以培養「生存能力」

為教育目標，強調問題解決能力、豐富人

性、健康與體力等能力（Ibid）。基本上，
「生存能力」的學力觀實乃承襲「新學力觀」

精神，可謂新學力觀進一步的強化與落實。

由於九○年代以後，日本教育改革以培

養學生多元學力為目標，為評量學生學習成

果，除學校教育課程的評量轉向多元評量之

外，作為學生升學依據的高中入學考試亦隨

之改變。主要以能符應現行學習指導要領中

所揭示的思考力、判斷力和探究力等為基本

考量，並以此引導國中教學正常化。又，適

用新課程指導要領的中學生首度於1996年參
加高中入學考試。因此，各地方教育單位或

學校，開始研發不同題型試題，謀求多元學

力的評量，至今發展出相當靈活的題目。據

此，本文擬自1996年之後的日本高中入學學
力考試之改革趨勢與特色，探究日本如何藉

由多元、靈活的命題，以掌握受試者多面向

的學力，進而引導學校的教學走向。

㆓、高㆗入㈻考試的改革

在日本，一般高中入學考試除推薦入學

外，其他以一般入學管道升學者大都必須接

受統一的「學力檢查」（即入學考試）。但

有關入學考試的科目數、科目名稱、試題內

容、考試成績比重、實施時期等各校皆可彈

性處理。

以東京都立高中為例，一般入學考試科

目是五科（國語、數學、社會、理科、英

語），也有只考三科重點科目（國數英、國

社英、數理英、國數社等）（東京都教育委

員會，2004a）。而考試結果，各高中可根據
學校或課程特色，採計不同科目的加權分

數。舉例而言，同一學校不同科別課程可能

出現外語科的英語成績加重二倍，資訊科的

數學成績加重二倍，美術科完全不加重計分

等情形。在試題內容方面，自新學力觀之

後，課程與評量皆強調不可過於偏重知識量

的評量趨向。入學考試即根據此一原則，各

學科領域命題著重於評量學生知識的理解、

思考力、應用力、表現力等問題類型，命題

更為靈活、彈性與多元。

㆔、㈻力考試命題內容與方法

的改善

長期以來，日本高中入學考試存在兩個

㈨○年㈹以來㈰本高㆗
入㈻考試命題趨勢與㈵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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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問題：其一是傳統入學考試為求評

