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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发挥力量

我在筑波大学专门负责培养幼儿教育、
学校教育和残疾儿童教育的专业人才。今天

我要把通常需要四年才能教完的东西用一个

小时概括给大家（笑）。
今天的关键词有三个，即“Empower-

ment（以下用‘激发自主发展’）”、“有科学

依据的保育”和“保育的专家”。所谓“激发

自主发展”意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简而

言之，就是“引导孩子发挥自身能力”、“令

孩子更加活泼向上”和“共同营造生机勃勃

的氛围”。其中“共同营造生机勃勃的氛围”
尤为关键。

在激发自主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

要享受整个过程。大家作为专业人士，首先

要感到很快乐，否则孩子们也不会觉得快乐。
孩子们感受不到快乐，就无法自主发展。

从学术上讲，首先在卫生、医疗、福利

领域提出 “激发自主发展”这一概念的是所

罗门，他强调了参加、共同参与和相互作用

的重要性。对于从事幼儿教育、学校教育和

残疾儿童教育的专业人士来说，重要的不在

于单方面地传授知识经验，而在于共同发挥

力量。
激发自主发展旨在培养孩子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作为内行

要为孩子们创造相应的环境，向他们提供必

要的帮助。
孩子们的能力不可限量。比如说游戏的

能力和惊讶的能力。正因为孩子们对各种各

样的事物感到惊讶，才得以发挥无穷的潜力。
另外，孩子们总是充满好奇，拥有丰富的想

像力，他们完全是创造的天才。孩子们还具

备了令人心情愉快的能力，婴儿的一张睡颜

就能使大人心情舒畅、幸福无比。孩子们所

拥有的能量是巨大的。
事实上，并非只有孩子们才拥有这些能

力，成年人也需要这些能力。各位如能拥有

更多“孩子的力量”，就能更好地引导孩子

们发挥他们的潜能。

 通过调查获得科学依据

日本最近十年每年以三千个孩子为对象

进行跟踪调查，由此获得了很多科学依据。
我们还对三万人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明确

了左右孩子们发挥自身能力的一些因素，即

激发自主发展的科学依据。接下来我想谈一

谈这些因素。
在日本，孩子们待在幼儿园的时间一般

比较长。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在幼儿园的时间

太长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现在，我们已经

能用科学依据证明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了。
只要把孩子送去那些教育质量比较高的幼儿

园，那么待多长时间都没有关系。因此，各

位也可以向家长们提出建议、让他们安心工

作了。
但是，另一方面，孩子们待在家里的时

间无论长短，家人与孩子相处的方式都会对

孩子产生极大的影响。基于这一研究成果，
我们有必要建议家长“回到家后，即使没有

太多的时间，也要尽量增加与孩子的交流。”
比如说一起吃饭，希望全家人每天至少有一

次可以一起围在餐桌边，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大家一定要建议家长们创造这样的机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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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做不到这一点，将给孩子的身心发展带来

不好的影响。
和孩子一起唱歌、倾心交谈也有助于孩

子的健康成长。让我们为孩子腾出更多的时

间，更多地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吧。总之，
大人必须为孩子准备专属于他们的时间。

另外，孩子不能老是待在家里只和父母

接触，还应该走出家门和各式各样的人接触，
应该为他们创造更多和他人交流沟通的机

会。去公园，去动物园，去爷爷奶奶家，去

小朋友家，增加接触范围有助于提高孩子的

语言能力和待人接物的能力。
大人们应该尽量克制自己，不要限制和

惩罚孩子。不要说 “不行”，也不要催促孩

子做这做那。不要说“这样做不行”，而应

用温柔的语调告诉孩子 “等你长大后就可以

这样做了”或“可以做到○○后再这么做吧”。
就像大人也不愿意老是被批评一样，保持孩

子积极向上的干劲非常重要，所以要多表扬

孩子，对他们说“你真了不起”，这样才能

加速孩子的成长。
再者，对家长的支援也很重要。要注意

观察家长们遇到问题时有没有可以商量的对

象、对于育儿有没有自信，我们作为内行要

适时地向家长们提出一些建议，帮助他们减

轻压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手段。

 激发自主发展的阶段和种类

在激发自主发展方面具体该怎么做呢？
可以说主要有如下几个步骤。

首先必须加强沟通，也就是要理解孩子

和家长。
其次要赋予合理的动机，要创造条件让

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参加，提高孩子的积极性。
第三点就是要提供科学依据。各位作为

