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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基於多元化教育的觀點，透過(Ⅰ)質性訪談調查及(Ⅱ)量

性問卷調查來探討日本不登校特區的教育現況與核心理念之實

踐成效。研究目的如下: 
 
  (一)、 澄清並且探討不登校特區核心理念的意義與範圍。 
  (二)、 分析不登校特區在實踐核心理念上的策略與方法。 
  (三)、 探討不登校特區在實踐核心理念過程中的困境及挑戰。

  (四)、 比較各不登校特區間的差異性與教育成效。 
  (五)、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並且探討不登校特區在

台灣實施的可能性。 
 
    研究結果發現日本全國中小學階段不登校特區計 14 例，主要

成立原因在於各地方政府所採取的不登校相關政策未能具體呼

應學童及家長之需求，其成效也呈現停滯狀態，而不登校問題

卻日益嚴重之故。不登校特區在體制內教育系統下為不登校學

童提供了學校以外的學習場所，成功地解決了升學管道過少之

問題，同時也間接地促進教育課程改革。特區內放寬學習指導

要領的實施基準與出缺席的認定限制，致力於創造學童想上學

的環境，也促使多樣化的教育理念得以實現。多數不登校特區

相關特例已經開放全國各教育機關實施，目前除了 IT 學習課程

所認定的出缺席標準已經推廣到日本各地外，專門招收不登校

學生的學校並沒有新的實踐例出現，今後如何將不登校特區的

理念拓展至日本全國將是重要課題之一。 
 

英文摘要： In recent years,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Truancy in Japan, Free 
School has become popular. However, Free School is different than 
the Free School in the West. It is very special that Japanese Free 
School is for Truancy, and it is not a ’school’. In a word, Japanese 
Free School is similar to a private institution. Therefore, this thesis 
studies Japanese Free School and demonstrates its actual conditions. 
     Because of Free school‘s special idea, most of the Free School 
can not practice their core idea to educate truant students. Therefore, 
Japanese Government makes a structural reform to change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s one of the policies, Japanese Government 
installs a special area of Truancy, in this area, Free school will not 
limited to an educational restriction, they can practice their idea and 
have a lawful positio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aspect of a plural education to research 
about the present condition and the core ideas practiced in Japan‘s 
special area of Truancy. And examine this practice can use in 
Taiwan to solve Truancy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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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不登校問題由來已久，但是近年學生不去學校的原因有別於以往因為生病、經濟困難、

家庭因素等不可抗拒的因素，今日的不登校排除一切以往阻撓學生上學的原因，以都市為中

心逐漸增加中。面對日益深刻的不登校問題，日本政府採用了許多對策，但是目前的不登校

政策著重於課業輔導與心理諮商，最終目的便是督促學生復學，並沒有考慮到不登校學生的

個別性特殊需求。此外，隨著不登校原因的多樣化與激增，日本政府無法因應現況提出即時

政策對應，再加上目前不登校對策的適用對象僅限於義務教育階段學童，高中以上的學生並

無其餘選擇，因此，近年來由民間規劃的不登校設施不斷增加，其中又以另類學校的實踐最

受矚目。 

  

日本的另類學校興起於 80 年代初期，多為不登校學童家長或有志人士所設置，雖命名為

學校，但是由於欠缺合法性而歸類於民間教育團體，多數申請成立 NPO 法人來維持營運。吉

井健治(1999)指出，另類學校不同於一般體制內學校的特點在於「(另類學校中的教職員)徹

底認同學生的自發性行為與判斷，學生的家長也積極參與另類學校的營運，並且與社區維持

密切的交流活動」。坂田仰(2002)的研究發現，另類學校隨著不登校學生數的增長其設立校數

也增加，可以瞭解日本的另類學校是因應不登校問題而發展出來的。根據國立教育政策研究

所(2003)針對日本國內另類學校所做的的調查，另類學校具四大特徵: (1)學童與教職員地位

平等、(2)以學童的需求優先、(3)不採取體制內學校的規範及營運模式、(4)鼓勵學童自行解

決同儕間的問題。另類學校以學生自發性活動為主軸營運，為了徹底排除教職員的權威態度，

校內的教職員通稱為工作人員(staff)，學生稱呼所有工作人員一律以姓名直稱。此外，國立

教育政策研究所(2003)以另類學校的工作人員進行的問卷調查顯示，贊成「盡早復學對學生

才是好的」的工作人員僅有 11.0%，而認同「若學生能夠幸福的話，不去上學也沒關係」的

工作人員則有 74.6%。從此調查結果可得知，多數另類學校的核心理念並不以復學為前提，

他們對體制內教育持有疑問並且自成一教育體系。 

 

    由於另類學校並不屬於體制內教育系統，許多教育學者專家質疑其教育成效。但是依據

森田洋司「不登校現況調查」(2001)，約五成的不登校經驗者肯定另類學校促進學生繼續上

學意願的成效。文科省「不登校學童家長之問卷調查」(2003)中也指出，有 42.0%的家長對

於學校的解決事情的態度感到不滿或不安，理由在於家長認為學校方面不積極解決引起學童

不登校的根本原因，例如霸淩及校園暴力等問題。家長們也表示另類學校雖然知名度不高，

但是對於不登校學童所帶來的成效却是所有不登校對策中最好的。 

 

