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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田伸子	─────────────

    朱教授提到，即使是同样的保育原

理，它的实行方式会随着文化、社会、
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而改变。正如

同朱教授所提到的，在文化的范围内

没有的东西是绝对无法依样画葫的。
    朱教授最后所提到，当孩子长大成

人，如果他们没有社会地位，只能过

着贫困的生活的话，他们将来也许会

责备父母为什么没有好好引导他们向

学。我听到这里，不由大吃一惊。
    考虑家庭与亲子互动关系时，只重

视孩子的成绩及在学校的表现，把人

格方面的东西、独创力方面东西全都

置之度外，怎能培养出广泛的视野和

文明性呢 ? 我非常在乎这一点。光凭

学业成绩来衡量的话，孩子所拥有的

其他才能一定会被忽视，造成巨大的

损失。

山本登志哉	────────────

    中国的教育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儿

童为中心，变化相当大。但听一点点

师生之间的对话，都会发现都与日本

截然不同。这让我再次感到文化的巨

大力量。
    日本和中国最大的区别要算是竞争

的激烈程度了。在日本特别是当孩子还

处于中小学生的阶段，我们并不太会

强调个人之间的竞争；而中国直接显

示了社会竞争的激烈。我想请教的是，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中国社会中，人们

之间的团结源自哪里？

一见真理子	────────────

    在日本我们会有集团的压力，有句

俗话说“突出的钉子会被敲打”（枪打

出头鸟），说得是过分强调自我反过来

会限制自我。然而中国孩子却是钉子

越打越突出，越严越强调自我。看到

这种情形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
    我还是认为评定的基准 ( 成败的基

准等 ) 应该要多元化、丰富化。这个节

目所介绍的父母不是在中国市场经济

化的背景之下被裁员，就是辛苦地做

小买卖，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在这种家

庭经济背景之下的焦虑。
    目前的中国高举着素质教育的大旗，
朱教授以宏观的看法告诉我们中国文

化之中有不会改变的地方，但我想也

许有的东西还是会慢慢改变吧。

一色伸夫	─────────────

    朱教授提到中西文化价值观的不同，
我觉得相当有意思。要使世界变得更

幸福，就需要不停地思考，怎样才能

让不同的价值观相互融合。

 研讨会１

从日本的角度看“中国孩子的今天”	

【关于朱家雄教授的演讲】

●主持  …………朱家雄・榊原洋一　　

●讨论专家………秦金亮・黄绍文（中国） 
　　　　　　　　  内田伸子・一色伸夫・山本登志哉・一见真理子（日本）

（　   ）第一天的研讨会，

由四位日本专家就中国研究者

发表的内容谈了

感想并提出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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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田伸子	─────────────

     秦教授的专攻是发展神经科学，我

非常赞成秦教授所提到的，以发展

神经科学为基础进行幼儿教育的重

要性及站在神经科学的立场考虑孩

子发展性。然而我所关注的是神经

科学观察的对象是血管中流淌的结

晶等，是在非常微观的层面上去分析

对象的。但发展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不

仅是看全体，而且要看成长环境对人

关系社会构造文化等宏观的东西。神

经科学和发展心理学认识方法之间

的距离与鸿沟，应该如何弥补呢？

内田伸子	─────────────

     学校中设有实验自习设施，学生们

戴着耳机，从半面镜中可以观察得到

保育现场的哪个角落发生了什么事。这

个设施真的是非常好，我觉得很羡慕。
     产学合作。教师培训学校与各地的

幼儿园紧密地结合，实际从事幼保的

人士与从事理论研究的学校方面的人

士真正地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教育，我

对此深感敬佩。

一色伸夫	─────────────

     孩子们在幼儿园的时候，每个人眼

里都闪耀着光辉，然而进了小学他们

就开始哭了，我想请教黄教授对这种

变化的看法。

朱		家雄	──────────────

    中国的教育问题并不是在原来的基

础上提升质量，而是解决公平受教育

的问题。国家策略的终极目标并不是

只为少数的富裕人士着想，更重要的

是要为绝大部分的老百姓着想。
    中国人也不想让孩子从小就疲于奔

命，但中国不像日本，好歹都有日子过。
中国的经济状况与日本不能相提并论，
这点考虑教育问题的时候不得不考虑。

秦		金亮	──────────────

    在我们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的

立场来说，不能不关注这些被学习逼哭

的孩子们，但那些由于贫困，被父母所

遗弃的孤儿们，难道不更应该是我们关

注的对象吗？被父母所遗弃，一个人饱

尝辛酸的孩子们，比这个纪录片里出现

的孩子们不幸得多。但这些农村的儿童，
却又比非洲的儿童更幸福，至少他们可

以解决温饱。所以我要说，幸福是相对

的，而不是绝对的。

黄		绍文	──────────────

    会场中有人问到中国的幼教的办学

情况。日本主要分为公立与私立的保育

园和幼儿园。但中国除了这两种以外，
我们也有钟点制的、亲子园等等许许

多多的形式。幼儿园有全日制、钟点制、
半日制、寄宿制等等。也有人问到幼

教教师的社会地位怎么样。我绝得不

怎么样。工作辛苦、待遇不高、社会

地位也不高。我想其他国家大概也是

一样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幼教男

性师资的人数问题。幼儿园、托儿所

的男性师资虽有但并不多。

【关于秦金亮先生的演讲】

【中方专家的回答】

【关于黄绍文先生的演讲】

（　   ）第一天的研讨会，

由四位日本专家就中国研究者

发表的内容谈了

感想并提出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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