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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博士後研究員 
 

一、前言 

2011 年我國教育部正式啟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並在 2013 年全面實

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下，同時由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部技術

及職業教育司進行課程研發，並由國家教育研究院中的「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研究發展會」負責課程研議，教育部所設置的「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審議會」負責課程審議，此次的課綱研修除係就現行課程實施成效進行檢視，

更持續強化中小學課程之連貫與統整，實踐素養導向之課程與教學（教育部，

2014：1）。 

此次課綱研訂與審議為期 2 年 6 個月又 29 天，其中關於各領域及群科之課

程綱要部分，已先於 2018 年 11 月 22 日通過 45 份領域群科課程綱要審議，同

年 12 月教育部公告發布，以讓教科書商能同步編輯及送審教科書，而國教院在

教科用書的審定也歷經 2 年 9 個月，並於 2019 年 5 月底完成教科用書審定作業，

以提供 2019 學年度各教育階段一年級學校進行選書及採購（國教署，2019）。
另外，此次課綱審議委員總計 49 人，除 4 位為學生代表、教育組織代表 4 人、

官方代表 12 位外（含教育部代表 9 位），各教育階段課程、教學評量專家學者，

大都是原課審會委員共 20 人（李遊博，2016）。 

雖然此次課綱審議已圓滿結束，但課綱審議過程中卻風波不斷，包含課綱

審議程序的正當性令人質疑、社會領域課程綱要的去中國化、課綱審議委員學

生代表的專業性等。是以，本文藉由探究與分析日本課綱（學習指導要領）審

議之主責單位架構、課綱修訂檢討體制、運作模式，以及課綱及科目綱要正式

公布後的過渡移轉之措施等，提出日本課綱修訂及審議流程之特色，以供未來

我國課綱研訂及審議之參考。 

二、日本中小學課綱修訂及審議主責單位 

日本中小學課綱修訂及審議之主責單位，由上而下可分為三個單位，分別

是中央教育審議會、教育課程部會，以及教育課程企畫特別部會。其中教育課

程企畫特別部會及下屬之各學科修訂小組，完成課程總綱與各科目綱要之修

訂，然後再逐級送到中央教育審議會，做最後審議及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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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小學課綱修訂及審議主責單位為中央教育審議會（簡稱中教審），而

中教審在 2001 年為簡化組織，整併原本依功能設置之各種審議會，如大學審議

會或教育課程審議會等，改成下設「初等中等教育分科會」，在「初等中等教育

分科會」下，又設教育課程部會（如圖 1），負責日本中小學課綱研議及審議（綜

合教育政策局政策課，2009）。其中，中央教育審議會由 30 名委員組成，並由

日本文部科學省大臣任命，委員必要時可設臨時委員和專門委員，委員任期 2
年可連任，主席由委員會委員間選舉產生（文部科學省，2018；綜合教育政策

局政策課，2019）。 

圖 1 中央教育審議會架構圖 

    中教審的教育課程部會，又下設教育課程企畫特別部會，負責日本中小學

課程綱要的研議與修訂。其中，教育課程企畫特別部會又分別依據教育階段和

學科，設置部會和工作小組；教育階段部會包含：幼兒教育部會、小學校部會、

中學校部會、高等學校（高中）部會、特別支援教育（特殊教育）部會等 5 個

部會。學科工作小組包含：1 個部會、3 個特別小組和 13 個工作小組。1 個部會

是總評・評價（評量）特別部會，3 個特別小組包含：提高語言能力特別小組、

高中地歷・公民科目特別作法小組、高中數學・理科探究式科目特別小組；其

中，提高語言能力特別小組下設：日本語工作小組和外國語工作小組，高中地

歷・公民科目特別作法小組下設中小學社會・地理歷史・公民工作小組，高中

數學・理科探究式科目特別小組下設中小學算數・數學工作小組，和中小學理

科工作小組；扣除上述特別小組中的工作小組，其餘 8 個工作小組分別是：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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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工作小組、家庭、技術・家庭工作小組、資訊工作小組、體育・保健體育・

健康・安全工作小組、邁向可思考的道德工作小組、生活・綜合學習的工作小

組特別活動工作小組，以及產業教育工作小組（如圖 2）（教育課程部會，2015a）。
依照上述小組配置名稱，可知是從幼兒園至高中階段一貫課程之研議組織。 

圖 2 日本中小學課綱修訂工作小組 

另外，教育課程企畫特別部會委員包含：大學教授（教育學部、文學部、

理學部、開發學部、總合文化研究科、人間科學部、體育系、現代教養学部）、

專家學者、大學校長和教務長、中小學校長、地方政府首長、產業代表（非營

利和營利）、教育研究所調查研究部長、教育委員會教育長，以及教育課程部會

長等（教育課程企畫特別部會，2015：54）。可見，教育課程企畫特別部會委員

身份非常多元，且同時具有各領域之專業代表性。 

三、日本中小學課綱修訂及審議運作方式 

日本中教審在 2014 年 11 月接受文部科學省大臣，對於「初等中等教育課

程應有作法」的諮詢文後開始研議，2015 年 8 月，教育課程企畫特別部會修訂

完成課綱的基本思考方向與內容，並彙編成《論点整理》，而此份報告如同期中

報告之意涵，以供各界討論。「教育課程企畫特別部會」下設的各部會、特別小

組以及工作小組（如圖 2），繼續根據《論點整理》，反覆進行教育實踐和學術研

究的討論，使課綱的基本思考方向，能回到學習和知識的本質，以及學習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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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質意義（中央教育審議會，2016：1-2；文部科學省，2015），在《論點整