    民間所設立的另類學校不僅提供不登校學生一個立身之地，近年來也隱然形成一獨立教

學系統，由不登校學生專屬設施逐漸轉型成新型態的教育設施。由此可知隨著不登校問題的

增加，日本民眾對於教育的選擇意願日益高漲，體制內教育體系也因此受到學童與家長的質

疑。尤其近年另類學校的蓬勃發展，更打破了高學歷高成就的學歷主義，為學生創造出有別

於體制內教育的另一新的教育選擇。 

 

    另類學校對於解決不登校問題的成效是受到肯定的，但是礙於體制內的規定，許多特殊

的教育理念無法實現，尤其學童的雙重學籍問題及出缺席的認定基準讓另類學校無法繼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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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因此尋求合法化地位成為迫切課題，構造改革的不登校特區也因應而生。中央教育審議

會的審議案「有關構造改革區域法中之學校教育法特例(企業與 NPO 法人的學校設置)」(2002)

中提出:「地方非營利團體在教育不登校學童之際，若有特殊需求而 NPO 法人也擁有一定的教

育績效時，可允許其成立學校法人」。另外，根據「以不登校學童為對象之學校設立相關教育

課程彈性化事業」(2003):「地方非營利團體基於憲法、教育基本法以及學校教育法所公告的

教育目標，可以申請以不登校學童需求為重的教育特區，當特區計畫案通過，特區內將不受

到既定教育課程規定限制」。另類學校所提案申請之不登校特區的合法化，顯示另類學校的教

育成果受到文部科學省的肯定，這同時也提供另類學校等體制外教育一合理化的地位與永續

發展的機會。 

     

(二) 研究目的  

另類學校轉型為不登校特區後其實施成效如何，與其他不登校特區的差異何在，而在營

運方面是否能夠完全實現其核心理念並且進而達成解決不登校問題的目標，許多課題尚有待

探討，但是很可惜的是目前日本國內欠缺針對此議題的研究。本計畫的研究目的如下: 

 

 (1) 澄清並且探討不登校特區核心理念的意義與範圍。 

   (2) 分析不登校特區在實踐核心理念上的策略與方法。 

   (3) 探討不登校特區在實踐核心理念過程中的困境及挑戰。 

   (4) 比較各不登校特區間的差異性與教育成效。 

   (5)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並且探討不登校特區在台灣實施的可能性。 

  

期望透過以上五點歸納出日本不登校特區的現況與實踐成果，達到教育參考的目的。同

時透過本研究的深入探討，統整日本包括不登校特區在內所有的教育特區，掌握目前日本所

有開放及未開放全國實施的教育特區的現況，將所有不登校相關鬆綁特例加以歸納分類，了

解其特殊理念與實踐方法，以供國內學界相關研究者一個參考依據，也冀望可以為我國今後

的教育改革提供實例。 

 

(三) 文獻探討 

不登校特區為前日本總理大臣小泉純一郎所積極推動的構造改革特區制度中的教育特區

之一環。日本於 2000 年頒發「構造改革特別區域法」開始募集提案，任何日本國民都可以申

請。特區的申請方法為依各縣市行政單位、個人或團體之申請，在所指定的範圍內放寬制度

上的限制，自成一特別區域來實行體制內無法實現之理念。特區於 2002 年開放申請，每年有

兩次的申請機會。截至 2011 年 6 月第 25 次申請為止，已經開放全國實施的特區計 815 例，

目前執行中的特區有 334 例，總計 1149 例，其中教育特區佔 17.7%。而教育特區依其執行計

畫內容可以細分為 11 類 ，不登校特區為其中之一佔 9.0%。 

 

    日本推動教育特區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放寬行政制度上的限制，促進多元化教育理念的實

現，冀望藉此帶動地方經濟發展，進而擴大學童的受教機會。同時教育特區也提升各地方學

校的自主性，並且重新分配了中央與地方的教育權限(谷口聰 2006:86)。此外「教育特區制

度促使(地方教育局之)企劃部門與執行部門能夠分工合作，使得教育政策的執行更加有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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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田貴久 2010:27)」。有別於以往教育資源多集中於中央的情形，開放教育特區後各地方可

以依其所需，申請富有地方特色的教育方案。再加上教育特區中的政策執行是由中央授與特

區全權負責，這得教育政策的施行速度更加迅速，連帶推動地方的教育改革活躍發展。 

 

另一方面，由於許多富特色的理念若貿然推動將會造成失敗，而公家單位是不允許有實

驗性政策的，因而日本政府闢設特區制度「開放民間實驗以減少政策上的失敗，但是這也代

表多數的特區有缺陷是可以預期的(並河信乃 2006:18-19)」。特區旨在促進地方的發展，中

央的權限分散到地方之後，特區中的確讓許多特殊教育理念得以於體制內實踐，所帶來的教

育成效也值得肯定，「但是地方分權並非推動特區最主要的目的，只能說是實現特區的手段之

一，這同時也擴大了城鄕差距(八代尚宏 2005:236; 谷口聰 2006:93)」。日本各方學者專家對

於教育特區的評價或褒或貶，「雖然特區是制度化社會中的一個實驗，但是它同時也為市民團

體創出一條自由發言的管道(須田春海 2005:36)」，因此特區所帶來的成果以及刺激地方發展

的成效是不可忽視的。 

 

