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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藉由文件分析法，探討近十年來日本中小學課程改革的始末與學童閱

讀能力的消長情形，了解其學校閱讀教育推展的狀況與問題，藉此對我國閱讀

教育課程改革提出一些建言。結果發現：2000年起，日本中小學實施所謂的
「寬鬆教育」，導致學童閱讀能力的降低；為了力挽狂瀾，日本將閱讀能力的提

升視為國家戰略，結合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等三方面的力量，有組

織、有計畫地推動閱讀教育並進行課程改革；在 2008年修訂公布的國中小學習
指導要領中，大幅度提升了國語科的上課時數與內容。本文建議：可將學童閱

讀能力視為一種國家競爭力；結合家庭、學校與地方的教育資源，全面性推展

閱讀教育；推動長期的全國性調查，明確掌握學童閱讀能力的變化與問題；鼓

勵閱讀本位課程發展和創造性的閱讀教學；建立一套圖書館管理專業人員的養

成機制。

關鍵詞：閱讀教育、課程改革、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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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Huang Lin*

Abstract

Relying on literatures and documen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ocess of curriculum 
reform of reading in Japanese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It consists of (a) 
a presentation of the process of curriculum reform and of the promotion of reading 
education; (b) a description of the change of reading abilities of students; (c) a 
suggestion for curriculum reform of  reading education in Taiwan. It is reported that the 
more lenient education adopted in 2000 has reduced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To enforce 
Japanese authorities have declared reading abilities as national strategy and introduced 
a new approach, by combining reading education in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d)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Japanese reform,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learn 
from Japan’s effort and reform our reading education system, making it as a national 
strategy. More and deep research of national reading abilities, improvement of reading 
abilities in all domains, and development of reading education curriculum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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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0 年十二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公告「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2009 年的調查報告，我
國 15歲學生的閱讀能力在 65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第 23名，比起 PISA 2006年
的第 16名（57國），有顯著下降的趨勢；在 6個等級的閱讀能力測驗表現中，
有將近 15%的學生低於第 2級，這意味著在我國國民義務教育裡，15.6%的學

生並沒有從學校的教育或訓練中，獲得基礎的閱讀能力；閱讀能力平均分數為

495分，與 PISA 2006年的平均分數 496分之間，並無顯著的差異（洪碧霞，
2011）。這樣的結果似乎意味著從 2006年起，各校所實施的閱讀教育並未有顯
著成效。

反觀日本，閱讀能力的評比從 PISA 2003 年的第 14 名（41 國）和 PISA 
2006 年的第 15 位，提升到 PISA 2009 年的第 8 位；閱讀能力的平均分數從
2006年的 498分一舉上升到 520分。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2010a）的統計得
知，日本的閱讀能力確實有顯著提升的現象，特別是閱讀能力低於第 2級的學
生人數比率從 18.4%下降到 13.6%；而閱讀能力第 4級以上的學生比率，卻從
過去的 30.9%上升到現在的 40.4%。雖然日本和我國的「體質」相似，在地理

環境和人文教育上也有共同處，但因採取不同的閱讀教育課程政策，導致日本

學童閱讀能力顯著提升，而我國卻下降的對比現象。

近十幾年來，日本進行兩次的課程改革。在課程改革的過程中，到底實施

何種課程方案才造就學童能力提升的現象？現今的閱讀教育又如何推行與展

開？在推展的過程中，又遭遇到何種困境與難題？這些課題值得我們深入探

討。本文的目的在於探究日本國中小學閱讀教育課程改革的歷程，藉由文件分

析法，了解日本這十幾年來閱讀課程改革的始末，並探討日本學校教育閱讀教

育方案的實施現況與問題，藉此提供我國修訂閱讀教育政策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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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近十年來日本學童閱讀能力的消長

閱讀是一種將符號轉換成意義的過程，也是一種文章資訊轉碼的過程。閱

讀能力乃指文章內容的讀解能力，而讀解能力的培育是近十年來日本課程改革

的主要核心重點，此顯然受到 PISA和日本「全國學力暨學習狀況調查」結果
所影響。

一、PISA的調查結果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為了解各國義務教育的成效，以 15歲的學童為對

象，從 2000年開始每 3年進行 1次「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的調查，調查各
國學童的閱讀能力、數學能力和自然科學能力。至今，共舉行了 4次的國際調
查，即 2000年、2003年、2006年和 2009年。調查時期皆設定在該年的六月
或七月，調查結果於十二月公布。只要調查結果一公布，日本國立教育研究所

