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學校線上教學成為中輟學生參與學習的契機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日本全國因學校長期停課而導入線上授課措施，雖面臨平板電

腦資訊設備不足及授課負擔龐大等問題，但有許多不登校（中輟）

的學生因此開始參與課程，可說是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學校恢復上

課後，部分地方自治體為因此持續實施線上授課，專家對此指出

「應趁這個機會重新評估過去只能在學校學習之體制」。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日本全國的學校在停課的同時，紛紛

急著導入線上授課機制。熊本市因在疫情前就已開始推動導入相關

資訊設備，從 4月分開始實施線上授課後，陸續收到市內 11所學校

陸續回報表示「中輟學生們也參與了線上學習課程」。熊本市為讓

這些學生在家也能上課，將持續推動出借設備給學生及完善學校相

關設施等計畫。除熊本市外，其他致力於線上教學的自治體也得到

相同的回報內容。福岡市的國中從本（6）月開始將部份的授課內容

以即時轉播方式，讓中輟學生在家也能一起收看。 

熊本大學教育學部苫野一德副教授表示「我認為這是因為這些

中輟的孩子們了解到有適合自己的學習空間。學生拒學上學的問題

本質在於學生對於同質性過高學校課堂內容感到難耐。而線上授課

尊重學習的個別化差異，學力也得到保障。藉由這次疫情或許可以

重新檢討評估」。 

我們採訪了有中輟經驗的高 2 男同學，詢問為何願意參與線上

課程。男同學在國中時期時與朋友起衝突因而開始拒絕上學。現在

依然經常請假，但線上課堂可以一天上 4 至 5 個小時。男同學表示

「不能說完全出於自主性，只是感覺上是種適度的強制性。而且線

上課堂較自由，光是不需要一直坐著就讓我覺得比較有幹勁。在學

校時會擔心不懂上課跟考試內容該怎麼辦，線上學習的話覺得大家

都一樣，比較輕鬆。連平常不喜歡的科目也覺得稍微變得有趣，線

上課堂真的很剛好」。男同學的母親表示「這是 16年來第 1次看到

他自己主動坐在桌前學習，讓我很感動。目前疫情趨緩當事是好事，

只是對於線上授課即將因此結束覺得可惜」。 

另外，位在熊本的富合中學校之前因疫情關係停課期間，從 5

月份開始進行線上教學，讓教師們驚訝的是，即使不斷進行家庭訪



 

 

問也不願到校的學生也參與其中。雖然學校現在已經恢復正常到校，

但回應學生希望「繼續透過線上學習」的需求，目前仍然持續使用

視訊會議系統上課。 

這天，正好在上英文課，國中 2 年級的學生在家裡參與上課，

跟著老師進行發音練習、單字考試。男同學表示「到目前為止即使

想讀書，但只要一去到學校就發現沒辦法。對於未來也感到不安，

線上教學給了我學習的機會」。但對教師來說，同時進行一般教學

與線上教學是極大的負擔，因此教師們討論之後，決定利用空檔時

間輪流進行線上教學。另外，即使學生願意參與學習也不會強迫他

們立刻到校上課，而會以適合學生本身的形式提供學習支援。 

小田高子校長表示「線上教學對於保障那些因為特定原因無法

到校上課學生的受教學習權而言別具意義。中輟的孩子們每個人情

況不同，今後我們也將繼續摸索透過什麼樣的形式提供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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