成立教育特區最重要的目的在於實現多元的教育理念，其中專門招收不登校學童的不登

校特區引起了日本全國的矚目，同時也為許多不登校學童以及相關人士提供了一個新的解決

方案。不登校特區成立之初，曾有許多反對浪潮指出，若將不登校學生聚集在特定的學校內，

將會標籤化學校，使得學生將背負不登校學校畢業生的學歷一輩子。但是實際上目前專門招

收不登校的特區學校僅限於中學與學分制高中，這只是學生成長過程中的一階段，不能單以

此判斷學生的未來成就。位於東京八王子市的高尾山學園為日本第一號教育特區，同時也是

第一號不登校特區，「(學園內)由於課程安排不受學習指導要領限制，學校可以配合每位學童

的能力與學習進度規劃教育方案，促使學生更加願意上學(高倉秀美 2005:15)」。此外，高尾

山學園充分運用特區的優點來設計課程，「不僅重視體驗教學，而且校內有輔導員與志工長期

駐校提供諮商服務，甚至在道德教育課程中教導學生社會生活應對技能，實為難能可貴(青木

朋江 2005:68)」。不登校特區的實踐不僅只是一種教育課程的改革，其提供學生一個重新拾

起課本上學並且參與社會的場所之意義或許更大。 

 

各地方申請不登校特區的原因有其區域性特徵，但是歸納起來其目的皆是試圖解決不登

校問題。不登校特區是一新的解決方法，但這也顯露出以往不登校對策成效的極限，我們可

以由各地方申請不登校特區的動機來一窺究竟。八王子市指出雖然政府成立了適應指導教室

(類似台灣「資源式中途班」)積極推動漸進式復學，「但是不登校問題依然未能得到改善。尤

其多數學童未能到適應指導教室上學，儘管這些學童持續缺席，(因為是義務教育)他們還是

能夠升級並且畢業。這些明明有權利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童並沒有受到良好的教育是不爭的事

實(八王子市構造改革特別區域計畫 2003:1-2)」。以往不登校的解決方法皆著重於復學，但

是事實上許多學童非但未能復學，反而因為長期缺席，因此陷入自學校甚至社會生活孤立的

困境。近年來各地方教育局開始強調「不一定要復學」的對策。神奈川縣教育局學校教育科

長阿久澤榮即表示，一但學生開始不上學便會對學校及教職員產生不信任感，此時學校的對

策無法有任何效果，「若沒有第三者介入學校與家庭之間協調關係，將無法有任何改善（神奈

川県教委 2007:6）」。在學生對學校產生拒學情感的情況下強調復學，並且持續於體制內教育

系統下尋求不登校的對策並非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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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阜市教育局多年來致力於設立適應指導教室，並且派遣心理諮商師長駐校內，規劃教

職員相關教育課程，積極處理不登校問題。但是其結果「市內不登校學生數雖然停止增加，

但是也未曾減少呈現停滯狀態，顯示這些對策皆非治本之道（岐阜市構造改革特別區域計畫

2003:1）」。事實上不登校學童當中透過適應指導教室順利復學僅佔全國不登校學童的一成是

既知的事實(文部科學省「學校基本調查速報」2005.8.10)，解決不登校單憑體制內教育的努

力尚有不足，營運而生的便是不同教育管道的必要性。東京都葛飾區便強調「不登校學童所

面臨最大的問題在於升學管道，在特區中將致力於拓展學童的升學與就業管道（葛飾區構造

改革特別區域計畫 2006:3）」。由此可知今後制定不登校對策之際，或許重點不在於學生的缺

席原因或復學與否，而是應該著重於廣闢升學與就業管道以供不同需求學童選擇。 

 

不登校特區中唯一的入學條件便是學童需有不登校的經驗，乍看之下特區內彷彿鼓勵學

童持續不登校，但是由以上不登校特區的成立動機以及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到，多數不登校

學童沒有學校的援助導致無法順利升學或是就業，這不僅違反了義務教育的理念，更使學童

陷入與學校甚至社會隔離的困境，如何支援他們將是日本政府的一大課題。不登校問題不僅

是教育問題，更有可能會衍生出新的社會問題，而不登校特區正是解決管道之一。 

 

(四) 研究方法 

鑒於目前台灣及日本針對不登校特區現況之相關資料相當稀少，缺乏可靠的參考資料，

筆者認為累積不登校特區相關研究有其重要的意義，而兼顧複數地方需求之大範圍調查更是

必須的。目前日本不登校特區的設立與發展有相當明顯的城鄕差異，此現況是否與都市化有

直接的關聯雖有待查明，但是筆者認為區分都市與地方都市來進行調查乃是累積整體認知的

基礎。因而本研究選定東京都為大都市，岐阜縣為對應地方都市來探討本次研究課題。 

 

本研究採階段性資料蒐集方法，分別進行質性訪談調查及量性問卷調查，以兼顧一般性

與特別性學童的需求。計畫案中原設定針對不登校特區之學童實施量性問卷調查，但是經訪

談東京 shure 創辦者奧地圭子女士後發現該校已有類似調查預定於 2010 年末進行，並且願意

提供本研究使用。筆者認為不登校特區乃教育特區中之一環，而目前日本與台灣皆欠缺以全

國教育特區為對象之量性調查，因此本研究針對日本全國 203 個教育特區(內含所有不登校特

區)實施郵寄問卷調查。此調查原定於 2011 年 4 月開學後進行，但是 2011 年 3 月 11 日日本

東北地區發生了震撼全世界的 311 大地震，為顧及日本國民之觀感，調查順延至 2011 年 7 月，

並且排除東北地區之教育特區(地址不明之故)，實際寄出 183 份問卷，總計回收 75 份(回收

率 41.0%)。藉由本量性調查結果，期望能夠對日本全國教育特區的現況有基本認識。 

 

