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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于地区的学会活动的重要性 

-区域活动在学习、培养和传播方面的可能性- 

 

一般社団法人日本社会福祉学会 副会長 保正 友子（日本福祉大学）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作为日本社会福祉学会的副会长，一直以来负责着区域委员会的活动工作。基

于这段经历，我想表达一下我本人对区域活动的看法。 

日本社会福祉学会是社会福祉相关联的学术团体中为数不多的积极开展区域活动的学会。7 个区

域（北海道、东北、关东、中部、关西、中国/四国、九州）开展各自的活动，并选举出了区域的责任

理事（https://www.jssw.jp/district/）。我认为，区域活动不仅仅是将大规模的全国学会活动划分为

不同的地区，还具有独特的意义。从社会工作领域专业人员的全球定义可以看出，社会工作专业可以

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发展，因此各地区的区域活动具体体现了这一全球定义。为了促进地区发展，扎

根于地方的活动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接下来我想从学习、培养和传播方面概述一下区域活动的可能

性。 

首先，是关于学习方面。毋庸置疑，学术团体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因此基本上来说，它以学习

为核心开展活动。在每个区域，都积极的举办着学习小组和大会。以区域轮流的形式召开日本社会福

祉学会研讨会。在 2023年 5月 28日的总会上，决定从 2026 年起，秋季大会将在各区域轮流召开。在

学会会员就近的地方拥有这样一个学习场所，将使他们更容易获得最新知识，并增加发表研究报告的

机会。特别是，那些认为在全国大会上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有些困难的人，在区域活动大会上可能会

更容易接受挑战。也将有机会了解和研究各自所在地区的特有的课题。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创造和传

播“地区和民族特有的知识”的机会，而这正是社会工作的基础。 

第二，是关于培养方面。培养年轻研究人员的活动由各地区自行开展。例如，在研究会议上设立新

锐研究部门，设立年轻研究人员奖励制度，在研究报告后有机会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为研究生和年轻

研究人员举办学习小组和信息交流会等，每一项都以各自的方式，并且发挥着创造力来开展活动。我

们认为，在培养研究人员的过程中，既要有“学徒制”等代代相传的要素，也要有“学院制”等形成一

定系统基础的要素，这两个要素都非常重要。这些要素包含在不同的关系中。例如，如果说研究生导师

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纵向关系”，那么研究生与年轻研究人员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横向关系”。

而与在区域中从事不同职业的，来自其他大学的研究人员之间的关系则可以被称为“斜向关系”。所有

这些关系--纵向、横向和斜向关系--对研究人员的发展都很重要。“斜向关系”对于培养不局限于自己

研究领域的广阔视野、与不同年龄和领域的人建立广泛的关系网，以及有时对自己组织内无法解决的

问题起到缓冲作用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域活动发挥着重要作用。 

还有传播方面。所有区域都发布新闻和发行杂志，并在其主页上发布每日通信。如今，这些论文成

为了资料库，普通大众也可以阅读到区域发行的期刊内容，这有助于让人们了解学会的存在及其研究



成果。它还可以成为一个论坛，让学会就社会福祉的当前发展动向和区域所存在的问题发表意见和建

议。也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以地区为基础的能够进行“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的场所。 因此，学

会越是积极地进行交流，就越能给予大众学习并研究社会福祉的就近机会，也就越能与地区以及日本

全国一同培养学术氛围。 

如上所述，学会的区域活动在学习、培养和传播三个方面具有独特的存在理由。今后，我们将与日

本社会福祉学会的其他委员会（研究支援委员会、研究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等）合作，努力开展更充实

的区域活动。我们还将致力于相互密切合作，使全国学会的振兴带动区域活动的振兴，使区域活动的

振兴成为全国学会的推动力。为此希望各位会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日本社会福祉学会第 71 届秋季大会举办的通知 

 

执行委员长 渡辺 裕一（武蔵野大学）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日本社会福利学会第 71 届秋季会议将于 10 月 14 日（星期六）和 15 日（星