专业教育工作者，应该为家长和孩子提供充

分合理的科学依据，提供有助于预测未来的

信息，这样孩子和家长才能放心地配合各位，
实现自主发展。

接下来介绍一下激发自主发展的三大种

类，即 “完全自主型”、“伙伴型”和“社区型”。
“完全自主型”是指自己让自己振作起

来、让自己充满干劲；“伙伴型”意为通过

伙伴间的相互鼓励激发干劲；“社区型”则

是指令整个组织、整个地区充满活力，比如

说让整个幼儿园生机盎然，让家长们充满干

劲，让整个城市充满生气。
我希望幼儿教育的专家们掌握激发自主

发展的这三种方法，即 “完全自主型”、“伙

伴型”和“社区型”。作为专家，理所当然地

肩负着让孩子们和家长们更有干劲、更加充

满生机的责任。为此，我们还必须更多地掌

握这方面的技术。

 作为专业人才的理念

各位绝不能忘记自己作为专业教育工作

者肩负着改变社会结构的重要职责。为什么

这么说呢？因为各位最了解孩子们需要什

么。各位才是拥有改变社会结构的能力的人，
所以希望大家成为孩子们的代言人，发挥各

自的力量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环境、建设更

美好的社会。
作为专业教育工作者必须信守保障当事

人最高利益的理念。能否恪守这一理念，是

内行和外行最大的区别。外行人也许会违背

这一理念，但是各位绝不会那样做，一定会

保护服务对象的最高利益，因为各位是专业

人士。希望大家继续发挥职业精神，保护孩

子们和家长们的利益，让他们更幸福。
另外，作为一个专业教育工作者，必须

勇于发现和创造新的价值。每天重复同样的

工作绝不是一个称职的专业教育工作者。作

为内行，我们每天都要追求进步，不能安于

现状。“去年的运动会是这么办的，那么今

年也这么办吧。” 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希

望大家不要按步就班，而要不断追求新意，
创造新的价值。

最后做一下总结，作为从事少儿工作

的专家必须在“哲学―保障当事人的最高利

益”、“科学―不断追求新的价值”、“激发

自主发展―让大家都充满干劲”这三大原则

的指引下不断地进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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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环境评估

