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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召开了面向幼儿家长的

育儿论坛。在论坛１和论坛２中，分别以

“玩具与儿童发展”和“从医学角度来看‘儿

童的游戏与发展’”为主题，先由专家们对

主题进行简要的阐述，然后由到会的家长

们进行提问。

孩子是游戏的天才

多田 千寻

０-６岁的孩子是一流的“玩家”。 我想

这在日本和台湾都是如此。而且，儿童的游

戏有几个特点。

1）   喜欢重复。每天玩同样的游戏也不会

厌倦。即使给他念同一本图画书，他

也会每次都很感动。大家都知道一般

的图画书中也大量运用了重复的手

法，也许图画书作者知道孩子喜欢重

复，所以采用了这样的手法吧。

2）   喜欢提问。每天都会有无数个“为什么”

“怎么样”的问题，就连幼儿园的老师

都感觉特别吵。

3）   喜欢动手摸。无论什么东西都非摸一

下不可。要是把２-３岁的孩子带到

古董店去的话，才真让人特别紧张呢。

越是不想让他摸的东西他就越是想摸

一摸。（笑）

4）   爱捡东西回来。如果看到路边有根棍

棒，肯定是要捡起来的。大人看不见

的东西都逃不过孩子的眼睛。家长越

是不想让他捡的东西他就非要捡回来

不可。（笑）

5）   爱送礼物。前几天，有个不认识的小

女孩儿送给我一颗小石子。孩子做同

样的事情，也不会厌倦，所以会反复

做同样的事情，比如：捡石子送人等。

6）   孩子是幽默天才。前几天，我朋友一

家人过来玩，我叫了外卖。我打电话

点了“狐狸荞麦面（在荞麦面上放一

块油炸豆腐）、狸猫荞麦面（在荞麦面

上放一些天糟）”。（在日本，荞麦面

用动物的名字起了很好听的名字。）5

岁的男孩一直很不可思议的样子看着

我。等我放下电话，他就拿起电话来，

很认真地对着电话说：“我要长颈鹿

和大象荞麦面”。（日文中是没有这个

菜单的哦）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有很多意外和

不测，往往让大人产生着急、不耐烦的心

情。但是，换一个角度想想，也许会将负

面的东西看成正面的东西。我们可以将孩

子们的有时不可思议的举动看成“游戏天

才进行特技表演。”这样也许可以心平气和

了，这是我的提案。

今天也请在场的各位家长给我讲一些

台湾“天才们”的趣闻。

论坛1

玩具与儿童发展

专家发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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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发言２

从儿童期的游戏到终生的游戏

张  世宗

游戏对孩子来说很重要，还有待于更

多的研究。游戏有着几个侧面。一个是“创

造性”，一个是“操作性”。所谓“创造性”，

就是能够丰富想象力的东西，比如通过自

己动手制作玩具、游戏就可以培养想象力。

所谓“操作性”，就是自己动手动脑，比如

七巧板和智力玩具等就属于这一类。

提起“游戏”，以前是仅聚焦于儿童，

但在少子老龄化的时代，老年人的游戏也

越来越被重视。因为医疗负担成为现代社

会的一大问题，通过游戏维持健康，有望

降低社会的医疗负担。

日本处于少子老龄化时代，但是将来

台湾也会同样面临少子老龄化的问题。我

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从“农业期”到“工业

期”、再到“IT期”、“保健期”的过程。现

在正好是出于第3个时期（IT期），今后将

要进入到第4期（保健期）。而在少子老龄

化社会，老年人自己进行游戏、维持自身

的健康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教师也有“最近发展区”

朱  家雄

幼儿教育的一线工作中，时常会存在

着很多矛盾。如果实行以儿童为中心的教

育，教的内容太少，就会招来家长的不满。

相反，如果实行以课程为中心的教育，教

得太多，就有剥夺儿童的自由时间的危险。

一线的老师们很多时候不知如何为好。

维果斯基说，儿童有“最近发展区”。

我认为，教师也有“最近发展区”。整个东

亚地区的老师都在纠结。因为这是一个永

远的课题，我也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又

不明白了。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

Q：在进行创造性的游戏时，家长应该准

备些什么东西？

[张  世宗] 家长什么都不要准备为好。

有“玩物丧志”之说，我却认为“玩物尚智”

才是正确的，玩能够使人更有智慧。我正

在筹建一个“社区玩具中心”，让孩子们放

开来玩。玩一次不知道怎么个玩法也不要

紧，玩几次就知道了。孩子比大人要玩得

好。

    另外，在中国有这样的古话:“老大照

书养，老二照猪养”。就是说，在教养孩

子的过程中不要太注重形式，放开手来很

重要。将“玩”放给孩子，培养他们的创

造能力。我想，提供多种多样的素材，让

孩子自由地玩耍就是家长的作用。

Q：想就电子游戏和玩耍提问。在数码时

代的今天，iPad和电视，哪个对孩子来说

学习效果高？请教一下与多媒体打交道的

方法。

专家发言３

【现场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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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家雄】对于“电子”，传统的看法，不

喜欢的专家多，高科技虽然带来很多负面

的东西。但是，科学在滚滚向前，科学浪

潮阻挡不住。电子器具也是一把双刃宝

刀，它既有很多负面的影响，也可以让至

今为止做不到的事情能够做到。孩子的吸

收能力非常强，未来的一代玩iPad很厉害。

iPad和电视哪个好，这个难以回答。但是，

做家长的自己把握，“亲子要链接，绑定

得好”，这点最重要。

[多田 千寻] 关于高科技的话题。我认为就

和“食物”是一样的。没有哪个家长，看孩

子喜欢“方便面”，就天天给孩子吃方便面

的。高科技的玩具也是应该掌握好“度”

才好。我想，这同于“主食”与“零食”的

关系。

[张  世宗] 孩子的问题多种多样。烟、酒

本身并不坏，但是上了瘾就有问题了。使

用数码电子过多，会失去与人之间的交流

和关联。幼儿期对亲子来说是最重要的时

期，所以希望切实建立好亲子关系。

在游戏中，可以“死而复生”，但在现

实世界里，生命是不能重新再来一次的。

看电视剧的确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而且

电视剧本身有故事性，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但是，从游戏中是学不到什么好的东西的。

因为是要攻击对方玩家的。有不少人分不

清与现实的区别所在。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方向性。方向对了，

要到达目的地，可以坐飞机去，也可以步

行去，结果都是不变的。

Q：现在在台湾也有“育儿”呀、“幼教产

品”以及“服务”。对于怎样养育孩子，有

什么建议吗？

[多田 千寻] 在日本，也有很多类似于这位

妈妈所提的问题。我认为，与其说是为了

孩子怎么做，不如说是母亲本身的人生观

的问题。想要孩子高兴的话，首先自己要

高兴。刚才，有家长问：“怎样教孩子玩

积木？”。我认为，家长将自己投入进去

饶有兴趣地搭积木的样子示范给孩子看，

孩子自然也会投入。通常说父母是孩子最

好的榜样，我们大家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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