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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福祉学中寻找本时代之希望的 1 年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社会福祉学会 会長空闲浩人（同志社大学）  

 

 

我们正处于一段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年度开端。 

1 月 1 日发生在能登半岛的地震，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与破害。当我想到灾区民众寄予希望

与 2024年会是一个美好的一年，并在各地迎接新年之时，我感到非常痛心。随着逐渐显现的灾

害状况，我们再一次的震惊于大自然的突发灾害的同时，我们也不禁问道，为什么会在新年的

第一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向遇难者深表哀悼之情。同时，我们向受灾者表示诚挚的慰问。我们也向参与救助和

重建的工作人员表达诚挚的敬意！当想到受灾地区的人民群众过着艰难的每一天，我们就想着

尽全力做好自己能够做的每件事，希望尽快确保受灾人民群众的安全，尽早的恢复他们正常的，

安心稳定的生产生活。 

与去年一样，今年年初开始，战争的消息仍在持续不断。在巴勒斯坦自治区加沙地区，战

争已经持续了四个月，乌克兰的战争也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多数孩童和普通老百姓处于持续不

断的无辜牺牲的状况。我们感受到如果想要实现一个跨越国籍、宗教、文化和语言的互相尊重

的社会，解决争端不应依赖军事力量，而应坚持通过对话解决的道路是多么的举步维艰。看着

这些事情的发生，我痛切的感受到了人类破坏和平的愚蠢，却也时刻记得自己也作为人类家庭

的一员，我们将仍然不会放弃对人性的信任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集思广益，并且每日都盼望

着这样的局面能够早日迎来结束的一天。 

自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们的生活一直受到各种限制。直到去年才似乎恢复了疫情

前的日常生活。但并非所有的消息都是明朗的。在日本，新冠疫情引发的孤独孤立以及生活穷

困的问题日益严重。据报道，2020年的自杀人数是近 11年以来首次上升的一年。尤其是女性和

未成年孩童的自杀人数显著增加。在这种趋势持续的情况下，2022 年，小学初中高中生的自杀

人数超过了 500 人，突破了历史最高纪录。孤独和孤立的问题已经成为直接威胁生命的问题。

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作为地区的、职场的、学校的一份子，又或是家庭的一份子，我们必须在人

与所处环境所构造的连接与关系中生存，现在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根基正在受到莫大的威

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将被迫陷入孤独或是孤立的状况中。 

生存到底是什么，生命意味着什么，生活和日常是什么，而支撑我们生活与生存，日常与

生命的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将被无数人所质疑。我认为我们所研究，教育，实践的社会福祉学

必须成为一门能够创造人与社会的新的价值观，并且是在新价值观为基础上，各项事务联动合

作，通过行动去实现的学问。社会福祉学应是一门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大家

维持和恢复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包容和宽容的学问。社会福祉学既是一门要不断对保障人

类福祉的政策制度和实施状况进行切实的讨论，也是一门需要我们感知与倾听身边每个个体的

各种生活所带来的苦难，生存困难，并持续不断的为解决，改善这些问题付诸实践的学问。因

 

 



此，我认为社会福祉学不是建立隔阂和分裂的学科，而是能够创造并传达各种人群之间连接的、

具备包容性言辞的学科。这一点是我们社会福祉学研究、教育和实践的学会成员的责任，也是

我们的使命。 

自 1954年 5月日本社会福祉学会成立至今，今年迎来了 70周年。去年举办的第 71届秋季

大会的主题是“将世界幸福具现化的社会福祉学挑战”。我们的生活处于各地灾害、生命危机、

气候变化以及 ICT 和人工智能发展等社会状况的快速变化中。在这个复杂而不稳定的时代，我

认为社会福祉学，本学会以及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各种挑战。值此 70周年之际，让我们在重新

学习由前辈们奠定的历史和知识的同时，重新思考“社会福祉学的目的是什么，社会福祉学会

的目的是什么”相关的社会福祉学会的意义。并期待今年会是描绘，展望未来、开展各类讨论

和迎接新挑战的一年。 

人类以及其生存需要尊严。我认为社会福祉学必须坚决抵制任何侵犯这种尊严的各类情况。

为此，我希望重新回归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社会福祉学的原理，并重新审视我们对待社会福祉

学的态度。我希望我们的学会是能成为被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福祉相关知识的产出地。是能