質性訪談調查則以東京都與岐阜縣為主要研究範圍，訪談不登校特區的相關人士，包括

特區計畫申請者、當地教育局負責人、特區內教職員工與志工等。訪談內容除了了解該區現

況之外，另有(1)另類學校轉型前後的成效與差異、(2)特區內的課程改革內容與成效、(3)IT

學習課程的內容與成效。依相關文獻研究結果，本計畫案所選定的研究對象及其特區名稱如

下，計六市(內含兩校及四所適應指導教室)： 

 

「803」：東京都八王子市「不登校學童的體驗型學校特區(市立高尾山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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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818)」：岐阜市「以不登校學童為對象之岐阜･學習教室特區」 

「805」：多治見市「桔梗學習特區」 

可兒市「活用 IT 之復學支援特區」 

大垣市「微笑學習支援特區」 

「820(801-2)」：東京都葛飾區「區域合作・自在學習型未來人才育成特區(私立東京shure

葛飾中學)」(由另類學校「NPO 法人東京 Shure」設立) 

 

    本研究案所選定的研究對象中並無「816」的實踐例，原因在於不登校問題僅限於義務教

育階段，而目前「816」的實踐例皆為高中以上教育階段，因此暫時排除「816」並列為今後

需探討的課題之ㄧ。 

 

(五) 結果與討論（含結論與建議） 

  不登校特區相關的特例計六例，各特例的內容如下： 

 

「803：不登校學童相關教育課程鬆綁方案」：於 2003 年第三次特區申請時併入「803(818)」。 

「803(818)：以不登校學童為對象的學校設立相關教育課程鬆綁方案」：允許招收不登校學

童的學校內得以設置不受學習指導要領(同台灣「課程綱要」)限制之課程。 

「805：活用 IT 等擴大不登校學童學習機會方案」：承認不登校學童於自宅利用 IT 線上課

程的學習為出缺席標準之一，並且得以繳交成果報告抵免成績。 

「816：企業設立學校方案(企業法人立學校)」：允許企業設立並且經營學校法人(限高中以   

    上學校)。 

「817：非營利法人設立學校方案(NPO 法人立學校)」：允許從事不登校事業之相關非營利

法人設立並且經營學校法人。 

「820(801-2)：校地及校舍無須自備之小學等設立方案」：允許學校法人可以收受外部捐

款，寬裕設立學校時之校地及校舍的所有人限制。 

 

    由以上不登校特區之相關特例看來有三大特徵：(1)放寬教育課程與內容的實施標準、(2)

降低出缺席的定義、(3)開放民間(企業)團體設立學校。目前特例「803(818)」、「805」與

「820(801-2)」已開放全國實施，唯「816」礙於企業立學校的經營不穩定性，因此尚未開放

全國實施。而特區特例中專為 NPO 法人另類學校所設立之「817」，雖然曾有另類學校計畫申

請，但是由於 NPO 法人為經營者的情況下，不僅政府方面將不提供任何補助，同時設立學校

的經費門檻更高於其餘特例，因此並無任何成功申請例。 

 

日本全國不登校特區共計 14 例，筆者依申請者身份與核心理念分為三類：(1)由另類學

校或企業團體與縣市教育局合作申請，以推廣另類教育為目的之「新教育型態」。(2)由縣市

政府或教育局申請，改變現有教育課程以對應不登校問題之「體制內教育型態」。(3)由縣市

政府或教育局申請，藉由網路學習課程促進學習成效之「IT 支援型態」。 

 

    本研究案中以東京都與歧阜縣內計 6 所不登校特區為研究對象，探討不登校特區於現實

中如何執行其核心理念上的策略與方法。透過田野調查以及相關文獻分析後的研究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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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不登校特區的成立的確與輟學率息息相關，同時也與當地教育首長的關心度具密切關係。

此外，依都市與地方都市發展程度不同，所申請的不登校特區之屬性也截然不同。 

 

位於大都市的東京 shure 葛飾中學與高尾山學園利用當地因少子化而廢校許久的小學，

成立專門招收不登校學生的特區學校，兩校內皆寬裕上下課時間的限制，學習內容著重經驗

學習並不完全採用學習指導要領，相較於一般學校減少 2 成的教學時間，入學唯一的條件便

是需有不登校經驗。唯一不同在於設置者相異，東京 shure 葛飾中學由 NPO 法人東京 shure

與葛飾區教育局聯合申請設立，屬於新教育型態；而高尾山學園則由八王子市長提案設立，

屬於體制內教育型態。兩校在特區階段並無大差異，但是在開放全國實施後，最大的差異在

於經費來源的穩定度。 

 

其中，東京 shure 葛飾中學創校於 2008 年 4 月，著重在開拓新的教育觀念，校內延用另

類學校的教育理念，僅招收中學生，多數教職員為另類學校工作人員轉任。該校所使用之特

例「820(801-2)」早有非不登校相關的特區成立且成果卓然之故，同年年底開放全國實施，

因此東京 shure 葛飾中學創校不久便被迫脫離特區資格，目前定位於私立學校法人。該校為

另類學校所設立之故，基於創校者的不穩定性其學校法人資格設有 20 年期限，將於 2018 年

評估其成效後才能決定其存續。此外，該校為葛飾區教育局委託 NPO 法人東京 shure 辦理，

當地教育局將該校的教育目標設在改善葛飾區內不登校現況，因此入學者的資格除了不登校

經驗外還設有葛飾區居民優先一條件，即使開放全國實施之後該校與葛飾區教育局的合作契

約並無變動，學生名額限制在全校 120 名，因此學費收入有限，而該校營運的經費主要來自

法人資金、捐款、私校補助以及學費。 

 

