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公民教育中有關媒體素養教育的充實方向 

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 

日本文部科學省為培育中小學學生具有對社會問題判斷的能力，

以養成具個人見解的公民素養，自 2018 年起邀集學者專家組成「主

權者教育推進會議」研商，並於 2021 年 3 月提出報告書，其中媒體

素養列為公民教育重要的課題。 

一、 該報告書對中小學學生媒體素養，建議充實以下措施： 

為深化學生對政治現象等現今社會各項課題多方面、多角度的認

識，建議應善用各項統計、白皮書、報紙、網路等豐富的資料及媒體

資訊，以培養學童的媒體資訊蒐集、解釋能力，及研判資訊的妥當、

是否值予信賴等公正判斷的能力，該等能力的養成，不僅在學校，在

家庭內也是相當重要的。 

二、 實現公民教育的第一歩係對社會抱持關心的態度，學生要能關

心日常生活及現實社會中的各項課題，充實在學校、家庭中接

觸多元媒體傳播資訊的機會相當重要。  

三、 目前報紙、電視、網路、社群媒體的資訊大量且多元化，宜配

合媒體特性，適切且有效的蒐集必要資訊。 

四、 多方面、多角度的觀察社會的各項課題，公正研判所蒐集資訊

的妥當性及信頼性，據以擬具自己的看法，瞭解建構社會的自

我意識的重要性。 

五、 善用非營利的法人團體、智庫等所提供客觀的政策評價、社會

課題的相關資訊，據以作為課堂上授課內容並開發教育課程。  

六、 選定示範學校，以下列觀點實施實踐型研究，開發有効的指導

方法：  

(一) 配合多元媒體的特性，適切且有効的蒐集必要資訊。 

(二) 公正研判所蒐集到的資訊其妥適性及信頼性，藉以形成自己

的意見，並開發相關的輔導方法，培育具有打造整體社會環

境的個人意識（例如，以ＳＮＳ等社群網路所蒐集到的資訊

為基礎，再挖掘報紙、電視所傳播的資訊，依據該等資料的

妥適性、信頼性，擬具個人意見等）。 



 

 

(三) 善用非營利團體、智庫等所提供的客觀政策評價與社會課題

的相關資訊，並開發教育課程。  

(四) 不僅在學校提供討論報紙所報導社會現象的機會，也要於家

庭中推廣，因此，家庭與學校應相互合作，例如在學校備妥

剪報，以提供回家時與家人相互討論的機會，同時蒐集該等

作法的相關事例，以橫向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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