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会议详情 

第 72届日本社会福祉大会秋季大会于 10月 26日至 27日在爱知县东海市艺术剧院

和日本福祉大学东海校区举行，主题为“探索现代社会福祉的本质”。本次大会采用现

场面对面和在线视频同步播放两种形式举行，共有 722名参会者（包括来自中国和韩国

的 5名演讲者）参与本会，并取得了圆满成功。借此机会，我谨向所有参会者、演讲者、

理事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活动安排如下 

第一天上午，主题研讨会在东海校区举行。以“思考实践与研究的循环”为主题，

由山野则子氏担任主持人，由谷口由希子氏担任点评员，三位发言人（木佐惯悦子氏、

松本大树氏、山本綾子氏）发表了演讲。 

下午，开幕式在东海市艺术剧院举行。日本社会福祉学会和气纯子会长、东海市花

田胜重市长以及第 72 届秋季大会主席、日本福祉大学校长原田正树氏发表了致辞。在

随后的学术颁奖典礼上，大泽真平氏和木原活信氏获得了学术奖，畠中耕氏获得了奖励

奖（论文类）。在此表示由衷的祝贺！ 

随后，是主办方大学策划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主题是“针对生活不稳定群体的新

安全网”，在中央大学宫本太郎教授发表主旨演讲后，山田壮志郎氏主持及推进了以下

三位发言人的发言（石川久仁子氏、垣田裕氏和川岛百合子氏）。宫本太郎教授受邀继

续担任点评员。 

晚上，在东海校区 Co-op食堂举办了信息交流会。共有 123人参加，其中，来自海

外的参会者以及下一届主办大学同志社大学的教师进行了发言，我校教师湯原悦子氏和

伊藤文人氏还现场进行了乐器弹奏表演，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会议第二天全天在东海校区举行。活动全天共有 157 场口头报告和 75 场海报展示

报告，并举行了 3场特定课题讨论会。 

学术研讨会由索宏氏，藪長千乃氏，梶原浩介氏负责主持以及推进，发言嘉宾包括

来自中国的崔月琴氏、芬兰的勝井久代氏和日本的黒木保博氏。 

特定课题讨论会由髙木博史氏主持，具体主题为“日本社会工作将如何应对当代政

治走向？以往是如何应对的？”。 

学会策划的研讨会由伊藤嘉余子氏负责主持以及推进，主题为“重新审视社会福祉

中的‘联系’：‘联系’与‘匿名性’”，四位发言人（姜恩和氏，掛川直之氏，小泽

昭彦氏，松岡是伸氏）进行了发言，山縣文治氏进行了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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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式研讨会中，都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虽然讨论的切入点各有不同，但我认为这

是深入了解当今社会福祉本质的机会。 

 

2.主办大学的感想 

组织这次大会的最大使命是“以一种可作为未来会议典范的方式举办会议”。随着

我们进入出生率下降、教师工作量增加的时代，建立可持续的大会组织模式迫在眉睫。

组委会成员也非常忙碌。由于这次大会是大学 70 周年校庆活动的一部分，大会主席由

校长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由社会福祉学院院长我来担任，几乎所有其他成员均来自大

学和研究生院的执行委员会，大家都没有多余的时间。 

在准备和运营大会的过程中，关键词是“良好的地理位置”、“有机合作”和“热

情好客”，我想分享我对这三个方面的看法。 

首先，我们来谈谈“良好的地理位置”。我们大学有四个校区，这次活动是在东海

校区举办的，这里距离名铁名古屋站 17分钟车程，距离中部国际机场 20分钟车程。这

里不仅交通便利，而且可供选择的住宿和餐饮种类较多，但由于我们并不经常使用这栋

教学楼，所以并不了解其中的细节，因此我们不得不与东海校区和东海市召开多次会议

敲定细节。因此，当我们收到了前来参加活动的参会者“良好的地理位置”的好评时非

常高兴。 

其次是必须确保“有机合作”。这次活动的最大特点是，我们邀请了当地学术会议

支援公司 Yupia 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大学在 2010 年也举办过秋季大会，但当时的

