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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題は MSゴシック１４ｐｔで書く 

  －副題がある場合は MSゴシック１１ｐｔで書く－ 

執筆者名は９ｐｔ（所属は８ｐｔで書く） 

 

和文要旨 250 字以上 300 字以内／ＭＳ明朝＋century９pt 

□□□□5□□□□10□□□□15□□□□20□□□□25□□□□30□□□□35□□□□40□□□□45□□□□50□□ 

□□□□□□□□□□□□□□□□□□□□□□□□□□□□□□□□□□□□□□□□□□□□□□□□□□□□ 

□□□□□□□□□□□□□□□□□□□□□□□□□□□□□□□□□□□□□□□□□□□□□□□□□□□□ 

 キーワード３語以上５語以内／ＭＳ明朝＋century９pt 

 

はじめに（序論） 

 

□□□□□□□本文（ＭＳ明朝＋century９pt）□□□□□□□□□□□□□□□□□□□、□□□□□□□□□□

□□□□□□□□□□□□□□□□□□□□□□□□□□□□□□。□□□□□□□□□□□□□□□□□□□□□

□□□□5□□□□10□□□□15□□□□20□□□□25□□□□30□□□□35□□□□40□□□□45□□□□50□□

□□□□□□□□□□（研究の背景・動機などを説明する。） 

 

I. 見出し（ＭＳゴシック＋century１０ｐｔ） 

 

□□□□□本文□□□□□□□□□□□□□□□□□□□、□□□□□□□□□□□□□□□□□□□□□□□□

□□□□□□□□□□□□□□□□□□□□□□□□□□□□□□□□□□□□□□□□□□□□□□□□□□□□

□□□□□□□□□□□□□□□□□□□□□□□□□□□□。□□□□□□□□□□□□□□□□□□□□□□□

□□□□5□□□□10□□□□15□□□□20□□□□25□□□□30□□□□35□□□□40□□□□45□□□□50□□

□□□□□□□□□□□□□□□□□□□□□□□□□□□□□□□□□□□□□□□□□□□□□□□。 

 

1. 第１小見出し（ＭＳゴシック＋century９ｐｔ） 

□□□□□□□本文□□□□□□□□□□□□□□□□□、□□□□□□□□□□□□□□□□□□□□□□□□

□□□□□□□□□□□□。□□□□□□□□□□□□□□□□□□□□□□□□□□□□□□□□□□□□□□□

□□□□□□□□□□□□□□□□□□□□□□□□□□□□。□□□□□□□□□□□□□□□□□□□□□□□

□□□□□□□□□□□□□□□□□□□□□□□□□□□□□□□□□ 

(1) 第２小見出し（ＭＳ明朝＋century９ｐｔ） 

□□□□□□□本文□□□□□□□□□□□□□□□□□、□□□□□□□□□□□□□□□□□□□□□□□□

□□□□□□□□□□□□。□□□□□□□□□□□□□□□□□□□□□□□□□□□□□□□□□□□□□□□

□□□□□□□□□□□□□□□□□□□□□□□□□□□□。□□□□□□□□□□□□□□□□□□□□□□□ 

① 第 3 小見出し（ＭＳ明朝＋century９ｐｔ） 

□□□□□□□本文□□□□□□□□□□□□□□□□□、□□□□□□□□□□□□□□□□□□□□□□□□

□□□□□□□□□□□□。□□□□□□□□□□□□□□□□□□□□□□□□□□□□□□□□□□□□□□□

□□□□□□□□□□□□□□□□□□□□□□□□□□□□。□□□□□□ 

ア 第 4 小見出し（ＭＳ明朝＋century９ｐｔ） 

□□□□□□□本文□□□□□□□□□□□□□□□□□、□□□□□□□□□□□□□□□□□□□□□□□□

□□□□□□□□□□□□。□□□□□□□□□□□□□□□□□□□□□□□□□□□□□□□□□□□□□□□ 

複数名の場合、1 行に

2 名ずつ配分し、中央

揃えで表記する。 

余白 

上 30mm、下 25mm 

左右 22mm 

1 頁 52 字×43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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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１. 表題（（ＭＳ明朝＋century８ｐｔ） 

注・引用文献・参考文献・付記・謝辞（ＭＳ

ゴシック＋century１０ｐｔ）のタイトルは、

中央揃えで表記する。 

□□□□5□□□□10□□□□15□□□□20□□□□25□□□□30□□□□35□□□□40□□□□45□□□□50□□ 

□□□□□□□□□□□□□□□□□□□□□□□□□□□□□□□□□□□□□□□□□。□□□□□□□。□□

□□□□□□□□□□□□□□□□。□□□□□□□□□□□□□□□□□□□□□□□□□□□□□□□□□□□ 

 □□□□□□□□□□□□□□□□□□□□□□□□□□□□□□□□□□□□□□□□□□□□□□□□□□□

□□□□□□□□□□□□□□□□□□□□□□□□□□□□□

□□□□□□□□□□□□□□□□□□□□□□□□□□□□□

□□□□□□□□□□□□□□□□□。□□□□□□□□□□□

□□□□□□□□□□□□□□□□□□□□□□□□□□□□□

□□□□□□□□□□□□□□□□□□□□□□□□□□□□□

□□□□□□□□□□□□□□□□□□□□□□□□□□□□□

□□□□□□□□□□□□□□□□□□□□□□□□□□□□□

□□□□□□□□□□□□□□□□□□□□□□□□□□□□□

□□□□□□□□□□□□□□□□□□□□□□□□□□□□□

□□□□□□□□□□□□□□  □□□□□□□□□□□□□

□□□□□□□□□□□□□□。□□□□□□□□□□□□□□

□□□□□□□□□□□□□□□□□□□□□□□□□□□□□

□□□□□□□□□□□□□□□□□□□□□□□□□□□□□

□□□注１）□□□□□□□□□□□□□□□□□□□□□□□□

□□□□□□□□□□□□□□□□□□□□□□□□□□□□□

□□□□□□□□□□□□□□□□□□□□□□□□□□□□□

□□吉田（2002）1)は、「□□□□□□□□□□□□□□□□□□

□□□□□□□□□□□□□□□□□□□□□□□□□□□□□□□□□□□□□□□□□□□□□□□□□□□□

□□□□□」と述べ、□□□□□□□。□□□□□□□□□□□□□□□□□□□□□□□□□□□□□□□□□□

□□□□□□□□□□□□□□□□□□□□□□□□□□□□□□□□□□□□2）。□□□□□□□□□□□□□□

□□□□□□□□□□□□□□□□□□□□□□□□□□□□□□□□□□□□□□□□□□□□□□□□□□□□ 

 

 

 

 

 

 

注 
 

注１）子ども達の表現活動そのものを学生たちに代替実践させているものであり、養成教育としての内容構成の視点、

即ち子ども達の・・・・ MS 明朝+ century９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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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表題（（ＭＳ明朝＋century８ｐ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