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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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3  會讀書的人去大學，不愛讀書的人做有錢人 

9  培育孩子「生存能力」的整理收拾方法 

15 概況 

 

 

 

 



會讀書的人去大學，不愛讀書的人做有錢人 

幼兒教育研究家 

平川 裕貴 

 

序 

觸及歐美文化… 

有壹天，和加拿大人朋友壹起小酌，不經意談到稅金用法的話題…「美國投入大量稅金在軍

事上。加拿大把醫療擺在第壹位，教育擺在第二位。因此，幼兒園和小學校可以免費，或者充

其量壹年只 3 萬日元左右。政府提供資金讓幼兒園和小學必須接受全體入學希望者」 

「那樣的話，如果受歡迎的學校有很多人想入學而教室不足怎麽辦？」我說。「造教室就好

了。政府提供費用。而且，如果，有障礙的孩子入園的話，那個孩子如果需要花費精力的話雇

人就好。政府也提供那個份兒的費用」。 

 

包含上班族時代，我和歐美的年輕人接觸有 30 年以上。期間，屢次對他們說的歐美的想法

和制度感到吃驚，同時有很多時候會想「日本也導入這樣制度的話多好啊」「日本也變成那樣

多好啊」。     

多年接觸西洋文化感到西洋東洋真的正相反。東洋要是右西洋就是左，西洋是上東洋就是下，

東洋若是前西洋就是後，完全好象誰刻意創造的。 

我接觸的不是特別的人們，是過著非常普通的生活的普通歐美人的想法和習慣。就像我們日

本人有多年積累的獨自的知惠壹樣，歐美人的智慧也是凝縮而成的。  

「也有這樣的想法！」「也有這樣的方法！」歐美人的智慧可能有讓日本變得更好的暗示。 

取日本和歐美的優點得話日本壹定變得更好！ 

帶著這樣得期待，我想把自己接觸過的歐美的想法介紹壹下。 

 

親子關系 

男孩子做家務也是理所應當 

歐美的父母，把「孩子的自立」做為育兒目標。 所謂『自立』，不是自己能應付身邊的事

而是能自己獨立生活。為此，做飯菜，洗滌和掃除，都理所應當的做自己的份兒。當然，男孩

子還要會自己掙錢吃飯。 

我遇到的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的年輕人們，連男孩子也自己烹調，房間也打掃得漂亮幹凈，

穿的衣服也自己洗好熨好。 

他們說「大家都這樣」，有壹次我問壹個男性加拿大人，「為什麽歐美的男生可以做到那樣呢」。 

他思考了壹下說「可能大家都認為那樣比較帥」。 



在歐美大家認為做了是理所應當，不做是不體面的。 

  希望被大家認為「有風度，帥氣」所以努力去做。 

  人的行為可能有時動機意外的單純。 

  

母親和男孩子的關系 

在歐美，男孩子的話，被認為如果過度長期吸母親的母乳的話，孩子將會在性上面受影響，

所以盡快的斷奶。美國甚至在「吸母乳到幾歲比較合宜」的問題上起了爭論。 

所以歐美人對日本的男孩子挺大了還和母親壹起泡澡感到驚訝， 

首先，歐美壹般不會在家人面前不穿衣服，會和兄弟壹起淋灑洗澡但不會和母親壹起洗。 

 

有壹次，我的學校裏有壹個法國人的男孩子和日本人的男孩子很要好，帶了他去日本的澡堂。

二人都不過只 5 歲，法國人男孩子在澡堂裏對裸體非常躊躇。 

然後，他的母親壹直認為去澡堂的話壹定要帶上遊泳褲，聽到「赤身裸體進去」的壹剎那驚呆

了。  

而且，和那個小朋友的母親壹起進入女人浴室，內心裏非常擔心其影響。當然這是對日本文

化的很好體驗。 

在歐美，認為男性應該剛強，所以母親壹般嚴厲的教育男孩子，培育孩子剛強。嚴厲管教，

盡早和孩子保持距離，這和什麽都照顧的日本的母親和男孩子的關系正相反。 

 

