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10道縣63所公立高中，以考試為優先對

策，漏修必修科目 
(朝日新聞2006年10月26日刊登) 

    朝日新聞社對全國的調查所獲悉，富山縣縣立高中裡，
發生指定為必修之世界史沒有選讀的問題，岩手、山形、愛

媛、宮崎各縣等至少有10道縣(包括富山)的63所公立高中

也有必修科目修課不足的情形。若包含私立學校的話成為12

道縣66所學校。像似因為是為重視升學考試對策而造成。

無論怎樣，以目前的狀況是無法畢業，但說到今後要以補習

授課來因應如何取得畢業資格的對策。文部科學省認為實際

狀況將有擴大的可能，決定向全國各地的教育委員會要求提

出報告。 

    依據朝日新聞社在25日下午11時彙整結果，詳情是:

北海道(函館市立函館北、1校)▽青森(五所川原等2校)▽

岩手(盛岡一、福岡等29校)▽山形(山形北、酒田東等12

校)▽福島(福島、橘等10校)」▽栃木(真岡等2校)▽富山

(高岡南、1校)▽福井(藤島等4校)▽愛媛(今治東、1校)▽

宮崎(宮崎大宮、1校)。多半是縣立高中。僅僅知道的部分

將會有超過1萬名學生受到影響。 

    另外，得知私立高中在石川、福井、廣島等3個縣，各

1所學校，修課內容有問題。同樣的問題在2001年度，在廣

島與兵庫的縣立高中也發生過，文部科學省曾召集各個教育

委員會的指導主事開會，並加以指導了。 

    學習指導要領中除了世界史必修之外，必須選修日本史

或地理之中的一科目才行，但這幾個學校只選擇1科目，選

擇2科目者也不選修世界史。對發生問題的高中，預定利用

星期六·日及下課後、寒假之時間等以補習對應。在畢業的

最終日期3月31日為止修讀完畢就可以。依據文部科學省

表示，對於已經畢業的學生，因為是學校的錯誤，認定畢業

權限在於校長，但是沒有畢業資格被取消的例子。 

 



岩手縣立盛岡第一高中，像這樣的情形在4年前已經持

續到現在了，但是對縣教育委員會提出已有適當修讀的虛偽

報告。鈴木文雄校長以「為了應付入學考試對策」做說明。 

福島縣的縣立福島高中至少從2003年度起就沒有把世

界史當做必修科目上課。星本文校長說「早就知道不遵照學

習指導要領而不做任何處置，想像過於天真」。 

文部科學省要求都道府縣以及政令指定市教育委員
會，是否有遵照指導要領實施必修教科，在27日之前提出

報告。 

◆忽視規定 責任重大 

《解說》學習指導要領規定為「必修」的世界史，對學

生不授課的高中，在全國被發現為數頗多。校方提出了學生

要求「只要教授對大學入學考試有用的科目就可以」的理由。 

但是，文部科學省表示是指導要領「學生該學習的內容

最低基準的保障」。而且，認定畢業的條件是要修完指導要

領所規定的學分。 

像這樣的規定校長不可能不曉得。為了要應付考試而忽

視規定，也就是學校肯定了「只要自己好就好」的想法。有

這樣意思的校長責任是加倍嚴重。 

社會的多樣化也波及到高中教育，校長可以決定教育內

容及上課時數，創造有特色的學校是有可能的。文部科學省

也知道「選擇」範圍擴大的結果，對現行指導要領規定「必

修」科目的比例，只不過佔畢業時需要學分的4成而已。 

但是，不讓學生修讀的話，也能夠栽培出了社會夠管用

的人才，那這樣高中教育的結構不是會崩潰嗎？ 

考生剩餘的時間不多。對考生將不要產生不良影響，而

確實能夠畢業的2點來說，受到指責的學校有履行的義務。

目前文部科學省對指導要領正進行全面修訂作業，一面遵守

最低的規定，對於運用方法將聽取學校現場的意見，並且需

要深入討論。 



 

◆必修科目 

從2003 年起實施的學習指導要領是，高中普通科教科

科目有國語、地理、歷史、理科等10科。當中地理、歷史

是從世界史A·B選擇1 科，與從日本史A·B及地理A·B之中

選1科為必修科目。理科是從理科基礎、理科總合A·B、物

理、化學、生物、地理學個別1科之中選擇2科目，但是至

少要包括理科基礎或是要有理科總合A·B其中之1科目是必

要的。畢業時所需要的學分是74學分以上，當中至少有31

學分、13科目為必修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