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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 

 

日本最快 2016 年夏天的參議院議員選舉，18 歲以上的高中生即

可能成為具有投票權的選民。降低選舉權年齡限制的公職選舉法修正

案，預計在 2015 年國會中通過。 

選舉權是身為主權者之國民行使民主主義最重要的支柱，降低年

齡限制即具有極大意義。因此，讓擔負未來的年輕世代擁有治國責任

的自覺，並投下公正的一票，在教育上就必須十分謹慎。 

1945 年時將選舉權年齡由 25 歲以上降低至 20 歲以上。本次修

正法案之成立大勢已定，幾乎已確定公布後經由周告期間即予以施

行。修法通過後，將適用於 2016 年夏天的參議院議員選舉，約會增

加 240 萬名 18 歲及 19 歲的選民，包含目前就讀高中的 2 年級及 3 年

級學生，以及部分 1 年級學生。如何提升投票率不高的年輕世代對於

政治及選舉的關注將是課題。因此，依據年級階段，加強理解社會參

與及選舉的意涵及方式的學習十分重要。 

降低選舉權年齡，是為了配合 2014 年 6 月開始施行的國民投票

法修正案，以及將國民投票的投票年齡自 2018 年起降低至 18 歲以上

的修憲內容。因此，總務省（內政部）與文部科學省（教育科學部）

要求教育委員會及學校透過模擬投票等體驗型學習內容，充實憲法及

政治相關教育。 

但是，此舉恐也招來部分教師藉由教育的機會將特定政治主張帶

入教室。2015 年日本教職員組合（相當教師工會）的教學研究集會

中，即有報告指出，有國中在課堂上強調「立憲主義」是「拘限擁有

權力者」，並藉此批判試圖修憲的安倍晉三首相。可見仍有教師會將

自己的價值觀灌輸給學生，或是誘導學生。 

自民黨在推動啟發學生身為主權者自覺的教育之同時，也必須提

出杜絕偏頗立場指導的方針。必須強烈要求教師的政治中立，絕對不

可將政治活動帶入教室課堂。因此，必須即時採取有效防範措施。 

包含學校教育在內，已有許多強調個人人權的場合，但是，可以

學習公共福祉等「公共」之重要性的機會仍不多。透過平衡的指導，

始可培養出多元的見解，因此提升對於政治及選舉的關注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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