高尾山學園於 2003 年 4 月創校，著重於現有教育課程的改革，積極推動經驗學習的教學

內容。校內招收來自全國的不登校國中小學生，並無名額限制。此校為特例「803」的全國首

例，於 2005 年 7 月經過評鑑獲得肯定後取消特區開放全國實施。由於申請者八王子市黑須隆

一市長相當注重不登校問題，即使該校取消特區資格後八王子市政府仍然持續規劃經費支

持，因此學校營運相當穩定。 

 

反觀地方都市岐阜縣是日本全國最早申請不登校特區的縣市之一，當地計有 4 處不登校

特區，分別位於岐阜市、多治見市、可兒市以及大垣市。岐阜市內的特區成立於 2003 年，與

高尾山學園一樣致力於教學課程的改良，屬於體制內教育型態，但是並非獨立設置學校而是

利用市內既有之適應指導教室成立三處學習據點，提供學生學校以外的學習場所必且承認出

缺席。於 2005 年 7 月取消特區資格，目前岐阜市持續實施中。 

 

  岐阜縣內的多治見市、可兒市與大垣市則屬於同類型實踐，皆成立於 2003 年(僅月份不

同)，屬於 IT 支援型態。此三市利用現今青少年頻繁使用網路的習慣，以適應指導教室為學

習據點，同時設置 IT 線上學習系統供學童在家自學。IT 課程則委託廠商外包製作，經費由

當地教育局負擔，學童可以於指定場所或自宅使用。學童使用學習系統的上下線時間即為出

缺席的時間，該系統設有評分功能，其分數即為學童之平時成績。除此之外定期於適應指導

教室舉辦做中學的活動，學生於期末需繳交成果報告(或作品)抵免期末成績。三市同時於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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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1 月取消特區並且開放全國實施，目前三市皆持續實施中。 

 

而造成都市與地方都市各不登校特區所申請的特例不同之原因在於都市化發展的程度。

歧阜縣內的特區除歧阜市之外，其餘三市內的交通相當不便，學童的通學時間過長造成不登

校甚至閉門不出(ひきこもり)在當地列為嚴重問題，因而多傾向於申請 IT 學習支援以減少

輟學率。但是當學校認定在家使用 IT 學習系統為出缺席基準後，學童將無任何契機參與學校

活動，這同時也有孤立學童之顧慮。相對地東京都內交通方便較無地理限制，此類不登校特

區提供學童家庭及原就讀學校以外的學習場所，寬裕上下課時間的限定，為了讓學童與社會

有所銜接也廣開綜合學習課程，致力於改變現有教育制度與課程，創造學童想上學的學習環

境。但是不可否認如此對策在歧阜縣內是難以實施的。 

 

其次分別評估不登校特區的成效。東京 shure 葛飾中學自創校以來申請入學者年年超過

名額限制，今後預計申請增加名額，供不應求的現況顯示出該校受到學童與家長的肯定。高

尾山學園內學生出席率平均維持在 70%上下，2011 年學生數達 110 名以上，顯示該校已有一

定的成效。而岐阜縣內四市更是成功地減少市內的不登校人數。各特區皆致力於協助學童升

學或就業，學童選擇繼續升學的比率高達九成，其後更有學童順利升上大學或就業。筆者認

為 IT 支援型態得以成功降低輟學率的最大原因在於認定在家學習的出缺席，這也有隱弊不登

校現況之慮。但是實際拜訪岐阜縣後發現，除了認定 IT 教學為出席之外，該地教育局定期派

遣心理諮商師關心學習狀況，並且以適應指導教室為據點提供學生使用，藉此促進學生的學

習意願與成效。此外更與當地大學合作，派遣學生志工當學童之大哥哥或大姐姐，促進其與

外界的接觸並且避免孤立。此看似消極的對策能夠有效降低不登校學童的拒學心態，並且為

今後的學校或社會生活做準備。 

 

不登校特區於 2005 年起陸續開放全國實施，自此之後無須經過申請，任何地方政府單位

皆可以自由設立不登校的學校或 IT 學習課程。目前除了 IT 課程所認定的出缺席標準已經推

廣到日本全國各地外，專門招收不登校學生的學校卻沒有新的實踐例出現，最主要的原因在

於取消特區資格後，特區內的開銷全部付諸學校本身以及地方政府(或教育局)補助，但是現

況下地方政府的教育經費拮据問題仍有待改善。另外，日本政府實施特區最大的目的在於開

放民間多樣教育理念的實現，實際上却無任何民間團體獨立申請特區。原因在於名為特區的

實踐，卻對於民間團體設下更高的經費門檻，因此目前特區皆多為地方政府或教育局與民間

(企業)團體共同合作申請。 

 

日本之所以成立不登校特區學校以及認同 IT 學習課程的原因在於，長久以來不登校問題

一直無法得到改善。由於各縣市的地理位置影響，不可否認有部分區域基於振興地方發展的

原因選擇設立不登校特區申請補助並且跨區招收他縣市學生。然而不登校特區為無法到學校

正常上學的學童規劃符合其需求的課程，並且輔助學童完成義務教育學業進而繼續升學或就

業，這是相當值得肯定的。而另類學校所轉型的不登校特區更是活用其歷年體制外的教育實

踐，積極推動另類教育方針，這也給予體制內教育一個新的刺激。由此看來另類學校改變營

運型態成為不登校特區(私立學校法人)，除了取得合法化地位之外，更增加了其永續發展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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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的郵寄調查結果顯示，近八成的教育特區認為有必要更進一步放寬相關制度