期日）在武藏野大学武藏野校区召开。 

  自 2020年度以来，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日本社会福利学会秋季大会的召开受到了诸多限制，

但学会的所有相关人员和大会主办大学的执行委员会仍然坚持召开大会，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

敬意。特别是去年的第70届秋季大会，在关西社会福祉科学大学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津田幸一的指导下，

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防止感染，并且“以面对面会议为基础，部分项目通过 zoom webinar 进行现场

直播或录播，以及在线海报展示”的形式运营大会的召开。那是一次确认人与人之间“沟通联系”这一

重要性的宝贵机会。我很高兴能够亲自参加去年的大会，并与多年未曾谋面的同仁得以重逢。我还第

一次见到了以前只有机会在网上认识的人，其中有些人出奇的高大，让我有了一些“不敢相信这是我

第一次见到他们本人”的经历。 

第 71届秋季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旨在采取能够应对各种传染病的措施的同时，召开“全

面面对面”的大会。让我们再次回顾起“面对面座谈会”“面对面口头报告”、“面对面海报展示”、“面

对面信息交流会”等这些经历。例如，在“面对面海报展示”中，我们希望再次重现首次参加会议的研

究生向资深教授紧张地解释海报内容、联合研究人员在海报前谈笑聊天、自发展开讨论等场景。我们

还将迎接新的挑战，如口头报告投影幻灯片（需提前注册）和无纸化（无讲义）。执行委员会和工作人

员一同期待您的光临。下面是注册网址。 

 

第 71回秋季大会「报名参加材料」 https://www.jssw.jp/conf/71/entry.html 

 

同时，第 71届会议的 twitter 账户（@jssw71_musw）也已开设，请关注我们。 

第 71 届秋季大会的主题是“对塑造世界幸福的社会福祉研究这一挑战”。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如今正在经历着战争，冲突和灾难，并受着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人与人的生活水平等之间的差距越

来越大，造成了许多生活困难，也远离了幸福。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旨在到 2030 年实现“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可持续、多样化和包容性社会，包括 17个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尽管这些目标已为许多人所熟知，并已融入教育的方方面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到 2030

年实现这些目标将十分困难，而且人们对目标本身也有不同的看法。 

不言而喻，社会福祉研究的贡献对于实现真正塑造所有人的幸福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日本，人

们指出在人权领域的举措是薄弱的。有必要从社会福祉学的立场出发，批判性地审视现状，并具体思

考与探讨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因此，在会议的第一天，由大会主办大学策划的专题讨论会“SDGs 中有关人权问题对策的验证与

社会福祉学的挑战”将由东京大学副教授斋藤康平氏发表题为“对于 SDGs批判性探讨以及人权问题的

未来”的主旨演讲，同时还将举办来自会议内外的发言者登场的专题讨论会。此外，第 1 天（14 日）

的“启动研讨会（研究支援委员会）”将以“如何支援初期研究者以满足其需求”为主题，留学生以及

https://www.jssw.jp/conf/71/entry.html


国际比较研究研讨会将以“社会福祉研究与教育的多元文化共存（2）：对于韩国与中国的留学生、少数

民族与文化少数群体等多样的学生为对象的接收・支援的现状以及存在的课题（暂定题目）”为主题。

第 2天（15日），国际学术研讨会将聚焦“为支持幸福生活，社会福祉被赋予怎样的使命（暂定题目）”。

在学会企划会议，以及在“社会福利的国际共同研究”中，安排了许多口头和海报展示，以及特定课题

的会议。 

  我们将继续努力，重建第 70届秋季大会所追求的“沟通联系”这一主题。我们衷心希望社会福祉

学的研究者、实践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士齐聚武藏野大学武藏野校区，以创造一个人人都能实现幸福的

社会为目标，展开热烈的讨论。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社会福祉学会第 71 届春季大会报告 

 

全国大会运营委员春季大会负责人 

山田 壮志郎（日本福祉大学） 

 

大会主题：动摇的家庭与社会福祉--如何创造孩子的成长环境 

举办时间：2023年 5月 28日（周日）13：00～17：30 

会场：东洋大学白山校区 1号楼 1305 室 

 