孩子是社會的寄存品 

歐美有不能生孩子的夫婦或經濟條件好的家庭會迎接沒有雙親而寄在設施裏的孩子做養子。 

而且並不壹定是同壹民族，也有白人的家庭收養了非洲人或亞洲人的孩子做養子。 

然後做養子的高中畢業後作為壹個成人做為社會的壹員走自己的人生。 

按照日本人的感覺是疑問能不能把養子和自己的孩子壹視同仁的養育，但是歐美沒有這樣

的危懼。 

日本是認為自己的孩子是從自己肚子裏受痛生出來的，自己的所有意思比較強。但是歐美

「孩子是社會的寄存品」的意識比較強，而不是當為自己的所有物。 

所以即使是異民族他們也能毫無抵抗的迎接。 

但是壹旦作為養子被迎接的話，那就無關人種和肌膚，家族和周圍的人都把他當家庭的壹員來

看待。和「有沒有痛過母親的肚子」是沒有關系的。 

 

I’m proud of you 

歐美的父母經常給孩子灌輸「父母的話是絕對的」。因為是意見自由的社會，不那樣的話父

母會控制不了孩子。 



我偶然在英國人薩利的 4 歲的孩子壹直叫「想吃零食」的時候在場，但是她怎麽都沒有聽孩

子的要求。面對這樣糾纏的孩子日本的媽媽肯定屈服了，但是薩利的態度讓我看到「我是媽媽」

的尊嚴和驕傲。 

  

說到驕傲，歐美的母親在表揚孩子的時候經常說“ I’ m proud of you. ”「我為妳而驕傲」直

接和本人也說，當別人表揚自己的孩子的時候也說“I’ m proud of him(her).” 

「我為妳而驕傲」的說法也有給孩子傳達「這樣培養妳的是我哦」的意思。 

比起日本的「妳很努力啊」「妳很棒啊」這些誇獎的話來的讓人感覺得到父母的尊嚴和威嚴。

會不會覺得這樣的誇獎是讓孩子理解尊敬父母的立場的好方法？ 

讓我認為歐美的孩子尊重父母也是有受到言語的影響的。 

 

教育 

交流能力 

歐美社會是清楚表達自我意見的社會，所以意見不同或對立也是理所當然的。 

加拿大人的剖羅說小孩子的時候和周圍的朋友表達意見壹致時說「我也這樣想」時，老師壹

定說「不是這樣吧」。 

歐美個人的意見和思考受到重視，學校上課也不是單方向的教，讓孩子記。 

他們從小就被訓練持有自己的意見。即使是很荒唐的意見也比不講好多了。 

當然知識也很重要，有很多需要記住的東西。知識只要掌握記住的方法，壹個人也能學。而

學到的東西怎麽實際運用更受重視。 

 

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意見，在社會中和他人怎樣更好的相處交流比日本人想象的更受重視。 

所以，歐美的父母讓孩子在家盡可能的和其他孩子玩耍。孩子們在壹起玩時難免爭吵和搶奪，

這是訓練他們自己怎麽解決的絕好機會。對於孩子們來說，玩耍是學習，是和工作壹樣。 

 