（供专业人员进行家访用）

与情况相符的项画○，不符的项画×。

日常生活中，有机会接触到富有多样性的人

1.家长让孩子在自己视野所及的范围内活动，
并不时注意孩子的行动

＊2.家长一边做事，一边跟孩子说话

3.家长规定孩子玩的时间

4.家长在专业人员家访时，至少向孩子展示过

一次有趣的玩的方法等

＊5.家长每天至少给孩子唱一次歌（哼歌也算）
6.家长在交谈中，跟孩子说到与访问没关的话

题

＊7.家长让孩子看书的次数每周在３次以上

＊8.父亲（或其角色相当者）一周照顾孩子３次以

上

＊9.孩子每天和父母（或其角色相当者）一起用餐

的次数在1次以上

10.有兄弟姐妹（或其角色相当者）跟孩子说话的

机会

 11.家长有意识地为孩子提供可以促进其发育的

玩具

12.家长为孩子提供可以发展其新能力的玩具

13.家长对于程度更高的玩具有兴趣

交流富于情趣及语言性

14.孩子对着家长发声时，马上跟他答话等（５
秒以内）

15.孩子微笑时，跟他说话等（５秒以内）
16.和孩子目光接触时，跟他说话等（５秒以内）
17.孩子靠近时，跟他说话等

18.和孩子有目光接触时，不愁眉苦脸

19.孩子活动身体时，跟他说话等

20.对于孩子的发声，一次都没有忽视过

21.在交谈中，孩子发声后家长就会暂停交谈

22.用言语表达孩子的行动

23.访问中，家长的表情至少有２次变化

24.访问中，家长至少笑过１次

25.访问中，至少自然地和孩子说过２次话

26.跟孩子说或教孩子东西、人物等的名称

27.访问中，至少抱过孩子１次

28.访问中至少有２次，自然地表扬孩子

29.访问者对表扬孩子持肯定态度

30.对孩子持肯定态度

31.家长的发音清晰，易懂

32.和访问者进行言语交流

33.使用长度适当的句子进行会话

〈对孩子撒娇时的应对〉

34.停止和访问者的对话

35.改变孩子的位置

36.以肯定的态度用同情的语言哄孩子

37.使声音柔和，声调提高

38.哄孩子

39.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到其它方面（游戏，玩具，
脸等）

40.不对孩子作否定性的发言

41.不对访问者作否定性的辩解

42.不粗暴地对待孩子

避免限制、惩罚等

43.访问中，不大声斥责孩子

44.对孩子没有不耐烦、没有敌对心理

45.访问中，没有打孩子

＊46.汇报说，上周没有打孩子

47.访问中，没有责骂或责备孩子

48.访问中，没有干涉或限制孩子的行为

尊重与年龄相应的自主性

49.使孩子的手处于能自由活动的状态

50.访问中允许孩子进行探索性活动

存在与孩子的发育状态相符合的物质性刺激

（玩具等）

51.孩子有１本以上自己的书

＊52.看电视的时间在１分钟以上５小时以下

53.交谈中，家长给孩子玩具、或做有趣的活动

等

54.有伴随肌肉运动的玩具（球等）
55.有可按压可拉引的玩具

56.有儿童车等移动用的玩具

57.有建筑玩具、过家家的玩具

58.有旋转式陈列台、桌子、高椅子等（空间利

用的玩具）
59.有可以用来堆积的玩具

60.有绘画书、录像带等

61.有喇叭、大鼓等乐器

＊62.家长让孩子玩水、粘土等

孩子有外出机会，可以接触各种外界社会

＊63 一周１次以上带着孩子外出购物

＊64 一周４次以上带孩子出去散步、去公园等

＊65 一个月１次以上，和亲戚间有来往

＊66 一周１次以上，和亲戚以外的人（包括孩子）
有来往

＊67.一周１次以上，和亲戚以外的人（包括孩子）
有接触的机会

＊68.和某个家庭之间有全员性的交流

＊69.为了确定孩子的发育状态，定期性地带孩

子去保健中心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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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室内环境是安全的

日常生活中有社会性的育儿支援

79.家长外出时，有人照顾孩子

80.扶养人２人以上的情况下，互相间有联系

＊……可根据汇报填写

※出自：《育儿环境与育儿支援》（安梅勅江、劲草书房）。
引用本资料时，请注明出处。

可以提供适合孩子发育的安全环境

70.使孩子能够做安全的姿势

71.有10本以上的书放在能够看到的地方

72.有放玩具的专门的地方

73.有宠物

74.家里有植物

75.家周围是安静的

76.家里整洁有序

77.室外环境是安全的

Ｇ
Ｈ

「
」

 ，
？ ，

？ ， ？

， ， 。
？

？ ？

（ 5）

（5/5）
， ， ， ，

（ 3）

（ 2）

， ， ，（4/4）

， ， ，
， ， （4/6）
「 」「 」

， ， ，
， （4/6）

（「
」 ）
（3/3） （ ，

， ）
（1/3） （ ，

， ）
「 」，「 」

「 」 ，

（ ）

（2/3）
。
。
。

“ （2/3）
5‐2‐4‐9 6‐8‐3‐5
7‐3‐2‐8 ”

，

（2/3）
。

。 。
（1/3）
。

。 。
。

（2/3）
， ，

2 （2/3） 5‐
8 6‐2 3‐9

「 」「 」

（「 」
）

， 3

， 1

3

2

1～２

ta、da、tya

ma、pa、ba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
，

（3 ）

2

，

30

，

10

，

5

，

（ ）

2～3

(
）

2～ 3

，

，

，

，

7:06

7:00

6:06

6:00

5:06

5:00

4:08

4:04

4:00

3:09

3:06

3:03

3:00

2:09

2:06

2:03

2:00

1:09

1:06

1:04

1:02

1:00

0:11

0:10

0:09

0:08

0:07

0:06

0:05

0:04
0:03

0:02

0:01

:

幼儿园儿童用发展评估	 	 	

	 	 	

※出自：《提高保育能力讲座》（安梅勅江、日本小儿医事出版）。引用本资料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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