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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orona 時代下日本中小學課程教學 
與評量的問題及因應策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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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疫情下的日本學校教育 

2019 年底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奪走了許多寶貴的生命，也對

於截至目前為止的世界秩序造成偌大的影響。為了控制疫情擴散，各國皆採取了

相關的措施，如封城、隔離、強制配戴口罩與落實體溫管理等措施應對。其中，

在教育領域，對學生影響最大的乃是關閉學校，改採線上教學方式，以避免學生

因為到學校──這一個充滿三密（密閉、密集、密接）環境就學，可能在群聚下

遭受感染的可能性。 

將既有的學生到校的面授教學改以線上教學，是世界上的多數國家採行的對

抗病毒的主要教育措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於 2020 年進行 149 國的疫情教育對策調

查，發現各國大多實施線上教學及類似的做法，以維持在學校關閉時，又能持續

對學生進行教學的彈性策略，日本亦有實施學校關閉與引進線上教學（雖然日本

的疫情相較於歐洲與美國顯得並不嚴重）（UNESCO, 2020）。不過，線上教學的

實施亦伴有相當的爭議，如對經濟收入較低的家庭不利、不利學生群性的培養、

政策對家庭學習環境的支援度不足，教師必須適應及學習如何進行線上課程設計

等問題仍待克服。 

在實施線上教學對策下的日本中小學校，首先面對的問題，便是衝擊到甫於

2017 年公布、2020 年剛從國小一年級開始正式實施的素養導向式教育新課程標

準（日文名為「學習指導要領」）。眾所皆知，本次版本的課程標準係為當代世界

各國強調「核心素養」教育的理念下所修正的新課程（OECD, 2005）。核心素養

的課程以讓學生學習面對未來環境下所需要的生存知識、技能與問題解決能力為

重點，目前英國與歐陸國家、以及東方的紐澳、日韓與我國皆已導入核心素養導

向的課程（林雍智，2017）。日本的核心素養新課程係以培育學生的「素養」為

目標進行修訂。然而，在疫情下，整個學校教育無法按照原訂的課程與教學計畫

進行，遑論達成素養教育的目標。不得不為之的「線上教學」也被批判最後淪為

                                                

1 「With Corona 時代」係指日本對在 COVID-19 疫情影響下，針對疫情所提出的各項因應措施。

提出該詞之理由，在於 COVID-19 疫情已造成人類生活及工作型態的改變，在疫情的不可預

測性下，不應以「After」或「Post」（後疫情）做為與大流行期的簡單區分。因此，將其稱為

「With Corona」時代，期待社會各界認清目前情勢摸索新的因應對策，以伴隨將長期化的疫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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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只重視「知識」層面的教學方式，以及教師為滿足授課進度的要求而進行的趕