大學要拿獎學金去 

 我經營外國人講師的英語會話學校多年。錄取的英語老師的歐美年青人大多是拿著獎學金

去的大學。大學畢業後，為了還獎學金，因為日本當時的工資比較高就來日本工作。 

在日本父母給學費上大大學是理所應當的，所以當時以為他們都是貧困家庭的孩子。但是實

際也有孩子住在帶著遊泳池的像宮殿壹樣房子裏。 

和他們說話才知道，歐美的父母基本上供錢給他們到高中。 

像之前所說的父母的工作是「供孩子到 18 歲」，孩子高中畢業父母的責任也結束了。換句話

說歐美「養孩子的工作到 18 歲就退休」。 

父母的錢終歸都是父母的東西。孩子不以父母的錢為目的，想去大學的話拿獎學金去，畢業

了自己還。 



社會結構 

社會經驗受到高度評價 

歐美是認為在生活上或是經濟上自立是很帥氣的社會。 

但是當然學校生活學不到社會上的事情。所以歐美的年青人通過各種義工活動和鐘點工的

經歷來過渡自立。這些經驗會得到在日本意想不到的高評價。所以他們的履歷書裏會把壹周的

鐘點工寫的非常詳細。 

不管做什麽樣的工作，經驗都不會受到負的評價。 

例如從日本人來看犯罪是負的經驗，但是歐美並不會因它受到社會的排斥。 

意識到時改邪歸正的話什麽時候都能敗者復活。因黑客行為被捕的青年也能被高薪聘用。 

為什麽呢，因為從負的經驗獲得的知識也可以在社會中靈活運用。優秀的技能變為敵人的話

是恐怖的，但是成為夥伴的話就能壯膽。 

然後年齡，學歷，已婚或未婚，肉體上有沒有障礙，有沒有孩子不會像日本壹樣受重視。 

當然，歐美人沒有把自己的私人問題帶到工作中，在工作上有專業人士的姿態。 

在漫長的人生途中，有其他想做的事的時候任何時候都可以轉換方向。比起在畢業時不認知

社會的時候選擇壹生都要持續的工作的日本人來能好多倍的享受人生的快樂，這樣想的只有

我嗎？ 

 

日本社會和歐美社會的不壹樣 

在這兒我們看看日本社會和歐美社會的思考方法的不壹樣。 

日本的很多企業喜歡招收剛畢業的社員，換句話說就是喜歡接收沒有被染色的白色狀態的。 

然後，根據每個公司的做法和想法培養員工，建立長期的雇用關系即是終生雇用制，不過最

近也有了很多變化。 

日本在入社儀式後就開始各種新人研修和訓練，花錢教大家怎麽工作。而且還不會做事情的

時候就給發工資。 

日本認為社員為會社所屬的意識比較強。 

不過歐美企業和日本比起來幹練很多。 

如果決定就業去公司的話，他們會告訴妳「妳的座位在那兒」然後立刻給妳工作。更本沒有

考慮入社式啊連手帶腳的進修等這些公司承擔費用並花時間訓練公司職員的事項。 

不管做什麽事情妳拿工資的那天起就應該是專業人士，如果妳走來走去不知道做什麽別人

會當妳做傻瓜不理妳。 

和日本人的剛進公司時「不會是理所當然」的想法正相反。在日本，新人和資格深老的社員

壹樣能幹的話會被說「自大」而不被理睬。 

日本公司把員工培育為合符自己公司的專業人士。而歐美的公司是把各個領域的專業人士

聚集在壹起構築自己的組織。 

 



會讀書的人去大學，不愛讀書的人做有錢人 

「會讀書的人去大學，不愛讀書的人做有錢人」這是加拿大的諺語。 

會讀書的人喜歡學習。想要研究更深的學問，記憶力，集中力，洞察力和分析力等都很優秀

的人應該去大學深造。 

會讀書的人為了進更好的會社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深造知識去大學。這也是大學本來的

作用，而對於本人來說繼續研究學問成為自己的生活動力。 

另壹方面，加拿大的有技術職能的，不管是中學畢業還是高中畢業只要技術得到評價就能拿

高工資。 

聽了這些話時我想「這是合理的，這難道不是大家都能贊同的理想的社會形態嗎」。而且這

是「現在的日本最需要的西洋的智慧」。我個人這樣解釋這句話的意思。 

「頭腦好的人，有知識智慧為社會做貢獻受尊重，有技能的人，用技術為社會做貢獻做有錢

人」會讀書不愛讀書的都能幸福的社會。 

 

