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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22」中日青年交流活动(幼儿情感教育) 

 

１．线上交流概要 

【目的】 

 本项目以目前在中国国内备受关注的“幼儿情感教育”为主题，通过组织学习幼儿教育专业的大学

生和中日幼儿教育工作者听取专题讲座、介绍各自的事例、参加不同主题的小组交流，加深两国参加

者对该领域的相互理解，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包括本交流在内，中日青年交流活动共举办

3 个不同主题的相关活动， 2022年度内举办其中 2 个）。 

 

【参加者】 大学生和幼儿教育工作者 中方 24名、日方 8名 

 

【日程】 

日期 

地区 

内容 参加者的提问内容和反响（参加者的实际

人数） 

第１次 

2月 24日 

东京都 

【讲座】 

① 主旨说明 

② 讲座、答疑 

主题:日本的保育、幼儿教育与情感教育 

讲师:野泽 祥子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育

学研究科附属 发达保育实践政策学

中心 副教授 

③ 分 4组进行小组交流（自我介绍、破冰、

确定小组交流主题） 

在讲座中，讲师就日本的保教制度和课

程设置、地区及其他国家的实践事例等

方面进行了介绍。参加者提出了“在举

例说明时的光线探索项目中，保教老师

对孩子进行了什么样的反馈？”“在日本

的幼儿教育中男性保教老师所担负的职

责是什么？有什么特色？”等问题。 

（参加者：大学生和幼儿教育工作者 

中方 22名、日方 8名） 

第 2次 

2月 28日 

东京都 

【主题相关交流】 

①日中幼儿教育设施的情感教育事例介绍、

答疑 

日方:金崎 友香 ASAHINO 保育园 园长 

中方:刘 静 北京宋庆龄幼儿园 园长 

 

②分 4组进行小组交流 

【小组主题】 

Gr.1: 如何培养关怀他人的心灵 

Gr.2: 保育幼教老师与家长之间的关系 

Gr.3: 幼儿的情感忽视问题 

  Gr.4: 从中日两国幼儿教育的课题及强项

中思考如何通过儿童教学更好地进

行情感教育 

 

② 参加者发表感想 

在幼儿教育设施事例介绍中，日方介绍

了日中保教体系方面的不同点，并利用

视频资料介绍了自己所在保育园是如何

对孩子们进行“活教育”的。中方则介

绍了宋庆龄幼儿园的设施、保教理念和

具体各项举措。在分组交流中大家围绕

各自的主题交换了意见。参加者谈到

“我是小班老师，对于孩子们来说离开

父母身边是个很大的挑战，他们会感到

很紧张。我觉得如何去克服是很关键

的。”“我认为教师和家长之间建立良

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有助于往后

工作的顺利开展，相互信赖是重点。”

“对于那些不善于表达自己、有发达障

碍的儿童，我会在和他们相处时仔细观

察他们，寻找他们喜欢的、感兴趣的事

情并耐心等待他们对我敞开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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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者：大学生和幼儿教育工作者 

中方 23名、日方 8名） 

 

2．照片  

  

2023年 2月 24日【讲座】 

讲座结束后的答疑 

2023年 2月 28日【主题相关交流】 

分组交流结束后合影留念 

 

 

3．中方参加者感想（摘选） 

◆首都师范大学 讲师 

了解到日本幼儿园的现状，以及日本政府对于学前教育的改革与重视。通过小组主题讨论环节了

解到中日双方的文化差异，感受到了作为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及研究者对于学前教育这一专业的自己的

体会。也引发了我们对于学前教育课程设计和态度的思考，对于今后的学习研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首都师范大学 大学生 

这次交流我们组对于幼儿情感缺失问题结合幼儿园情况进行交流。最大的收获是对于幼儿普遍存

在的问题如由于 3 岁幼儿存在自我中心意识一切以自我意识进行活动的表达自我意愿这一情况，中日

两方采取的策略各有侧重，对于解决幼儿分离焦虑的问题我们采取的策略体现各自国情的特点，有些

措施值得学习和借鉴。 

特别是混龄班级进行活动，大带小活动，我认为值得中国的幼儿园进行进一步尝试探索学习。 

 

◆首都师范大学 大学生 

1．全球化背景下中日幼儿教育改革的方向有很多共性，如注重幼儿的社会情感教育（SEL），游戏化、

生活化的教育。 

2．通过对日本幼儿教育的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学习，发现其实现了保教一体化，注重集体生活中幼

儿良好品质的养成，在实践中倡导“活教育”。 

3．熟悉中日双方的老师，如刘乡英教授，在交流中提供了更深入的视角和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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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方参加者感想（摘选） 

◆幼儿教育工作者 

我觉得这次交流收获良多。首先，我觉得日中参加者能在 24 日野泽祥子老师和 28 日金崎老师及

刘静老师的讲座中了解到幼儿情操教育的意义和两国的情操教育举措。并在此基础上分组交流，每个

组都围绕各自主题进行讨论，加大了交流力度，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收获。 

 

◆幼儿教育工作者 

很高兴能有机会参与这次活动。在组内以“从事这项工作的理由”为主题做自我介绍时，幼教老

师们都非常自豪地说“孩子们的笑脸是我的动力”“有成就感”，我觉得她们的工作态度精神可嘉。今

后，我也要满怀信心地投入孩子们的教育工作。 

  另外，我了解到中国的幼儿教育理念和举措和日本不一样，增长了见识。因至今为止没有机会去

了解其他国家的保教理念，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 

 

◆大学生 

   这次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和日本虽为不同的国度，教育制度等方面也不同，但在教育方面的侧

重点却是非常相似的。能在新冠期间参加活动，边听边找出双方的共通点和不同点，是个非常难得的

经验。对于在这个人与人之间难以进行交流的疫情期间当上大学生的我来说，感觉很新鲜。  

 

5．参加者对外投稿、新闻报道等 
  

2023 年 3月 3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本次交流活动为中日青年搭建了相互学习与分享

的平台，帮助其深入了解相关专业领域存在的难

点与问题，激发了进一步交流的热情与动力。 

2023 年 3月 6日（浪潮新闻） 

在讲座中讲师强调了情感教育在更好地促进儿童

的学习，成长和福祉方面的重要意义。在小组讨

论中，大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剖析了中日情感教

育的思路和模式，对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了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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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月 6日（21世纪教育网） 

中日青年纷纷表示，通过此次交流对于双方在幼

儿教育领域的理念和实践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

解。今后将互相学习、持续推进幼儿情感教育向

更高水平发展。 

2023 年 3月 14日（首都师范大学） 

在此次交流中，学前教育学院 16名师生积极参

与讨论，结合专业知识各抒己见，展现了首都师

大青年学子的风采，获得了与会人员的一致好

评。 

 

实施团体名称：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