課。疫情下的日本學校教育，為什麼會遇到這些困難？原本在新課程標準下，要

實施素養導向教育的學習評量已需要教師多費心力，以轉變既有的評量觀，如今

在線上教學時所面臨到的新課程學習評量問題，又應該如何改進？ 

要探討日本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可以簡單了解日本對於新課程的評量機制設

定，以及學界當前所提出的一些彈性的調整策略。我國目前在控制疫情上雖然取

得不錯成績，學校亦沒有如世界各國般面臨必須長期關閉，我國中小學也有輔以

線上教學等方式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然而在一場可能加速教育制度往下一個階

段變革的疫情下，日本的相關作為，亦值得參考。 

二、日本新課程標準的理念 

日本的「學習指導要領」和我國的課程標準相同，約以十年為一週期進行修

訂，但日本較具特徵之處，乃於在新版本公布之後，會規劃二年的預備期，第三

年度才於國小一年級開始實施，至於國中，則是第四年度開始實施。新版課程標

準修訂公告當年，政策上採取「周知」步驟，預備期的第一年度進行教科書的審

定（日文稱為檢定），第二年度則進行教科書的選用與教師的研習等準備作業，

此一流程較為有系統、步驟性（文部科学省，2017a）。在「內容」的特徵上，各

階段學校除公告並製頒《學習指導要領》手冊（有日文版及英文版）外，其地位

與我國的《課程綱要總綱》相同，另外，文部科學省還編製《學習指導要領解說》

（僅有日文版），詳細對學習指導要領中各種規範與拘束的緣由進行說明，這部

分為我國所缺乏的。  

日本新課程標準宗旨在於培育具備資質與能力的下一世代國民，所謂的「資

質、能力」，其實即為「素養（competency/コンピテンシー）」的日文稱呼，會

採用該稱呼，而不直接稱為「コンピテンシー」乃係為了讓學校教師與家長能以

簡明的方式理解課程的理念。日本素養導向的新課程標準，由三大素養主軸及三

種各自對應主軸的學習評量觀點構成（文部科学省，2017b）。三大主軸分別是「知

識與技能（knowledge）」、「思考力、判斷力與表達能力（intelligence）」以及「面

對學習的動力或態度（mind）」；三大學習評量觀點則為、「知識、技能」、「思考、

判斷、表現」與「主體的、致力於學習的態度（如感性、體貼等）」。 

為達成上述學習目標，新課程標準也強調教師需以達成「主體的、對話的深

度學習」為目標進行教學與評量的改善。這裡所稱的「主體的」係帶有「以學生

主體為出發點」、「學生主動進行的」兩種意思，在教學上進一步透過對話式的學

習，如使用「方案式/問題解決學習（project/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策略，

來達成深度的學習，意即「active learning（可中譯為主動學習）」的目標。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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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目標，各學習領域再依據自己的特性，展開課程設計並進行學習成果的評定。 

三、疫情下的新課程實施問題點 

然而，在疫情影響下，上述新課程標準的學習評量無法按照教師原訂的方向

與模式展開。線上教學，或是部分地區實施的分散到校措施（學生輪流到校上

學），相當程度的影響了教師原本的規劃。影響所及，概有以下數點： 

(一) 授課日數的失去 

日本各地區遭受疫情衝擊（感染人數）的狀況雖有輕重不同，但大半的學校

都失去了 2020 年 4 月至 5 月間的授課日數。日本中小學的第一學期係從四月起

算，因此因疫情停課的月份剛好是學期開始，正是國小引進新課程之後的第一個

學期（田村知子，2020）。隨著 2020 年進入下半年秋冬後的第二波、第三波疫情，

學校不定期緊急關閉的狀況，會使得學生的學習無法有體系性進行的問題日趨嚴

重。 

(二) 各種課程或教學計畫被迫修正 

日 本 中 小 學 的 學 校 經 營 與 課 程 發 展 ， 大 部 分 採 行 PDCA
（plan-do-check-action）循環圈的計畫模式進行。在平時，一個完整的年度 PDCA
計畫，會包含各單元的課程與學習評量的小 PDCA 計畫，進而構成完整的大計

畫。然而隨著疫情的發展，教師除了增加的學校庶務工作（如消毒）外，必須大

幅度的修正原有的各種計畫。文部科學省（2020）曾對中小學各種計畫的修正情

形進行調查，結果發現九成的中小學重新擬定學校開放後的學生學習指導計畫，

有九成的學校對於學校各種行事進行重新安排，其中，將暑假縮至最短之日數，

有高中的 4 日與中小學的 9 日；其餘的計畫調整，則有確保線上教學所需的設備

環境與將教學活動的重點進行濃縮等。 

(三) 教師疲於達成課程標準規定的授課內容 

日本課程標準在性質上不屬於法律、但卻帶有法律上的拘束力，相當大程度

規範（限制）了教師的教學行為（林雍智，2014）。因此，學校或地方教育行政

機關，並沒有很大的權限可以對應疫情所逼的授課日數減少，而削減上課的內容

量。此也導致教師必須結合學生「分散到校」上課的機會與線上教學的課程，盡

力的將該上課的內容上完，形成了流於趕課的情形，此也導致了上課內容以知識

為重，對於新課程標準中所提倡的協作與對話式的教學較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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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線上教學的執行度落差 