結尾 

新的價值創造 

每個人的能力特性和性格都不壹樣。。有的人計算很有能力，有的人記憶力很好。有的人能

說會道，有的人手很巧。很會創造的人和很有領導能力的人，很有藝術才能的人和很有運動能

力的人。 

我認為會社就像「拼圖的畫」。如果誰都想站在中央做事的話，畫就完成不了。光是鮮艷的

顏色也做不出讓人感動的有深度的畫。各個地方需要不同色彩的元素。 

社會也是完全壹樣。每壹個拼板不管在那個位置都是非常重要的，少了壹個都完成不了而成

為缺欠品，沒有哪個是不必要的。 

每個人都能夠認識自己的能力和特性，這些都能在社會中運用發揮的話，每個人都能感到自

己是「社會必要的壹員」，就能好好的生活。 

只是我成長的高度發展的時代和現在有天地之差。然後，地球環境年年惡化，自然威脅也越

來越多。 

非常遺憾，現在的年青人，還有將要長成大人的孩子們的未來並不是非常樂觀。 

所以我認為孩子們更加需要增強自己肉體和精神力量，增加知識智慧，不管到了世界的哪兒，

有什麽事情都能跨越。 

現在不論是日本還是歐美，因為科學的進步生活的方式和工作的方式都在激烈的變化，而且

是無邊際的環球化社會。 

因為認識歐美文化，我也更深切認識到東洋文化的好。 

並不是說歐美文化和日本文化哪個好，哪個不好，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的認同，在此之上互相

尊重，互相學習的姿態是很重要的。 

為此我希望能盡自己的微力持續發信。 



 

培養孩子生存能力的收拾整理 

壹般社團法人 親・子的整理教育研究理事 

橋口 真樹子 

「快整理了！」―。 

每個孩子的媽媽都這樣叫過吧。 

 

每天沒玩沒了的做飯洗衣打掃衛生和在壹邊亂放的孩子，不管喊多少次「快整理了！」，孩子

都不動手整理，好不容易開始了，把要放入書架的書拿來讀，要收起來的玩具拿來玩……。 

然後收拾的方法也是非常隨便「怎麽就不能折得更好壹些呢？」，「紙張都亂皺皺了！」 

媽媽們得整理的煩惱真是沒有盡頭。 

「孩子小得時候沒有辦法……。還是我來收拾比較快。」很快這樣就放棄了，請等等，收拾並

不是只讓屋子幹凈，是培養孩子「生存能力」的非常重要的育兒法。 

 

收拾裏蘊藏著生存能力 

收拾的能力是幸福人生不可欠缺的能力。比如像下面的能力 

 

1.自己選擇決定的能力 

「這個要，這個不要。」收拾的時候壹定要通過，什麽是自己必要的，重要的，這樣的選擇

過程。小的時候只要選擇玩具和繪本，長大了要選擇上哪個學校，做什麽工作，去哪個公司任

職，和誰結婚住在哪等等，要面對很多左右將來的判斷。 

 人生是選擇和判斷的連續。為了自己的幸福應該怎麽選，有自信的決定判斷需要從小不斷

的訓練。 

  

2.不得不做的事情的持續力 

學習，工作，收拾等各種各樣的家務事…。即使很忙，即使很累，生活中卻有很多不得不做

的事。而能淡淡的完成這些的持續力，可以通過日常的收拾來培養。 

沒有必要什麽時候都完美的整理收拾。身體不舒服的時候沒有必要勉強。而這「在能做的範

圍內做能做的事」，能讓每天的生活順利回轉。這些經驗培養「很麻煩但是也不得不做」的堅

強持續力。 

 

