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教育」 

-----沒有健康的身心就沒有健康的教育----- 

 

這是 1911 年、河合集團創業者藥學博士・河合龜太郎提倡的企業理念 

 

 

 

 

 

 

 

 

 

 

 

 

 

 

本刊是為了提供提倡更多的有用的育兒情報，祈願孩子們的健康成長，而發行的季期刊。我

們壹直致力於傳承創業者・河合龜太郎的「健康教育」的理念。希望您今後也愛讀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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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讀故事養育「心的腦」 

長井市地方創生戰略監 

（兼市教委教育戰略監） 

<到 2019 年 3 月 31 日> 

泡淵榮人 

 

欲望和好奇心 

讓我認識到施行幼兒期教育的迫不及待的重要性是東日本大地震。東日本大地震是讓人口

劇減的災害。它讓日本現在的課題更早的表面化。 

 在參與災區復興過程中，我確信了壹點，就是壹起建設受災區時，壹起感受從無到有的幸福

感的大家的共通點，是都有著向前跨出壹步的欲望和強烈的好奇心。 

 現在政府為 Society5.0 時代推出各種各樣的培育人材政策。AI 和 IoT 融合的時代將馬上到

來。但是 AI 也有沒有辦法持續並永久擁有的東西，其中壹個就是欲望和好奇心。 

 孩子們能不能持續有強烈的欲望和好奇心，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此後在這個世界上能不能

在幸福感中實現自我，自力更生的好好生活。 

 那麽幼年期是欲望・好奇心的「核」形成的重要時期。 

 

親子的交流 

特別是從 0 歲到 6 歲的未就學期的親子交流對提升孩子欲望非常重要。 

這樣提倡的是到現在為止調查研究了五十萬人以上的兒童學生的腦科學者東北大學教授川島

隆太。 

為什麽親子交流能夠提升孩子的欲望呢。其要點是腦深處的「邊緣系」左右感情和情動。這個

專家稱之為「心腦」，培育「心腦」是提升欲望的基礎。 

 

聽讀故事而產生的親子關系的變化 

在提倡親子間交流和共通體驗可以培育「心腦」的同時，川島老師還言及其還可以幫助孩子

建立自己的緊急避難基地。比如說孩子有了什麽厭煩的事情，自己有沒有可以逃避的地方有很

大差別。實際上，川島老師通過親子在做熱蛋糕餅時腦的變化明確了緊急避難基地通過「心腦」

建立的。 

  通過這個調查結果我請川島老師壹定試壹試聽讀故事的實驗。聽讀故事的話可以促進親子

的交流，還可以讓孩子在語言能力上得以增長。 

 兩年期間，在我所在的山形縣長井市展開了以東北大學為主體的「聽讀故事而產生的親子關

系的變化」的調查研究。 



對象是未就學的兒童和其家長約四十五組。通過八個星期在家聽讀故事的前後對家長調查

問卷和對孩子的語言發達檢查等的調查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每個家庭實際聽讀故事的時

間平均壹天十三，四分鐘，但這只是平均時間，即使是幾分鐘也好讓大家盡可能每天都堅持。

並且聽讀故事的時間段以睡覺前為中心進行。書本以孩子的興趣為中心由家長來選擇。 

 

調查結果中想強調的幾點如下。 

 首先是詞語數量的增加，聽的能力的顯著成長。特別是聽讀能力的成長促進孩子正確理解指

示能力的急劇增長。 

 另壹方面孩子的問題行動減少。而且抗抑郁和不安傾向的減少的效果也不可忽視。 

 而且可能是因為孩子的這些變化使得家長的育兒壓力明顯的得以減少。甚至讀故事給孩子聽，

家長做的越多，壓力明顯地減少越多。  

 還有壹個很大的收獲是參加調查活動的壹名父親說了這樣的真心話「讀故事給孩子聽真的很

好，持續下去孩子越來越可愛了」。 

 調查結果顯示孩子聽讀故事不但可以讓孩子的感情安定，即不止培育孩子的「心腦」，對孩子

的語言能力的向上，親子間的親密關系等都有效果。得到了「父母改變了」的反應。 

 

