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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9 日經濟協力開發機構（OECD）發表以世界 47 國

家、地區高中生（15 歲）為對象之「生活滿足度」調查結果。其中，

日本高中生回答「十分滿足」占 23.8%，世界排名第 43 位。日本是

在調查對象中唯一男生的「生活不滿足」度高於女生的國家。再者，

不擅長課業的學生則有生活滿足度偏低的傾向。 

此一調查約有 54 萬人參加，係與 2015 年「國際學習到達度調查

(PISA)」合併實施。調查主題是「健康•幸福度」，以 47 個國家、地

區的學生為對象調查生活滿足度，採「完全不滿足（0）」、到「十分

滿足（10）」分 11 個階段方式調查。 

依調查結果顯示，在生活滿足度上，日本高中生回答「十分滿足」

的比例，男生與女生幾乎相同；然而回答「不滿足」的比例，相對女

生的 14.9%，男生為 17.2%，是 43 個國家當中，唯一男生生活不滿足

程度高於女生的國家。就學習能力的關聯性來看，PISA 得分低的學

生，有滿足度偏低的傾向。 

生活滿足度較低的國家，以日本、韓國、臺灣等東亞國家為多，

都是 PISA 學習能力較高的國家、地區。相對地，滿足度高的中南美

國家，則有學習能力較低的傾向。 

在學校是否感到「格格不入」之問題，回答否定的日本高中生比

例為88.1%，2003年的比例為94.1%，從2012年的91.5%起持續降低，

可以觀察到不喜歡學校的日本高中生有增加趨勢。 

然而，過去一年當中，日本的校園霸凌受害者比例較 OECD 平均

少，「曾被譏笑」的學生占 17.0%，「被毆打」的有 8.9%，均比 OECD

平均高。 

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分析調查結果指出，影響高中生的生活滿足

度，存在著地區、社會文化方面等因素。在日本會出現許多「譏笑」

的案例，可能是因為高中生存在「排擠性」文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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