3. 想象將來的事和對方心情的能力 

「不收拾的話之後會困擾」，「不收拾的話媽媽的工作量增多媽媽會困擾」 

 想象後面的結果和別人心情的能力對做為社會壹員的我們非常重要。家庭是社會的最小單

位，學習對家庭成員的顧慮，關系到在公共場所不會有給他人帶來麻煩的行為。 



 

整理收拾還能培養其他很多能力。 

所以今後讓孩子整理收拾的時候要知道「這不是單純讓孩子整理屋子而是在培養孩子的「生

存能力」」。這樣的話，眼前的整理大戰也能變為有價值的有意義的工作。 

 

整理收拾家庭的要領是整理收拾的框架結構×好的方法 

家庭內收拾整理的要領是什麽呢？ 

現在有很多電視雜誌都有整理收拾的專輯傳播「考慮定位，適量，動線，重要的是做好容易

整理的框架結構」的概念。 

但是家庭內的整理收拾只有「容易收拾的框架結構」是不夠的。 

定好框架結構還有更重要的是「和孩子更好的接觸讓孩子更有欲望去做」 

 

家庭內整理收拾＝整理的框架結構×好的方法 

在這兒想告訴大家壹些即使是整理收拾的專家也意外註意不到的事實。 

下面順次解說「整理收拾的框架結構」和「好的方法」。 

 

整理收拾家庭的要領  —收拾整齊的結構的規則— 

整理收拾的書本雜誌也經常介紹的「收拾整齊的結構」的壹般規則是壹離使用場所近的「固

定位置」二孩子也能管理得了得「適量」③和孩子合宜的「收拾方法」 

 

① 離使用場所近的「固定位置」 

收拾是「放回原來的位置」，東西的位置＝固定位置如果沒有確定下來的話收拾不了。對收

拾沒有興趣的孩子也盡力「離使用場所近的固定位置」(「固定位置為沿著活動線的地方」)小

孩很難特意收拾到遠的地方即使是大人都難。 

比如我們家小時候最經常玩的玩具放在客廳的電視下的抽屜裏。 

不用收到孩子的房裏，壹邊看電視也可以壹邊收拾，可以當場收拾的方便的固定的位置。 

而且被明確的告之這兒也不收拾的話「不會再買新的玩具給妳」。 

最大限度的整頓好收拾的環境並且堂堂正正的告之「自己的東西自己收拾」 

 

② 孩子也能管理得了的「適量」 

 「適量」是根據家的大小和使用者的年齡而變化。對於孩子的適量大概是「自己壹個人收

拾也能 15 分鐘左右完成的量」。 

  

 孩子成長的比較快，「現在必要的東西」變化很快。考慮要不要的時候按照「現在在用的

東西＝必要的東西」這個基本原則。現在在穿的衣服，現在在用的玩具，現在在看的書，這



樣。 

不用的東西從孩子的空間裏拿掉，好好調節孩子管理東西的量。把「不用但還想保管的東西」

移到小儲藏室保管。 

為了培養「自己選擇決定的能力」，讓孩子自己選擇東西要還是不要。孩子本來整理能力很

好。「這個要！這個不要！」判斷的很快。 

這個時候比較重要的是媽媽不要過於插手。「這個不要啦？」「這個很貴買的，太可惜了吧」

壹次次否定孩子的決定的話，孩子也會漸漸對自己的判斷沒有了信心。 

經歷自己決定的成功或失敗也是很重要的學習。媽媽們壹定要在孩子選擇時貼心的站在孩

子身邊支持他。 

 

③ 適合孩子的「收納方法」 

可能對於媽媽來說理想的收納是在雜誌裏看到的沒有東西擺在外面的「幹凈收納」，白色的

籃子整齊的擺著，像樣板房的「整潔收納」壹樣。 

但是大部分的孩子並不像媽媽那樣對整理收拾有興趣。對於他們來說比起「好看」來說「容

易明白」更重要。 

 