閱讀的效用 

去年 4 月以川島老師為座長的仙臺市調查項目「讀書習慣和學習能力」的關系數據讓我非

常的感興趣。仙臺市的全國學習能力調查以外，獨自進行了仙臺市標準學習能力檢查和仙臺市

生活・學習狀況調查。這次調查結果以小學五年級到中學三年級三年間的數據為對象。 

調查結果觸及「讀書習慣和學習能力」，結果表明經常讀書的孩子的學習能力比較高。 

具體的比如說讀書時間越長成績越好，明顯顯明了讀書時間和學習能力的關系。然後，壹天的

讀書時間超過兩個小時的話成績有稍微的下滑傾向，壹天讀書壹到兩個小時的孩子比不讀書

的小孩子成績高出很多。 

進壹步把讀書時間和學習時間和偏差值的關系用表格（圖 2）顯示發現壹天學習兩個小時以

上，總算偏差值能超過五十，壹天即使學習三十分鐘以上兩小時未滿但是讀書十分鐘以上的話，

比不讀書的孩子偏差值來的高。 

調查結果提示了為了提高學習能力不但要學習，有計劃性的閱讀是很必要的。 

 

腦的網絡因為閱讀而發達 

東北大學最近的研究闡明了有閱讀習慣的孩子的腦的變化。具體來說形成腦的網絡的白質

因為閱讀而發達。 

近年從這樣的腦科學見解越來越清楚顯明讀故事給孩子聽還是閱讀對腦的發達非常重要。 

但是怎麽謳歌讀故事給孩子聽和閱讀的效果，最重要的是沒有使之習慣化的話得不到什麽效

果。對於興趣智能手機和遊戲而和鉛字疏遠的小學生和中學生來說，突然讓他們讀書也並不那

麽順利。關這壹點作為家庭教育的壹環的親子的聽讀是習慣和鉛字接觸的重要的第壹步。 



親子壹起培育「心的腦」 

學習指導要領從去年度開始有了階段性的改變，為了讓孩子有足夠的生存能力面對巨變的未

來各方面都開始行動起來。但是自身的基本能力還是如前述從 0 歲到 6 歲的未就學期的親子

的努力的影響很大。 

在人生中孩子會遇到不得不跨越的墻，那個時候能夠引導幫助妳以最佳方式從苦難中走出來

的能力的基礎是家長給孩子讀故事時候培育的「心腦」。 

 

最後，讀故事給孩子聽如上所述可減輕父母壓力，改變父母。所以不但是母親，父親也可以

試試積極的參與。 

實踐了以後會發現煩操不安沒了，幸福感加贈了。有很多父親很難確保和孩子的共同時間，

就是短時間也行，從簡單的做得到的讀給孩子聽，這才是爸爸的重要工作。 

好的家庭氣氛對於孩子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而爸爸媽媽的感情融洽是大要領。 

爸爸如果參加讀故事給孩子聽的話，對於家務和育兒繁忙的媽媽來說是非常壯膽的事。也能

促進夫妻信賴關系。 

家庭內的聽讀故事不但能減輕爸爸媽媽的壓力而輕松，孩子也能增強將來的必要能力，壹舉

兩得。 

 

 

 

爸爸們也壹起參加聽讀故事吧！(圖) 

 

 

 

 

 

 

 

 

 

 

 

 

   



現代保育所尋求的 

 

大田區立西蒲田保育園 園長 

田上 靜子 

 