重新审视现有知识，并推动社会福祉学的发展和创造新的实践的地方。我希望我们学会能成为

把社会福祉学构造成能为贡献人类和社会幸福的“有生命力的知识”体系，被广大学会成员和

各界人士分享，打磨和传承。 

我认为社会福祉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以及我们作为学会成员参与其中的事实，以及日

常投入研究、教育和实践的大家的存在，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面临各类社会问题和生活问题尤为

重要的希望的存在。我希望社会福祉学能成为人们有尊严的，永不放弃的生活下去的希望。我

愿意与大家一起，尽可能多的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希望。 

在最后，我由衷地祝愿学会的所有成员在这一年中有更好，更稳健的发展。 

也恳请各位学会成员，能在 2024年对学会的各项工作，项目给予支持与助力。 

  



 

 

 

东京福祉大学大学院 

佐佐木 隆志 

 

关于日本的老年人日托服务中“折纸”活动的有效运用与创造生命价值和生活乐趣的研究 

 

首先，向提供了此次研究成果发表的宝贵机会的日本社会福祉学会理事的各位老师以及参

与韩国社会福祉学会大会筹备的众多老师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2023年 10 月 20日在韩国济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报告会中的一次汇报发表，成为了我

长期从事的研究生涯中最难忘的回忆，为此深表感谢。 

【发表动机】 

首先，是想向世界传达笔者正在进行的针对认知症人群的“折纸康复”研究。 

其次，是想要借助身边的素材（折纸），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为预防护理做出贡献。 

【研究概要】 

本研究针对利用日托服务的认知症高龄者进行了研究，将其分为两组进行比较：一组是

“参与折纸活动的群体”（N=129），另一组是“不参与折纸活动的群体”（N=108）。我们就参与

折纸活动前后的身体状况相关的 11个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此次调查是由日本全国日托服务

机构，折纸公司以及静冈县立大学短期大学部佐佐木研究室三方签署的产学合作协议下进行

的。 

【考察】 

我们将参与折纸活动和未参与折纸活动的群体进行了分组，并对折纸活动实施前后的问卷

调查项目进行了配对的 t检验。在这 11个问题中，只有在参与折纸活动的群体中，“是否有与

他人交谈的机会”一项在统计学上呈现显著（显著性水平为 5%）状态。此外，这个调查项目

的结果呈现正向显著。在参与折纸活动的群体中，与未参与折纸活动之前相比，参与折纸活动

后与他人交谈的机会更多。在未参与折纸活动的群体中，虽然也参与了除折纸以外的日托活

动，但我们只在参与折纸活动的群体中得到了统计学上显著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疑问回答】 

南首尔大学的教授事先通过邮件发送了提问内容。 

提问内容涉及到： 

1. 折纸活动参与者人数的提问。 

2. 关于问卷调查工具的提问。 

3. 关于自变量的提问（如折纸活动时长、频率、等级等的详细信息）。 

4. 关于测量方法的问题等。 

在问答过程中，提到了调查中有些参与者包括从往返于日托服务到住院，还有些不再使用

日托服务，以及一些患有除认知症以外的其他疾病的老年人。从问卷提问内容来看，我们反思

到在调查过程中需要更详细地描述调查情景、折纸活动实施过程、难易度、调查周期等。南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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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大学的张东浩教授完全同意了笔者提到的“未来需要承认老年人的现有状态的同时，并借助

老年人自身残存功能开展项目的必要性”。他进一步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开发出更多类似折

纸这样成本相对较低、同时又有效的项目。” 

本研究报告中提及的内容是“Study of End-stage Care Management in Japan”一书中

的，由中央法规出版发行，获得科研经费资助【特定学术图书】（课题编号：255161）(PP1‐

237（2014）页)的一部分。 

 

  



 

 

东洋大学福祉社会开发研究中心 

门下 祐子 

 

我很荣幸被选为 2023年 10月 20日至 21日在济州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韩国社会福祉学会

2023 年度韩国社会福祉学术交流大会的演讲者，并有机会在国际自由发表部门发表演讲。我

此次的演讲题目是：“对于智力障碍者的‘性’教育学习方式——通过易于理解的日韩两国的

发行物之间的比较来进行研究讨论”。本此演讲内容是针对智力障碍者的“性”教育课题，将

日本和韩国两国的各两本书籍以及册子等的发行物为调查对象总结出来的调查结果。这项课题

是与羽山慎亮先生（一般社团法人 Slow Communication）进行的共同研究课题。演讲当天，

羽山先生也一同出席，并由金老师担任韩语口译翻译。在此我想借此机会，对在演讲当天给予

我全程帮助的金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发行物的内容以及其中对与“性”方面规范的处理程度，并探讨智力

