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教育部擬提前於幼兒教育階段實施小一課程內容 
       

    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福岡分處派駐人員 

 

日本文部科學省相當我教育部)擬於下一次修訂學習指導要領

(課程綱要)時，將現行的國小一年級的部份學習內容提前於幼稚園或

保育所實施。此舉乃為使幼兒教育階段能夠與國小階段順利接軌，及

考慮到研究結果顯示高品質的幼兒教育對於將來會產生好的影響。本

案被視為推動幼兒教育義務化的所謂「學制改革」的一環，將在本年

度內由文部科學相(相當我教育部長)向專門諮詢機構「中央教育審議

會」提出正式諮詢，針對制度設計等內容加以議論，希望最快能夠在

2016 年完成修訂。 

目前檢討方向為將國小一年級的學習內容架構導入幼稚園教育

要領與保育所保育方針，並鎖定在「生活科」等科目(註：日本自 1992

年起將國小 1~2 年級的社會科與理科廢止，改設「生活科」)。生活

科的內容以體驗活動為主，並就目前幼稚園及保育所實施的部份重複

內容，如接觸動植物等亦將重新審視修訂。另外，由於繪本的普及，

五歲兒童的識字率不斷上升，因此包括國語科目的讀、寫，以及算術

科的加法、減法等也都列為檢討對象。 

國小一年學生因無法適應入學後立即轉變為「集體生活」，以及

長時間坐定位的授課方式所產生的「小一適應問題」有越來越嚴重傾

向。日本政府的「教育再生實行會議」在 3 日公佈了有關「學制改革」

的倡言，其中提到應該重新檢討幼兒教育內容使其與國小教育取得接

續性，俾便能夠順利接軌。 

倡議的內容當中，幼兒教育的義務教育化亦被列為檢討項目之

一，然所謂義務化的前提為「無償」，而光是實施五歲兒童的教育無

償化就必須花費日幣 2,610 億圓(折合新臺幣約 783 億元)，從財政面

而言早期實施確有困難，因此提出了先行檢討學習內容的方針。另一

方面，將國小學習內容提早在幼教階段實施，也有讓國小一年級的學

習內容能夠彈性運用的好處。 

另根據日本文科省的統計，目前五歲兒童就讀幼稚園或保育所的

比例雖然高達 99%；然而未就讀於任何一方的五歲兒童仍預估約有一

萬名。如何因應未就讀幼兒的問題，以及針對幼稚園教師、保育士推

行的研修計畫等，想必屆時都將成為議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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