保育民營化的開始 

10 年後即將是「保育園民營化」「幼保壹元化」的時代，昭和 50 年代時的學習刻在了我的

腦裏。但是壹直漠然的並沒有實現的狀態，這種狀況開始變化是進入平成 10 數年以後的事。

借此機會我轉入了作為公社民營第壹號的現在所在的保育園。 

受的是 A 株式會社的委托。3 個月的時間從公立園手中接管業務。接管業務的內容中有「延長

保育時間」「實施休日保育」「提供晚飯」「維持現有保育質量」等，條件往上調了。同時可以

說真正的支持工作的父母的保育開始了。 

「民營第壹號」的頭銜對我來說有著意想不到的重壓。 

 現在想想，從希望對於孩子來說的好的保育的相同方向，委托會社，行政，家長之間勃發

的發對民營化騷動只是扣子相互扣錯的現象。這個時候心裏背負大傷害的是不應該受負累的

孩子和保育職員。每天進入孩子耳朵的大人的話語讓孩子的心慌亂，而且拼命和孩子們面對的

保育員也漸漸心病了。 

我大聲述求「在保育園民營化問題上，以後還是將來都不能再讓孩子和保育員這樣了」。慢

慢的移行時大聲叫喊「公立是品牌」的家長的目光也有了理解和協助的溫暖。壹點點的，用時

間慢慢的靠近建立信賴關系。 

從這些體驗看，我是把要讓保育中的孩子在好的環境中成長的事放在了心頭。那麽好的環境

是怎樣的環境呢。通過好環境孩子身心發育成長的樣子，從現場說說所被尋求的保育是什麽樣

子的。 

 

裸腳保育是？ 

保育園是庭院開放，區域交流，通過育兒支援制度和參觀保育園來支援育兒的地方。 

 

有壹天來保育園參觀的壹位媽媽把目光停留在庭院裏玩沙子的孩子們身上。 

 

媽媽「孩子們光著腳嗎？」 

我（園長）「是的，這兒是光著腳保育。」 

媽媽「比較少見啊，沒有孩子不願意嗎？」 

我（園長）「不願意的孩子我們沒有強行讓他光著腳。等那個孩子自己願意光著腳。心裏準

備也需要時間。裏面也有孩子穿著鞋子。」 



媽媽「有聽說光著腳有好處，哪兒好呢？」 

我（園長）「腳和地相接觸，有開放感。也是壹種心裏開放感。通過腳面的感覺培育五感。

堅實的腳弓形成有助於保持身體平衡，減少走路疲勞，少摔倒。而且腳面的刺激可以促進大腦

的發育。」 

媽媽「不會受傷嗎？」 

我（園長）「為了不讓孩子們受傷，我們撿幹凈土的凹凸和小石頭，安全點檢後才讓孩子們

玩。」 

 

聽了回答後，那位母親會心滿意的說「增長知識了」。孩子們用全身聚精會神的玩喜歡的遊

戲。如果壹直註意自己的衣服有沒有臟的話就不能好好玩。玩耍遊戲讓孩子的身心成長。這位

媽媽也參加了幾次保育體驗。保育園也是提供培育孩子信息和發信的地方。 

 

