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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全球國際化，世界各國對教育的需求也越來越多樣。在今日國際化激烈競爭的環境裏，

外語能力則是一個極爲重要、不可或缺的素養。近年各國，尤其是亞洲國家强調英語的重要性，

許多外語中將英語作爲國際語言能力中最重要且必備的國際化溝通工具，而致力於英語教育的

發展。同時各國也非常重視中等、高等教育的多語言教育。根據國際交流基金（2018）的調查

結果，世界的日語學習者已超過 385萬人，其中 44%多（約 170萬人）是屬於中等教育機關的

學生。特別是鄰國的台灣、中國、韓國等國家的中等教育，將日語作爲次於英語的第二外語。 

不過反觀日本，近年來文部科學省（以下簡稱：文科省）推進培養國際人才政策。越來越

多的高中將教育旅行的目的地為海外各國。最近幾年迅速增加的國家則是台灣。雖然日本教育

在國際化下外語教育也逐年發展，但與其他亞洲國家相比發展得緩慢，在政府的「培育國際人

才」的口號之下，進行英語教育的擴大與擴充，仍然一直偏向於英語教育，英語以外的外語教

育定位並不高。文部科學省的調查結果顯示，學習英語以外的外語之高中生僅爲 44，539人，

只不過是總人數的 1.3%。 

在此情況下，許多日本的教育學者指出日本現行的英語教育改善的必要性的同時，關注到

在中等教育階段學習第二外語的重要性。吉田1（2017）提出日本外語教育現有的課題，並引用

Nelson Mandela的“If you talk to a man in a language he understands,that goes to 

his head.If you talk to him in his language, that goes to his heart.”這一句來强

調，想要與他國人士深入地溝通，務必瞭解對方的語言，只會英語並不能全面瞭解對方。為應

對全球化，日本外語教育也需要從其他外語的角度探討現有的課題及未來要如何改善。 

根據文科省的調查，目前在中等教育階段中，僅次於英語的外語則是漢語（中國語）。日

本的漢語教育大部分由大學進行，現有的研究大多以大學的漢語教育研究爲主，高中漢語教育

研究並不豐富。因此本文回顧過去日本政府所進行的外語教育政策，並聚焦於日本中等教育階

段的漢語教育發展，使用文獻探討的方式進行探討教育國際化之下的高中漢語教育現況。 

 

 

貳、日本教育國際化 

一、日本的外語教育政策之變遷 

（一）教育全面改革時期 

二戰結束後，由於日本被美國全面占領，在美國的占領當局的影響下，日本的教育進入了

全面的改革時期，因此英語教育再次受到日本國民的重視。日本政府在 1947 年頒佈了《新學

制》，並由文部省發佈《學習指導要領 英語篇》，在初等、中等教育正式設置了【英語科】。在

這一時期，在教育各個方面都有深入的研討，也調整了考試制度，將英語考試作爲高中入學考

 

1 吉田研作（2017），〈日本の学校教育における外国語教育の課題と展望〉,《『複言語・多言語教育研究』日

本外国語教育推進機構会誌 No.5》pp.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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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從而將在初中階段作爲選修課程，在高中階段作爲必修課程的英語學科的學習進行了頗爲

有限的銜接。於 1955年除了英語以外，德語和法語也被列爲《學習指導要領》中的外語科目。

此時英語以外的外語首次被列爲正式科目内容。雖然如此，仍進行以英語爲主的外語教育。 

 

（二）關注英語教育時期 

接下來日本外語教育進入以「培養能使用英語的日本人」爲目標的時期。隨著日本經濟高

速發展，爲適應教育的多樣需求，日本教育審議會在 1977 年提倡「特色教育」、「寬裕的教育

生活」、「啓發性教育」等教育改革，致使英語科課程以及所有的外語課修習時間降低，同時在

高中階段再次連英語也回到選修課程的行列。於 1984 年的臨時教育審議會的《教育改革報告

書》中，認爲日本與國際社會關係越來越密切，爲了在國際舞臺上扮演「建設和平的國家與社

會」的角色，必須以「世界中的日本人」作爲二十一世紀教育的努力目標。後來爲適應經濟、

政治發展，日本政府開始了新的英語教育改革。於 1989 年文部科學省改訂了所有教育階段的

《學習指導要領》，此次的改訂裏提出異於傳統的學力觀的【新學力觀】。其理念在於「不僅重

視知識·理解·技能的習得，更重視學生的關心·學習意願·態度，並獲得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的自我教育能力。」關於外語教育，將「培養以外語積極地溝通的態度」納入到教學目標裏

