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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语言的发展与脑科学　～东亚各国的研究与实践～

●演讲嘉宾

小林登（CRN所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小泉英明（日立基础研究

所首席科学家）、朱家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姜勇（华东师范大学

副教授）、张明红（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内田伸子（御茶水女子大

学教授）、李基淑（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周念丽（华东师范大学副教

授）、榊原洋一（御茶水女子大学教授）
※姓名按演讲顺序排列

演讲内容
●作为外语的第二语言的学习与脑科学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有关第二语言

的问题已逐渐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的社会

问题。第二语言作为与外国人沟通的手

段倍受关注，那么日本人学习第二语言

的情况如何呢？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是

否有更有效的学习方法呢？本报告就日

本英语教育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指出

学习欲望是很重要的，日本人学习英语

时恰恰缺乏学习的热情。

●以阅读为平台，编制和实施的幼儿园课程　
　　对故事“鱼是鱼”的不同解读和演

绎反映了欧美和亚洲各国的幼儿教育理

论和实践的动向。本报告在考察中国幼

儿早期阅读的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为

当今学前教育界关注“幼儿早期阅读”

的意义和功能的思考提供了背景。

●上海市幼儿园教师文化状况调查  　

　　提高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素养直接关

系到幼儿教育水平的提高。文化状况对

教师专业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文化

素养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品质。基于

这一观点，笔者对上海市13个地区的

304名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

很受关注。

●中国幼儿园早期阅读教育活动的设计和实施　

　　阐述了幼儿园开展早期阅读的具体

做法和存在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幼儿园

将早期阅读作为帮助孩子吸收中国文化、

学习书面语言和汉字、培养孩子批判性

思维的有效活动予以积极推广的现状。

研讨会

影响幼儿读写能力学习的社会文化因素

～日・中・韩比较～

主持：榊原洋一

参加讨论的嘉宾：内田伸子、李基淑、周念丽   

　　研讨会上，首先发表了由御茶水女子大学〈日本〉、梨

花女子大学〈韩国〉、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与倍乐生培养

下一代研究所〈日本〉共同实施的研究项目的调查结果。

　　“家长管教孩子的方式方法与孩子的语言词汇能力有相

关关系”这一调查结果，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日本和韩国管

教孩子的方式比较相像，同样可分为“共有型”（重视交流、

分享孩子的体验）、“强制型”（以大人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

施压式管教方式）和“养育负担型”（感到育儿是极大的负担，

容易陷入不安或走向另一极端即放任不管）。调查显示，在

日本和韩国，以“共有型”方式教育的孩子，语言词汇能力

较高。

　　而中国的结果有些特殊。中国管教孩子的方式与日韩的

三种不同，可分为“亲子和谐型”（父母子女感情共享，关

系协调）、“亲子严格型”（虽然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但对

孩子的管教较为严格）和“疏远无视型”。 在高收入阶层里，

“亲子和谐型”的人数非常多，而与此相反，低收入阶层的

家长中“亲子严格”的人显然更多。两者中“疏远无视型”

都很少。

、  〈 ・ 〉

●主题

社会情绪发展和“儿童科学”

●演讲嘉宾

小林登（CRN所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朱家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渡边富夫（冈山县立大学信息工学系教授）、山本登志哉（早稻田大学

教授）、沈月华（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周念丽（华东师范

大学副教授）、华爱华（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谷村雅子（国立成育

医疗中心成育社会医学研究部长）
※姓名按演讲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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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的演讲
●人为何有情感？－从大脑的“三位一体学说”看情绪的作用　

　　从人类进化学、大脑的“三位一体

学说”的角度阐述了人类为何拥有情感

的问题。解说构成理性脑的基础－－“本

能·感情脑”之重要性，强调了应给予

孩子充满积极情感（如喜悦）的生活以

促进其“智慧·理性脑”的成长。

●在中国内地首次大规模推行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及研究　
　　本报告介绍在上海幼儿园开展的一

项名为“比比和朋友”的儿童心理健康

教育项目。阐述了此项目的内容、运行

过程及项目实施后的评价。通过“比比

和朋友”的实施，幼儿在识别、表达与

应对情绪、沟通技能、维系朋友关系、

消解冲突、面对改变和失去、面对新环

境的六个领域中的能力均有提高，尤其

在沟通技能和消解冲突能力上有很大的

突破。相对而言，在如何面对改变和失

去的能力上还显薄弱，需要对这两个单

元的课程开展投入更多的精力。

●引人注目的身体交流技术　
　　二十几年前，渡边先生发现∶婴儿

虽然无法理解语言，却能对节奏作出反

应。此后，渡边先生运用这一原理研究

开发能与人沟通的机器人。本演讲介绍

了心心相通的身体沟通系统E-COSMIC，
并演示了利用此技术开发的“点头草”（能

读懂周围气氛的草和花），吸引了场内

的大批听众。

●有关“所有”行为的日中文化比较：孩子们何时成为“中国人”？　
　　介绍了日中两国大学生观看中国电

影《一个都不能少》后展开讨论时的意

见分歧以及和中国人进行沟通时的具体

事例，明确阐述了日中两国对“所有”