的限定，五成指出政府相關行政單位的支援過少，更有九成的受訪團體認為維持特區資格有

其意義。特區的實踐之所以難能可貴在於其特殊的理念，但是開放全國實施後便失去了特色。

失去特區資格後其存續與政府的關心度與補助多寡息息相關，而這是動亂中的日本中央政府

無法對應的，因此各地方政府應該成立相關機構持續推動後續特區事務。目前北海道、埼玉

縣、滋賀県、島根県、徳島県、愛媛県以及佐賀県等六縣已經成立獨立的特區制度。今後日

本該如何持續特區的實踐，解決地方政府的財務困難為首要任務，而積極宣傳相關知識並且

拓展至全國為刻不容緩的課題。 

 

目前台灣已有由另類學校轉型之私立學校類似實踐例(例如種籽學園)，並且承認在家學

習(自學方案)。其中自學方案相關政策是採取家長個別申請為主，屬於在家教育的配套措施，

學習的內容與目標都屬於個人自我規劃，容易與學校脫節。若能夠學習日本的經驗建立網路

課程並且不定期舉辦經驗學習的活動，將可望給予學童更多學習機會。然而多數自學家庭皆

有獨自的教育理念，因此學習內容必須基於自學家庭的需求來設計。此外，關於此網路課程

是否能夠如同日本般取代學校出缺席，由於台灣與日本的現況相當不同，若無任何配套方案

的情況下是不能貿然實施的，現階段很難評估於台灣實施的可行性。 

 

本計劃案中研究不登校特區的教育與營運方法以探討另類學校今後發展的方向，並且瞭

解其解決不登校問題的成效。由以上日本的經驗可以發現，復學已不再是唯一的對策，未來

制定不登校相關政策之際，考慮學生與家長的實質需求來規劃解決方法才是真正的治本之

道。最後期望本研究結果不僅提供國內外相關學者使用，同時也能夠給予台灣的教育改革一

個參考。日本的不登校特區之經驗除了喚醒我們應該正視不登校問題之外，更告訴我們若能

結合體制內的政策改善以及體制外教育的實踐成果，教育改革的步伐與成效將能更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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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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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書文,1999,「國民中學中輟生復學後的適應問題」『訓育研究』38 卷 2期：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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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思偉,2007,『比較教育』心理出版社. 

馮朝霖·王佑菁,2007,「德國自主性學校典範計畫教育實驗」『教育資料集刊』第 36 輯：頁 247-270. 

歐用生,2007,「日本新自由主義及其教育改革」『教育資料集刊』36：頁 7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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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04. 

菊地栄治･永田佳之,2001,「オルタナティブな学び舎の社会学─教育の<公共性>を再考する─」『教育社会学

研究』第 68 集：頁 6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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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総研・教育制度研究委員会「教育特区」小委員会,2006,『報告書：教育特区に問われる教育の公共性』

国民教育文化総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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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說明：本計畫之研究目的設定為五點 

1、 澄清並且探討不登校特區核心理念的意義與範圍。 

        2、 分析不登校特區在實踐核心理念上的策略與方法。 

        3、 探討不登校特區在實踐核心理念過程中的困境及挑戰。 

        4、 比較各不登校特區間的差異性與教育成效。 

        5、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並且探討不登校特區在台灣實施的可能性。

  本研究之成果，就 1、2、3、4 點部分大致釐清，但是就第 5 點探討不登校特區在台灣

實施之可能性一部分，由於日本與台灣的不登校現況相當不同，需要更進一步分析於台灣實

施的可行性與弊害，就此方面今後將致力於台灣與日本的比較。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 已發表兩篇 未發表之文稿兩篇 撰寫中一篇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調查結果報告書一份 

 

(1)已發表之文稿 

   2010 年 12 月 18 日，王美玲「不登校を対象とした教育特区の理念と実践ー東京と岐阜

を例にー」第 120 回社会分析学会，日本：宮崎大学 

   2011 年 7 月 2 日，王美玲「フリースクールから不登校特区への転換過程ー教育理念の

変化と実践を中心にー 」第 26 回山口地域社会学会，日本：山口大学 

 

(2)未發表之文稿 

   2011年 11月 21日，王美玲「日本構造改革特區之理念與實踐---以不登校特區為例」  第

二屆全國大學院校日本研究中心聯合年會:台中技術學院 

   2012 年 3 月，王美玲「フリースクールから不登校特区への転換過程ー教育理念の変化

と実践を中心にー」『やまぐち地域社会研究』第 8号 

 

(3)撰寫中 

   2012 年 3 月 9.10 日，王美玲「日本不登校特區核心理念與實施成效之比較研究 (暫定

名稱)」2012 年亞太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亞太區域發展」：中山大學(申請中) 

 

(4)其他 

   2012 年 6 月，王美玲『日本教育特區調查結果報告書(暫定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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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

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所衍生的成果將總計三篇公開於日本，兩篇公開於台灣，並且將為台灣以及日本

