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入學考試出題範圍-福岡尚未公布 

駐福岡辦事處（派駐人員） 

由於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響，導致中學臨時閉校停課，對於高中

入學考試出題範圍之因應對策，九州 7 個縣市的教育委員會作法不一。 

長崎、熊本兩縣為因應今後仍有閉校停課的可能，所以決定縮小

出題範圍。大分、佐賀及鹿兒島等 3 個縣則因已縮短暑假的天數補足

學習進度，所以出題範圍維持與往年一樣。面對再過半年即要舉行的

高中入學考試，福岡及宮崎兩縣對於出題範圍現則仍在「檢討中」。 

長崎縣教育委員會於本年 7 月中旬即公布縮小出題範圍，是九州

7 個縣市中最早公布的，承辦人表示係為了讓學生在暑假可以安心的

學習。不列入出題範圍的部分有國語的漢文及數學的機率等，主要是

教科書的後半部，其理由為為因應肺炎疫情影響有再閉校停課的可能

性，縣內鄉鎮約 8 成居民回答有必要縮減範圍，以因應 1 個月左右的

再閉校及停課。 

文部科學省曾於今年 5 月對全國的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發出通

告，要求各教育委員會妥善研議對策，勿因長期閉校停課導致考生的

利益受到損害。配合地區的學習狀況、縮小範圍或採用可選擇作答題

目的形式、面試及作文的靈活運用等做法均被提及，有半數以上的教

育委員會提出縮小出題範圍。 

熊本縣受今年 7 月的豪雨肆虐，更考慮於 5 教科設定免出題的範

圍。佐賀、大分、鹿兒島 3 縣則與往年相同。大分縣表示臨時停課的

教學進度落後已由縮短暑假天數補上。為了早日消除考生的不安，所

以在 7 月下旬公布出題範圍。今後如果再有閉校停課的情形會再研議

出題範圍是否調整。尚在檢討中的宮崎縣表示，想再觀察看看學習進

度及今後的狀況，預定在秋季公布決定作法。福岡縣是唯一尚未決定

公布或不公布的縣。承辦人表示，若公布出題範圍縮小，考生或許就

不去學習不出題的部分。 

東京大學大學院的本田由紀教授(教育社會學)指出，臨時閉校停

課產生學習欠缺，學生之間很明顯會有學習落差，如果地區及學校在

對應上會產生差異的話，那縮小範圍不是較為妥適嗎?僅在考試基本



 

 

項目中好好研究出題內容也是可行的。早點公布的話，校方可以充分

並更妥善地對應，縮小範圍可減輕學校現場教學人員及學生的負擔，

不公布的話也就失去它的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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