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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全球化急速發展的現在，如何發展外國語教育是很多國家的教育課題，各國

都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來進行，日本也無法例外。近年來日本認為其外國語教育相

對落後，特別是在高等教育階段的外國語教育被認為是不夠充分。日本大學已經

是進入全部錄取的時代，但是近年的大學生包括英語能力及整體學力都呈現下滑

的現象。日本各方面的專家學者認為其原因，可能是日本大學生自我學習和克服

問題的意識低落和消極，理論思考和表現能力也相對的弱化，即使在日語能力、

基礎科目的理解也不夠充分（原隆幸，2011、2012）。面對全球化和國際化社會

的衝擊，日本需要可以因應全球化社會的人材，其對象不僅是社會人士，即將步

入社會的大學生之英文能力更是需要加強。為此，日本主管教育的最高機構文部

科學省在過去的數年間，不斷的檢討強化高等教育與外國語教育相關的可能方

案。在與高等教育相關的文件之中從 2005 年開始，陸續有種種的相關政策提出，

如 2005 年提出「文部科學省的國際戰略（建議）」（文部科學省，2005）；2008
年 12 月提出「學士課程教育的建構」（文部科學省，2008）；2011 年 4 月提出「為

了産學官全球化人材育成之戰略」（文部科學省，2011a）； 2012 年 6 月提出「全

球化人材育成戰略」（文部科學省，2012a）；2012 年 8 月提出「建構面向嶄新未

來大學教育品質的轉換」（文部科學省，2012b）等文件，提出日本面對全球化國

際化的時代，高等教育應負責培育對未來人才應有的能力，應有那些作為，提出

見解。例如加強外國語教育，擴大雙方留學生交流，大學的國際化，強化因應全

球化的人才培育，問題解決的能力等，其相關政策作為略述如下。 

二、提升大學生外語能力政策 

日本於 2005（平成 17 年）從 4 月開始經過 4 次的討論於該年 9 月 16 日提

出「文部科學省國際戰略（建議）」。針對高等教育提出一個方針「強化『知』」

的據點大學及研究機關的國際競爭力」。提出兩個重點：(1)大學的國際化，開展

「大學的國際化、可以活躍在國際的人材養成、提供諸外國人材養成知會的國際

貢獻、確保海外學生和留學希望者的開拓等」；(2)學部、研究所教育的振興「強

化學部階段的教育機能、開展研究所教育的組織、形成世界的教育研究據點」（文

部科學省，2005）。 

然後文部科學省在 2008 年 12 月「面對學士課程教育的建構」提出「透過各

専攻領域培育學士能力～有關學士課程共通學習成果参考指針」，指出四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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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並強調要充實多元文化、異文化相關知識的理解，並強化外語溝通能力和專

業職能汎用的技能（文部科學省，2008）。 

 爾後在 2011 年提出「為了提升國際共通語英語能力向上 5 個建言語具體的

施策」（文部科學省，2011b），提出「對外國語能力的基本要求」如下所示。全

球化社會所要求外國語能力，基本上可以說就是與不同國家和文化的人們，透過

外國語進行理解，可以達成順利圓滿順利相互溝通的能力。而所謂圓滿順利相互

溝通的能力具體而言，例如：面對不同國家和文化的人們，不是用相互揣摩是需

要積極和理解的態度去溝通，同時也要了解對方在文化和社會的背景，去理解對

方的想法和意圖以及想法，加上自己思考並依據理由，可以條理説明和可以在議

論之中，提出不同的意見和想法，讓對方可以接受和理解的能力。然而有關外語

溝通能力的養成，必須從講義一齊授業方式加以轉換，例如：將演講、研究發表、

辯論、討論等方式加入課堂，以學生的言語活動為中心的授業開始改善是有必要 
（文部科學省，2011）。在這報告書中論及包含初等、中等教育有關英語教育全

般之事項，當然也適用在大學的英語教育。 

隔年 2012 年在「全球化人材育成戰略」之中提及全球化人材應具有三個面

向的要素。要 I：語文能力、溝通能力。要素 II：主體性、積極性、挑戰精神、

協調性、柔軟性、責任感・使命感。要素 III：對異文化理解與作為日本人主體

的意識）。換句話說全球化人材的概念，其資質、能力不可只是用單一的尺度來

測量。但是，其中比較容易判斷的面向是要素 I 作為「工具」的語文能力和溝通

能力為主軸。同時，在思考全球化人材的能力水準的判斷標準（初級至高級）之

際可區分為五個階段：(1)海外旅行會話階段；(2)日常生活會話階段；(3)業務上

文章、交渉階段；(4)二者間折衝、交渉階段；(5)多數者間折衝、交渉階段，當

作是學習目標，建構在課程之中（文部科學省，2012a）。 

三、英語能力現況 

日本於 2014 年為提升日本英語教育成效的提升，設置「為了改善英語教育

英語能力調査的分析：活用相關検討委員會」，實施學生的英語力的現況狀加以

檢證的同時，調査結果相關之分析及作為活用於實施方法策略的檢討（文部科學

省，2014）。 

並於 2014（平成 26）年 5 月 26 日開始 2015（平成 27）年 3 月 31 日實施「為

改善英語教育之英語能力調査」，以全國高中 3 年生為對象針對英語的四個面向

（聽、說、讀、寫）均衡的培育之觀點，測量學生的英語能力，期望將調査結果

作為學校在指導學生和改善學生的學習狀況的改善和充實之參考（文部科學省初

等中等教育局，2014）。此後連續數年進行同樣調查；最近一次的調查結果為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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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針對全國高中 3 年生約 6 萬人（國公立約 300 校）的英語能力，依據學習

