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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SOS》

内容概要

“日本全国养护教师联谊会”成立于1970年。该联谊会以“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为宗旨，每年一次
轮流在各地举办研讨会，相互交流、探讨养护保健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
    “在青少年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愈加严峻的形势下，总结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和贴近青少年健康教育
的实践，向教师、家庭、社会提出青少年成长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期得到广泛的社会共鸣。”基于
此目的，中国纺织出版社引进本书，希望能对致力于培养孩子健康成长的读者有所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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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SOS》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小学生SOS
第一章  现代小学生身心的烦恼
1.环境病——过敏症状的变化与过敏人数增加——帮助孩子抗过敏
2.化学物质过敏症群体出现——地区携手保护孩子
3.生活没规律，易患“轻微感冒”
4.建立保健室、小学、中学、地区四级保障体制
第二章  社会变故中儿童们的身心——阪神、谈路大地震后的神户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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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SOS》

章节摘录

书摘    “M同学的母亲是不是来过您这?虽然M同学还不是很稳重，但在早上的集会小动作少多了。不
像以前那样经常地打别人一下，或者干脆坐下。她姐姐和其他人都关心她，白天让她到外边玩，晚上
让她早睡。家里人放心多了。”    姿势的问题成了家长会的话题。甚至说：“现在的孩子不能蹲着听
讲话。蹲下时，脚跟抬起，脚尖着地，坚持不多久，就得倒下来。让他们并排坚持一会儿，马上就要
靠点什么。可能是脚腕太僵硬了，要么就是平衡功能太差，恐怕今后连日本传统的蹲着解手的方式也
不会用了。”议论纷纷。总之，在电车里、车站、路上都能看得见年轻人坐在地上。本来具有牛命活
力的年轻人还不如老年人，只能坐不会站。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成了“地墩子”，身体块头很大，肌肉
却不发达。    通过养成正确的身体姿态活动，使孩子们的脊柱挺直，成为能健步行走的一代。因此，
大家呼吁父母、学校、地区应为体重和身高都在迅猛地增长的孩子们做点什么工作，正确的身体姿态
的养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整形外科候诊室里的人开玩笑说
，八小等学校搞的正确姿态养成，实际上搞不搞都行。”    2．如果在某些方面有保障，儿童们就能自
己培育自己    “保健室是身体的城堡”    在学校里，听取儿童身体呼声的保健室，总是向儿童们开放
着，在这里重要的是向儿童传达保健知识，、保健室要研究身体这门学问，作为培育场所要把自己位
置摆正，必须重视养护教师的工作，这是保证儿童身体的地方，应该面向儿童，打开这个窗口，养护
教师要关心儿童，要用正确观点对待儿童，保健室要研究并学习儿童的身体具备培育场的机能。    新
的一年里来到了学校，保健室老师对来的同学说：    “你身体痛，情绪不好，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心
痛可以来，被人欺负感到难过，被家里人批评，心情沉重时，此外，苦闷要发泄时也可以来，而且要
准备好换洗的衣服。    想知道身体构造时，有书，也有骨骼标本，还有脑模型。也可以一起学习身体
的构造。    想知道自己长得怎么样时，有量身高的，也有量体重的，也有测视力的，都可以来检查。
”    以上是保健室介绍的情况。    “啊!保健室是咱们的城堡!”    大家这样欢呼着。    保健室向一年级
学生介绍后不到一周，有一个儿童来到保健室说：    “因为忘带了，请借条运动裤。”    还有一个儿
童捂着胸部来说：    “心痛!请给我看看!”    这些儿童对学校生活很不习惯。总是要提出自己的要求，
应该向一年级学牛介绍保健窜的作㈩，使他们感到很开心    “保健室”是向大家开放的，这是它担负
的任务，“它向孩子们传达信息，直接与孩子们对话，或者介绍‘保健信息’”。    在保健室里，儿
童们仔细听取对身体的解说，自己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公，要培养自立能力，使之有很大发展，不但养
护老师，全体员工都要为挖掘儿童潜力而努力。与此同时，为—厂充分完成保健室的任务，在硬件方
面和设施设备方面都要加以整顿。宝冢市建立健全保健室已经二十多年了(详细见《养护教师的创造与
实践》若本书店）。    其中带有床位的休养室独立出来-了，可以确保养病的空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
创举。    “疲劳”、“头痛”、“腹痛”都可来保健室，虽然他们的症状内容不一样。    诉说“头痛
”时，体温高，可在床-上休息，也可以在沙发和床垫子上休息。这时都要请养护老师直接看一看，他
们都强烈要求能看护自己。    在沙发和床垫上不一会就休息好了。在养护老师的招呼下，摸抚下，随
便交谈，很快地就恢复过来了。这些孩子都是无意识中，躺在沙发和床垫子上。    我们学校是一所实
业高中，因其盛行社团活动而在全县颇有名气。运动社团的练习，通常要到七八点才结束，早一些的
也要到六点钟，有一些社团则更晚，甚至周末也要练习。强度大的一些社团，还经常举行远足活动。
这些繁重的练习并不是社团自加压力。因为这些社团每年都要代表本县参加各类运动会，县里不但对
于这些社团寄予厚望，甚至还因此影响到刈待各校的政策。所以各社团的顾问们所承受期望和压力非
问寻常。    近年来，高中学生与运动社团越来越疏远。高中生们因为运动社团的活动艰苦，大都不愿
意参加。因此各社团的顾问为了招募成员而大张旗鼓，不断地奔波来往于各校之间。社团通常招徕成
员的方法是由高中社团招募的优秀成员可推荐升人本校，一般推荐人学的学生占到本社团成员的百分
之三十。在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中，社团推荐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明年预计增加到百分之五十，这对
社团活动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学生们往往以社团活动作为生活的中心，上课时间
反而成了休息时间。    推荐入学，安逸之选    男生S，自小体弱，在母亲的建议下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到
道场学习柔道。进入初中后，出于对柔道水平的自信，S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柔道社团。其实S算不上一
个十分听话的学生，他有时在朋友家过夜、抽烟喝酒，甚至深夜不归，因而接受辅导教育。S本身真
心热爱柔道，初中阶段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训练，心情比较愉快。    初中三年级的夏天，是必须认真考
虑将来出路的时候了。起初S想进入普通高中C校继续学习。而初中三年级的班主任则建议他：“如果
去C高中的话，你就不能再进行社团活动。而A高中可以进行社团推荐，你不如去A高中继续练习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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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SOS》

