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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临危机的孩子们

我在20多年前就提出了“儿童科学”的

设想，希望和其他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共

同思考孩子们的问题。今天由于时间有限，
我就介绍其中一个主题即“关爱儿童设计”

（CCD）。    
“child care”这个单词经常出现在英语

书籍中，意为“保育”。“care”不仅包含了“照

顾他人”的意思，还有“在意”、“考虑”、“担心”
或“关爱”等含义。因此，所谓“关爱儿童设计”
就是“为孩子们着想，潜心钻研，满怀爱心

地设计有益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教材、教

具、教育方法和环境等。
为什么需要“关爱儿童设计”呢？因为

孩子们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危机和风险，这样

的状况被称做“Children at Risk”。
不曾得到大人关爱的孩子何时何地都会

产生问题，这一点在世界各国、过去和现在

都已得到了印证。
为什么孩子们会面临危机呢？
孩子们作为生物降生，在社会环境中成

长。刚出生时什么都不会、完全处于懵懂状

态的孩子正是通过保育和教育成长为能够肩

负社会责任的成年人的。所以说孩子们所面

临的危机恰恰是来自社会的危机，而我们成

年人则必须为孩子们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当前，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着战争、饥

饿等可能直接危及到生命的危机，贫困问题

也尚未得到解决。相反，发达国家则出现了

物质过于丰富引起的生活习惯病和厌学、欺

负行为等教育问题。

 “关爱儿童设计”（ CCD ）
 　的核心是“儿童科学”

怎么样的学科是确立“关爱儿童设计”
的基础呢？

大家都知道，要解决孩子的问题不能单

靠一门学科。比如说，光靠心理学是解决不

了问题的。只有教育学、小儿医科等专家们

都参与进来，进行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才

有可能解决问题。儿童科学作为一门跨学科

的学问正是“关爱儿童设计”的支柱。
“Child Science” 译 成 日 语 是“kodo-

mogaku”，译成中文则是“儿童科学”。这是

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它将各门学科串联成一

个“圈”，在这个圈内传递和交流信息，从

而激发出新的思维。儿童科学作为一门新兴

的学问，还需要更多新的想法来丰富和充实

这门学问。
孩子们生活在家庭、社会这样一个巨大

的生态系中，因此思考孩子的问题时离不开

儿童生态学的观点。孩子们的生物性质和社

会性质都与人的大脑功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所以脑科学也很重要。另外，由于孩子

们作为生物降生后在社会环境中成长，所以

看问题时必须结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观

点，换言之，应该意识到儿童科学是一门文

理兼容的学科。
在英国，“Human Science”作为一门从各

种角度探索人的问题的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
所有从事与人有关的工作的人、包括医生、
律师都被要求学习Human Science。“儿童

科学”可以说是“儿童的Human Science”。

关爱儿童设计（Child-Caring Design，略称 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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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故（“accident”）
 　到受伤（“injury”）

发达国家孩子的死因中事故居第一位，
最近已经很少有孩子死于传染病了。这里所

说的事故是指无法预测的意外事故。显然，
０岁孩子死于事故的很少，事故在死因中仅

排在第五位。而在１岁到９岁孩子的死因

中事故高居首位，在10岁到14岁孩子中则居

第二位,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死于癌症的最多。
13岁到19岁这个年龄段的死因中事故也高居

榜首。由此可见，意外事故造成孩子死亡的

悲剧屡见不鲜。
意外事故中又以交通事故为首，其次是

溺水死亡的事故。年龄较小的孩子容易在浴

缸里溺水，大一点的孩子多半是在海里游泳

时不幸丧生的。另外，摔倒、翻倒、从车站

站台掉入轨道、食物卡住喉咙导致窒息的死

亡事故也时有发生。
因此，在进行“关爱儿童设计”时，包

括小儿科医生在内的各领域专家应集思广

益，制定符合孩子身心发展需要的设计，尽

可能避免交通事故或在浴缸里溺水死亡事故

的发生。当然，在硬件―建筑物的设计方面

也要下很大功夫。
WHO最近已经不再使用 “accident”这

一词语了，因为“accident”含有“无法避免”
的意思。取代“accident”的是“injury”一词，
意为“外伤”或“受伤”。也就是说，孩子们

的事故不是无法避免的“accident”，而是可

以避免的“injury”。 Child-Caring Design
的思路也是完全符合时代潮流的。

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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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应成为让孩子倍感生存的
　 喜悦的地方

在日本，欺负行为一直是困扰着整个教

育界的严重问题之一。下图显示了发生欺负

行为的学校的统计数据。可见虽然最近呈现

下降趋势，但总的来说还是很多，说明欺负

行为在校园蔓延的状况仍未得到改善。─幻

灯片❶

关于欺负行为，光靠“关爱儿童设计”
是难以解决的。但是如能依据此概念创造良

好的校园环境，使学校成为愉快学习的场所，
那么欺负行为也一定会随之减少。

另一个棘手的教育问题是由于厌学而不

去学校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下面第二张图

反映了不去学校的人数随着时代变迁发生的

变化。总的来说，全国共有２万名小学生、
11万名中学生和14万名高中生因厌学而拒绝

去学校。听说中国几乎没有这样的孩子，但

是在日本这个问题非常棘手。─幻灯片❷

这也正是我认为学校的“关爱儿童设计”
十分重要的原因。学校的“关爱儿童设计”
包括学校制度、教学方法、教学大楼和教材

等软硬件两方面的设计，要使孩子们在学校

生活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游戏的乐趣和生

存的喜悦。
最后做一下总结。各领域的专家都强调

自己在竭尽全力地研究和解决孩子的问题，
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细想一下就会发现

大家总是在无意中忽略了孩子的立场，而从

大人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做出决定。特别

是在我们未涉及到的社会的部分这种现象尤

为明显。
刚才，我在校长之后致辞时曾提到，爱

伦·凯在《儿童的世纪》中预言“20世纪将成

为儿童的世纪”。但是，20世纪发生了两次

大规模的战争，根本没能成为孩子的世纪。
所以我认为21世纪应该是我们这些在有关孩

子的学术领域志同道合的人奋起的时候了，
让我们发挥各自的才智，在全世界积极推动

以“关爱儿童设计”为支柱的改革，让我们

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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