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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現今日本所推行的教育改革，被認為是國家戰略的重要一環，其主要特色在於將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奉行的民主主義教育視為「惡性平等 J' 主張以能力主義、競爭主義

來重整教育。而此，又可追溯自 1980 年代後期，臨時教育審議會成立以來，所主張的「新

自由主義的教育」改革路線。

對於現在日本的教育改革，在相關的先行研究當中，很少有抱持樂觀並給予肯定評

價。而這些研究，幾乎都是基於教育理論或教育政策的探討，表示反對教育改革的立場。

有別於先府研究，本論文主要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兩方面，綜合且客觀地由上至下(政

府的政策制定到學校的實施情況) ，剖析日本教育改革的現狀。依此，本論文的構成，區

分為「教育理念的變遷」、「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內容的改革」三部份。

在第一部當中，由教育政策的變遷來探討日本政府和財經界，如何介入教育，推行

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藉此說明現代日本教育改革的方向，以及改革的主要目的。接著，

由國際理解教育的政策演進以及推行狀況，探討在講求全球化、國際化的 21 世紀，日本

所要培養的是其有何種視野的國際化人才?另外，論文的第二部與第三部，以學校教育

的根本一初等、中等教育為中心，探討中等教育制度與招生制度的彈性化、多樣化，學

習指導要領的變化與特色、以及實施「綜合學習時間」和英語教育等相關課題。由教育

制度與教育內容兩方面的改革，檢證在第一部當中對於新自由主義教育所做的相關批判。

經由本研究結果發現，現代日本教育改革的特徵與課題，可歸納如下:

(一)以「教育的自由化J (政策鬆綁)與「市場競爭J (國家教育的縮編)原理為基

礎的新自由主義的教改路線，充滿許多矛盾。特別是新自由主義與大國主義的

道德觀相互連結一事，最受批判。例如日本的國際理解教育，就是在「國民國

家」的框架之下，以培養「能夠在國際社會上主動生存的日本人」為目的之「民

族主義下的國際理解教育」。由於重點放置於「日本人的自覺」與「尊重日本

傳統文化」等道德的涵養，因此招致反國際化之「國方辛化」的社口平。

(二)藉「多樣化、特色化」之名，所推行的教育制度改革，促使高中教育往擴大學

校差距的方向重新整編。而學區的擴大與招生制度的「改善J '乃是導入市場

機制，目的在於促使「好學生」的競爭更為激烈化。此外，以削減三成教學內

容、新設「綜合學習時間」為主要特色的新學習拈導要領修訂，集「寬鬆教育」

之大成。放寬教育內容的彈性，提升學校對方結果程編排的自主性，雖然有助於

發揮各校的特色，因應學生的多樣化需求;卻也容易造成學校或地方的差距，

以及學生之間學力的差距。

(三) 日本的教育改革，在導入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理之後，以「選擇的自由」與「多

樣化」等主張，取代基於日本憲法、教育基本法的「人格的完成」與「平等」

主義。在憲法保障教育的理念尚未完全落實的情況下，教育制度與內容的改革

卻朝向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擴大學力差距與社會差距的方向邁進。因此，現代

日本教育改革，可說是背離了戰後的民主主義教育。未來產生的影響，深值我

們持續觀察與借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