指導要領規定內容進行「聽」、「讀」、「寫」）的考試。另外，在「說」的部分，

在每所高中抽出１個班級，進行約 1 萬人為對象，進行調查，其結果於 2018 年

公布（文部科學省，2018）。簡而言之，此結果與上次（2017 年度）的結果比較，

「聽力部分」稍微提升、「說的部分」和「寫的部分」與上次類似。重要的是當

初設定的目標是有 50%的學生可以達成目標。但是，其結果是聽、說、讀、寫四

個面向，均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特別是「說」和「寫」的部分整體上明顯低，

零分者的比率分別為 18.8％和 15.1%，與上次呈現同様的結果（文部科學省，

2018）。換句話說，日本文部科學省近年努力的想提升日本學生的英語能力，但

就依據近幾年實施的「英語能力調査」結果而言，成效似乎非常有限。 

以上的結果從日本千葉大學近年所做的調查似乎有如此的印證。日本千葉大

學從 2003 年〜2007 年的 5 年之間，針對 6,689 名千葉大學的學生参加 TOEIC IP
測驗（托益測驗），提出「千葉大學學生參加 TOEIC IP 得點的概況分析」，顯示

出出這 5 年之間的平均分數為 505 分。另外，依據再依據日本大學教授隅田朗彦、

小林和歌子等人在 2014 針對其大學 1 年級的研究結果也指出，該校大一的學生

英語能力，換算成托益的分數約在 390-400 分之間（隅田朗彦、小林和歌子、テ

ィモシ-グティエレイズ，2016）。此外，依據日本學者石原堅司、西納春雄、時

岡ゆかり、吉村俊子等人，在 2008 年針對日本關西地區 6 所大學 880 名大學生

進行英語能力實態調查，其結果也顯示日本大學生的英語能力比 1994 年當時學

生的英文能力很明顯的退步很多（石原堅司、西納春雄、時岡ゆかり、吉村俊子，

2009）。 

再依據日本一般財團法人國際商業通訊（ビジネ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社

發行的新入社員 TOEIC L&R 最新數據資料（2019 年度）顯示、從 2008 年至 2018
年的平均分數如表 1 所示: 

表 1 2008-2018 年度日本新入社會平均托益分數 

年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分數 448 450 477 484 499 505 500 494 497 485 489 

資料來源：日本一般財団法人國際ビジネ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教會發刊の新入社員 TOEIC L&R 最新データ 2019 年

度做成。 

從表 1 的數據顯示全國的大學生的平均分數，應該是比千葉大學生的平均水

準來的更低。同時，也顯示這些年來日本政府努力提升日本大學生的英語能力，

雖然沒有達到預期成效，但也顯示有少許的成長。 

 

http://www.iibc-global.org/library/default/toeic/official_data/pdf/new_recruits.pdf
http://www.iibc-global.org/library/default/toeic/official_data/pdf/new_recruits.pdf
http://www.iibc-global.org/library/default/toeic/official_data/pdf/new_recrui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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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日本在進入 21 世紀，為因應國際化與全球化的社會趨勢，積極的在政策上

擬訂相關對策，期待日本的學生能夠強化因應未來國際社會的能力。日本學校教

育系統從小學高年級開始導入英語課程，中學的英語科的授課時間甚至超過國語

科的授課時間，即使如此日本大學生的英文程度，好像也無法達成文部科學省所

預期的目標。換句話說，日本實際上經過了近 20 年的努力，日本大學生的英語

程度仍然無法達到預期的成效，就如日本「英語教育的危機」的作者鳥飼玖美子

指出，日本大學生的英文程度仍然有很大的比率無法自由地讀與寫，英文文法程

度也只有中學程度（鳥飼玖美子，2018）。 

今後如何強化日本大學與學生的國際競争能力，日本政府認為首先應是持續

的擴充小、中、高學校的英語教育，強化教育的英語課程，透過授課的方式地改

變，提升日本各教育階段英語能力。例如，2020 年以後開始實施導入外部檢定

試驗成績作為大學入學考試的一個標準；從中學階段開始導入「全英語的英語教

育」。同時，為了快速提高日本國際競争力和培育全球化人材的育成，文部科學

省將會實施以選定「超級全球化大學」為中心，作為推廣全英語授課和學分取得

相關課程之示範校。並透過企業採用新人之際，將英語能力列為新入職員採用的

基本條件之一，讓英文能力成為學習最基本和升學及就業必要的條件，期待可以

成為亞洲英語能力頂尖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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