障碍者的“性”教育方式。结果显示，日本的发行物涵盖了广泛的“性”话题（如月经、自

慰、恋爱、性行为、育儿等），而韩国的发行物则聚焦于“恋爱”，并强调了与伴侣之间的关系

建立等话题。尽管两种发行物都以异性恋为前提，但日本的发行物更倾向于呈现固定的生命周

期，并促使人们遵循规范行为。基于这些结果，建议实践支援工作者们和教育者们批判性地审

视各种发行物的特点及其背后的理念和规范。在演讲结束后，南首尔大学社会福祉学系张东虎

教授提出了一些问题，问题内容包括：“在其他媒体形式（如视频）广泛存在的情况下，为什

么选择关注发行物？”“‘易懂的发行物’的定义是什么？”“在日本，即使智力障碍者拥有恋

爱关系，也不会促成结婚。据说对于他们自主决定‘性’方面存在反对声音。请介绍一下在日

本对此持赞成和反对意见的人的看法。”对于这些问题，我做出了回答。在此之后，来自北海

道大学大学院和南首尔大学大学院的参会者们也提出了评论和提问，给了我很重要的启示与启

发。 

在此次学会中，我聆听了关于韩国社会福祉教育的现状和对于农村地区发育迟缓者的支援

等方面的演讲，这激发了我对研究的动力，并产生了下一步研究的想法。我再次由衷感谢日本

社会福祉学会提供了这样的绝佳机会，并感谢东洋大学福祉社会开发研究中心对我此次汇报演

讲的支持与帮助。 

今后，我将以本次汇报演讲的经验以及建立的关系网为基础，继续深入深化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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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院 

张思铭 

 

此次我有幸通过日本社会福祉学会参加了在済州岛举办的韩国社会福祉学会大会（2023 年

10 月 20日至 21日），并进行了自由研究的汇报，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 

在这次参会中，我汇报的内容是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开展的研究，得到了来自韩国研究者们

的宝贵的评论建议，这让我获得了新颖且令我印象深刻的激励。作为中国人，我认为中日韩之

间的交流将变得非常重要。此外，他们还介绍了与我们面临相似课题的欧美国家的研究，这让

我对未来的理论发展和研究方法有了更广泛的了解，开拓了国际视野。 

另外，通过此次学会，我不仅仅感受到了国际研究的氛围，还与一同发表演讲的优秀的日

本研究者有了交流的机会，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充实、宝贵的经历。 

我此次的演讲主题是“日本高龄寡妇家庭的经济劣势——从生活战略角度看单亲妈妈的老

年生活的贫困策略”（科学研究经费资助项目 23K18823）。研究对象是日本高龄寡妇家庭，这

些家庭由于单亲、女性、高龄等诸多陷入贫困风险的高因素的存在，因此有较高比例陷入贫困

状况。受访对象是 X市的 Y母子福利机构的成员，受访者当时的年龄均在 65 岁以上，领取养

老金但不存在失能需要护理的状态。受访人员是共计 16 名的高龄寡妇。研究发现，高龄寡妇

采取了就业、依靠成年子女抚养、领取生活最低保障等策略来应对经济劣势，但仅靠这些策略

往往无法解决收入不足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在开支方面进行妥协。最后，研究发现高龄寡妇的

贫困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做出的尽可能合理的选择，但由于这些选择受到经济劣势以及受限

制的选择的影响，因此很难摆脱贫困。 

针对上述的汇报内容，首尔大学社会福祉学系的朴钟民教授评论道，日本高龄寡妇家庭的

生存策略与韩国的老年人的生存策略并无太大的区别。他还介绍了一些欧美国家的研究。这使

我再次意识到，我的研究不仅在东亚，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价值。 

最后，我要深深感谢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教育学院的松本伊智朗教授、辻智子教授、鸟山真

希副教授以及北翔大学短期大学部的保田真希副教授对于本研究的指导。同时，还要感谢安鑫

丹氏负责本稿的翻译，感谢祁晓航氏进行的现场口译工作，还要感谢参与韩国社会福祉学会大

会的相关人员以及日本社会福祉学会的相关人员，给予我诸多帮助，我由衷地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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