便立即將其結果翻譯成日文，公諸於世。

從表 1可知，日本從 2000年開始就參加 PISA的學力調查，15歲學童閱讀
能力一直都在調查國家地區中屬於高能力組。除了 PISA 2003年和 2006年的學
童閱讀能力等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平均值之外，PISA 2000年和 2009年的學
童閱讀能力皆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諸國的平均值以上，這意味著 1989年所修
訂的國中小學《學習指導要領》（学習指導要領），在 1992年（國小）和 1993
年（國中）正式開始實施後，其課程實施的成效於 PISA2000年的調查中完全
顯現出來；1998年版的國中小學學習指導要領，為了因應週休 2日的教育政
策，大幅度縮減了學科上課時數與課程內容，推動所謂的「寬鬆教育」（ゆとり

教育），造成了 PISA 2003年和 2006年閱讀能力的衰退現象（林明煌，2008：
24；山口満‧高田喜九司，2009：183）。日本文部科學省為了遏止此頹勢，
於 2003年十二月修正部分國中小學的學習指導要領內容，並從 2007年四月開
始，每年定期實施「全國學力暨學習狀況調查」（全国学力・学習状況調査），

同時與 PISA的結果進行比較，藉此掌握日本學童閱讀能力的現況與閱讀習慣
的優缺點（文部科學省，2009a：85-89）。為了增長學童的學力，文部科學省於
2008年十二月修訂並公布國中小學的學習指導要領內容，明訂國小在 2011年
度、國中在 2012年度正式全面實施新課程（文部科學省，2008a，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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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本學童閱讀能力 PISA調查結果的變化一覽表

2000年

下降

2003年

持平

2006年

上升

2009年
調查時期 2000/7 2003/7 2006/6、7 2009/6、7
公布時期 2000/12 2003/7 2006/7 2009/7
參加國家、 
地區

32國 41國 57國 65國

得分 522分 498分 498分 520分
排名 第 8名 第 14名 第 15名 第 8名

名次 /OECD加
盟國

8/28 12/30 12/30 5/34

資料來源： 作者整理自文部科學省（2010a）。OECD生徒の学習到達調査——
2009年調査国際結果の要約。取自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
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0/12/07/1284443_01.pdf

分析 PISA 2009年的調查結果得知，日本學童閱讀能力比起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會員國的平均值來得高一些，且屬於閱讀能力較高的一群；雖然學童每

天花費在閱讀自己喜歡的書籍時間比起 PISA 2000年的調查結果，有顯著增加
的趨勢，但仍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會員國的平均值；閱讀時，日本學童擅

於資訊的檢索與蒐集，但不擅長於推理或理解內容的上下關係，也較無法與自

己的學習經驗與過去習得的知識相結合。這樣的結果也在日本「全國學力暨學

習狀況調查」中顯現出來。

二、全國學力暨學習狀況調查的結果

因應 PISA 2003年的調查結果，日本文部科學省為了更確切地掌握日本學
童學力與學習意欲的下降情形，從 2007年開始，委託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進行
「全國學力暨學習狀況調查」，其主要目的有三：（一）從義務教育機會的均等

與維持的觀點，藉此調查來充分掌握全國學童的學力與學習狀況，檢視教育政

策的成果，並了解今後課程改革的課題；（二）奠定今後教育課程檢證與改善的

機制；（三）充實學校的教學，並改善學童的學習狀況（文部科學省，2011）。
「全國學力暨學習狀況調查」皆在每年四月學期初舉行，針對日本全國小

學六年級和國中三年級的學童，進行國語、數學、生活習慣與學習環境的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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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文部科學省，2011）。1
國語和數學的能力調查包含「學科知識」（國語 A

和數學 A）和「活用能力」（國語 B和數學 B）等兩大範疇，生活習慣和學習環
境的調查則區分成「學童的調查」和「學校的調查」等兩大區塊。

2007年到 2009年的調查對象涵蓋全國小六和國三的學生，但 2010年以
後，因全國性大調查實施不易的關係，故問卷調查採取亂數抽樣與主動申請

參與等兩種方式同時進行。全國取樣的機率平均約 30%，國小 5,453校約有
270,500人，而國中 4,521校約有 439,000人，涵蓋國立、公立和私立的國中小
學。至於主動申請參與調查的學校人數，在國小有 10,245校約 523,000人，而
國中有 3,648校約 364,000人。整體合計，接受學力暨學習狀況調查者的國小
和國中學童各約有 800,000人（文部科學省，2011）。

表 2
日本全國學力暨學習狀況調查歷年結果一覽表（國語和數學）

科　目　 
正　 　　

類別 　確率 %

國語 A
（學科知識）

國語 B
（活用能力）

數學 A
（學科知識）

數學 B
（活用能力）

國小

2007年度
2008年度
2009年度
2010年度

87.1
65.6
70.1
83.5

63.0
50.7
50.7
70.8

82.1
72.3
78.8
74.4

63.6
51.8
55.0
49.6

國中

2007年度
2008年度
2009年度
2010年度

81.6
73.6
77.0
76.1

72.0
60.8
74.5
66.5

71.9
63.1
62.7
66.1

60.6
49.2
56.9
45.2

資料來源： 作者整理自文部科學省（2011）。全国学力・学習状況調査。取自
http://www.mext.go.jp/a_menu/shotou/gakuryoku-chousa/index.htm