首先先做好「適合孩子的收納」。 

適合孩子是考慮孩子用起來方便不方便，太高的架子，太重的抽屜，太復雜的收納方太整齊

的折疊法等都是不適合孩子們的例子。 

 媽媽要為了讓孩子自己能夠好拿進拿出而做出讓步。讓孩子做做試試壹起商量適合的收納

方法。 

 

家庭收拾的要領  ―很棒的有關方法的規則― 

那麽框架結構定了以後重要的是「怎麽做」，框架結構和怎麽做定了的話也可說是完成了。 

「框架結構定好了孩子們自己就會做好收拾」―這麽想的話，大部分的媽媽要很失望。為什

麽呢？屋子整理漂亮了孩子們很興奮的「哇」了以後還是「比起整理更愛玩」。 

那怎麽讓孩子們去做呢？ 

人的行為理由有 2 種，壹個是「這樣的話結果會很糟糕」的消極理由，還有壹個是「這樣做

會有好的結果」的積極理由。 

 

大人的話消極的理由也好積極的理由也好靠自己的意誌力來行動，但是對於孩子來說消極

的理由沒有辦法推動他去做。 

「不要拖拖拉拉的！」 

「那個不是在那邊吧？」 

「折的整齊壹點不好嗎！」 



「下次在叫妳之前自己要做好了。」 

   是不是壹不小心就這樣說了？ 

 不做的話要挨罵，做了還是要挨罵。 

用這樣的方法孩子很可能就討厭收拾了。 

讓孩子們用積極的心情去做的話，像下面的例子。 

 

●收拾前 

「收拾了我們吃點心哈」―收拾了以後有「好事」的說法。 

「馬上要過生日了！想要什麽生日禮物呢？要留個位置給新禮物了，不玩的小禮物給其他的

小朋友，留出空間來」―和收期待的禮物連接起來，引導用快樂的心情來整理。 

「和媽媽壹起收拾比賽吧！」―用遊戲式的方式孩子就有了幹勁 

「能不能幫媽媽壹下？」―幫忙媽媽的話孩子意外的願意 

 

●收拾時 

「這本書最近經常讀吧，喜歡什麽地方呢？哦，是嗎，很有意思哦！」「哇，這個很懷念！妳

小的時候經常做的，現在長大了，這個也畢業了吧？」 

―平時很忙的媽媽和孩子壹起聊天的話孩子都會把收拾的時間當成快樂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開始把要的東西和不要的分開吧，這個怎麽辦呢？好棒哦，判斷的真快啊！」―

孩子很喜歡媽媽的贊美。 

「可以由妳做決定」，「妳覺得應該怎麽辦呢？」―給孩子思考的空間，開始自己思考。 

「這個是什麽？那這個呢？妳都知道啊！」―大人請教孩子的時候都是充滿自豪感的。 

 

●收拾後 

「哇，已經收好了？好快啊！」―孩子喜歡讓大人驚奇。 

「謝謝，幫媽媽大忙了！」―讓孩子更多的感受被大人感謝的體驗。 

「收拾的很漂亮啊。」―受表揚是大人和孩子都開心的。 

「啊，妳收拾了啊，很整齊啊」―長大的孩子並不那麽愛聽受表揚了，但是壹定請傳達「我

註意到了」的信息。 

 

孩子的積極情緒怎麽引導，請好好觀察自己的孩子然後快樂的煩惱壹下。 

 

讓家庭協助的關鍵是日常的交流 

現在為止寫了收拾的框架結構和怎麽做。 

不止是收拾，回望壹下家庭中的相互體諒，同心協力的關系構築有沒有「平時就和家族建立



良好的交流」。 

可能有的媽媽會想「我們家是不是對話比較多。」 

這時候請想想平時交流的臺詞，比如下面的對話。 

 

「妳回來了，零食要洗手了再吃哦」 

「包包要放回原位哦。」 

「那有沒有作業啊？作業做玩了再玩哈。」 

「快點，吃飯的時間了！」 

「糟糕，這個時間了！快睡了」 

 