，好好锻炼吧!”S的父母从事建筑相关行业的工作，听说S可以得到推荐，进入A高中的建筑科，对此
事十分感兴趣+S本人在此之前曾经认真地备考复习，但想到如被社团推荐，入学不过是板上钉钉的事
，所以选择了进入A校学习，毕竟逃离繁重的备考复习，轻松入校不失为安逸之选。    然而现实情况
中，这些因社团推荐而入学的学生，往往无法主动提出离开社团。虽然他们与社团没有签约，但是他
们大多担心初中的学弟们因为自己的退出将来会失去推荐人学的机会，还有的担心自己的主动退出会
被视为忘恩之举，这样的心理负担是他们不敢主动退出社团的根本原因。    退出无门，丧失信心    这
样，S顺利地升人了A高中，在入学前的春假时，就已经和A高中的高年级学生一起训练了。    S入学后
，发觉A校的社团活动和他想象中的有很大不同。训练以顾问为中心，练习内容和时间的安排都很严
格，新老生之间更像是等级森严的上下级关系。    刚入学时，S怀着紧张的心情，坚持参加社团的活动
。但是，高强度的训练，早上有早锻炼，星期日也没有休息，使得S即使回家倒头就睡，也无法即时
缓解疲劳。自6月份起，S开始感觉到呼吸困难、体虚，午休时还会出现低烧，有时不得不提前回家。
然而，一旦S没有参加社团的活动，就会被老生注意到，他们有时还会打电话到S家，提醒他第二天一
定要参加训练。有时高年级学生还会瞒着社团顾问，还以“不能容忍今年的一年级学生偷懒”为借口
进行惩罚性训练。长此以往，S对社团活动的抵触情绪日益强烈。    这时每当他看到没参加衬闭的同学
寸，一种妒忌心情油然而生，他觉得如果没有什团活动，生活该有多么幸福。“好吧，干脆直接和顾
问说我不想干了!”S终于做出决定，在极度的恐惧和紧张中向教职员办公室走去。尽管S白己也知道不
会轻而易举地被批准退出社团，但一见面，不等S把话说完，社团顾问就说，由社团推荐人学的学生
，不可能退出社团，并且鼓励S说，他柔道技术很好，对柔道的感觉也很不错，将来很有希望。于是
这次谈话就被顾问的一句“再好好考虑一个星期吧”画上了句号。然而S内心想退出社团的念头却丝
毫没有改变。    不到一个星期，可能是顾问跟S小学时的柔道教练取得了联系，教练打来电话，说要见
面和S谈谈社团的事。面谈之后，表面上看似乎教练真的说服了S，继续留在社团内。而实际情况恰恰
相反，S其实害怕，如果仍就坚持要退出社团，也许会遭到老师的打骂，于是不得不嘴上答应道：“
我会努力的!”自此以后，S意识到想要退出社团的念头将永远成为一个幻想，绝望无助，心情跌到谷
底。    夜游打工，排解压力    在烦闷的情绪包围之中，S开始朋友们一起深夜游荡；有时还夜不归宿，
试图以此来舒解压力。从9月份开始，S只参加固一的较轻松的训练，其他时间或者缺席早退、或者旷
课，周末的训练也从不参加。他希望能通过这样的行为，迫使顾问主动要求他退出社团。然而不管他
怎样逃避训练，顾问却始终不提这件事。    一年级第三学期，S在一家牛排馆，碰见在那打工的学长K
。K和S是同一初中的校友，现在又同在A校渎书。两人谈得很投缘，S就经常到那家4牛排馆上。后来
应K的邀请，S也开始在牛排馆打起工来。这时S对训练还是二天打鱼，两天晒网。偶尔参加训练时，
就会被高年级的学生故意地摔来摔去，S觉得只有在打工的地方，和同伴们聊聊天，谈谈参加社团的
辛酸和校园的无聊琐事，或是和学长一起去开车兜风，才能一扫白天的种种不快。    ⋯⋯