1  根據 2010年「全國學力暨學習狀況調查」的報告提議，學力調查除了國語和數學兩科之外，將
逐年增加國小「社會」和「自然」等二科、國中「社會」、「自然」和「英語」等三科。目前，

文部科學省（2011）正在研議 2012年度開始增加「自然」一科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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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為 2007年到 2010年有關國語能力和數學能力的調查結果統計表。雖
然每次調查項目的內容、數目與難易度上有些許不同，所以無法進行各年度的

相互比較，但是在相同項目的調查結果上，2010年國中小學學童能力呈現出
增長的趨勢。具體而言，不管是國中或國小學生國語和數學能力的高低排序每

年都是國立＞私立＞公立；日本學童擅長「學科知識」的記憶，卻不擅長知識

的「活用能力」；「在家做功課的學童」或「每天吃早餐才上學的學童」其學力

顯著比較高；能力分組的教學方式較能增加學童的學力，提升學童的學習興趣

（文部科學省，2009a，2011）。
綜觀 2009年 PISA和全國學力暨學習狀況調查的結果可知，日本學童不論

是國語科或數學科能力均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閱讀能力方面，日本學童擅長於

資訊的蒐索、整理與記憶，卻缺乏實際活用知識或技能的能力；良好的家庭教

育及生活習慣的養成有助於提升學童的閱讀能力；能力分組的教學方式能有效

提升學童的學力，並促進學童對閱讀的興趣。

參、日本閱讀教育課程改革的始末

近十年來日本學童的閱讀能力為何大幅度提升？若要解開此謎題，必須了

解 1998年到現在的課程政策改革歷程，探究最近 2次學習指導要領修訂的始
末，才能從中窺究其真相。

受到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研究的影響，課程漸被視為是「一種學校內外所

提供的學習經驗」（佐藤學，1996：4）。根據 Goodlad（1979, pp. 344-350）的
分類，課程可區分成政府官方的「理想課程」、地方或學校的「正式課程」、教

師心中的「知覺課程」、教室實踐的「運作課程」以及學生的「經驗課程」。要

了解日本學童閱讀能力增長的遠近因，首先必須了解「理想課程」變革的始末

後，再透過學校「正式課程」的探究來解析日本閱讀教育的特色。

一般而言，理想課程泛指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我國稱之為「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日本則稱為《學習指導要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文部科學省

每 10年 1次修訂學習指導要領。每次修訂主要反映當代教育改革思維，是新保
守主義思想和新自由主義思想相互激盪的結果，戰後至今的日本課程改革呈現

出一種螺旋式歷程（林明煌，2008）。簡言之，五○年代後期隨著保守勢力的抬
頭與學習指導要領的法制化，課程政策的擬定從經驗主義轉換成學科主義。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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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後，因經濟高度的成長，學科主義和升學主義盛行，在考試領導教學

的氛圍下，學童學習意願低落、校園暴力隨處可見。為解決此問題，日本文部

科學省在八○年代提出「寬鬆教育」
2
的課程政策，期待透過經驗主義的統整課

程來培養學童的思考力、創造力與問題解決能力，並講求學科內容的精選，以

促進個性化教育的發展。在新保守主義政策下追求新自由主義教育目的的課程

改革，在 1992年開始逐步實施的週休二日的影響下，學童學力逐步走向衰退的
命運。為了遏止學力持續的下滑，新保守主義思維在 2008年的課程改革中再次
抬頭，於是學科取向的傳統思維又漸漸地取代了學習經驗取向的教育思維。

一、1998年版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寬鬆教育」的追求

在 1980年代，週休 2日已經盛行於日本的工商業界，而當時學校仍維持週
休 1.5天。1992年四月，日本國家公務員開始實施週休二日以後，學校教育為
了配合社會的體制，於 1992年九月開始，每月實施 1次週休 2日，到 1994年
四月以後才增加到每月 2次。週休 2日一直到 1998年國中小學《學習指導要
領》修訂並公告後，學校才正式實施。

為了因應週休 2日及個性化教育，糾正考試領導教學的課程思維，並解決
校園霸凌的問題，中央教育審議會在 1996年 7月 19日，針對今後的教育政
策，向文部科學省提出第 1次的諮詢報告。以「展望二十一世紀我國教育的本
質」（21世紀を展望した我が国の教育のあり方について）為標題的諮議報告
書中，明示以下五個教改的基本方針（中央教育審議會，1996）：
（一）在「寬鬆教育」中培養學童的「生存能力」（生きる力）；