為了每壹天的生活的順利輪轉，媽媽不得不和孩子說的話真的很多。 

但是這些就好像會社裏的「業務聯系」壹樣，和加深家庭感情紐帶的對話不壹樣。 

 

孩子們想和媽媽說的是另外的事。 

「我回來了！媽媽，今天學校裏・・・・・」 

「老師再見！媽媽，那個○○小朋友她今天・・・」 

 

從學校回來的時候，媽媽來接她的時候，孩子們有很多想講給媽媽聽的事。 

這個時候只要 2，3 分鐘也行，發指示之前聽聽孩子講話。 

 比如說 

「哦，有這樣的事啊，太意外了！把包包放那，然後過來講給媽媽聽。」 

「是嗎？是這樣嗎？那太開心了！今天都很努力啊，那我們吃點心吧，把手洗洗過來。」 

不要阻擋了孩子「想和媽媽說！」的欲望，只要給她幾分鐘。 

 很驚訝，很開心。覺得討厭，很難過・・・・。想想孩子的心情感受，和她同感說「是嗎」。 

只需要這樣做壹下，孩子在這之後的洗手，做作業，整理，睡覺等叫她時，她都能以讓妳驚

訝的誠實的「知道了！」來回應。 

 

要留意和孩子交流做孩子的「想說各種各樣的事，想問各種各樣的事的對象」。 

這樣才能讓孩子「聽媽媽說的。幫媽媽的忙。」 

 

總結： 享受家庭團樂而不是房子 

家庭生活應該對家庭全體來說是「安逸休息的舒服的空間」。 

媽媽要收拾大家的東西忙不過來是個問題，媽媽經常煩燥的說「快收拾了！」對家裏的人怒

氣沖天並不是理想的做法。 

所以大家都在家的時候，媽媽要把收拾的要求放低。 

大家都很舒服的在家做喜愛的事的時候，就是散亂壹點也沒關系。 



就是壹直都不是很整潔也沒有關系，只要整理的框架結構做好的話，需要的時候 5 分鐘 10

分鐘就能整理好。 

和家人壹起享受快樂的時間而不是和屋子。 

就是沒有和家人商量也先定下收拾的位置。 

廚房，水的周邊，自己的櫥櫃，墊子等自己壹個人可以判斷整理的地方有很多。 

把這些地方機能性的整理的話媽媽的生活會有戲劇性的變化。 

 比如即使最初家人不幫忙，也變為能自己放回「治愈的地方」。 

 

 媽媽的心有余的話，對孩子和丈夫的態度也發生變化。媽媽對家人的態度變化的話，家人

的態度也自然變化。 

嘆息「不幫忙做」之前，從先發現的人開始改變。 

這是改變和家人的時間，空間，交流的最初壹步。 

 

相親相愛的充滿歡笑的家庭，培養孩子的「生存能力」。 

讀了這篇文章的大家們我從心底支援大家跨出最初的壹步。 

 

希望了解更多的話請看「這樣搭話 5 分整理！孩子的整理收拾力」這本書。 

請到親子整理收拾研究所來參加「親子收拾訓練士 2 級認定講座」。 

快樂期待和您的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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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歐美的優點進行的幼兒教育研究家。壹邊經營學校壹邊把經驗教訓和智慧知識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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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口 真樹子 整理收拾培養孩子的生存能力 



壹般社團法人 親子的整理教育研究理事 1969 年大阪出生。為了實現丈夫的美國留學夢

想夫妻壹起辭職帶著 2 歲的女兒去了美國。在美國的時候因「壹直都很幹凈漂亮的家」而 

被詢問方法從而回國後取得整理收納顧問資格。經過演講會和整理咨詢· 整理服務等廣泛

的活動後和同伴們壹起設立「壹般社團法人親・子的整理收拾教育研究所」，整理收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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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佼成育子員（東京都 杉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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