線上教學的必要性在疫情之中雖有大幅度的提升，辜且不論學生數位落差、

數位正義的問題（因日本政府也有提出配套政策，例如對經濟不利家庭的設備及

網路費用補助等），對學校來說，設備是否週全足以實施線上教學為一大挑戰；

對教師來說，負擔最大的線上教學則是「同步型態」（同步雙向）的教學，因為

此牽涉到教材的準備與如何引導遠距學生融入教學情境的討論；另一種「客製化」

（on-demand）的線上教學型態由於是預錄課程，雖有助於學生自主學習之用，

但缺乏教師與學生的互動。此外，為讓學生透過客製化教學型態充分學習，教師

也要收集可供參考的各種學習資源，且家庭亦需協助子弟籌措這些學習資源。另

外，線上教學和「授課內容」問題點共振下，也產生回家作業爆增的問題。因為

教師無法每日檢視學生的學習狀況，因此容易導致流於以「出作業」方式來確保

學生在自己監控不到的環境時仍在學習。 

四、擺盪與爭論的對策 

那麼，日本為解決疫情，是否對所提出之對策能否解決新課程的問題點進行

深入的檢討？相信應該是有的。做為實體教學之代用策略的線上教學，此時趁機

浮出檯面，開始向世人展現它的重要性。探討 With Corona 時代下的學校教育對

策的相關文獻，絕大多數皆為線上教學優劣與如何配套的文獻。另一部分，隨著

疫情對策，一些日本學校教育原帶有的不良特性也被找出，此時或許是學校教育

轉型的好時機。不過，部分仍有爭議的課題倒是值得趁此機會提出討論，例如下

述問題： 

(一) 授課時間的調整對學生學習造成的影響 

一如既往的，日本的學校常被探討的議題是「能否培育出具有自律能力、能

否自主學習的孩子」，而這也是新課程亟想改變的學習方式。目前，日本中小學

校採行的授課時間調整方式，大致上可區分為「縮短長期休假」、「增加星期六授

課」與「課表彈性調整（如將原有一堂 45 分鐘縮減為 40 分鐘或 35 分鐘，以便

讓學生在分散到校的上課日可以多上幾堂課，或是單純在上課日加一兩節）」等

因應方式，這些雖可與線上教學搭配，不過在調整上皆為教育行政與學校在行政

作為上的考量，較不重視學生的學習特性（妹尾昌俊，2020），妹尾昌俊（2020）
也指出超過一半的日本中小學校長在對應疫情的措施決策上，都採等待行政指示

的態度，很難將心思首位置於學生的需求上，況且現行體制下的學生真的具備在

家自主學習的素養嗎？家長能否配合？看待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序列，恐怕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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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單元內容要如何改編 

要如何改變單元的內容，使該進行的單元課程能分布在到校上課與線上學

習，並且兼顧學習評量的要求，是牽涉高度教育專業的考量。自 2020 年 5 月起，

文部科學省發出通知，提出教師可針對「學生個人的部分學習活動以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資訊和通訊科技）進行，部分需要