提供第一份以有關不登校特區的調查研究報告書，期望可以提供相關的政策制定與研究論文

撰寫之參考。除了教育參考之價值外，運用本研究相關成果今後將進行台灣與日本的比較研

究，瞭解日本不登校特區的後續狀況，並對照國內另類教育的發展，希冀給予我國教育體制

一些省思與參考。 

 

 

 



附錄一：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 99年 12 月 8 日 

 

計畫編號 NSC99 -2410-H-032-057 

計畫名稱 日本不登校特區現況與核心理念實踐之研究 

出國人員姓

名 
王美玲 

服務機構及

職稱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專任助理教授 

出國時間 
 99 年 8 月 22 日至 

 99 年 9 月 4 日 
出國地點 

日本國東京都及歧阜縣 

(田野調查) 

                                 

一、國外(大陸)研究過程 

本次因研究日本不登校特區議題，幸獲有出國田野調查經費，故安排赴日本田野調查計

兩週，收穫甚多。研究過程如下： 

8 月 22 日（日）出發，抵達東京 

8 月 23 日（一）訪問東京シューレ葛飾國中，與會木村砂織副校長 

進行一對一訪談(計二位) 

8 月 24 日（二）訪問東京シューレ葛飾國中，進行一對一訪談(計三位) 

8 月 25 日（三）訪問高尾山學園，與會龜山國夫校長，進行一對一訪談(計二位) 

8 月 26 日（四）訪問 NPO 法人東京シューレ 

參與 NPO 法人東京シューレ附屬大學之畢業成果發表會 

8 月 27 日（五）拜訪統計情報研究開發中心 中村華津子研究員 

8 月 28 日（六）依據本研究所需，前往日本國會圖書館收集資料 

8 月 29 日（日）依據本研究所需，前往日本國會圖書館收集資料 

8 月 30 日（一）前往歧阜縣，整理資料 

8 月 31 日（二）拜訪「可兒市教育研究所」，與會龜山國夫主任 

參觀「スマイリングルーム」與「ばら教室ＫＡＮＩ」 

進行一對一訪談(計一位) 

9 月 1  日（三）拜訪「岐阜市少年センター」，與會中島康夫所長 

參觀「ぎふ･学びの部屋」，進行一對一訪談(計一位) 

9 月 2  日（四）拜訪「大垣市教育総合研究所」，與會奧田修二所長 

參觀「ほほえみ教室」，進行一對一訪談(計二位) 

9 月 3  日（五）拜訪「多知見市教育委員会」，與會村瀨登志夫教育長 

參觀「さわらび学級」，進行一對一訪談(計二位) 

9 月 4  日（六）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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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成果 

本次行程為期十四天，雖然行程安排緊湊，但是收穫良多。特別是在訪談方面，本次計

訪問了六所特區，面談了 13 位相關參與人員，對本研究幫助甚大。 

首先在東京拜訪了東京シューレ葛飾國中以及高尾山學園。東京シューレ葛飾國中為第

一所由另類學校(NPO 法人東京シューレ)所成立的特區學校，在本校另類學校的教育理念得

以在體制內學校系統下實現。而高尾山學園則為全日本第一所教育特區，同時也是第一所不

登校特區，拜訪此兩所特區學校得到了許多珍貴的資料，對本研究啟發甚多。此外也拜訪了

NPO 法人東京シューレ了解目前另類學校現況，並且參與東京シューレ附屬大學之在校生畢

業成果發表會。由於不登校學生經常被貼與失敗者的標籤，參與東京シューレ的活動中，了

解到體制外教育的實踐情形，提供本研究許多新教育理念的參考。 

其次，行程中特別安排與會中村華津子研究員，中村華津子研究員目前於統計情報研究

開發中心從事日本國勢調查之相關研究，此機構為日本的國內調查業務機關，拜訪中村研究

員主要為了洽詢今後預定於日本進行的問卷調查，獲得許多新的見解。 

最後，有關拜訪岐阜縣內四所特區方面，分別前往了可兒市、岐阜市、大垣市、多知見

市。岐阜縣計有四所不登校特區，為全日本之冠。在此拜訪了四地的教育研究機關(「可兒市

教育研究所」、「岐阜市少年センター」、「大垣市教育総合研究所」、「多知見市教育委員会」)

以及相關教育首長，對於特區的申請過程及實際執行之效果，獲得了相當完善的理解。同時

也拜訪了四地之不登校特區(「スマイリングルーム」、「ぎふ･学びの部屋」、「ほほえみ教室」、

「さわらび学級」)進行訪談，透過實際參與人員之見解，釐清了不登校特區的困難處與今後

的課題。有關訪談資料之詳細整理，將於本研究結果報告書中做更多的整合，相信此研究成

果可對於我國教育改革提供更多的啟示與制定政策之參考。 

 

三、建議 

  無 

 

四、其他 

  無 

 

 

 



附錄二：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   

       報告(一) 

                             日期： 100 年 1 月 5 日 

計畫編號 NSC99 -2410-H-032-057 

計畫名稱 日本不登校特區現況與核心理念實踐之研究 

出國人員姓

名 
王美玲 

服務機構及

職稱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專任助理教授 

會議時間 
99 年 12 月 18 日至 

99 年 12 月 19 日 
會議地點 

日本國宮崎縣 宮崎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日本社會分析學會 

(英文) Jap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for Social Analysis 

發表論文題

目 

(中文)不登校特區的理念與實踐:以東京與岐阜為例 

(英文) The Present Condition and the Core Ideas Practiced    in Japan

＇s Special Area of Truancy 

                                 