面。1993 年公佈新的《中學校 學習指導要領》，强調學生交際能力以及聽説能力的培養。另

外，1996年公佈《展望 21世紀我國教育的應有狀態》，除了進一步强化上述的能力之外，補充

了課程改革指導方法、教師指導能力以及學校入學考試相關内容。 

 

（三）日本教育調整時期 

1998年的《學習指導要領》的改訂，以【生存能力】為其改革的關鍵。該改革的最大的特

徵就是【綜合學習時間】的導入。在外語教育方面，顯然地有重視「溝通」的趨勢，從這次改

革起小學階段將英語教育納入到【綜合學習時間】，致力於培養學生的國際觀。2002年開始實

施的中、小學的《新學習指導要領》也為因應全球化，明訂中學及高中必須將外國語（英語）

科列爲必修科目，並强調其聽説能力。但當時日本人的學力不僅英語，其他的科目也被顧慮學

力降低。根據李立柱（2012）所說，1998 年相關數據顯示，日本在全球 165 個國家進行 英

語托福考試的排名中，居於 150 位，當時的日本人的英語成績並不理想的。有些學者提出，

「溝通」重視的教育導致了英語成績降低。 

經歷各方面的研討後，文部科學省在 2002年 7 月 14日發表了《培養「能夠使用英語的日

本人」戰略構想》，隨後提出《培養「能夠使用英語的日本人」行動計劃》，明確了至 2008 年

5 年間日本英語教育的改革目標和方向。在 2008 年和 2009 年的《學習指導要領》的改訂中，

為擺脫【寬鬆教育】增加了上課時數及教學内容，並且小學階段設置了《外國語活動》的時間，

將英語學習的學年提前至小學五、六年級。另外，該改革裏提起「新的三層構造學力觀」。英

語教育方面，在高中的《學習指導要領》中明定，「由於將實際的課堂視爲溝通場景，因此英

語課基本上以英語進行。」21998年後至 2008 年之間如上述政府提出了幾個施策，這一時期作

爲國家戰略政府積極地推動英語的「以溝通爲中心」的教育。因此上面所説的「以英文上課」

 
2
 文部科學省（2009），《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p.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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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策也可以説是育成「能夠使用英語的日本人」、「國際人才」的施策之一。 

透過許多的改革，政府再次研討日本的外語教育，2012 年提出新的事業計劃《爲了推進

「培養國際人才」，充實初等中等教育之計劃》。該計劃目的為藉由初等中等教育階段的外語教

育、溝通能力的培育以及高中留學等項目，提升學生的外語能力與溝通能力，培養出國際人才。

主要計劃項目為〈英語等外語的强化〉、〈促進高中生的海外留學〉、〈推進借鋻 IB課程的教育〉，

此三項3。2017年和 2018年提出新的《學習指導要領》，從 2020年起實施新課程。該改革中，

為適應時代變化，將英語學習學年提前至小學三、四年級。除此之外，在小學五、六年級將【英

語科】列爲正式必修科目。整體而言，每個教學階段的教學内容擴大，並上課時數和指導詞匯

量也增加了一些。同時文科省回顧以往的英語教育指出各階段的教育内容沒有良好的銜接，並

强調各教學階段的銜接來有連接地提升學生的外語能力之必要。上述是日本外語教育的歷史變

遷。 

 

 

二、日本高中國際交流現況 

文科省於 1974 年首次提出關於推進國際交流之文書《關於教育、學術、文化方面的國際

交流》。該文書以世界國際化中所發生的各國間的摩擦和緊張狀態爲背景，反思過去的日本國

際交流過於偏重於政治和經濟方面。並强調爲了國家相互連帶與發展向上，必須擴充及改善教

育、學術、文化的國際交流，而建立國際交流推進的框架。於 1984 年再進一步强調教育上的

國際交流的重要性，並提出爲了應付國際化，充實接收留學生、日語教育、外語教育等直接牽

涉到國際交流的項目之建議。於 1989年日本政府全體開始推進國際文化交流。 

文科省從 1986年起每年進行調查高中的國際交流狀況。根據 2017年的調查結果，目前開

設英語以外的外語課之學校共有 677所，語言為 18種語言，其中修課學生最多的語言為漢語。

497 所學校開設漢語課，修課學生有 19,637 人（表 1）。其中約七成的學校開設漢語課，2018

年的文科省所做的調查結果顯示，雖然開設漢語課的學校總數從 2007 年逐漸減少，但對日本

外語教育而言，學習漢語的重要性遠高於其他外語，公立學校也積極地開設漢語課，漢語仍然

是僅次於英語的外語（表 2）。 

 