情况和成员都不同，所以举办像这次这样的大型会议几乎就像第一次举办会议一样。我

们不知道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日程安排，谁负责什么，以及如何准备所需物品和设备。然

而，在 Yupia股份有限公司的帮助下，我们得以做好准备工作，并有效管理活动，没有

出现任何浪费。具体来说，我们将学生兼职人员分成若干小组，由三名教师带领，每个

小组按照详细的时间表和手册开展工作，从而避免了重复工作和不知道该做什么的空闲

时间。我认为，将可以外包的部分外包出去也是大会运营管理方式之一。 

还有“热情好客”。首先，我们建立了一个系统，将所有出现的问题信息汇总到总

部，即会议事务秘书处所在地，以便我们能够立即做出回应。虽然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但幸运的是我们避免了任何重大问题。我们还安排了茶水和甜点，供参会者在休息区享

用，并在信息交流会上安排了现场音乐表演，因此会议充满了家庭氛围。 这让我们意识

到，无需花费大量资金也能提供热情好客的服务。 

之后，我们将进行全面总结，并将总结内容传达与下一年主办学校，以供参考。我

们希望这能为我们学会“可持续大会运营模式”尽一份力。



 

 

经过学会奖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结果，2024年度学会奖获奖名单

已经确定，大泽真平氏和木原活信氏两位会员获得学术奖（单篇

著作部门），畠中耕会员获得鼓励奖（论文部门）。 

颁奖典礼于2024年10月26日（星期六）第71届秋季大会的第一

天的开幕式之后举行，地点为东海市艺术剧院的主厅。 

我们将在此传递获奖者的喜悦之声。 

 

 

 

获奖著作：《从儿童的贫困体验中 

看社会构造中的机构与生活机会的不平等》 

（法律文化公司，2023年5月30日出版） 

 

能够获得这一学术奖项，我感到非常荣幸。首先，我想感谢评审团成员抽出宝贵时间审阅

这本书。同时，我也要感谢参与本书的所有人。 

这本书试图通过讨论贫困的结构性层面来阐明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和年轻人的主观体验。

同时，我认为这本书的隐含题目是向贫困研究中的“人性观”提出疑问。与这本书一样，我认

为过去在面向贫困当事人的采访研究中，经常以Oscar Lewis的“贫困文化论”和在日本深受

Pierre Bourdieu影响的原因，以其“文化再生产理论”为框架进行讨论居多。然而，随着我

对John Bordley Rawls、Amartya Sen和Martha Craven Nussbaum等人的著作（这些作品也构

成了本书的背景）的学习不断深入，我开始认为，我们如何生活以及我们重视什么，是每个人

的自由，我也想要主张这一观点。在开始做研究工作之前，我在高中工作了大约八年，这个工

作经验让我思考到，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核心是必须建立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尊重所接触的

每个孩子所珍视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且即使失败也能生活下去的基础。这也是我编写这本

2024年度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社会福祉学会学会奖获奖致辞 

◆ 学术賞（单篇著作类） 大澤 真平（札幌学院大学） 



书的一个原因。我不确定这本书是否准确的传达出我的这一想法，但我想我已尽力在这本书中

提出这种“人性观”。 

顺便提及一下，这是非常私人的事情，我的妻子在去年获得了此学会奖。对于我们家庭来

说，这是连续第二年获得日本社会福祉学会奖这一荣誉。在这段时间里，我和妻子轮流休育儿

假，同时共同抚养三个孩子。我想我们完成研究的时间可能比平常要长得多。尽管如此，我为

我们能够共同取得一些不错的研究成果而感到自豪。我希望未来的年轻研究人员能够保持工作

与生活的平衡，从容地继续他们的研究。 

最后，我想感谢我所遇到的很多孩子和年轻人，以及每一位同意接受采访的人。我想用从你

们那里获得的东西来帮助创造构建一个，让孩子们和年轻人能够实现自己所想生活的社会环

境。 

 

 

获奖著作：《George Fredrick Muller与基督教社会福祉的起源： 

（天助）思想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教文馆，2023年2月22日出版） 

对于获得日本社会福祉学会学术奖，我谨致以诚挚的谢意。作为曾担任过本学会会长的我，在接受

这个奖项时有些犹豫，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在会员中找出杰出的研究成果，并推荐他们作为获奖者。然