（二）嚴選教育內容，務必讓學童習得基礎且基本的知識與技能；

（三）全面實施週休二日制；

（四）強化學校、家庭與社區間的聯繫與合作；

（五）因應國際化、資訊化、資訊科技的發展及環境問題來改善學校教育。

根據上述的五個教改方針，文部科學省的教育課程審議會於 1998年 7月
29日，提出以下四個課程改革的教育目標，於 1998年十二月完成國中小學
《學習指導要領》，並公布 2000年度起，新課程在全國的中小學正式實施。
（一）培養具有豐富人性與社會性的日本人、以及能立足於國際社會之自

2  寬鬆教育是一種學科知識灌輸教育的反動，強調學習經驗統整的教育思維，藉由課程改革及課
程決策權的下放，意圖解決校園暴力、霸凌、休學、翹課及學習意願低落等傳統教育的問題（林

明煌，2008；文部科學省，20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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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感；

（二）培養自我學習、自我思考的能力；

（三）在寬鬆教育的過程中，確實要求基礎、基本素養教育的達成，充實

個性化教育；

（四）各校發揮創意，營造出有特色的教育，開發具有特色的學校本位課程。

為了迎接週休二日時代的來臨，在講求個別化、個性化教育的氛圍下，課

程內容的縮減成了此次課程改革的重點課題。於是新學習指導要領明訂：各

學科學習內容必須縮減 30%；每年上課節數國小從 5,785節降至 5,367節，而
國中從 3,150 節降至 2,954 節（文部科學省，2008a，2008b）。根據首相官邸
（2008）的資料顯示，從八○年代開始，國中小學上課總時數早已隨著課程改
革逐次遞減，1998年版的《學習指導要領》比 1989年版的《學習指導要領》，
每年上課總時數大幅度減少了約 7%。

在學習時數縮減的氛圍下，為了確保學童能達到新課程的目標，文部科學

省教育課程審議會於 2000年 12月 4日，針對課程與教學的評量方式，提出名
為《學童學習與教育課程實施狀況之評量方式》（児童生徒の学習と教育課程の

実施状況の評価のあり方について）的諮詢報告，強調新課程實施必須重視：

（一）學童學習評量；（二）學校本身的課程評鑑以及；（三）全國或地方學童

學習狀況的掌握與學校課程評鑑等，並明示課程評鑑與教學評量的準則和方法

（教育課程審議會，2000）。評鑑、評量的準則有三：
（一）評量或評鑑的對象不是鎖定學童習得知識量的多寡，而在於其「生

存能力」的養成；

（二）採用標準參照的評量方式，重視多元評量、適性評量及自我評量；

（三）強化教學與評量的整體性，加強評量結果的回饋機制與功能。

然而，以升學主義掛帥的私立學校或是競爭激烈的都市學校，其課程內容

並未隨新課程實施而有所調整，因而造成城鄉差距越來越大；在升學主義與學

科本位主義的體制下追求寬鬆教育與教育內容的嚴選，可能造成學童能力的降

低；又，為了因應上課時數與學科教學內容的刪減，教科書內容的篩選與編排

成了出版業者頭痛的問題，更引起社會廣泛的討論與非議（林明煌，2008）。
當 2000年 PISA調查結果公布後，新課程導致學力降低的批判紛湧而至。

PISA調查結果顯示：日本學童的數學能力世界排比第 1位，而自然科學能力世
界排比第 2位，但閱讀能力世界排名卻只有第 8位，而且性別差異頗大（女＞
男）；日本學童善於資訊的搜尋與記憶、閱讀內容與學習經驗的結合，較缺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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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的推理與理解之能力。日本政府為了防範未然，朝向世界頂尖的教育大國，

文部科學省（2002）於 2002年 1月 17日提出「2002年確實學力提升之『學習
建議方案』」（確かな学力の向上のための 2002アピール「学びのすすめ」），

藉此再度明示新課程的實施準則與學校教師必備的態度，並指出學習指導要領

的規範只是一種最低的準則，而非最高的標準。2003年 10月 7日，中央教育
審議會為了明確化學習指導要領的「基準性」，再度向文部科學省提出「初中等

教育課程暨教學充實與改善方案」（初等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当面の教育課程及び

指導の充実・改善方策について），藉此來確保學童能力的養成以及個別化‧

個性化教育與綜合學習課程的實施（文部科學省，2003）。
在政府信誓旦旦及層層防護下，社會期待新課程的實施能帶來好結果，然

而，2003年 PISA的調查報告公布後，卻舉國譁然。不只是日本學童的閱讀能
力（世界排名第 14位），就連數學能力（世界排名第 6位）都大幅度下滑。此
學力降低的現象也持續反映在 3年後的 PISA 2006的結果。PISA 2006年的調
查結果顯示，日本學童閱讀能力世界排名第 15位，和 2003年的調查結果無顯
著差異，但是數學能力卻從世界排名第 6位降到第 10位，同時自然科學能力也
從 2003年的世界排名第 1位下滑至第 5位（文部科學省，2007c）。
為了正確掌握學力下滑的情形，日本文部科學省委託國立教育研究所於