從食育活動中看到孩子的樣子 

園庭後面有長 6m，寬 1.5m，深 60cm 的長方形菜地。蔬菜收獲後每個盆子裏的土都倒回菜

地裏再肥育。這個保育園以前連蚯蚓都沒有看到過。經過數年左右思策來肥土，總算菜地裏有

了蚯蚓和各種各樣的蟲子。孩子們秋天找蟲子，春天種蔬菜的每天都充實快樂。 

土壤肥料是米糠和純酸奶。試了各種各樣的方法後發現這樣可以讓土壤壹年四季都溫和柔

軟，然後葉子類的蔬菜也不容易生蟲，沒有澀味。當然孩子們也光著腳壹邊用自己的手感觸壹

邊參加。 

4，5 歲的孩子負責播種，植苗和收獲的工作。收獲後的蔬菜用水洗了後拿到廚房。然後成

為菜中壹品到孩子們的嘴裏。壹年 15 種的蔬菜成為孩子們身體的營養。孩子們通過種植蔬菜，

學到很多事情。也是生存的智慧。 

烹調也是其中之壹。幼兒班每年都有家長參觀日做親子烹調。因為在家中沒有盈余的時間的

家長比較多。唯壹這個日子讓孩子們非常難忘。借媽媽的手來切菜。用火來炊煮的經驗。和夥

伴們壹起吃做好的好吃的喜悅。通過這樣的體驗培養生存的壹種手段。 

幼兒班的小朋友沒有辦法參加種菜活動。但是他們可以通過觀看來參加。很多時候妳會被孩

子的觀察力驚訝。介紹其中壹個 2 歲班的 A 小朋友的故事。 

A 小朋友每天每天的自由時間都要去菜地。從土裏露出的白色的圓蘿蔔讓他非常的不可思

議。小小的圓蘿蔔漸漸長大，密集的擠在壹起。A 小朋友可能是認為拔壹個沒關系。 

班主任老師看到那個樣子說「A 小朋友，那個圓蘿蔔還會長得更大，再等等。園長到時候壹定

會告訴我們說可以拔蘿蔔了，到那時候我們大家小朋友壹起拔很多很多蘿蔔」 

明白了的 A 小朋友有壹天早上走到我面前拼命的說「園長老師，菜菜，擠擠壹起，擠擠壹起

就直直了，所以園長老師給他直直吧，妳說可以了，還不說嗎？」他在拼命的想著詞兒說。 

A 小朋友的心情滿滿的傳達到了。 

2 歲孩子的觀察力，行動力，善良和為他著想的心穩步而順利的成長著。 

 



很快，說「可以了」的時候要到了吧？ 

 

早飯時間是孩子壹天的開始 

生存從飲食開始。而且吃飯的時間也是內心得到營養的時間。 

早上上保育園的時候，有的母子分開的時候孩子哭哭啼啼的說「我要媽媽」。大部分的孩子

休息後，和保育老師和其他小夥伴接觸後回到了原來的笑臉裏。 

但是，也有孩子壹直哭不停，也有的時候朝著周圍發泄，多數可能都是早上內心沒有被充滿。 

大部分早飯時間媽媽為去保育園的準備和去上班的準備而不經意的讓孩子壹個人吃早飯。 

對於孩子來說，這是不安定，內心不被充滿的時間。「好好吃。」「快點吃。」這樣的對話先行

的話媽媽的笑臉和內心的營養都不夠。問了上述那樣孩子的媽媽後，發現她們大部分早上都是

這樣的。 

告訴他們不管怎麽忙早上都能讓孩子說「媽媽再見。」的技巧後，孩子們的樣子有了變化。

吃早飯時和孩子對面座。「媽媽也加油去上班，妳也和小朋友們好好玩哈。」「保育園的開心事

情回來了別忘了告訴媽媽哦。」這樣和孩子們說，並好好擁抱孩子幾秒。 

這樣孩子的心能被媽媽的愛充滿。我把這稱為心靈的營養，我想說對於孩子的健康成長心靈

的營養是多麽重要。孩子們想說什麽，想怎麽做，孩子們的心期待著誇獎的母親。 

 