一、參加會議經過 

     12/18:發表論文，參與懇親會。 

     12/19:參與學會活動與評論。 

 

二、與會心得 

    本次有機會參加第 120 回日本社會分析學會，發表自身的研究論文並且聽取其他學者分

享研究成果，收穫甚多。尤其本次研討會有與來自日本全國各地的學者參與，得以與日本優

秀的學者們共同討論的機會甚為可貴，本人也因此學習到許多新的研究觀點。 

 

三、考察參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略) 

    無 

 

四、建議 

    無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研討會議程、與會學者[佐佐木美智子、石川義之、三隅一人等教授]之發表原稿。 

 

六、其他 

    本次研討會為期兩天，由於飛往宮崎之班機僅星期四與日，因此提早前往日本並且拜訪

本次主辦單位宮崎大學教育文化科之山下亜紀子教授。 

 

 

 i



 ii

報 告 日 期 ：2010 年 12 月 18-19 日 

 

參與之研討會：日本社會分析學會 

 

報   告   者：淡江大學日文系助理教授  王美玲 

 

題        目：不登校特區的理念與實踐:以東京與岐阜為例 

 

 

論 文 摘 要 ： 

本研究以日本東京都與岐阜縣為研究對象，探討日本不登校制度現況以及實施策略。日

本的構造改革特區制度於 2002 年開放申請，不登校特區則於 2003 年陸續成立。不登校特區

依造其申請者與特例內容可分成三類，分別為①由另類學校或企業團體與縣市教育局合作，

②不以復學為目的之「新教育型態」， 由縣市教育局申請，標榜復學之「體制內教育型態」，

③由縣市教育局申請，藉由視訊教學促進學生課業成績之「IT 支援型態」。而不登校特區的

成立更代表了隨著不登校問題的增加，日本民眾對於教育的選擇意願日益高漲，體制內教育

體系也因此受到學童與家長的質疑，因此特區隨之而生。 

本次報告中報告者將研究重心放在各不登校特區的差異與成效。不登校特區內將集中所

有不登校學童，並且放寬課程標準與上下課時間，而這是否有鼓勵不上學之虞，尚待詳細探

討。 

 

其        他： 

    無 

 

 

 

 

 

 

 

 

 

 

 

 

 

 



附錄三：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  

       報告(二) 

                            日期： 100 年 7 月 19 日 

計畫編號 NSC99 -2410-H-032-057 

計畫名稱 日本不登校特區現況與核心理念實踐之研究 

出國人員姓

名 
王美玲 

服務機構及

職稱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專任助理教授 

會議時間 
100 年 7 月 2 日至 

100 年 7 月 3 日 
會議地點 

日本國山口縣  山口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日本山口地域社會學會 

(英文) The Association for Yamaguchi Area Studies 

發表論文題

目 

(中文)從另類學校轉換至不登校特區之過程：以東京 SHURE 的教育理念與實踐

為例 

(英文) A Conversion Process for Free School to Special Area to Truancy: 

Focus on Changes and Practices in the Idea of Education 

                                 

一、參加會議經過 

7/2:發表論文，參與懇親會。 

    7/3:參與學會會議。 

 

二、與會心得 

    本次有機會參加第 27 屆山口地域社會學會，發表自身的研究論文並且聽取其他學者分享

研究成果，收穫甚多。本次研討會有與來自日本全國各地的學者參與，得以與日本優秀的學

者們共同討論的機會甚為可貴，本人也因此學習到許多新的研究觀點。 

 

三、考察參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略) 

    福岡縣另類學校「箱根自由學舍 ESPERANZA」及教育特區「福岡川崎町教育特區」。 

 

四、建議 

    無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研討會議程、與會學者之發表原稿以及考察學校之資料。 

 

六、其他 

    本次除了參與研討會外，由於研究計畫所需，此行前往參訪福岡縣的另類學校與教育特

區，因而多停留 3 天。行程中拜訪本次主辦單位山口大學人文學部榮譽教授之三浦典子教授

以及久留米大學小谷朋弘教授，交換許多學術意見。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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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日 期 ：2011 年 7 月 2 日 

 

參與之研討會：第二十七屆山口地域社會學會 

 

報   告   者：淡江大學日文系助理教授  王美玲 

 

題        目：從另類學校轉換至不登校特區之過程：以東京 SHURE 的教育理念與實踐為例 

 

論 文 摘 要 ： 

本研究以日本東京 SHURE(以下稱「TFS」)為調查對象，探討 TFS 自 1985 年成立以來的

營運型態改變的過程。TFS 歷經「私人非法團體(1985-1999 年)」、「NPO 法人團體(2000-2007

年)」、「學校法人團體(2008 年-至今)」等三種型態，雖然 TFS 的理念與營運負責人從未改變，

但是各轉換過程的契機以及所面臨的課題相當不同。現今 TFS 利用不登校特區所成立之私立

學校受到日本全國的矚目，該校限定入學生必須為中輟生，此學校內寬鬆現有的相關教育條

例，以促進學生上學的意願為最終目標，可稱為日本另類學校合法化的一大創舉。 

本次報告中報告者將研究重心放在 TFS 於各過程中如何實踐其獨特的教育理念，並且試

著闡明另類學校是否有合法化的必要性，期望此研究結果有助於台灣另類學校的發展。 

 

其        他： 

本研究報告將刊登於 2012 年 3 月出版的山口地域社會學會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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