（表 1：2017年度開設外語課學校數4） 

 學校數 語言種類 漢語 韓語/朝鮮語 法語 西班牙語 其他 

公立 477所 16種 
12,204 人 

（373所） 

8,524人 

（270所） 

2,892人 

（117所） 

1,177人 

（53所） 

823 人 

（51 所） 

私立 198所 14種 
7,387 人 

（122所） 

2,708人 

（71所） 

3,839人 

（82所） 

1,634人 

（41所） 

488 人 

（17 所） 

國立 3所 6種 46人 15人 51人 49人 35 人 

 

3 文部科學省（2012），〈グローバル人材育成推進のための初等中等教育の充実等〉 

4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2018），〈平成 29 年度 高等学校等における国際交流等の状況について〉，研

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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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 （1所） （2所） （2所） （1 所） 

總計 677所 18種 
19,637 人 

（497所） 

11,265人 

（342所） 

6,782人 

（201所） 

2,860人 

（96所） 

1,346 人 

（69 所） 

 

（表 2：漢語課開設學校數之推移5） 

 
      

(表 3：日本高中國際交流狀況6) 

 

日本學生赴國外 接收外國學生 

公立 私立 國立 總計 公立 私立 國立 總計 

研修旅行 研修旅行 

台灣 
學校 181 46 5 232 20 11 0 31 

學生 1,609 724 57 2,390 260 109 0 369 

中國 
學校 117 26 5 148 3 12 2 17 

學生 374 312 41 727 19 98 21 138 

 留學 留學 

台灣 
學校 6 9 0 15 9 36 1 46 

學生 6 10 0 16 10 75 1 86 

中國 
學校 6 6 0 12 23 84 1 108 

學生 6 9 0 15 27 1,187 1 1,215 

 教育旅行 教育旅行 

台灣 
學校 215 115 2 332 310 85 6 401 

學生 39,134 14,229 240 53,603 10,247 3,006 139 13,392 

中國 學校 13 16 0 29 110 52 4 166 

 
5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2018），〈平成 29 年度 高等学校等における国際交流等の状況について〉，研

究者自行整理 
6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2018），〈平成 29 年度 高等学校等における国際交流等の状況について〉，研

究者將台灣與中國的數據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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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1,548 1,808 0 3,356 2,725 1,324 78 4,127 

    

另外，近年與海外的學校的來往逐年增加。2018年的調查顯示，就長期留學和短期的赴外

研修旅行的項目而言，目的國家仍以美國、澳洲等英語圈的國家爲主，台灣、中國等國家比例

較低。但從一周以内的教育旅行的狀況來看，台灣為第一名，中國為第 9名。尤其近年前往台

灣教育旅行的學校迅速增加，同時台灣與中國的許多學生訪問日本，與日本高中生進行交流。

目前國際交流的方面來看，日本和中國、台灣的關係明顯非常密切。 

日本高中外語教育，為進行更有意義的國際交流，需要瞭解對方的語言與文化。除了來旅

行的外國人之外，許多外國人士住在日本，日本也有多國籍化的趨勢。無論學生是否對外語有

興趣，透過外語課瞭解異國的語言和文化，有一定的必要性。 

 

 

叁、日本教育國際化下的高中漢語教育之歷史變遷 

日本的漢語教學歷史悠久，1946年至 1979年，爲了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以擴大交流，設

立很多的漢語學校、編寫很多漢語教材等，日本的漢語教學迅速地發展。1980年代隨著日中兩

國多方面的合作交流日益增加，日本急需培養大量的漢語人才，選修漢語的學生人數有急速增

加的情勢。當時的漢語教學多爲在大學進行，但到 80 年代後半日本各地的高中開始開設漢語

科，此事使日本外語教育的國際化開拓了一條新的道路7（古川，2020）。 

雖然如此，古川（2020）所提出，90年代至今的這三十年的日本漢語教學發展受到外界政

治和經濟的影響，皆有「漢語熱」不穩定的狀態。進入 21 世紀後，日本的“漢語熱”有降溫

的趨勢。尤其在 2010 年前後的那幾年，由於日中兩國之間發生了政治上的摩擦，社會上各方

面交流減少，導致漢語學習者人數也大幅減少。後來 2018 年兩國首腦互訪以後，日中政治關

係有所好轉，再加上大量的中國游客到日本觀光旅游，為應付中國游客的購物需求，各方面又

需要漢語人才，使「漢語熱」回溫。  

如上面所述，日本的外語教育自從二戰結束一直推行英語教育，漢語及其他外語都不受重

視。1980年代後半，隨著與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交流不斷增加，爲了配合多元外交