從小生物上學習生命的重要和和善 

還有壹個讓孩子們著迷的的世界那就是和小生物們接觸。這次通過養蠶說說孩子們心裏的

變化。、 

開始養蠶 5 年了，蠶卵在濕度 80%+90%的環境下 3 到 4 天開始孵化。大約 1mm 左右的蠶

卵眼看著幾天幾天就長，把蠶的生長過程拍下照片貼在旁邊，孩子們就開始用它和實物比較，

心中萌生期待感。 

看著在動的蠶，覺得很惡心的媽媽們也開始和孩子們觀察蠶的每天的成長。每天到了接孩子

的時間，大家都圍著蠶說個不停，非常熱鬧。 

下面說壹個沒有什麼自信，比較沖動單獨行動比較多的 B 小朋友的事例。 

B 小朋友看到蟲子會用腳踩，用東西打，比較亂暴，不安靜。 

各種各洋的考慮後，抉定把養蠶的地方放在辦公室門口。任何時候都可以看。 

B 小朋友經常晃裏晃蕩的從班級裏出來後在蠶旁邊的時間比較多了，開始對蠶感興趣，對蠶

的變化感到疑問時提問就集中了。 

詳細的說明了以後，試著把蠶的圖鑒固定了放那。慢慢的他要求想把圖鑒放在手上看。告訴

他要輕輕的摸蠶，讓他體驗了好幾次。最初經常看見他提心吊膽的掉在了地上，抓的太緊，提

心吊膽。每天每天更加上手了，用手指頭摸，用臉俠親親。 

蠶結束壹生的時候 B 小朋友開始以蠶博士自稱。開始有了變化，對小生物的和善和同情心

成長了。 

最近蠶博士對各種各洋的事情有了自信。 



小結 

孩子們要體驗很多事。 

為此，我們需要考慮整備孩子能集中好好玩耍的環境。 

孩子們的心靈和各種能力成長了。 

為此，了解孩子們的想法靠近孩子們的心思很重要。 

孩子們，健康的長大了。 

為此，家長和保育士的有魔法的語言很重要。 

 

 

 

 

 

 

 

 

 

 

 

 

 

 

 

 

 

 

 

 

 

 

 

 

 

 

 

 

 



■執筆者介紹 

泡淵榮人  聽讀故事養育「心腦」 

巖手縣葛巻釘出生。1997（平成 9）年進入舊文部科學省，也參與家庭教育領域。2006 年

「早睡早起吃早飯」的國民運動的中心成員。2012 年發起復興廳的同時發起受災地的「復

興 の顏」。任同廳的石卷支所長。在努力復興受災地時，再次認識國家整體教育・育人的

重要性。很好地運用到現在為止的經驗，按政府的日本版城市當家人派遣制度，2016 年

4 月，任職山形縣長井市。為了壹邊住在本地培養在世界活躍的人材兒提倡早期國語教育。 

從年幼期開始聽讀故事，作為地方創生的手段企劃籌劃創業者教育。 

在家是 4 個孩子的父親。育兒男高潮以前的 2004 年取得男性的育兒期休息半年，經歷了

面對面培育孩子快樂和辛酸。 

 

田上靜子  現在，為保育被要求東西 

大田區立西蒲田保育園園長 

大田區立西蒲田保育園，自平成 16 年（2004 年）4 月接管作為區立民營園設置大田區的

保育，尊重每個孩子所想的，理解尊重孩子的心情進行保育。 

 

■協助園 

封面：佼成育子員（東京都 杉並區） 

      

■「健康教育」 概要 

    季期刊「健康教育」是祈願孩子們的健康成長而創刊的。1956 年創刊以來壹直傳承創業

者・河合龜太郎的信念。 

讀者對象/日本全國中小學校・幼稚園・保育園的學校長，園長和老師，保健主事，醫務

室老師,學校飲食相關人員等。 

真誠感謝平日愛讀「健康教育」編輯部致力於做更好的期刊，如果能對大家的健康教育的

實踐有所幫助。想看的內容和主題，以及各園各學校的介紹（比如我們園在健康教育上有

這方面的實踐），以及其他的意見感想請壹定告知我們。咨詢請聯系下面地址 

河合藥業株式會社「健康教育」編輯部 

〒164‐0001 東京都中野區中野 6 丁目 3 番 5 號  

TEL：03‐3365‐1156（代）  

FAX：03‐3365‐1180 

E‐mail：genkikko＠kawai-kanyu.co.jp  

網址：http://www.kawai-kanyu.co.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