2007年開始進行日本「全國學力暨學習狀況調查」，調查結果與 2006年 PISA
的調查結果一致。日本政府為了力挽狂瀾，追求世界頂尖的學力，從 2004年開
始，責付文部科學省教育課程部會之國語專門部會，針對國中小學每年國語教

育課程實施狀況進行調查研究，至 2007年 9月 11日止，共舉行 10次會議。根
據文部科學省（2007d）的會議報告資料顯示，日本學童欠缺文章或資料的解
釋、分析理解、評鑑及論述的能力；因學童國語文基礎能力的不足，導致晨讀

活動效果不彰；對於閱讀課程與教學的內容，師生間的認知差異頗大，且漢字

教學並不落實；因升學主義的影響，國語科教學的重點全放在考試科目的閱讀

上，因此學生對國語科教學的評價並不高；家長極力贊成閱讀能力提升的重要

性，積極參與學校所舉辦的各式閱讀教育活動。因應上述的課題，國語專門部

會提出今後日本國中小學閱讀教育課程必須著重「PISA型讀解能力」（PISA型
読解力）的培養，而此能力的培養便反映在 2008年三月修訂頒布的國中小學
《學習指導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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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08年版《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新保守主義思維
的再興起

2005年三月到四月，文部科學省（2005）的教育課程部會彙整社會各界對
教育的建言，針對日本全國中小學的教師、學生和家長、課程評鑑員以及各地

方的首長與教育局長，進行「義務教育意識調查」（義務教育に関する意識調

査），藉此了解教育各界對義務教育的期待與評價學童在家的生活狀況等。調

查結果顯示：半數以上的國中小學的家長、教師和地方教育首長支持增加中小

學的上課時數與教學內容，但學生半數以上卻持反對立場；「綜合學習時間」

的實施成效雖深受國小學生、家長與教師的肯定，卻得不到國中學生和教師半

數以上的認同；對教學成效的認知，師生間差異頗大，教師常高估自己的教學

成效，特別是國中教師；地方教育首長與學校家長期待教師證照更新制度的導

入；教育各界希望將英語教學應納入國小課程內，認為全國性的學力測驗是課

程改革必要的措施等（文部科學省，2005）。
因應上述「義務教育意識調查」與 PISA 2003年的調查結果，為解決課程

實施的現況與問題，中央教育審議會於 2005年 10月 26日向文部科學大臣提出
《創造新時代的義務教育》（新しい時代の義務教育を創造する）諮詢報告書，

奠定今後義務教育改革的下列基本方針（中央教育審議會，2005）：
（一）將義務教育視為國家戰略；

（二）增加地方政府與學校的決策裁量權；

（三）國家必須負擔起義務教育所需的課程修訂、師資培育及其預算的規

劃、以及全國學力測驗與分析等工作；

（四）珍惜並有效運用義務教育費國庫負擔制度。

遵循上述的基本方針，該諮詢報告書中也提出四種義務教育的國家戰略：

（一）明確化義務教育的使命，檢視義務教育制度並改善教育內容；（二）提升

教師的專業知能；（三）改革學校及地方教育委員會；（四）確實整備義務教育

所需的各項條件。

2007年 3月 10日，中央教育審議會又為了因應 2006年 12月 22日修訂通
過的《教育基本法》，再度向文部科學大臣提出《因應教育基本法修訂之教育制

度修訂的急迫性》（教育基本法の改正を受けて緊急に必要とされる教育制度の

改正について）諮詢報告，要求文部科學省：重新檢視學校的教育目標並提出

學校組織營運制度方案；導入教師證照更新制度，藉此淘汰不適任教師；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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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所屬的教育委員會（中央教育審議會，2007）。
文部科學省為慎重起見，責付所屬初中等教育分科會，召開教育課程部

會、國小部會、國中部會、高中部會以及各學科部會等相關會議，並廣納各方

建言，修訂初中等教育課程，並於 2007年 11月 7日提出《教育課程部會目前
審議總結》（教育課程部会におけるこれまでの審議のまとめ）報告書。報告書

中臚列以下《學習指導要領》修訂的七大方針（教育課程部會，2007）：
（一）因應新版《教育基本法》進行《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