戰略，文科省於 1985 年的臨時教育審議會提倡“未來不限於英語，將積極地推行多樣的外語

教育”並提出外語教育多樣化的政策。1986 年文科省首次進行調查日本高中的第二外語教育

狀況。根據其調查，1986年開設韓語課的學校為 46所。 

文科省對高中外語教學進行調整，於 1991年開始指定「外國語教育多樣化研究協力校」，

之後於 1993 年發行關於改善外語教育的會議報告强調推進英語以外的外語教育，尤其是亞洲

國家的語言的必要性。這一舉措為日本高中過的漢語教育提供了發展契機。1996 年的中央教

育審議會時，文科省提出，「中學、高中的外語教育目前都為英語教育，但我們考慮未來的國

際化的發展，讓學生接觸多語是極爲有意義的。今後我們需要應對學校的狀況及學生的興趣、

需求，考慮營造學生能接觸外語的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於 1997 年的調查開設漢語課的

 
7
 古川裕（2020），〈近 150年來日本中國語教學的歷程〉，《2020年第一届華語教學發展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pp33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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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增加至 303所，學習者為 15,390人，是 1986年的約 6.5倍。村上（2000）所提出，開設

漢語課學校的迅速增加背後有幾個要因。一是擴大日本與中國、台灣的經濟上及政治上的交流。

二是文科省於 1991年指定的「外國語教育多樣化研究協力校」中，32所學校開始進行實踐的

漢語教育研究。三是在少子化的趨勢上，各所學校為追尋特殊性而開設漢語課，以吸引更多的

考生。再加上，自從 1997 年起漢語被列爲大學入學考試的外國語科目之一，此事也是一個引

起漢語教育實施學校增加的要因。 

當時的日本高中漢語教育沒有全國性的教學指南，皆以政府提出的《學習指導要領》爲基

礎進行教學。不過英語和漢語之間，當然音韻、文法、詞匯等各方面有所差異，不適將英語的

教學大綱套用至漢語教學（村上，2000）。為解決其問題，日本全國高等學校中國語教育研究

會（簡稱：“高中研”）於 1995 年 3 月建立【高中漢語大綱編寫準備會】，開始編寫教學大綱。

在高中漢語教師和部分高中教師的共同努力之下，參照 1996 年國家漢辦提出的《漢語水平等

級標準和等級大綱》編寫大綱。歷經多次的修改與調整，高中研於 1999 年提出了日本高中第

一部漢語教學大綱—《高中漢語教學指南（高校中国語教育のめやす）》。該大綱是為將漢語作

爲第二外語學習的高中生而所編寫的大綱，高中生至少應認識哪些文法、如何安排學習順序使

學生易學易懂等，以學生的學習為主軸。其漢語教育目標為 

 

1.考慮漢語的音韻上之特徵，重視發音教學以培養漢語的基礎能力。 

2.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的同時，加深對國際和異文化之理解8。 

 

後 2006 年高中漢語推廣組織【文化財團公益財団法人国際文化フォーラム（簡稱：TJF）】為

實現使漢語和韓語等鄰國語言的教育更充實，入手編寫新的教學大綱。2013 年其機構正式發

行正式的教學大綱《高中漢語和韓語學習指南》。該教學大綱以上面的《高中漢語教學指南（高

校中国語教育のめやす）》和文科省的《學習指導要領》爲基礎編寫。教學目標、教學内容非

常清楚，受很多漢語教師及專家的好評，已成爲了現行的漢語教育主要大綱。 

 

 

肆、日本教育國際化中的高中漢語教育現狀 

   日本的教育越來越重視國際化，但漢語教育方面卻有降溫的情勢。在此從漢語教育的大綱、

教育目標、使用的教材等角度來陳述日本高中的漢語教育各方面的現況。 

 

一、漢語教育相關組織 

   

（一）高等學校中國語教育研究會 

高等學校中國語教育研究會（簡稱：高中研）成立於 1982 年，是專門研究漢語教育的學

術組織，會員大多為來自高中漢語教學一綫的教師。由在東京的幹部與八個支部構成， 主要

 

8 全国高等学校中国語教育研究会『高校中国語教育のめやす 平成 11 年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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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高中漢語教育調查、研究及教師進修。他們的具體活動分爲由幹部進行的活動和由支部進

