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度 

 

 

 

 

教育行政运营方针 

 
 

 

 
 

 

 

 

 

 

市川市教育委员会 

  



1 
 

  今天，值此 2014 年 2月市议会例会召开之际，请让我代表教育委员会，谈谈

对新年度教育行政运营中的一些理念与措施。 

 

前言 

 

  2009 年 3 月，教育委员会结合 2006 年修订的《教育基本法》，制定了《市川

市教育振兴基本计划》。 

  我们基于该计划，在从2009年度到本年度的5年时间里，从本市的实际情况

出发，开展了各种教育振兴相关措施。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获得了较高评价，但在此期间，受

日益发展的少子化和老龄化以及东日本大地震等的影响，社会形势正在发生急剧

变化，同时，在教育领域，学力低下以及校园欺凌、体罚等问题也正逐渐显露出

来。 

  教育政策正被要求进行不断重新审视，需要我们在应对这些问题的同时，采

取新的措施，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正完成了以从本年度到2018年度为计划期间的

《第 2期市川市教育振兴基本计划》。 

  我们将以“连接人们 连接未来 市川的教育”为基本理念，并为其具体实现

而不断努力。 

 

教育行政运营的基本方针 

 

  东日本大地震一举无情夺去了许多生命与财产，灾民们的悲痛与艰辛难以言

表，但另一方面，也让我对日本人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及“纽带”的强健感铭至

深。 

  我再次深切感到了通过教育将日本人的优点传承给下一代的重要性，并让

我对迄今为止一直开展过来的“连接教育”的情怀更为强烈，今后将继续推进

该工作。 

  下面请让我谈谈新年度教育行政管理的三个基本方针。 

 

  基本方针的第一点是要充实学生的学习环境。 

  首先是提高学生们的学力与体力。在难预测将来的当今社会，学生需要具备

能够开拓自己人生道路的坚强能力。 为此提高孩子们的学力与体力不可或缺，

因此我们将根据每个孩子的实际状况进行细致的应对。 

  其次，确保孩子们的安全与放心是基本。学校设施、防范、交通安全、校园

欺凌等涉及安全与放心的事情非常多，无论哪个方面我们都将进行恰当的应对。 

 

  基本方针的第二点是家庭、学校、地域以及行政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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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学校、地域、行政各自需要担负起自己的作用与责任，彼此联合与合

作，力求搞活广泛的教育功能。 

  迄今为止，我们虽然通过家庭教育班级、社区俱乐部事业等为数众多的事业，

构建了联合与合作体制，但我们还将进一步扩充新的联合形态。 

 

  基本方针的第三点是推进终生学习。 

  二十一世纪被认为是“知识循环型社会”，让每个人都能够终身不断地主动

去学习，使其发挥多样的个性与能力，不仅能够丰富其人生，而且还能够带来整

个社会的成熟。 

  我们将在力求充实社会教育设施的同时，实现所有人都能够终身不断学习的

学习环境。 

 

面向实现“连接人们 连接未来 市川的教育”（重要措施） 

 

  下面请让我根据从新年度起启动的《第 2 期市川市教育振兴基本计划》所确

定的基本路线，谈谈基于基本方针将要开展的新年度重要措施。 

 

（1）孩子的身姿 

  首先是关于孩子的培育。 

  为了将孩子培育成能够在社会中坚强地生活，需要提高其学力与体力。 

  在提高学力方面，虽然通过迄今为止的工作开展，在全国或者本市的学力与

学习状况调查中表现出了成果,但我们还将在进一步促进学生们掌握基础性与基

本性知识及技能的同时，比以往更上一层楼地培养其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及表现

能力。在新年度，我们将活用退职教员及大学生、社会人才，增设为学生提供放

学后及长假中的学习平台的“校内塾・学习俱乐部”。 

 

  在提高体力方面，我们将在继续开展本市独自措施的“健康学校推进事业”

的同时，进一步充实体育课内容及休息时间的室外玩耍，并通过与地域的体育

指导者及大学的联合等，增加孩子们参加运动及体育活动的机会。 

 

（2）家庭、学校与地域的身姿 

  其次是关于家庭、学校、地域与行政的联合。 

  为了切实开展本市推进的教育活动，我们认为提高家庭、学校、地域各自的

教育能力，行政对其教育活动给予支持非常重要。 

  我们将积极开展工作，充实家庭教育班级及学校支援协调员。 

  在提高学校教育能力方面，提高教职员工的指导能力自不用言，还包括推进

学校间联合、增加教职员工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活用社会人才等众多要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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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年度，我们将尤其推动盐滨小学、初中的小学初中一贯校化工作。具体而言，

以 2015 年度开设一贯校的示范校为目标，着手教育课程重编等准备工作。 

  此外，在初中及高中方面，不从分割而从一贯培育的观点出发，探讨初高中

一贯教育的推进措施。 

 

（3）市川教育的身姿 

  最后是关于完善教育环境、提高本市的教育质量。 

  首先，是学校校舍等的耐震改造方面，通过我们迄今为止的工作开展，目前

已达到了日本国土交通省的耐震标准。新年度我们将要完成国分小学及第四初中

的校舍楼重建工程等，到2015年度为止，我们还将为达到安全性更高的日本文部

科学省的耐震标准，对所有学校的校舍等主体结构部分实施耐震加固工程。此外，

我们还将对顶棚材料及照明器具等非结构部件等展开调查与重新设计。 

 

  在校园欺凌方面，我们将根据各校的实际情况制定《防止校园欺凌基本方针》，

并设置当发生重大校园欺凌事件时负责解决等的组织机构等，力求加强应对工作。

此外，为了获得地域对学校所采取的校园欺凌措施的支持，我们将召开以市民为

对象的学校支援实践讲座，力求有助于防止校园欺凌。 

  在终生学习方面，为了实现每位市民都能够主动地不断学习并将其成果活用

于社区中去的学习环境，我们将制定《第 4次市川市终生学习推进计划》。此外，

在提供公民馆及图书馆、博物馆等学习机会方面，我们将力求在软硬件两方面进

行完善。 

 

  以上是我们将在新年度采取的重要措施。 

 

结束语 

 

  近年来，以大津市的校园欺凌问题为契机，正在就教育委员会制度等各种课

题加快教育改革的讨论。 

  在这种背景下，本来处于肩负地方教育行政立场的各教育委员会，却被迫采

取被动姿态，这非常遗憾。 

  另一方面，本市在活用地域教育能力及图书馆教育等领域，采取了各种各样

的先进措施，并积极地开展了高质量的市川教育振兴工作。鉴于这样的业绩，在

本次教育改革讨论之际，我们也将不以被动的姿态随波逐流，而针对提高学力及

教育委员会制度改革等重要教育课题，以进取的姿态主动开展工作，力求取得切

实的成果。 

  同时，我们将一步一步切实地构建让每位市民都能够终生不断学习并将其成

果活用于社会中去的终生学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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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述为我的新年度教育行政运营方针，敬请各位市民及议员予以理解与

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