（二）強化「生存能力」理念的共有。

（三）培養學童基礎、基本的知識與技能。

（四）培養學童思考力、判斷力、表現能力。

（五）增加上課的時數，確保學童能力的習得。

（六）確實提升學童的學習興趣，養成其良好的生活習慣。

（七）充實教師的教學知能，以便培養學童豐富的情感與強健的體魄。

2007 年 12 月 4 日，PISA 2006 調查結果公布，日本學童的能力與 PISA 
2003的結果一樣，並沒有太大改變。因此，2008年三月，文部科學省基於上
述七大課改方針，重新修訂並公告國中小學的《學習指導要領》，並明訂 2012
年四月起全面實施新課程。

在新課程中，國小大幅度刪減「綜合學習時間」150節課，增加國語、數
學、社會、理科及外語等主要學科的上課節數；國中新課程則刪減「綜合學習

時間」（20節至 145節課）和「選修課程」（155節至 280節課）的上課時數，
增加國語、數學、社會、理科、保健體育和外語等六個主要學科的上課節數

（文部科學省，2008a，2008b）。以國語科上課時數為例，國小共增加 85節，
而國中增加 35節，其中以國小低年級的上課時數增幅最大，共增加 70節，平
均每週增加 1節課。這意味著新保守主義思維的再抬頭，藉由課程改革增加主
學科的上課時數，強調閱讀能力的養成必須從小學低年級著手，只要學童基礎

穩固後，往後學習自然能順利發展，以便達成基礎、基本學力養成的教育目標。

因應國語科上課時數的增加，小學閱讀教育的目的主要在奠定日常生活所

需之基礎語文能力，培養學童親書、愛書、喜歡念書的態度與習慣，而國中閱

讀教育的目的在培養社會生活所需之語言能力、資料檢索以及圖書資源利用的

能力。在課程內容方面，要求閱讀內容必須從日常生活中取材，以培養實際生

活所需之語文運用能力為優先，藉此強化 PISA型的閱讀能力。在教學方面，
教師必須因應學童的身心發展，強化自己的教育專業素養，依照學習指導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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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原則與範例，有效提升閱讀教學的成效（文部科學省，2007d）。

肆、目前學校閱讀教育的推展情形

文部科學省為了有計畫且整合性地推展學童閱讀方案，於 2001年三月公
布《讀書活動推展法案》（子どもの読書活動の推進に関する法律），明確規定

國家、地方政府、學校及家長等必須擔任的責任與義務。2005年 7月 29日，
為了保護著作財產權，286位國會議員連署通過《字‧鉛字文化振興法》（文
字・活字振興法），其中提出學校必須透過校本課程發展來涵養學生的讀寫能

力，充實圖書館的藏書及設備，計畫性培養圖書館管理教師並配置之（文部科

學省，2009a）。下文從「學校閱讀活動的推動」、「學校圖書館的充實」以及
「圖書館管理教師的養成與配置」等三方面來探討日本目前學校閱讀教育實施

的現況與問題。

一、地方與學校閱讀活動的推動

學童閱讀能力的培養，除了透過家庭教育之外，學校教育也必須負起主要

的義務與責任。在 2007年六月修訂公布的《學校教育法》中指出，學校必須
「讓學童親近讀書，並讓他正確理解並使用生活所需的國語能力」。為達此目

的，文部科學省 2008年版的《國小學習指導要領》（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和

《國中學習指導要領》（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中，要求各級學校必須「充實學

童的語言活動」且「有計畫性地利用學校圖書館並活化其機能」、藉此來促進學

童主動積極地從事閱讀學習活動（文部科學省，2009a：91）。2008年 3月 11
日，通過第二階段的《兒童閱讀活動推展基本計畫》（子どもの読書活動の推進

に関する基本的な計画），企圖透過學校的學習活動來培養學童的閱讀習慣，同

時要求學校圖書館必須扮演「閱讀中心」的角色，充分提供學童自由閱讀的空

間之外，也必須扮演「學習資訊中心」的角色，作為教師課程設計與教學研究

的場所（文部科學省，2008d）。其實，日本政府從 2002年開始，立法將 4月
23日設定為「學童讀書日」（子ども読書の日），要求各地方政府、機關及學校

辦理並推展晨讀運動，每年表彰績優的各地方團體、學校與圖書館，意圖透過

家庭教育、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等三方面的整合，全面性地提升日本學童的閱

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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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部科學省 2008年五月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公立學校中有 89.9%的

國小和 81.9% 的國中每天實施晨讀活動，比起 2007 年度的調查結果（國小
87.2%、國中 77.5%）可知，實施晨讀活動的學校有穩健成長的趨勢，且每天的

晨讀活動已成目前學校閱讀教育課程的主力（文部科學省，2009b）。此外，也
有許多的學校在家長志工的協助下，推展各式各樣的閱讀教育活動，或與地方

圖書館合作，提供多元化的閱讀活動（文部科學省，2009a）。又，根據文部科
學省（2010b）的統計資料顯示，2009年度推展閱讀活動的市町村約占全國市
町村的 56%，比起 2003年度的 10%，足足增加了 5倍以上。由上述資料分析
可知，日本將閱讀能力的培養視為一種國家戰略，意圖透過地方教育、學校教

