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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在总结以往教育改
革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基础上，
基于国家发展方向和未来 10 年社会变
化预测，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制定并发布
了第三个 5 年规划——《东京都教育规
划（第 3 次）》。�

《东京都教育规划（第 3 次）》的
基本理念是：在全球化快速发展、变化
激烈的时代，加强培养学生的独立学
习、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等能力，使之
达到“知、德、体”全面发展，并成为
社会发展有用人才。�

《东京都教育规划（第 3 次）》提
出了学校教育改革的 5 项改革内容、10
个改革方向和 23 项具体措施。�

《东京都教育规划（第 3 次）》是
东京都新的《教育振兴基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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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都发布《东京都教育规划（第 3 次）》 

 

编者按：日本东京都自 2004 年起开始制定《东京都教育规划（第 1次）》，

以 5年为跨度，2008 年制定了《东京都教育规划（第 2次）》，2013 年 4 月制

定了《东京都教育规划（第 3次）》。《东京都教育规划（第 3 次）》是在《2020

年的东京》（2011 年 12 月制定的以 10 年后的东京为展望的计划）的基础上制

定的 5年教育规划。 

 

2013 年 4 月，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在总结以往教育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

的问题基础上，基于国家发展方向和未来 10 年社会变化预测，作为东京都新的

《教育振兴基本计划》，制定并发布了第三个 5 年规划，即《东京都教育规划（第

3 次）》。该规划分为三个部分：基本理念、学校教育改革的 5 项改革内容、10

个改革方向和 23 项具体措施。 

 

一、《规划》的基本理念 

《东京都教育规划（第 3 次）》的基本理念是：在全球化快速发展、变化激

烈的时代，加强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等能力，使之达到“知、

德、体”全面发展，并成为社会发展有用人才。 

《规划》基本理念的提出是基于 2006 年修订的教育基本法的基本理念：一

是培养知、德、体和谐发展，致力于自我实现的自立之人；二是培养尊重公共精

神，自主参与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国民；三是培养立足本国传统与文化，活跃国际

社会的日本人。 

 

二、学校教育教学的 5 项改革内容 

 着眼于每名学生的个性与能力,并使之最大程度发展，提高其自信心； 

 建设培养学生“知、德、体”协调发展的平台； 

 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思维、判断、表现和创造能力； 

 培养学生作为社会一员的自觉性和行动能力，提高为社会做贡献的意

识； 

 学校、家庭和社会合作，共同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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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 个改革方向和 23 项具体措施 

（一）改革方向 1 及其主要举措 

改革方向 1：夯实学习基础 

主要举措 1：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强化基础知识学习和基本技能训练 

举措内容：对东京都的公立小学进行学力调查，充分把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根据调查的结果制作改善教学的指导资料；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估，使

学生正确把握自己所处的学习阶段。同时，教师根据学力调查结果明确学校教学

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有差别、多样化的教学指导；派遣指导主事

到学校进行学力提高的指导，灵活运用指导材料；各学科在小学低年级进行反复

学习训练，并开展夯实基础内容的研究；根据学校的具体目标，在都立高中设定

“都立高中学力标准”，并以此为水平测试的目标，反复指导。 

（二）改革方向 2 及其主要举措 

改革方向 2：使每个学生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主要举措 2：加强学生的思考、判断、表现等能力的培养，使之能够适应时

代变化，符合社会要求 

举措内容：锻炼学生的语言能力，以首都圈高中为中心举办“高中生书评合

战首都大会”（暂称）1，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表达能力等；指定“数理尖端领

域学校”，举办数理方面的大赛，充实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改善数理教育，提

高学生对数理的兴趣，培养世界科技的领军人物；强化英语教学，充实小学英语

活动，通过强化高中英语实践研究、聘请外国人指导员、运用ICT教学、增强国

际交流等提高高中学生的英语水平。 

主要举措 3：培养能够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日本人 

举措内容：准备尝试建立都立小中高一贯制的教育学校；直接支援学生海外

留学，并扩大接收海外留学生；开发独立的外语教学，取得国际统考认定校的资

格，为高中毕业生进入海外大学铺路。 

（三）改革方向 3 及其主要举措 

改革方向 3：推动人权教育，增强规范意识 

主要举措 4：推动人权教育 

举措内容：在都内所有公立学校开展人权教育研究推进事业、人权尊重教育

推进校事业及人权普及启发事业等；以都、区市町村社会教育相关职员及社会教

育相关团体指导者等为对象，开展人权学习普及启发事业、人权学习的指导研修

事业、人权学习促进事业。 

主要举措 5：推进道德性和社会性教育 

                                                        
1 书评合战是参赛者（5~10 人），每人用 5 分钟介绍推荐的图书，全体通过 2~3 分钟的讨论，最后由观众

通过投票选出最想读的图书作为“夺冠的书”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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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内容：应用东京都独自的“道德教育教材集”进行公开授课、讲座，开