而，作为一个希望终身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我将以谦逊的态度接受这个奖项。我的研究是专业且有

些偏执的历史研究，不太可能被普通大众阅读，而且可能对当代社会福祉政策或实践没有直接作用。然

而，我特别感谢日本社会福祉学会给予本书的认可。 

40 年前，我还是一名大一学生时，第一次了解到本书的研究对象（主人公）George Fredrick 

Muller，他也是 Bristol 孤儿的父亲。当时有人向我推荐了《George Fredrick Muller：一个靠信仰生

活的人》（生命的语言公司）这本书，那是我第一次接触 Muller。后来，向我推荐这本书的人意外地成

为了我的妻子。当时，我只是对 Muller 的生活方式印象深刻，并隐约渴望成为一名像他一样的基督教

社会福祉实践者。 

后来，在阅读石井十次的日记、山室军平自传和新岛襄书信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读到了

Muller 的名字，我觉得历史中的点点滴滴正在被串联起来。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令人惊讶且感动的经历。

我也逐渐意识到，对于石井和山室这样的日本社会工作者来说，他们受到 Muller 的影响要大于 Jane 

◆ 学术賞（单篇著作类） 木原 活信（同志社大学） 



Addams 和 Mary Richmond。后来，当我进入全职学术研究生涯，并基于冷冰冰的实证主义进行历史研究

时，我开始以怀疑的眼光看待 Muller 传记中那些“好得难以置信”的故事。渐渐地，我开始怀有以一

种大胆的方式批判性地研究历史事实的雄心，这成为我研究的另一个动力。由于过去七、八年来我一直

在进行深入的历史批判和对资料的分析，这一历史事实经得起历史批判，不容否认。 

此外，令我惊讶的是，我和 Muller 同样是 Paymouth brethren旗下“基督大会”的成员，并且他

还是早期领导人之一。因此，我得以获得一些通常很难获得的内部文件。说来也奇怪，探索 brethren

运动起源和追溯其根源的过程，用阿部谨也氏的话说，就是“阅读自己内心的历史”的过程。当我通过

Muller 深入研究 brethren 运动的历史，感受到与我自身根源的重合时，我有很多次都感到共鸣和理

解。 

大约四十年前，我因妻子的建议读了一本传记，如今这本书终于以研究专著的形式问世，这真是不

可思议的巧合。这本书的诞生离不开我获得的诸多机缘和支持，但我不得不深思，这些事物可能都是

“意料之外”和“无形之手”在指引着我。 

 

 

 

获奖论文：《1930年代静冈县的新兴报德运动和新兴生活馆》 

（刊登于《社会福祉学》第64卷第3期，2023年11月30日） 

我很高兴能获得这个著名的鼓励奖。 虽然这是一份专注于单一地区的简陋论文，但我还是

要感谢推荐它的评审委员会老师们。学会奖项目纲要》明确指出，“研究有望进一步发展”。

我的研究仍在进行中，我会保持谦逊的态度，继续努力精进。 

我之前一直通过将特定区域作为研究领域，致力于挖掘社会福祉的历史资料。我这样做的动

机是希望通过深入研究特定区域的社会福祉实践活动，为一般通史研究提供无法涵盖的各种历

史事实。将静冈县作为研究对象是这一动机的延伸，我一开始并没有以“报德”的影响为切入

点进行研究。我是在接触静冈县历史文化信息中心保存的鹫山家族文件时，才意识到其对社会

工作产生的影响。这些文件的主人鹫山恭平氏就任过小笠郡土方村的村长，除了与报德运动相

关的文件外，还包含大量与县社会科和社会工作协会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也促使我开始研究

“新兴生活馆”。正如点评中所指出的，很难评价包括新兴生活馆在内的现代报国运动，我们

不得不只能给出它在全国精神动员运动中发挥了作用这样的点评。然而，另一方面，在社会保

障体系尚未完全发展起来的时代（尽管很容易对此提出批评），它确实为人们创造了机会，通

◆ 鼓励奖（论文类） 畠中 耕（福井县立大学）  



过教化方针让民众主动的应对社会生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虽然我意识到相互矛盾的点评意见