育與家庭教育的資源整合來培養學童的閱讀能力，藉此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二、充實學校圖書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了提升國家競爭力，各級學校除了要有優質

的師資外，更必須具備完善的圖書館設備與一定的藏書量，透過課程或教學設

計方能有效地提升學童的閱讀能力。文部科學省為了增加學童閱讀的機會，養

成學童良好的閱讀習慣，並配合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教師的教學需求，要求各級

學校必須依照 1993年 3月 29日所頒布的「學校圖書館圖書標準」（学校図書館

図書標準）來充實圖書館的藏書及設備。以中小學為例，班級數 6班的小學其
藏書必須要有 5,080冊以上，而國中藏書量則必須超過 7,360冊以上；若班級
數有 30班的國小，其藏書數量必須要達 12,760冊以上，而國中藏書量則必須
超過 17,440冊以上（文部科學省，1993）。

為了達到上述規定的藏書標準，日本文部科學省從 2007年度開始實施所謂
的「新學校圖書館圖書整備 5年計畫」（新学校図書館図書整備 5か年計画），
要求地方政府在 5年內籌措並支付 1仟億日圓（折合約新臺幣 350億元）的圖
書經費給各國中小學，以便符合文部科學省所設定的圖書設備標準（文部科學

省，2007a）。但是，根據文部科學省（2009a）的調查資料顯示，2007年度達
到上述藏書量的學校數，國小只有 45.2%（前年度是 37.8%），而國中也只有

39.4%（前年度是 32.4%）。於是，各地方政府教育委員會和學校正積極努力規

劃並編列購書預算，逐年增購圖書數量，預計在 2012年三月前達到文部科學省
所設定的「新學校圖書館圖書標準」。

另外，從 2006年度起，文部科學省為了結合地方教育資源，開始推動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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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學校圖書館支援中心推展事業」
3
（学校図書館支援センター推進事業），調

查並研究各地方學校圖書館支援中心如何提供各級學校圖書館的服務情形（文

部科學省，2009a）。次（2007）年度起，開始實施「朝向『閱讀・調查』習慣

養成之實踐研究事業」（「読む・調べる」習慣の確立に向けた実践研究事業），

並在各地舉辦「兒童讀書支援者會議」（子どもの読書サポーターズ会議），同

時建立兒童讀書的模範社區，意圖藉由家庭、學校和社區的合作來強化兒童閱

讀習慣的養成（文部科學省，2009a：92）。
根據文部科學省（2008c）「社會教育調查」（社会教育調査）結果顯示，公

立圖書館的數目從 1990年度的 1,950所逐年增至 2008年度的 3,140所；全國
圖書館利用者從 1995年度 1億 2,000萬人增加至 2007年度 1億 7,000萬人；
登錄者每年的借書率則由 1995年度 11.0冊增加至 2007年度 18.6冊；其中，
小學生每年的借書率由 1995年度 15.1冊增加至 2007年度 35.9冊。從上述資
料的分析可知：學校圖書館在政府有計畫、有組織的運作經營下，藏書數量與

軟硬體設備逐年在充實；閱讀教育的促進已不再是學校層級的責任，它被提升

至國家層級的戰略，期待透過家庭、學校與社區資源的結合，有效改善學童閱

讀習慣，並提升學童閱讀能力；學童良好的閱讀習慣漸漸地養成，其閱讀能力

的提升也反映在 2009年 PISA的調查結果。

三、圖書館管理教師的養成與配置

「圖書館管理教師」（司書教諭）的職責在於利用學校圖書館的資源，提

供學校教師教學活動的協助以及學童閱讀活動的指導。根據日本《學校圖書館

法》（学校図書館法）規定，2003年四月以後，舉凡 12班以上的各級學校必須
設置正式圖書館管理教師，並在校長的領導下，以圖書館管理教師為中心，並

結合學科教師、職員及義工的力量，充分發揮學校圖書館的各項功能（文部科

學省，2007b）。為了有計畫地培養正式圖書館管理教師，文部科學省基於「學
校圖書館管理教師講習實施要項」（学校図書館司書教諭講習実施要項），每年

固定舉辦圖書館管理教師的研習活動。

在文部科學省（2006）的統計資料中，至 2006年八月為止，參加研習活動
並取得圖書館管理教師證照者共有 21,104人，但是仍有 40%左右的國中小學

3  所謂的「學校圖書館支援中心推展事業」，即在各地方政府教育中心設置「學校圖書館支援中 
心」（学校図書館支援センタ－），並配置數位圖書管理專員，協助並支援學校圖書館間的聯繫