行的活動。有幹部進行的活動除了制定教學大綱、教材的開發之外，也有舉辦一年一次的研究

大會、進行漢語教師研修、協助派學生赴中國研修交流等項目。由支部進行的具體活動為組織

各地區的支部例會、組織高中漢語演講比賽。 

    上述的研究大會，以公開上課、實踐報告等内容為中心，有時邀請漢語教學專家演講，

並發行記載其研究大會的内容以及研究成果等的會報，提供大量的資訊以提高教師的漢語教學

水平。 

 

（二）文化財團公益財団法人国際文化フォーラム（簡稱：TJF） 

以講談社爲核心的六家公司組成的民間國際交流組織，主要是向海外推廣日語、日本文化

並促進日本高中生學習鄰國語言（以漢語和韓語爲主）和鄰國文化，通過對鄰國語言和文化的

接觸加深對日語和日本文化的認識，提高國際文化理解力和國際素養。漢語教育推廣活動始於

1994年。具體活動為以豐富的活動，充實高中漢語教育的内容，推動漢語在日本高中的普及。

如；漢語教師培訓、開展高中漢語教育狀況調查、制定和實施漢語教學大綱、組織和參與各類

漢語競賽、進行網絡交流及座談會等活動，以建立為漢語教師和學習者的溝通平臺。 

 

（三）日本外国語教育推進機構 

日本外国語教育推進機構 Jap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簡

稱：JACTFL），成立於 2012年。他們指出，“目前日本的外語教育過於注重英語，在現代的國

際化下，當然英語能力是極爲重要的能力，但世界上有幾千種語言，我們日本的外語教育也需

要關注英語以外的語言。“他們設立的目的為解決歷年日本外語教育待解決的課題， 

如：1.將多樣的外語教育相關機構和團體結合起來，建立能夠連擕、協力之組織 

    2.設立能廣汎地提供關於外語教育的項目之機會 

    3.在中等教育階段推進制度性的外語教育之普及 

   他們的活動項目不限於漢語教育，主要推進在高中的多語言教育。主要就多語言教育的角

度去研究，在中等教育階段的第二外語教學等項目。主要活動為舉辦研討會以及發行機構的研

究報告。 

 

（四）中國語教育學會 

該團體是日本學術會議協力學術研究團體9，成立於 2002年。設立目的為與在日本從事漢

語教育相關的同仁相互連携，致力於研究與實踐的發展。主要活動是進行研究會、全國大會，

並發行他們的論文集《中國語教育》。全國大會的主要内容為會員的研究發表，如教師的模擬

上課、教學經驗分享、漢語教育的學術性的研究發表等。 

 

9 日本學術會議協力學術研究團體是由日本學術會議而指定的學術研究團體。日本學術會議是基於日本學

術會議法首相所管的科學者之代表機關。該機關關於科學振興、科技發展、科學研究活用，以及培養研究

人才等項目，具有對政府提出建議與勸告的權利。因此日本學術會議協力學術研究團體則是與該機關有官

方的關係之團體。（日本學術會議公式網站，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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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07年提出《中國語初級階段學習指導指南》，其會員的與水優在 2009年，基於其

教學指南編寫了一本使學習者易懂文法的參考書。該書扮演著《中國語初級階段學習指導指南》

的説明書之角色，不僅僅是教師的教學指南，對學習者的漢語學習也有很大的幫助。 

該組織並不是高中漢語教育推廣的組織，但與政府的關係最密切的組織則是該組織，他們

的每一項活動對高中漢語教育的發展也起很大的作用。 

 

