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子班級人數(二)－日本財務省和文科省檢討每班 40 人制 
 

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 
 

日本財務省（財政部）在 2014 年 10 月底召開的財政制度審議會

（財務大臣諮詢機關）上，提案重新檢討在公立小學一年級實施每班

35 人制，建議回復每班 40 人制。財務省評估如此將可刪減約 4000

名教職員數，約 90 億日圓義務教育費的國庫負擔。對此，文部科學

省和負責文教政策的議員皆表反對，指出此舉將會降低學習能力。 

日本於 2011 年度修訂的義務教育標準法，將公立小學一年級每

班人數上限訂在 35 名。主要為因應學童們入學後無法適應環境變

化，將過去的班級上限 40 人減到 35 人。依此規定，班級人數若增加

到超過 36 人，就須分成兩班，教職員的人數也必須增加。 

財務省主張，不認為「一班 35 人」有助於抑制相關霸凌或暴力。

鑑於政府嚴峻的財政狀況，認為因應少子化趨勢，教職員的人數也應

減少，因而提案建議將班級人數上限回復到 40 人，節省出來約 86 億

日圓即可挹注幼兒教育免費的相關經費。 

不過，文部省的立場與財務省相反。批評財務省不了解教育現場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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