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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幼教的起点

今天我想就以下3个时期为中心，谈谈

这一百年来中日两国在幼儿教育上的关系以

及在此研究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2003年，在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

行了中国幼儿教育百年庆典，并编纂了沉甸

甸的一大本《百年中国幼教》（1903－2003）。
可见，中国是把1903年当作近代幼儿教育的

起点的。中日幼教关系的第一个时期便是近

代幼儿教育的起点。
中国最初引入幼儿园制度的是清政府的

高官，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身为官僚却

在民间发表了《劝学篇》，相当于日本福泽

谕吉所写的《劝学》，并在书中主张中体西用，
特别指出应去日本留学：经日本“已删节而

酌改之”。学习并改进同样是汉字文化圈的

日本引进的西方的制度和方法，就没有必要

去路途遥远的欧美。可见当时中国推进近代

化的迫切性。其实，在此前后，政府官僚及

民间的知识分子纷纷来到日本进行考察，以

《东游日记》的形式总结了考察报告。来日

本考察的人中，有一位先生叫罗振玉。他是

一位教育杂志的记者，是中国最早的教育

杂志《教育世界》的编辑。他看到御茶水幼

儿园的保育中所使用的福禄贝尔的“恩物”，
在自己编辑的《教育世界》和《教育丛书》系

列上，刊登并介绍了御茶水幼儿园的关信三

根据美国分类所改编的日文版“恩物保育”
图说《幼儿园法二十游戏》。

同时，写了《劝学篇》的张之洞，作为

湖北的最高领导，在当地开设了幼儿园。在

其准备阶段，发表了《湖北幼儿园开办章程》，

用法规的形式概括了幼儿园的运营方法和运

营目的等。发表是在1903年，所以中国的幼

教历史是以此为出发点。御茶水大学和中国

的幼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时为了创办

幼儿园，张之洞特别从日本请来了女子高等

师范学校毕业的户野美知惠等三位女老师做

准备工作。户野女士以外还有数十位幼儿教

育和女子教育的先驱者，越洋跨海身赴中国

内陆，她们的献身工作获得了当地人们的信

任，作为日本人了解这样的史实后，我想不

只我一人会感到自豪吧。另外，明治日本的

教育杂志中，非常详细地记载了日本女子教

学活跃的景象。（请参照『近代日本の东亚

教育认识・资料篇〔中国部分〕－明治后期

教育杂志所收 中国・韩国・台湾相关记事』
龙溪书舍2002）。

 仓桥惣三和陈鹤琴

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前，先介绍一下在日

中的教育关系史上，非常具有比较价值的两

位人物：日本的仓桥惣三和中国的陈鹤琴。
仓桥惣三生于1882年，逝于1955年；陈鹤琴

生于1892年，逝于1982年。陈鹤琴比仓桥小

十岁，但两位都是同一时代的人。
他们都被称为本国的“福禄贝尔”，对

幼教有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培养了许多幼教

人才，还创办了实验幼儿园作为基地，热心

从事实践活动。两位都是以心理学为研究基

础，建立了研究组织，他们所进行的研究一

直影响到今天。另外，他们还都很喜欢孩子，
经常跟孩子们聊天。尽管他们有很多相似之

处，但是在保育的实际过程中，所持有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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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是不同的。哪里不同，在此就不作一一详