行为的理解和道德感情的差异。山本先

生的研究显示，孩子两岁时中日之间就

有显著差异了。

　
●抚触与婴儿的母婴依恋及情感调控的关联研究　　

　　有关婴幼儿抚触和情感调控的关系

调查报告显示，抚触能促进婴儿的安全

型依恋形成，安全型依恋的婴儿有着更

强的情感调控能力。

●1～6岁儿童父母的期待与育儿关注之比较

―中国十一个城市的调查结果
　
　　该调查是一个以全国11个城市的1
至6岁儿童的家长为对象的大规模调查。

调查显示，过去只重视学习的家长们开

始关注“自律能力”、“社会能力”、“领

导能力”、“认知能力”和“自理能力”。

而不同地区家长们意识上的差异也非常

值得深思。

第二天的演讲
●幼儿园教育视野中的游戏之辩　　

　　游戏和教学原本是两件事，因为游

戏有巩固和促进儿童发展的功能，所以

才进入了教育者的视野，被教育者利用。

华副教授指出了当今幼儿园教育视野中

的游戏所步入的误区，呼吁广大幼教工

作者提高专业水平，保证幼儿的游戏，

支持幼儿的自我发展。

●婴儿对“人物”感兴趣　　
　　谷村博士以3至24个月的婴幼儿为

对象实施的集体调查，详细研究、报告

了婴儿与电视的关系。对于这一研究，

会场内的听众反应热烈，说明“视听媒

介对婴幼儿的影响”在中国也受到了较

大的关注。

●日本优秀玩具展

　　日本优秀玩具

（good toy）展

览会去年在杭州首

次举办，得到众多

学者的好评。在此

基础上，本次在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二次展览。

　　该展览会由东京玩具美术馆馆长多田千寻先生担

任顾问，从荣获“日本优秀玩具奖”的获奖作品中精

选了有助于培养孩子“想像力”、“对自然和科学的好奇

心”、“对艺术的兴趣和审美能力”、“身体运动能力”和“社

会交往能力”、进而促进其身心健康成长的玩具予以展出。

　　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们纷纷前来参观，引

起了极大的反响。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一组看似寻常却

奥妙无穷的德国积木，能够培养孩子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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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语言的发展与脑科学　～东亚各国的研究与实践～

●演讲嘉宾

小林登（CRN所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小泉英明（日立基础研究

所首席科学家）、朱家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姜勇（华东师范大学

副教授）、张明红（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内田伸子（御茶水女子大

学教授）、李基淑（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周念丽（华东师范大学副教

授）、榊原洋一（御茶水女子大学教授）
※姓名按演讲顺序排列

演讲内容
●作为外语的第二语言的学习与脑科学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有关第二语言

的问题已逐渐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的社会

问题。第二语言作为与外国人沟通的手

段倍受关注，那么日本人学习第二语言

的情况如何呢？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是

否有更有效的学习方法呢？本报告就日

本英语教育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指出

学习欲望是很重要的，日本人学习英语

时恰恰缺乏学习的热情。

●以阅读为平台，编制和实施的幼儿园课程　
　　对故事“鱼是鱼”的不同解读和演

绎反映了欧美和亚洲各国的幼儿教育理

论和实践的动向。本报告在考察中国幼

儿早期阅读的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为

当今学前教育界关注“幼儿早期阅读”

的意义和功能的思考提供了背景。

●上海市幼儿园教师文化状况调查  　

　　提高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素养直接关

系到幼儿教育水平的提高。文化状况对

教师专业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文化

素养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品质。基于

这一观点，笔者对上海市13个地区的

304名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

很受关注。

●中国幼儿园早期阅读教育活动的设计和实施　

　　阐述了幼儿园开展早期阅读的具体

做法和存在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幼儿园

将早期阅读作为帮助孩子吸收中国文化、

学习书面语言和汉字、培养孩子批判性

思维的有效活动予以积极推广的现状。

研讨会

影响幼儿读写能力学习的社会文化因素

～日・中・韩比较～

主持：榊原洋一

参加讨论的嘉宾：内田伸子、李基淑、周念丽   

　　研讨会上，首先发表了由御茶水女子大学〈日本〉、梨

花女子大学〈韩国〉、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与倍乐生培养

下一代研究所〈日本〉共同实施的研究项目的调查结果。

　　“家长管教孩子的方式方法与孩子的语言词汇能力有相

关关系”这一调查结果，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日本和韩国管

教孩子的方式比较相像，同样可分为“共有型”（重视交流、

分享孩子的体验）、“强制型”（以大人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

施压式管教方式）和“养育负担型”（感到育儿是极大的负担，

容易陷入不安或走向另一极端即放任不管）。调查显示，在

日本和韩国，以“共有型”方式教育的孩子，语言词汇能力

较高。

　　而中国的结果有些特殊。中国管教孩子的方式与日韩的

三种不同，可分为“亲子和谐型”（父母子女感情共享，关

系协调）、“亲子严格型”（虽然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但对

孩子的管教较为严格）和“疏远无视型”。 在高收入阶层里，

“亲子和谐型”的人数非常多，而与此相反，低收入阶层的

家长中“亲子严格”的人显然更多。两者中“疏远无视型”

