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日本公立中小學校教師因精神疾病停職人數創最

高 

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 

日本文部科學省於 2022 年 12 月 26 日公佈 2021 年度全國公立

中小學教師停職的調查結果，計有 5,897 名教師申以精神疾病為由申

請停職，創歷年人數最多紀錄，較人數次多的 2019 年度 5,478 人還

多出 400 人，也較 2020 年度多出近 700 人。分析其原因，與教師之

工作內容改革停滯不前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增加工作量有關。 

該項調查係透過各縣巿教育委員會，以公立幼稚園至高中之教師

為對象，每年實施。依據文科省調查結果，2021 年度因精神疾病而停

職之教師中，男性教師有 2,406 人，女性教師有 3,491 人，在全國 92

萬名公立幼稚園至中小學教師中佔 0.64％；其中 2,473 名停職之教師

於 2022 年 4 月 1 日新學年開始時復職，2,283 人仍繼續停職，1,141

人退職。停職天數，未滿半年者最多，有 2,274 人；半年以上 1 年以

下者有 1,776 人；1 年以上 2 年以下者有 1,204 人。 

倘列入以精神疾病為由請病假超過 1 個月以上之教師則達 1 萬

944 人，佔全國教師 1.19％。 

在工作環境上，有 5 成之國中教師每月加班時數超過中央政府所

訂上限 45 小時之方針，而且無加班費，另以「教職調整額」的名目

支給教師月薪之 4％作為補貼，約等於每月加班 8 小時之金額，亦即

加班時數遠超過所能獲得的補貼金額。加班的事由，收取及管理學童

營養午餐費用佔 36.5％，放學後校園巡視學童輔導等佔 25.8％。為改

善上述問題，文科省於 2022 年 12 月間邀集學者專家研商，研議修正

現行未認可教師支領加班費的「教員給與特別措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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