述了。但是，我们试图思考一下他们到底怎

么不同，为什么不同，对照这次研讨会的主

题，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再有，借这次在御

茶水女子大学演讲的难得机会，我想提议，
中日双方是否可以对仓桥惣三的系统性保育

方案以及诱导保育方案，与陈鹤琴的项目方

法等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比较。

 “红色的摇篮”和寄宿制保育

接下来，作为中日幼儿教育关系的第二

点，谈一下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那就是由于战争，造就了世界上少有的“寄

宿制” 保育制度，此诞生的过程做一番讲述。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国民政府和共

产党政府并立，双方进行内战，其中出现了

很多被中央政府所处决和在战场上牺牲的革

命家和领导人的遗孤。为了不让这些烈士白

白地葬生，也为了使革命者无后顾之忧，就

必须把烈士的遗孤抚养成人。但是，抚养这

些遗孤的其他革命者日夜忙于革命活动，无

法照及孩子，所以全面的寄宿制的保育机关

就成了必须的。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山西省

延安市，出现了寄宿制的保育园和寄读的中

小学。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上基本没有记载，其

实日本对当时国民政府所在的重庆的大规模

空袭，让很多孩子变成了孤儿。为了照顾他

们，超党派的女性们组织了统一战线，共产

党和国民党的女性领导人们站在了一起。她

们还在海外呼吁海外的华侨和欧美反法西斯

人士集资，为这些战争孤儿提供救济和保

育，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保育院。这些保育院

当然都是寄宿制。我本身是因为感到中国的

寄宿制保育是对女性自立的支援才开始研究

的，但是随着对这样的原委的了解，作为一

名日本人心情变得非常复杂，同时又被中国

女性的气概所折服，他们把孩子的利益最

优先化，克服了战争所造成的悲剧。今天

的“寄宿制”起源于当时革命和战争非常艰

难的年代，当今，它们被称为“红色（革命的）
摇篮”。

 中日幼儿教育的交流和其中
出现的诸问题

接下来，谈谈中日幼教关系的第三阶段，
先略看一下1980年以来至今的状况。中日正

式建交的历史并不长，国交正常化是在1972
年，当时的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78年

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

放」政策，和日本的交流也日益增加。因为

时间的关系，我仅就中日幼儿教育界的交流

所处的局面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从研究面来看，日本保育学会和

中国学前教育学会有所交流。OMEP(世界

幼儿教育机构)中国委员会，积极开展了和

日本的交流。中日研究者个人层面上，比如

通过参加国际会议、国外视察旅行等，结识

并交往后，各自通过在国外的研究或科研费

共同研究等形式进行合作，将研究活动推入

更深的层次。
此外，学前教育机构之间也有各种交流

活动。日本的幼儿园和中国的幼儿园间各自

缔结友好协定，保持着良好关系，有的进行

教师间的来往活动，有的开展孩子间的作品

交流。
中国教育界，随着90年代中期，市场经

济化（或者私有化）的深入，从以前只有公

立或国营企业设立，地区集体设立的幼儿园

的局面转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私立幼儿园的

出现。当时，也向日本幼儿园业界提过“是

否开设日本出资的私立幼儿园？”但是，日

本的私立幼儿园，以学校法人制形式是不可

以开展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的。因此，
东京的私立幼儿园园长们， 提议以与中国缔

交对等关系的“中日友好园”，建立实质性

内容的交流活动。结果那个“日中友好园”，
中日通过交流合作，把自身课题之一“为地

区的幼儿和家长们充实保育服务”作为活动

的目标，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样领先的

事例受到了表彰，成为中日共同努力的硕果，
大家分享成功的喜悦。

其次，在留学交流问题上，最初来日的

留学生已经过了25年，他们有的在日本扎根

了，有的学成回国，当了领导。恢复建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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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留学交流的成果今后将渐渐地显示出来。
比如，中国2001年发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中指出，儿童的玩的权利和尊重儿童

的主体性，是划时代的内容。其实起草本纲

要的有留日回国的专家在内，可见中国在此

也吸收了日本幼儿教育的一些好的地方。
最后，谈一下共同研究中看到的问题，

也作为下午讨论的问题。首先，家长的对自

己孩子的期待或对学前教育机构的期待，中

日间具有非常大的不同。第二，“玩”和“学”
的关系，中日间似乎相似，其实存在很大不

同。与以上两点也有关系的，就是虽然中日

都意识到为了实现儿童的生涯发展，幼儿期

的教育非常重要的，但是其发展的方向和思

考的方法却不同。
第三，虽然是同样的汉字，如“保育”，“早

期教育”，“科学”等词，其代表的内容和内涵，
中日间还是有相当差异的。就像“儿童科学

（Child Science）”最贴切的中文翻译是什么，
也是很久以来的课题。

另外，谈一下这十多年来一直在想的一

个问题。在中国，需要特殊教育的孩子、感

到心理压力的孩子也年年上升。对于这个问

题，是中日共同存在的，我想应该放到日程

上进行共同探讨。
这次的活动给日中研究儿童的相关各界

人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经验、探讨课

题的场所，我觉得这样的机会非常重要。作

为一直关注中日幼儿问题的一员，殷切期望

这一活动长久持续，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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