在校學習的活動，例如由教師面對學生，或是學生之間的協作，以賦予重要學習

的動機上，可採重點式教學」的特例措施（田村知子，2020）。這也意味著教師

要透過課程經營（curriculum management, CM）改編現有的單元，決定教學與學

習活動的重點，並做好學習評量與下一學年度課程的銜接工作。不過，對教師來

說，單元內容在改編上，亦需要理論的引導和範例的提供，否則很難一口氣要求

教師的課程經營到位。 

(三) GIGA 學校目標的加速達成 

GIGA（global and innovation gateway for all）學校的構想是文部科學省提出

的一個五年計畫，自 2019 年底開始實施，該構想擘畫未來學校教育和學生學習

之間關係的一個新模式。具體內容上，預計提供每位學生一台電腦，再透過高速

的通信網絡建設，實踐「公正與個別最適化」的教育理念，並搭配新課程，培育

確實具備核心素養的學生（文部科学省，2020）。此構想是一種更以「學生學習」

為本位的教學革新，若能整備好相關的 ICT 環境，則可能就此改變學校教育與

教師角色定位，創造出新的學習模式。GIGA 學校的執行得利於疫情衝擊，不過

最重要的，還是應讓 GIGA 學校不只停留於硬體設施的整備，而能結合因疫情而

改變的授課時述、課程與學習評量方式的調整，這樣該構想才不會止步於各種

ICT 優劣的爭論。 

(四) 如何評量學生學習 

教師在疫情下的學習形態改變中，如何依據新課程強調的評量觀點對學生進

行評量，成績單如何撰寫，甚至面臨高中升學考試的國中生該如何評量等，也是

自 2020 年以來在疫情對策上受到探討與爭論的焦點之一。現實上，部分學校仍

依照過去慣例的作法（即以作業、報告做為評量依據），也有部分學校採取「進

行評量、但不計算成績」的作法。在評量與成績計算問題擺盪了近一年後，文部

科學省（2021）終於在 2021 年 2 月根據新課程的學習評量三觀點，訂出了《通

知》，該《通知》的重點有三：(1)以筆記、學習手冊記述反映在家學習成果；(2)
教師可使用電腦確認學生的學習履歷，並提出回饋、讓學生接續下一個學習任

務，以形成教學與評量一體化的學習活動；(3)線上教學搭配分散到校上課、教

師家庭訪問與教師對學生的直接指導設計評量方法，進行「主動學習態度」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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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評量。其次，文部科學省也要求教科書商製作影片、學習單、網站等協助教

師檢核學生的學習狀況。此外，文部科學省也放寬因疫情而無法到校上學學生的

評量問題，授權校長針對已掌握學生學習狀況的教師，可判定無須再進行面授教

學，至於部分學習狀況不理想的學生，則要求學校辦理個別補救教學。 

五、改善課程教學與學習評量的創意嘗試 

With Corona 時代下，日本中小學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因應策略，除了行政手

段上的調整之外，也有依據學理，回到教育本身的範疇，提出一些富有創意的改

進方案。以下說明的方案係以保障學生的學習出發，要求教師發揮教育專業素

養，若能確實做到，或許將改變學校教育的面貌，值得期待。 

(一) 學習活動的重點化 

受限於疫情影響，學生可到校學習的時數受到限制，因此除了採行線上教學

外，學生分散到校上學的時間就顯得更為珍貴。因此，一方面為了不動搖新課程

的精神和評量觀，一方面也為了重視學生群性、實習、面授等實際到校上學的需

求，文部科學省與學界開始重視「學習活動的重點化」議題。本議題的重點有二，

首先是如何透過單元的改編，讓實際到校上課、線上教學與在家學習三者成為有

效的系統，其次，則是各領域該如何精簡課程內容，留下必學的重點。在單元的

改編過程中，田村知子（2020）以學習「關連性」理論，舉出如圖 1 所示之方式，

將單元學習以分散教學和線上學習串接。這個調整方式需重視領域內前後關係，

以及領域之間的關連性，需以系統性、螺旋式學習的觀點整合領域間共通的泛用

能力培養，以減少重覆所耗費的時間。 

在各領域的精簡上，則是依照其特性保留學習活動的精髓。例如國語科的面

授教學應該設定具體學習課題，學習評量上所需的學生作業則以線上或在家方式

處理；數學科的面授，主要處理課堂中的練習問題與回家作業的訂正；自然科的

面授則進行實驗，至於分析與討論的相關報告，採利用線上或在家方式處理，教

師也要確定問題解決上的重要因素，與學生探究所需要的時間，以分配適當的教

學時數（小倉康，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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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學習活動重點化下單元再編的模式 
註：譯自「With コノナにおける新しいカリキュラムマネジメント」，田村知子。載於篠原清昭、大野裕