Page 5



《中小学生SOS》

媒体关注与评论

结束语林  洋子(高中养护教师)    作为文教部的外围团体的日本青少年研究所，5月13日发表了《关于21
世纪梦想的调查》。    据此，将日本初高中学生与中国、美国、韩国做了比较，调查的结果是：日本
对21世纪的期待很淡薄，缺乏远大理想。我们这些每天与高中生接触的人，对此也表示理解。    丧失
自信，在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日日夜夜里，当然，就缺乏对未来的信心。叫学生体会不到学习兴趣的学
校，就是一个令人心情不愉快、缺乏人与人关系的学校，抑制人的个性的不自由学校，成为一个比任
何地方都不招人喜欢的地方。    现在的学校，把学生搞得七零八散，选择单位没有自由。在此背景下
，发生了体罚死、被虐待、枪刀事件、援助交际等问题。    随着学习指导要领的改变，日本开始实行
了为个别人服务的英才(尖子)教育。这种改变可以说是剥夺了绝大多数人的学习义务和权利，以及未
来的希望。其根本原因是日本社会制度与教育制度有很大弊端造成的。        从整体上看，以上列举的
虽是少数养护教师和其他教师、保护者、医疗关系方面和专家的实践报告。但是这些报告，有一定的
代表性。因此，解决学生的不安和苦恼的问题，要有行政和学校方面的参与。希望行政和学校当局应
该认真研究这一课题。

Page 6



《中小学生SOS》

编辑推荐

中小学生尚未进入社会又难以脱离社会，来自社会的、校园的、家庭的侵扰和困惑，来自生活的、心
理的、情感的烦恼与焦虑都可能对稚嫩的孩子造成致命的打击。本书是来自日本的心理养护教师的经
验总结，告诉家长和学校如何看出、应对孩子们的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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