量客觀性和公平性，往往偏向知識、理解的

再生性問題，因而陷入知識偏重主義；其一

是部分私立高中和國立大學附屬高中的試題

超出國中學習指導要領的範圍，導致國中學

生必須補習加強課業。

為解決此一問題，文部省於1993年2月
發函通知各地方教育單位和學校，指示國中

教育課程不應偏重知識量的學習，必須注重

論述式問題，以及思考力和分析力的應用。

亦即，有關入學考試問題，應以新學力觀的

角度思考，在知識、記憶性問題之外，致力

於思考力、分析力、應用力等問題的編製。

之後，各都道府縣皆據此致力於命題內容及

技巧的改善，其原則大致可歸納為下述四點

（陳昭曄，2006）：
（一）命題範圍以學習指導要領為本

根據第14屆中央教育審議委員會1991年
提出的諮議報告書，指出「各都道府縣中的

國、公、私立高中及國中相關教育工作者，

應就高中學力檢查問題的命題內容和程度等

相關事項，定期的進行協議，致力於考試問

題的改善，方能避免超出國中學習指導要領

範圍命題，解除中學生過大的學習負擔」。

亦即，有關命題內容的理想作法，必須有組

織性的持續調查、研究、改善等配套措施。

易言之，各都道府縣針對學力檢查問題的具

體改善措施，應掌握學力檢查的實態，根據

專家學者對不同學科命題的調查、研究、分

析等結果，作為改善的指導方向。

（二）題型以測量多元學力為主

有關入學考試命題應考量國中教育內

容，以基礎的、基本的問題為主，同時不

偏重知識性題目，應更重視能判定學生判

斷力、思考力等問題類型，適切反映國中

課程所欲培養的能力（東京都教育委員會，

2004b）。
新學力觀後的新的教育課程較傳統課程

重視思考力與表現力的培育。因此，學力考

試轉而以評量國中畢業生思考力、問題解決

能力、閱讀理解力等為主。但思考力與表現

力的試題，比單純知識理解問題的測量更為

困難。為達成新教育課程對學生多元學力的

要求，自新學力觀提倡後至今，七成以上的

都道府縣已著手改善命題內容與技巧，期能

測得學生學科學習知識的應用能力（ベネッ

セ教育綜合研究所，2004）。此外，學力考
試命題也關注於學科基礎的知識理解、應用

力、邏輯思考力、計畫能力、判斷力、問題

解決能力、閱讀理解力、表現能力、溝通能

力、動機‧關心等不同類型問題間的平衡與

合理分配。

（三）考試科目與成績的比重彈性處理

學力檢查在入學選拔的過程中，通常稱

為「一般入學考試」。因應學生個性與志願

的選擇，以及國中選修幅度擴大的宗旨，各

校可根據學校、科別等特色，調整考試科

目，抑或運用不同的方法進行選拔。例如，

部分招生人數可透過考試科目的增減、各科

不同的配分比重、部分試題由各校自行命

題、自教育委員會所出的題目中自行選擇試

題、由學生自行選擇應考科目等方式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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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嘗試以紙筆測驗進行情意領域評量

自新學力觀提倡之後，教育課程所重視

的「自學動機」及「關心‧動機‧態度」的

培養，一般視為情意領域的學習範圍，如何

透過紙筆測驗測量，是相當困難的問題。因

情意領域的學習評量，普遍被視為較難以紙

筆測驗進行。在實行之初，根據日本教育新

聞1994年11月5日有關「學力檢查中「關心‧
動機‧態度」觀點評量的可能性」的調查結

果，29縣回答「有可能」，14個縣回答「其
他」，但皆表示很困難（引自學力問題調查

研究會，1995：18）。即使如此，仍有部分
縣朝此方向努力。

以1996年度公立高中入試（即入學考
試）問題為例，青森、埼玉、栃木等縣透過

明確表達自我立場（贊成或反對）、意見和

感想的問題式作文，間接評量考生對日常事

務的關心度。而1998年度，廣島縣的理科命
題則嘗試以日常現象的取材，藉此評量學生

平日對理科的關心、興趣。

㆕、㈻力考試的命題趨勢與㈵色

有關日本高中入學考試命題的改革趨向

與特色，可分成「一般入試」問題與「推薦

入試」的綜合問題二部分加以闡釋、說明。

（一）一般入試問題

一般入試命題於基礎、基本知識理解之

評量外，更重視思考力、表現力之應用，以

符應新學力觀對目標學力的要求，茲將各科

命題趨勢與特色說明於后。

1.國語科

（1）以聽力測驗評量聽、說方面的能力
傳統國語科命題以閱讀能力和書寫能力

為主，新的教育課程重視聽、說能力，因

此，新型態的國語科命題開始試辦聽力測驗。

但根據ベネッセ教育綜合研究所（2004）的
調查結果，2004年採取國語科聽力測驗的都
道府縣只有六個縣（青森、島根、山口、佐

賀、鹿兒島、沖繩），其他縣則預定增加以

會話題材的閱讀理解測驗、演講稿型態的作

文等聽、說能力的命題。

（2）以圖表資料評量理解與組織思考
能力

此外，近年來的國語科命題也傾向於根

據圖表的閱讀，進行內容歸納，並寫出個人

意見和想法等類型的作文試題。易言之，在

文章閱讀之外，圖表的解讀在國語科中也日

趨重要。

2.英語科
（1）重視實際情境的溝通能力
英語科命題的趨勢為：在實際運用英語

的情境中，表現適切溝通能力題型逐漸增

加。以三重縣2008年的試題為例，圖1即藉
由一位外國人問路的對話，完成適當的填空，

評量學生應對的溝通能力（第二大題）。此

類問題必須一邊參考地圖，一邊思考到達目

的地的路徑，並適切的以英文回答。有些試

題會要求以英文進行作文書寫，說明到達的

路徑，難度相對較高。此外，典型試題尚有

電子郵件的回信問題、會話續寫等作文題型

等，顯示英文作文題型非單純日英翻譯的問

題，尚涉及判斷力與溝通能力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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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圖表評量綜合運用能力
英文閱讀理解問題亦納入英文與圖表間

關連性的題目，重視英語活用層面的問題，

以評量考生有關英語知識、表現、判斷等綜

合能力。圖2為東京都2007年英語科試題（第
二大題第1小題），透過對話和圖表的解讀（
表1是Kazuo的計畫表，表2是一週天氣預報），
評量學生如何獲得解題資訊的判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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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英語科「溝通能力應用」題型

資料來源：三重縣教育委員會（2008a）。平成20年度高等學校入學者選拔學力檢查（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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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聽力測驗測量學生聽力與歸納
能力