己（編），With コノナの新しい学校経営様式（頁 106），2020。ジダイ社。 

不過，「學習活動重點化」的兩項重點，對於教師的專業能力要求較高，有

時疫情的新發展，又可能再次衝擊到已規劃好的調整步驟。因此本議題亦需要行

政的支持，例如由政府要求教科書商提示可濃縮的教材範圍、以及學校凝聚成員

對部分單元縮減或移至下學年再上的共識等。當然，若教師能趁疫情學會這項本

領，也代表教師可增進課程經營上的專業能力，使其可超脫教科書的限制，更自

主的發揮教學的專業。 

(二) 以「課程經營」連接學校、家庭與社區 

新課程的教育觀點，在於學生能進行主動的學習。因此學校教育應做為保障

學習、推動教育活動的場域。這個觀念碰到了疫情，便產生了「停校不停學（習）」

（此點臺灣也有）、「利用各種方式把學習找回來」，「以彈性方式保障在學校才學

得到的學習」等對策。於是，除了 ICT、線上教學越來越受到注目外，學生在學

校、家庭、社區中如何學習也備受關注。因此，整合 ICT 進行線上學習的設計，

讓學生在學校、家庭、社區中也可以用客製化的方式依需求調整學習進程與取得

身邊的學習資源，這種系統性的觀點開始突破既有教育工學、課程與教學等教育

學門領域的界限，以一種「混成學習（blended learning）」的觀點成為教師在課

程經營上必須的專業作為。 

混成學習的觀點要求教師必須做好課程經營，並以課程經營整合家庭與社區

對學生學習的協助，才可以最大化學生的學習效果。亦即，課程經營是混成學習

追求效率化的作為。Horn 和 Staker（2014）認為混成學習應滿足下列三項條件： 

 

過去的 

思考模式 

學習 

活動 

重點化 

全部在學校面授/ 
例：單元 A，共 8 小時 

學校面授 
學 校 以

外 的 場

域 / 線上

學校面授 
學 校 以 外

的場域 /線

上教學 

單元 A，共 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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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少部分需為線上學習，讓學生自己管理學習時間、場域、方法和進程； 

2. 至少部分學習是在家庭外，在有監督者的教室中學習； 

3. 學生在單元中的學習內容有統整到全體課程內。 

    依此做法，各種學習方法、資源的統整最後將促進學生在家庭內學習功能的

提升，家庭內、社區內的學習也會成為正式課程之一。這種教育責任的移轉將促

進家長、社區真正參與教育的責任，因而轉變學校教育的定位；對教師和學生來

說，如同 Horn 和 Staker（2014）指出般，混成學習需要教師以「學生的觀點和

需求」進行課程教學設計與學習評量，發展至最後將會形成師生的學習協助關

係，幫助學生創造出自主學習模式，而這在無形中也加快了新課程理念的滲透速

度。 

六、民主主義能否戰勝 Pandemic（大流行）？ 

對未知的疫情，國家統治體制的不同決定了研擬因應對策時的思維。民主國

家提出的任何對策，必須考慮到主權者：國民的權利與自由，無法恣意以強制手

段限制或剝奪國民應享的權力。因此，包含教育在內的相關做為，有時雖可達成

短期效果，但更可能隨著疫情的再度擴散和社會情勢的變化需要不斷的調整。以

疫情之下的日本學校教育為例，他們對疫情的稱呼，就從一開始的「Corona 禍」、

過渡為探討「後疫情（after corona）」如何處理學生學習不足的問題。然而，當

他們發現未來，或者更精確的說，是新課程開始後接受義務教育的這一個世代都

必須面臨疫情隨時會對學習造成不可逆改變後，他們改以「with corona」的態度，

準備長期的因應疫情做各種調整。 

With corona 時代的轉變，一方面擴大了各種新學習策略的應用，也讓新課

程的理念得到更有力的落實途徑，加速將過去的「履修主義」轉變為「習得主義」；

「停校不停學」的觀念所帶來課程教學與評量的方式改變，亦引起日本對於新課

程的三大評量觀點要如何落實的探討。固然在疫情下，需繞道去符應新課程中強

調的「主體性、對話的深度學習」目標，然而學習觀的看法改變多少也彌補了當

前對於線上教學、ICT、GIGA 學校構想等新興對策實施上各種未盡完美的疑慮。

這就是民主主義的可貴之處，因為它賦予彈性和以人為本的思維，促使教育對策

在推動上應首先考量每一位學生學習的公平與學習的主權。 

我國有幸在疫情大流行的當下，仍維持世界上極少數僅有的正常生活，學校

也能無礙的運作，讓學生繼續享有學習的權利。此一狀態雖得之不易，然而以日

本案例反觀我國，我國也應省思是否在學習觀與具體的課程教學與評量等做為

上，喪失了趁勢翻轉的契機？當然，我國的新課程目前仍有許多值得落實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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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不過當環顧先進國家如何在疫情下兼顧學習、在受限的條件中嘗試調整

與改變時，這些案例或許也提供了我們教育進行再一次跳躍式發展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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