以及圖書館的管理與經營，藉此強化學校圖書館的功能之現況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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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配置合格的圖書館管理教師。許多學校在教師人力不足下，只能安排志工

至圖書館幫忙管理書籍。根據文部科學省（2008d）的資料顯示：圖書館的志工
人數，從 1996年度的 35,926人增加至 2008年度的 98,431人，其中以志工媽
媽人數最多，2008年度占整體人數的 87.1%。然而，志工媽媽並未具有圖書館

管理的專業知能，又沒有資格參加圖書館管理教師的養成訓練，以致於許多學

校圖書館無法充分運用它的機制，也無法有效地發揮其功能，這是目前日本學

校閱讀課程發展所必須解決的重要課題。

伍、對我國閱讀教育課程改革的啟示

基於上述分析結果，本文針對我國閱讀教育的課程改革，提出五點建議：

一、視學童閱讀能力為一種國家競爭力

閱讀能力是所有學科學習的基礎。至目前為止，我國閱讀教育的實施被視

為國中小學語文學習領域課程下的一個小環節，它不像性別教育、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或海洋教育一般，被視為國家層級的戰略。反觀日本，學童閱讀能力

被視為國家競爭力的展現，閱讀教育的推動已不是地方或學校層級的工作，它

須由國家統一管理與負責。故提升我國學童閱讀能力的首要任務，即將閱讀教

育提升至國家層級，因它涵蓋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等三大層面，故

須由教育部統籌規劃、管理與監督，並非交由地方政府或學校來負責辦理。

二、結合家庭、學校與地方教育資源全面推展閱讀教育

培養學童的閱讀能力與習慣，除了要靠學校教育外，也必須結合家庭教育

與社會教育。日本政府從國家層級的角度來處理閱讀教育的問題，以學校教育

為核心，結合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功能，企圖從家庭、學校與地方等三個面

向來強化日本學童的閱讀能力，改善學童的閱讀習慣。反觀我國閱讀教育，在

缺少行政資源、經費與人力下，學校孤軍奮戰；在無法整合家庭與社會資源的

背景下，學校卻必須肩負起我國閱讀教育實施的成敗，這對學校而言，是何等

沉重的負擔。若要解決此問題，必須從大角度的觀點來看，由國家一肩扛下閱

讀教育實施的成敗，藉由國家力量來整合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如

此我國學童的閱讀能力才能有所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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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長期全國性調查掌握學童的閱讀能力

日本學校教育每 10年進行 1次課程改革，每次課程改革除了解決舊課程實
施所帶來的問題，也符應當代的教育思潮。文部科學省為了明確地掌握課程實

施成效與學生學習狀況，長期性實施全國大調查，諸如「全國學力暨學習狀況

調查」、「社會教育調查」及「學校保健統計調查」等。反觀我國課程改革前，

雖有委託大學機關進行任務性、短期性或臨時性的抽樣調查或課程評鑑，但少

有像日本一樣，有組織、有計畫且長期性地追蹤課程實施的成效及學童學習的

狀況與成長的情形。所以，透過長期性的且全國性的調查，明確地掌握全國閱

讀教育的施成效有其必要。

四、鼓勵閱讀本位課程發展及創造性的閱讀教學

國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於 2001年度全面實施以來，學校教師皆竭盡所能開
發各式各樣的校本課程。然而，至今以閱讀教育作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主軸的

學校並不多。縱使有些縣市政府或學校推動各式各樣的閱讀活動，想藉此培養

學童的閱讀能力，但它只不過是一種例行性公事，故我國學童閱讀能力在 PISA
調查結果，一次不如一次，一年不如一年。要挽救此頹勢，本文認為政府有必

要積極、主動地提倡全國性閱讀運動，鼓勵學校利用家庭與地方的教育資源，

發展出有特色的閱讀本位課程，並獎勵教師開發出有創造性的閱讀教學活動，

如此才能強化學童每天閱讀的好習慣，提高學童的閱讀能力。

五、建立一套圖書館管理專業人員的養成機制

日本學校圖書館合法的管理人員必須是受過圖書管理專業訓練的教師，而

我國學校圖書館的管理人員少數由學科教師兼任，大多是聘請志工媽媽來擔

任。這是權宜之計，但終究不是長久之計。日本政府近十年來逐年編列教師進

修預算，有計畫地培訓學校教師成為有證照的圖書館管理教師，以解決學校圖

書館管理人員的不足。雖然目前因管理教師人力不足，聘請社區志工來擔任圖

書管理的工作，但是日本政府仍主張學校圖書館的管理工作必須由圖書館管理

教師來擔任，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圖書館的教育機能。所以，本文建議我國政府

必須建立一套圖書館管理專業人員的養成機制，提供對此有興趣的現職教師或

志工等進修，經過專業的認證後，頒發圖書館管理證照或研習證書，以解決學

校圖書館管理人力與專業知能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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