二、日本教育中的漢語教育之目標 

日本的各科目教育大綱皆由文科省制定，文科省每十年一次進行修訂教育大綱《學習指導

要領》。2018年文科省提出新的教育大綱，這則新《學習指導要領》中提到，從“學生能習得

怎麽樣的能力”的視點，將於學生在學習各科目中，希望能培養的素質與能力歸納爲【知識及

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面對學習的能力及人性】的三項。外國語科之目標為

「培養理解資訊及他人的意見，而互相進行溝通的素質與能力」。在這個外國語科目標的基礎

下，英語教育另外設定聼、溝通、發表、讀、寫的五個領域的各別的具體目標。《學習指導要

領》中，也提出教學内容及教學計劃的製作與進行方式。關於英語以外的外語課，文科省明記

「依照英語教育的教學目標及教學内容進行教學」，目前皆無政府設定的針對其他外語之具體

目標與教學内容。 

高中漢語推廣組織 TJF發行的《高中漢語和韓語學習指南》（2013），確立的漢語教育總體

目標為通過學習鄰國語言和文化，加深對人類社會的認知，培養 21 世紀的生存能力；具體目

標為「3 領域×3 能力＋3 聯係」10（圖 1），即在語言、文化和全球化社會三個領域培養語言知

識、語言技能、語言運用三種能力，並是漢語課和學習興趣、其他學科、課堂内外的學習三方

面建立起聯係。TJF 特別提到，爲了培養「3 領域×3 能力」，教學者必須兼顧每個學生的興趣

愛好、學習態度、以及學習策略等特徵。同時還要結合其他科目的學習内容，拓展學生的知識

層面。目前漢語課還不是文科省負責經營的科目，因此針對漢語課的具體目標與教學内容極少

可參考。TFJ在《高中漢語和韓語學習指南》中，每一個項目皆有具體的目標，以提供漢語教

師在高中漢語教育的教學起點之指南。 

（圖 1：「3領域×3能力＋3聯係」概念圖11） 

   

 

10 基於 TFJ發行的《高中漢語和韓語學習指南》（2013），筆者自行翻譯並整理。（附錄 1） 

11 公益財団法人国際文化フォーラム（2012）『外国語学習のめやす 2012―高等学校の中国語と韓国語か

らの提言』，日本：公益財団法人国際文化フォーラ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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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高中漢語教育之大綱 

課程的大綱是課堂教學、教材開發及教學評價的依據，會牽涉到能否為學生提供明確的、

系統的課程計劃。1990年以前，由於日本開設漢語課的學校較少，因此沒有針對高中漢語課程

的教學大綱，如何教主要由教師摸索，並且常以英語教學大綱為課程標准進行教學。以開設漢

語課的學校迅速增加為機緣，高中研於 1999 年 6 月在高中漢語教師的努力之下提出了第一部

漢語教學大綱《高中漢語教學指南》（高校中国語教育のめやす）。後來，日本高中漢語教育推

廣組織的 TJF，將漢語和韓語視爲「鄰語（鄰國語言）」，英語以外的外語中特別重視其兩各語

言進行製作教學指南。而於 2007年以高中研提出的《高中漢語教學指南》爲基礎，制定了《高

中漢語和韓語學習指南（試行版）》（高等学校の中国語と韓国朝鮮語：学習のめやす（試行版））。

經過兩年的試行和修訂，於 2012 年 3 月發行正式版。《高中漢語和韓語學習指南》自 2012 年

的正式發行以來至今獻給日本漢語教學豐富的資源及明確的方向。《高中漢語和韓語學習指南》

不僅設定新的外語教育理念、教育目標、學習目標，也提出為達成其目標的課程設計與課堂活

動設計，甚至提案具體的學習活動及學習内容。 

《高中漢語和韓語學習指南》所提出，學習外語的意義在於我們習得國際性的素質與能力，

能夠使自己的人際關係更豐富多樣。之所以他們推廣英語以外的外語教育，是因爲他們認為只

會英語無法應對全球化的社會與其需求。若外語能力涉及到國家的力量及企業的力量，我們不

容忽略英語以外的外語。他們在這則教學指南中設定的教育目標為「人格形成以及培養活在全

球社會的能力」。文科省與 TJF 都强調「外語教育並不是將外語視爲溝通工具，使學生習得外

語的，而是希望透過外語教育能夠培養學生活在 21 世紀的素質與能力。」文科省近年的教育

改革中一直强調透過教育培養學生的「生存能力12」。這則教學指南以文科省的教育理念爲基礎，

更重視培養支持「生存能力」的人格與豐富的感性，期待透過接觸未知的外語和文化，以及與

具有不同背景的人溝通，能夠更深入的理解對方，並能夠讓自己的視野擴大。TJF更强調外語

課與其他領域的連結，以提高學生對外語的興趣及對學習的積極性。 

另外《高中漢語和韓語學習指南》設定溝通能力的指標，以便漢語教師依照學生的狀況自

行調整漢語課的目標。通常外語課的課程目標是以“教哪些文法、表現方式、詞匯“等項目為

主。此設定目標模式，只要按照設定的教學項目進行教學，就能達成課程目標，就教師而言較

易進行教學。不過 TJF認爲以開發外語能力的觀點來看，即使學生修完課程，也很難評價學習

者運用外語能夠做到哪些項目。因此 TJF爲了培養運用能力，設定 15領域的話題13及四個語言

運用能力之階級，將學習目標指標化（附錄 2）。除此之外，在該大綱中，也提出為教師參考的

基本教案以及教材的運用方法，以幫助教師設計教學活動。 

除了上述的教學大綱之外，2007年中國語教育學會編寫了《中國語初級階段教學指南（中

国語初級段階学習指導ガイドライン）》。在該教學指南中，將初級階段設定爲在大學作爲第二

外語學習兩年，約 240課時的漢語程度。高中階段的話，意識到大學入學考試包括考試出題的

範圍。其主要文法項目由八個項目構成，從基礎的字和語的概念開始，生詞與連詞、句子的構

成、句子的分類（肯定句、否定句、疑問句等）、語類、詞類的説明。以幫助漢語教師設計教

 
12
生存能力定義爲“確實的學力、豐富的人性、健康與體力”這三項平衡的能力。（文科省，2008） 

13 根據《高中漢語和韓語學習指南》研究者自行整理（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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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内容。中國語教育學會會員的與水優於 2009 年，為提供更詳細的文法説明，基於其教學指