发教授课程的方法等；在东京都高中建立“生活指导统一基准”的指导体制，培

养学生的规范意识和公共精神；加强跨年代、跨年龄人之间的交流、社会体验、

自然体验活动，推进社会贡献活动；通过集体生活培养社会性和协调性，探讨宿

舍住宿的新方式。 

（四）改革方向 4 及其主要举措 

改革方向 4：增强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 

主要举措 6：培养学生能够自主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 

举措内容：正确使用互联网，推进信息道德教育；创造自主解决问题的环境

教育；培养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在正确判断基础上行动。 

主要举措 7：推进社会性、职业性教育 

举措内容：针对小中高不同教育阶段，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开发促进高

中生社会自立的职业生涯规划项目，推动高中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五）改革方向 5 及其主要举措 

改革方向 5：提高身体素质 

主要举措 8：加强体能训练 

举措内容：根据《综合提高学生的基础体力的对策（第 2次推进计划）》，集

合社会全体之力提高学生的基础体力；应用“东京都统一体力测试”的结果，根

据学生具体的情况进行改善；推进奥运会和残奥会运动员到学校指导，促进学校

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学习。 

主要举措 9：提高竞技能力 

举措内容：都立高中以全国大会和关东大会等高水平比赛为目标，提高竞技

能力。 

（六）改革方向 6 及其主要举措 

改革方向 6：培养健康、安全的生活能力 

主要举措 10：增强健康管理意识 

举措内容：根据《推进都立学校健康计划》，培养学生健全的身心；通过学

校教育活动及跨学科指导促进食育指导；建立应对过敏患者的体制。 

主要举措 11：推动安全教育 

举措内容：设立“学校安全教育推进委员会”，实施防灾训练等，提高“自

助”、“互助”的实践能力；东京都教育委员会与区市町村教委合作，推进安全教

育相关的实践研究。 

（七）改革方向 7 及其主要举措 

改革方向 7：提高教师的素质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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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举措 12：确保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 

举措内容：强化与大学的合作，确保优秀人才，同时扩大范围邀请有经验的

社会人士进入教育领域工作。 

主要举措 13：提高在职教师的素质和能力 

举措内容：通过研修、海外派遣研修等形式，提高教师的素质与能力；力图

杜绝体罚现象和振兴俱乐部活动；加强精神健康对策。 

主要举措 14：培养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 

举措内容：建立和推进“学校领导培养项目”；确保优秀管理职位的同时，

提高应对困难的教育课题能力。 

（八）改革方向 8 及其主要举措 

改革方向 8：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主要举措 15：落实都立高中改革推进计划 

举措内容：推进《都立高中改革推进计划第一次实施计划》的切实实施 

主要举措 16：落实东京都特别支援教育推进计划 

举措内容：促进《东京都特别支援教育推进计划第三次实施计划》切实实施 

主要举措 17：精心构建每名学生所需要的支援体制 

举措内容：在公立小学、初中、高中设“学校咨询”机构，对欺负、暴力行

为等防患于未然，早发现早处理；通过调查研究和第三方咨询机构，扩充欺负问

题的应对之策。 

主要举措 18：提高学校的组织能力 

举措内容：通过“校务改善推进会议”，强化学校经营支援高效化；委托外

部专门调查机构，调查分析学校业务的组织管理情况，形成“组织管理模式试点”，

并在实验校进行试点继而推广。 

主要举措 19：整顿学校的教育环境 

举措内容：推进学校设施的抗震性、活用 ICT、绿化美化校园。 

（九）改革方向 9 及其主要举措 

改革方向 9：提高家庭教育水平 

主要举措 20：改善家庭教育的支援体制 

举措内容：教育领域的专家、社会福利专家等与家长合作，指导家长对孩子

的教育；配置“家庭与孩子的支援人”，与教师一同进行家访、调查等，帮助孩

子和家长解决问题。 

主要举措 21：大力支持家长参加教育活动 

举措内容：推进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整体的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普及 

（十）改革方向 10 及其主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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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方向 10：提高社区教育能力 

主要举措 22：有效利用社区等校外人才推进教育发展 

举措内容：活用“地区教育推进网络东京都协议会”、“教育厅人才库”等，

根据地方和学校实际需要支援多样化人才的启用；利用放学后等时间，由退休教

师给学生进行补充学习和发展学习。 

主要举措 23：丰富各地区的教育活动内容 

举措内容：利用儿童馆、学校、公民馆等促进儿童俱乐部的设立，为孩子提

供游乐的场所；设立“放学后儿童教室”、“学生俱乐部”等，建立地方性的、具

有学识涵养的现代版寺子屋。 

 

北京师范大学  张其炜 

集美大学  张秀红 

 资料来源：日本东京都教育委员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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