為培養學生英文溝通與實際情境應用能

力，以及聽力內容的歸納，近年來有部分學

校的英語科入學考試已導入英文聽力測驗。

以埼玉縣2007年的試題為例，第一部分的聽
力測驗共分六大題，其中第一、二題是讓學

生配合圖表與聽力測驗內容，判斷所需金額

與球隊勝負；第三、四題是透過兩人的對

話，完成適當對話內容；第五、六題是摘錄

訪談與演講內容後，回答相關問題（埼玉県

立総合教育センタ－，2007）。
3.數學科
（1）以證明題評量知識理解、邏輯思

考與推理能力

數學科的趨勢是增加以證明題為中心，

導出問題答案的過程與條理記述題型。這類

題型必須透過閱讀相關資訊後，綜合資訊以

解決相關問題。倘若缺乏問題重組與相關條

件配合的思考能力，較難應付這類型的試題。

�

圖2 英語科「活用圖表」題型

資料來源：三重縣教育委員會（2007）。平成19年度高等學校入學者選拔學力檢查（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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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材自日常生活以評量知識理解
與應用能力

另一個特徵是取材自日常生活的應用類

型試題的增加。圖3為三重縣2008年度數學
試題（第三大題第2小題），透過對生活事
物的了解，思考數的關係與表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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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數㈻科「取材㉂㈰常生活」的題型

資料來源：三重縣教育委員會（2008b）。平成20年度高等學校入學者選拔學力檢查（數學）。

4.理科（自然科）
理科新的命題著重於思考力與表現力

的評量，問題以科學或日常現象的思考，以

及實驗、觀察技能的表現為主。因此，題型

傾向記述式的簡答題、資料的活用，以及實

驗裝置或植物圖形的說明、描繪等。圖4為
2007年岡山縣理科試題（第二大題），透過
實驗裝置與圖表資料，測驗學生有關聲音傳

導知識的理解，以及觀察、思考的科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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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會科
社會科最顯著的特徵是大量運用統計資

料與圖表（如地圖、圖表、年表、照片、統

計資料等），特別是有關生活區域和所在都

道府縣的資料，強調資料的解讀與相關知識

的活用，以評量學科表現與綜合判斷能力，

不再重視零碎知識的記憶與背誦。另一個特

點是透過時事問題與社會現象的題材，測驗

學生的社會意識。根據新學社的統計，平成

17年度（2005年）全國47個都道府縣公立高
中社會科入試問題中，資料活用問題的命題

縣數有47個，其次是文章記述式簡答問題43
縣，調查學習的有41縣，時事問題則有8個
縣（新學社，2005）。

這些類型的題目須仰賴學生具備分析、

判斷、歸納訊息的能力，深入思考社會現象

的背景、成因，因此試題以題組、綜合性，

以及記述式問題為主。圖5為東京都2005年
社會科試題（第五大題第3小題），以社會
保障為題材，測驗學生活用統計等資料，就

制度、理念等方面進行考察與判斷的表現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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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理科「活用圖表」的記述式題型

資料來源：三重縣教育委員會（2007）。平成19年度高等學校入學者選拔學力檢查（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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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薦入試綜合問題的特色

一般公立高中統一入學考試並未採用綜

合性問題進行評量。但自2004年起，部分都
道府縣（千葉、岐阜、靜岡、埼玉、熊本

等）在前期入試過程中，開始導入獨立招生

的命題，考試題型以跨學科的綜合問題為主

（ベネッセ綜合教育研究所，2004）。
最常見的命題型態是在某一大題中融入

好幾個科目的問題，例如，一篇文章中同時

評量國語的閱讀理解、社會科的知識、思

考、表現等問題，或是以英文命題等，目的

在測量學生跨學科的應用能力（參閱附錄

一）。由於不同學校各具獨特的題型與命題

方式，因此考生必須事先熟悉各校題型，加

以練習，並注意考試時間（通常是50〜60分
鐘）的分配。

㈤、結語

由上述命題特色與趨勢觀之，日本高中

入學考試中，各學科的問題題型相當多元，

涵蓋選擇、問答、簡答、排列組合、填充、

個人意見表述、小作文等。此一改革趨勢，

主要是為符應新教育課程多元學力的教育目

標。綜言之，各學科入學考試命題傾向大致

可歸納為三點：其一是在習得特定知識後的

再生性問題之外，更強調知識與原理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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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會科「活用㈾料」的題型

資料來源：三重縣教育委員會（2005）。平成17年度高等學校入學者選拔學力檢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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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與步驟；其二是將習得知識作為工具以

解決日常生活問題；其三是重視答題者個人

的意見、想法等的表述。此一命題趨向的轉

變，主要在企圖藉此解決國中教育與入學選

拔之間學力觀不一致的問題，以引導國中教

育的正常化。不過，日本高中入學考試並非

全國性標準化測驗，而是由各都道府縣自行

辦理，實施目的偏向於入學選拔的評量依據

之一。正因如此，各地方教育單位或學校，

方能透過不同題型的試題，實現多元學力的

評量目標，發展出靈活試題，進而影響國中

的教學與評量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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