存在“动摇”和“紧张关系”，但我仍希望在将来继续研究下去。 

我在进行这项研究时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我无法一一列举，但我想感谢我的导师今井小实

老师、地域历史研究的前辈矢上克己老师以及研究报德运动史的前辈前田寿纪老师，感谢他们

给予我莫大的支持。我想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最后，我想向已故恩师田代国次郎老师汇

报我的获奖情况。他作为孤独超然的研究者，一生致力于保障和实现“和平的生存权”，这是

我永远无法企及的目标。我几乎能听到他在训斥我：“快把这一切都写成书，然后出版！”我

将继续努力，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给予初期职业研究人员支持——着眼未来 

研究支援委員会 委員 島﨑 刚（久留米大学） 

 

研究支援委员会目前正在组织一场启动研讨会，作为其为初期职业研究人员提供研

究支持的一部分。该研讨会将在日本社会福祉学会秋季大会期间举行，通过探讨围绕

初期职业研究人员（无论他们是会员还是非会员）的各种问题，以希望成为各类初期

职业研究人员和社会福祉学术界的信息交流枢纽。 

10月26日，日本社会福祉学会第72届秋季大会在日本福祉大学举行，会议的主题是

“思考实践与研究的循环”。 此次研讨会共有102名参会者（20名非会员，不包括相

关人员），我们感受到了参会者的兴趣比往年更高。 

当天，我们邀请了名古屋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的谷口由希子氏作为点评员，并邀请了

三位演讲者：木佐惯悦子氏（爱知县健康与医疗局心理健康促进办公室通报急救应对

小组负责人）演讲题目为“拥有实践经验的初期职业研究人员”、 松本大树氏（日本

福祉大学社会福祉学研究生院社会福祉学系硕士研究生），演讲题目为“没有实践经

验的初期职业研究人员”以及山本綾子氏（三重县松阪保健所保健卫生办公室地区保

健科代理科长），演讲题目为“拥有作为研究对象经验的社会福祉工作者”。研讨会

由研究支援委员会委员长山野則子氏（大阪公立大学）的主持与推进下，展开了热烈

的讨论。 

实践与研究的循环这一课题，对于使实践更加科学化这一角度探讨下的社会福祉学

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对于初出茅庐的研究人员来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种意

义，以便意识到他们作为研究人员的责任，这也是激发本次研讨会主题的根本动机所

在。 

另一方面，社会福祉研究领域有许多初期职业研究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相比从

硕士博士这样获得学位毕业后直接成为职业研究人员，更多数人是从实践从业人员的

角度或者那些已经获得了一定实践经验的从业者转为研究人员这样的方式。他们每个

人都有自己研究的愿望，例如“我想证明实践的有效性”、“我想将实践理论化”或

“我想用科学证据来实践”。 然而，也有刚入职的研究人员发现自己难以开展基础研

究，难以实现自己的初衷。研究支援委员会通过迄今为止开展的各类项目，与刚入职



的研究人员分享他们的诸多困难和担忧。正如“拥有着眼未来的意识”研讨会总结的

信息所述，此次活动为激发不同立场的初期职业研究人员的科研动力提供了机会。 

研究支援委员会将继续提出与支援研究相关的项目，并鼓励初期职业研究人员积极

参与，以振兴其活动。我们已经企划了第五届CS-NET沙龙，主题为“一起策划一场沙

龙吧？”，将于12月21日举行。该活动将在同志社大学今出川校区以现场面对面和在

线视频同步播放两种形式举行。详情请查看大会网站上的信息，我们希望您的加入或

转告给他人这一信息。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感谢第72届日本社会福祉学会秋季大会的主办方日本福祉大学

的老师们，为此次研讨会所做的各种准备工作以及细心配合照料，并且感谢学生工作

人员给予的积极支持与帮助。 

还有学会的各位成员，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研究支援委员会的活动，我将不胜

感激。 

 

 

 

 

翻訳 

叶 寧 （身延山大学 仏教学部仏教学科福祉学専攻 特任講師） 

 

译文 

叶 宁 （身延山大学 佛教学部佛教学科福祉学专业 特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