都很少。

、  〈 ・ 〉

●主题

社会情绪发展和“儿童科学”

●演讲嘉宾

小林登（CRN所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朱家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渡边富夫（冈山县立大学信息工学系教授）、山本登志哉（早稻田大学

教授）、沈月华（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周念丽（华东师范

大学副教授）、华爱华（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谷村雅子（国立成育

医疗中心成育社会医学研究部长）
※姓名按演讲顺序排列

小泉英明

小林 登

朱 家雄

渡边 富夫

山本 登志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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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村 雅子

张 明红

朱 家雄

姜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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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的演讲
●人为何有情感？－从大脑的“三位一体学说”看情绪的作用　

　　从人类进化学、大脑的“三位一体

学说”的角度阐述了人类为何拥有情感

的问题。解说构成理性脑的基础－－“本

能·感情脑”之重要性，强调了应给予

孩子充满积极情感（如喜悦）的生活以

促进其“智慧·理性脑”的成长。

●在中国内地首次大规模推行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及研究　
　　本报告介绍在上海幼儿园开展的一

项名为“比比和朋友”的儿童心理健康

教育项目。阐述了此项目的内容、运行

过程及项目实施后的评价。通过“比比

和朋友”的实施，幼儿在识别、表达与

应对情绪、沟通技能、维系朋友关系、

消解冲突、面对改变和失去、面对新环

境的六个领域中的能力均有提高，尤其

在沟通技能和消解冲突能力上有很大的

突破。相对而言，在如何面对改变和失

去的能力上还显薄弱，需要对这两个单

元的课程开展投入更多的精力。

●引人注目的身体交流技术　
　　二十几年前，渡边先生发现∶婴儿

虽然无法理解语言，却能对节奏作出反

应。此后，渡边先生运用这一原理研究

开发能与人沟通的机器人。本演讲介绍

了心心相通的身体沟通系统E-COSMIC，
并演示了利用此技术开发的“点头草”（能

读懂周围气氛的草和花），吸引了场内

的大批听众。

●有关“所有”行为的日中文化比较：孩子们何时成为“中国人”？　
　　介绍了日中两国大学生观看中国电

影《一个都不能少》后展开讨论时的意

见分歧以及和中国人进行沟通时的具体

事例，明确阐述了日中两国对“所有”

行为的理解和道德感情的差异。山本先

生的研究显示，中日两国的孩子在两岁

时便已表现出显著差异了。

　
●抚触与婴儿的母婴依恋及情感调控的关联研究　　

　　有关婴幼儿抚触和情感调控的关系

调查报告显示，抚触能促进婴儿的安全

型依恋形成，安全型依恋的婴儿有着更

强的情感调控能力。

●1～6岁儿童父母的期待与育儿关注之比较

―中国十一个城市的调查结果
　
　　该调查是一个以全国11个城市的1
至6岁儿童的家长为对象的大规模调查。

调查显示，过去只重视学习的家长们开

始关注“自律能力”、“社会能力”、“领

导能力”、“认知能力”和“自理能力”。

而不同地区家长们意识上的差异也非常

值得深思。

第二天的演讲
●幼儿园教育视野中的游戏之辩　　

　　游戏和教学原本是两件事，因为游

戏有巩固和促进儿童发展的功能，所以

才进入了教育者的视野，被教育者利用。

华副教授指出了当今幼儿园教育视野中

的游戏所步入的误区，呼吁广大幼教工

作者提高专业水平，保证幼儿的游戏，

支持幼儿的自我发展。

●婴儿对“人物”感兴趣　　
　　谷村博士以3至24个月的婴幼儿为

对象实施的集体调查，详细研究、报告

了婴儿与电视的关系。对于这一研究，

会场内的听众反应热烈，“视听媒介对

婴幼儿的影响”在中国也受到了较大的

关注。

●日本优秀玩具展

　　日本优秀玩具

（good toy）展

览会去年在杭州首

次举办，得到众多

学者的好评。在此

基础上，本次在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二次展览。

　　该展览会由东京玩具美术馆馆长多田千寻先生担

任顾问，从荣获“日本优秀玩具奖”的获奖作品中精

选了有助于培养孩子“想像力”、“对自然和科学的好奇

心”、“对艺术的兴趣和审美能力”、“身体运动能力”和“社

会交往能力”、进而促进其身心健康成长的玩具予以展出。

　　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们纷纷前来参观，引

起了极大的反响。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一组看似寻常却

奥妙无穷的德国积木，能够培养孩子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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