南編寫了文法參考書《中国語わかる文法》。該書提供更多的資訊來幫助從事漢語教育的教師。 

由上述可見，各相關組織為日本高中漢語教育發展，過去編寫了許多的教學指南。其教學

指南，對高中漢語教育的擴充起很大的作用。 

 

四、高中漢語教材 

如上所説，文科省沒有規定漢語課的教學目標，教學内容和應采用的教材。1987年出現第

一本針對高中生的漢語教材，則是由“高中研”所編寫的《高校中國語》。此教材經歷多次的

改編，1994年出版了《改訂版高校中國語》，2003年再出版了《改訂新版高校中國語》。於 2010

年 3 月由“高中研”的關西支部出版了中級篇的《高校中國語 2》。目前高中使用的教材主要

有（表 4）： 

   （表 4：日本高中目前主要使用的漢語教材14） 

教材名稱 編者 出版年 出版社 

高中生漢語 

（高校生からの中国語） 
小溪教材研究チーム 2002年 白帝社 

高中生漢語 2 

（高校生からの中国語 2） 
小溪教材研究チーム 2011年 白帝社 

標準高中漢語 鈴木律子 

2002年（初版） 

2007年（第 2版） 

2016年（第 3版） 

白帝社 

高中漢語 

（高校中国語） 
高等學校中國語教育研究會 2007年 白帝社 

高中漢語 2 

（高校中国語 2） 
高等學校中國語教育研究會 2010年 白帝社 

新高中版 漢語初步 

（新・高校版 中国語はじ

めの一歩） 

尹景春、竹島毅 2013年 白水社 

  以上教材均爲日本出版的初級口語教材，是專門為高中每周 2-4課時、學習時間 1-2年編

寫的，因此針對性強。這六套教材旨在培養漢語普通話進行日常交際能力，著重在真實、自然

的場景下，通過輕鬆快樂的學習，培養基本的交際能力與跨文化理解的能力。根據 TJF（2006）

的調查，《高中生漢語 2》與《高中漢語 2》以外的四套教材，每一套教材采用的學校均超過了

50所，四本教材累積采用的學校為 292所，佔開設漢語課學校數的 53%（TJF，2006；侯紅玉，

2014）。 

 

 

 
14
 參考侯紅玉（2014），〈日本高中漢語教育研究〉、TFJ網站和高中研究網站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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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文從各個角度來進行探討日本高中漢語之現況。中日兩國 90 年代政治、經濟、文化等

領域的交往日益頻繁。在此背景下漢語在日本高中教育中國成爲了僅次於英語的外語。不過目

前已進入漢語熱不穩定的時段，雖然國際交流的狀況來看，與台灣、中國等國家交流的學校並

不少，但開設漢語課的學校數量從 2007 年起卻有持續無增加的狀態。然而，日本高中漢語教

育的歷史悠久，經歷多年的時間，各相關組織致力於編寫高中漢語教學大綱和針對日本高中生

的漢語教材。特別是《高中漢語教學指南（高校中国語教育のめやす）》、《中國語初級階段教

學指南（中国語初級段階学習指導ガイドライン）》，這兩則教學指南給日本高中漢語教育很大

的貢獻。侯紅玉（2014）整理日本高中漢語教育的特色，目前的日本高中漢語教育總體上看，

以會話爲主，重視有限的時間内培養漢語實用能力。文化教養方面而言，特別强調通過漢語學

習，擴大學生的視野，對自己和他人、對母國和異國文化進行審視。教材方面來看，儘管日本

本土出版的高中漢語教材數量不多，但教材的針對性、實用性和趣味性很高。日本高中漢語教

育總體而言由於具有這樣的有系統性、有規範性的基礎，因此將來還有可發展的空間。 

另外，現代的教育現場異於過去，有多國籍化的趨勢。古川（2020）所説，過去在大學修

漢語課的學生大多為零起點的日本學生。但 21 世紀後，初級班裏的已學過漢語的學生開始增

加，近幾年來一向是有增無減的狀態，使初級的漢語課混亂。為解決這個問題，高中和大學的

漢語課程需要適當的調整，以及做好兩個階段之間的銜接。以應付全球化所帶來的教育現場之

變化。這方面，由於日本高中各學科的發展都要遵循文科省所頒佈的《學習指導要領》，因此

高中漢語教育的後續之發展還需要待文科省官方的支持。 

  

