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冈山市长电子杂志（80） 平成 29 年 2 月 3 日号 

 

【教育大纲感言】 

 

大家好！我是冈山市长大森。 

 

这次，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司马遼太郎所著《历史纪行》中的“桃太郎后

裔之国(冈山)”这一章节。 

文章中这样写到:“冈山县在日本可谓屈指可数的头脑智慧县。(中间省略)

明治时代以后冈山县的女子学校数量相比人口密度来说，在全国也是非常之多，

相应此情况，报考高等学校的“考试组”其历史之久远也是其他县根本无法相

比的。” 

 

但是，在平成 28(2016)年度全国学力与学习状况调查中，冈山市在 47 个都

道府县中的成绩为：中学的国语 A(知识为主)是第 46 名，国语 B(活用为主)是

第 47 名，数学 A 和数学 B 也是低迷于 40 多名左右，应该说结果不容乐观。 

另外，在冈山市所发生的中学生暴力行为事件数约为全国平均的两倍，小

学生拒绝上学现象的发生率也超出了全国平均数值，需要解决的学校教育课题

堆积如山。 

 

在这种状况下，孩子们将来究竟能否充满自信地在社会中大显身手实在是

令人担忧。 

冈山市的孩子们，能够在此打下未来活跃于世界的基础，并为自己曾受教

育于冈山市的学校感到骄傲。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必须改革学校教育并改变学

校气氛。因而，尤为重要的是教育委员会以及各个学校、冈山市政府必须深刻

反省至今为止的方针政策，对孩子们的未来认真负起责任。 

 

当然，考虑到为改变现状必须要有具体易懂的目标，因此这次制定的教育



大纲中设定了以下内容［平成 32(2020)年度］。 

<提高学力> 

·全国学力与学习状况调查的偏差值要达到小学 51、中学 50 

<防止解决问题行为等> 

·中学发生的暴力行为事件数要减至平成 27(2015)年度的全国平均以下 

·小学发生的拒绝上学率要减至平成 27(2015)年度的全国平均以下 

 

或许大家会有意见，认为应该把这两个目标订得更高一点。但是，就中学

生的学力来看，现实情况应该是:首先要以达到平均水平为目标，因此才设定目

标偏差值要达到 50。 

同时，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健全人格与能够为打造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的人才。因此为了需要支援和关心的孩子们，我们当然需要全力以赴致力于广

泛领域教育课题的工作。从前面所介绍的孩子们的现状来看，我认为首先必须

要将“学力”与“问题行为”的课题纳入教育大纲中。 

 

本大纲自平成 27(2015)年 5 月以来，由教育长、教育委员、有识之士等抱

有共同危机感的众多人员，通过前后 12 次的耐心讨论研究制定而出。希望在教

育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下，社会全体能齐心协力共同创造冈山的教育新时代，

这也是我最由衷的期待。 

 

冈山市政府今后会继续以本大纲为基础，发动全市力量努力挑战教育改革。

希望各位能够一如既往理解与支持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