理》的內容獲得廣泛傳播的同時，也促進教育工作者彼此間的關心與討論。 

其相關具體成果，繼續由教育課程部會於 2016 年 8 月所發表的《新學習指

導要領（課綱）指導方針審議重點》（簡稱審議重點）。之後，中教審進行相關

單位的聽證會，以廣泛徵詢公眾意見。其中，聽證會舉行 4 次，參與團體計有

50 個，包含：全國聯合小學校長會、全日本中學校長會、全國高等學校校長會、

全國特別支援學校長會、全國聯合退職校長會、全國公立學校教頭會、全國公

立小、中學校女性校長會、全國遠程教育與研究聯合會等。另外，意見徵求時

間是從 2016 年 9 月 9 日至 10 月 7 日，為期 1 個月，總計收到 2,974 件的意見（中

央教育審議會，2016：1-2）；此外，教育課程企畫特別部會自 2015 年至 2016
年，總計召開 26 次會議（教育課程部會，2015b）。 

由此可知，中央審議會在中小學課綱研修及審議運作方式，是以教育課程

部會下的教育課程企畫特別部會為主，進行教育階段和學科的部會、特別小組

和工作小組反覆持續討論後，擬定出《論点整理》及《審議重點》，再舉行聽證

會和廣納各方意見，進行修正，最後提出新學習指導要領諮議的正式報告，亦

即《幼稚園、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及び特別支援学校の学習指導要領等

の改善及び必要な方策等について（答申）》，此份報告約 246 頁，另有補充資

料近千頁（中央教育審議会，2016）；之後再依據此份正式報告書，正式公布課

綱總綱、各學科及科目綱要，其流程如圖 3 所示。 

 

 

 

 

 

 

 

 

圖 3  日本中小學課綱研修審議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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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中小學課綱及科目綱要正式公布後的過渡措施之公布 

然上述日本中小學課綱及科目綱要在 2017 年 3 月正式公布，但實際新課綱

的實施依據教育階段的不同，為因應教科書之編輯，特別設計在 2018 年、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實施。而自課綱公布後至正式實施的期間，為新舊課綱轉

換過渡時期。對此，中教審提出一個時程表，說明新舊課綱轉換過渡期的重要

作法。如圖 4 所示，2017 年為幼稚園、小學校和中學校新課綱的宣導周知年，

爾後 2018 年幼兒園階段正式實施新課綱，然小學校新舊課綱轉換過渡期則需要

兩年，也就是 2018 年至 2019 年，此過渡時期主要工作在於教科書的審定和供

給，2020 則正式實施小學校新課綱；而中學校的過渡期又比小學校多一年，亦

即 2018 年至 2020 年，總計 3 年，待 2021 年正式實施中學校課綱；高校課綱的

過渡期雖和中學校一樣也是 3 年，但因為高校階段慢一年才公布新課綱，以及

宣導周知各為期 1 年的情況下，以致 2022 年才開始實施（教育課程部會，2019）。
由此可知，日本課綱從審議到正式實施，以幼稚園教育階段為期最短 4 年，以

高中為期最長 8 年。同時，過渡時期的教科書檢定和修正也是一大工程。 

圖 4 日本中小學課綱及科目綱要正式公布後的過渡措施圖 

五、結論 

茲整理上述內容，歸納出以下日本中小學課綱研議及審議運作之特色如下： 

(一) 課程綱要審議組織架構清晰明瞭、分層負責、各司其職 

    日本課綱審議主責單位組織架構，由上而下分層主導，且依據教育階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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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成立特別小組及工作小組，各司其職。 

(二) 課綱審議運作方式由上而下、以專家學者意見為主、廣納各方意見 

    在中央教育審議會主導下，設置教育課程企畫特別部會，以各領域專家學

者的持續反覆討論為基礎，研議並提出課綱基本思考架構，廣納各方意見再行

修正，最後提出正式版本。 

(三) 課綱轉換過渡期措施完整周善 

    課綱正式公布後，除 1 年宣導期，更重要的是課綱轉換時期的教科書檢定、

選擇和供書作業。因此，中教審依據教育階段，從小學校、中學校和高等學校，

逐年進行教科書檢定、選擇和供書作業後，待完成教科書供給作業後，才正式

完成新一輪課綱修訂工作。 

(四) 中教審為常設機構 

    下設「教育課程部會」長期收集資料及研議修訂課程綱要，所以研議和審

議之機制是一貫的，且是從 K 至高中一貫研議，似乎不會在審議階段又發生很

多歧見，這是可以參考的。 

(五) 公布之諮議報告 

    將修訂增刪之單元與內容寫得非常清楚，並說明修訂之理由，因此至正式

公布綱要不須花更多時間討論，這也是值得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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