陸、研究限制 

    本次研究由於時間的關係，還未找到大學入學考試與高中漢語課的關聯性。作者將來繼續

搜集相關資料，希望從大學入學考試與高中漢語課的關聯性進一步探討日本高中漢語課的現有

的課題，以貢獻於日本高中漢語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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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3領域×3能力＋3聯係”的關鍵概念 

 能力 

能理解 能運用 能聯係 

領

域 

語

言 

A. 能了解自他之語言 

a. 熟悉目標語言的⽂字、語

音、詞匯和語法，以便进⼀步

了解其結構  

b.觀察目標語言，獲得新的

發現，或與自己的母語做比

較找出彼此之間的差異。 

B. 能運⽤⽬標語⾔進行交際  

a. 能夠將目標語言運用到實際的交際活動，

如：針對自己身邊的或有所關心的事物，表

達自己的感覺或想法感觉，以及傳達有關的

資訊。考慮對方的心情，透過互動，理解對

方及想傳達的資訊。 

b. 能透過目標語言和母語的比較探索分析

其共同性、差異和關聯性。 

c.為填補語言能力的差距，以實現互相溝通，

能運用各種語言及非語言策略。 

C. 運用目標語言，與他人連

結互通 

a.運用目標語言和母語 ，積

極去與他人對話，透過彼此

的互動一起建立人際關係。 

文

化 

D. 了解⾃他的⽂化 

a. 認識及理解目標語言之

各種文化事項，如：事物及行

動。 

b.針對學習對象的文化，透

過觀察獲得新的發現，以及

透过與自己的或自己認識的

文化之比較，自行察覺與推

測其差異及關聯性。 

E. 能靈活運用多樣⽂化 

a. 針對學習對象的文化自己的文化以及各

種各樣的文化的事象進行比較，能靈活運用

知識與資訊加以分析其共同性及差異性。 

b. 透過針對文化事象之間的共同性與差異

性以及文化事象背後的⼀些想法或價值觀的

探究， 能建構自己的看法並對外發表。 

c. 透過文化事象的分析，學會對於文化的觀

點 ，如：文化的多樣性、可變性等，以此來

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或能將此觀點適用於

其他文化事象。 

d. 調整自他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差

異所帶來的誤解、摩擦和緊張關係，經歷尋

找妥協點等⽅式，能共同協作解決問題。 

F. 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

⼈連結互通 

a.與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積

極地進行交流，解決掙扎与

衝突，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全

球

化

G. 了解全球化社會的特徵

及其問題 

a. 身爲全球化社會的一員，

H. 能熟練運用“21世纪技能” 

 a. 身爲一個具有多樣⽂化背景群体的成

員，與其他成員交換意見，並為達成群體的

I.與全球化社會的連結互通 

a. 能夠利用人、物、資訊等

通路，參與到與自己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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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有意識地了解全球化社會的

特徵及其所面臨的問題。  

b. 理解為了在全球化社會

中生活，學會“21 世纪技

能”的必要性。 

總體目標，能負責任地履行好自己的職責。

（團隊協作） 

b. 為解決問題，能以客觀的角度去解釋、分

析其資料與状况客，加以基於根據表達自己

的意見。 （高層次思考） 

c. 搜集、編輯及發送資訊時，能有效利用資

訊、媒體與科技（ICT）的特徵，并靈活借助

其相互作用。（資訊運用） 

全球化社會網絡，並爲實現

網絡全體的目標或營造全球

化社會的環境，能夠獻給社

會自己的能力、知識與時間

等，或能與其他成員合作。 

 ⚫ 與學習者的關心、動機、態度以及學習風格結合 

⚫ 與學習者既有的知識、經驗以及其他科目的内容結合 

⚫ 與教室外的環境因素（⼈、物、咨詢）結合 

聯係 

 

 

附錄 2. 《高中漢語和韓語學習指南》中的溝通能力指標 

1 自己和周邊的人 

2 學校生活 

3 日常生活 

4 飲食 

5 衣服和服裝 

6 住宅 

7 身體和健康 

8 興趣和娛樂 

9 購物 

10 交通和旅行 

11 人際關係 

12 行事 

13 地區社會與世界 

14 自然環境 

15 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