2023年 5月 28日，第 71 届春季大会是四年来首次以面对面的形式举行的春季大会。 

大会首先由空闲浩人会长致开幕词，然后由日本社会福祉学会 2022年度学术奖获得者岩田正美氏

（日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获奖作品《最低生活保障解体论：重新编织安全网》）和永田祐氏（同志社

大学，获奖作品《整合型支援制度的管理：实践与政策相结合的市町村福祉行政的开展》）发表演讲。

岩田会员通俗易懂地阐述了最低生活保障解体这一令人震撼的提案背后的低保制度所存在的矛盾，并

提出了应对解体后需要解决的相关论点。永田会员也对获奖作品中提及的问题进行了说明，并就其研

究构想的产生过程、研究方法的特点、该领域的一线工作者对其研究所带来的贡献和意义等进行了多

角度的发言。 

随后举行了题为“动摇的家庭与社会福祉--如何创造孩子的成长环境”的座谈会。三位发言人分别

是長沼叶月氏（东京都立大学）、野沢慎司氏（明治学院大学）和横山登志子氏（札幌学院大学）。伊

藤嘉余子氏（大阪公立大学）担任点评员，山田壮志郎我本人担任主持人。 

長沼氏报告了与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所面临的生活挑战和需求，提出了没有得

到充分解决的社会福祉制度方面的课题。野沢氏指出，日本独特的离婚制度，即夫妻离婚，子女只与父

母一方在一起，是继父母家庭子女生活困难的背后原因。横山氏提出，单身母亲在生活中面临的困难

是由社会已存在的已被固定化的对于“母亲”以及“家庭”的认知规范所造成的，因此有必要开展以基

于母性主义，并以母性主义为参照的，与其他主义相比较・讨论下的社会工作。 

针对这 3 份报告，点评员伊藤氏提出了“社会迫使了女性和母亲什么”、“孩子成为主要家庭照顾

者和继父母家庭等社会问题的出现，并且正在通过关键词被社会熟知这意味着什么”、“当孩子对家庭

成员表达出否定意见时该如何应对”、“如何关心孩子的失落感”、“应对报告中提出的各种问题，社会

福祉能为其做些什么”等论点。基于这些问题和现场的提问，虽然时间有限，但也与会员展开了讨论。

虽然很遗憾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讨论，但这次研讨会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有助于说明我们社会的

家庭规范通常是孩子及其父母在生活中面临困难的背后原因。 

大会在金子光一副会长的闭幕词中圆满结束。在此，我们对所有参与大会和组织工作的人员表示

衷心的感谢。 

 

 

 

 



第 2 届 CS-NET 沙龙报告 

 

研究支援委员会委员 增田洋介（健康科学大学/立命馆大学研究生院） 

 

第 2 届 CS-NET沙龙于 2023 年 3月 3日（星期六）下午 14:00 至 16:00 在网上举行。 本次沙龙以

“论文的写作--从投稿到论文刊登的苦恼与策略”为主题，第一部分由参加者分组交流意见，第二部

分邀请了学会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长圷洋一老师（东京都立大学）进行了特别演讲。 

本次沙龙共有 66名参加者，其中既有尚未有过向同行评审期刊投稿经验的人员，也有在其职业生

涯中投稿之后通过了同行评审以及投稿之后并未通过同行评审的这样有多次投稿经验的人员，有各式

各样初期研究者的参加。还有的参会者刚刚得到没有通过同行评审的通知，但得知此次主题沙龙的举

办，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再次激励自己。 

在会议第一部分的意见交流中，参会者表达了各种“苦恼”，例如难以以有吸引力的方式撰写和发

表论文、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意图、对每位审稿人阅读论文的不同方式感到困惑、不知道如何在保

持原创性的同时通过同行评审等。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自己的研究似乎从根本上被同行评审的意见所

否定，他们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够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积极的意见，例如同行

评审给了他们具体的意见，给了他们一个提升研究水平的机会，给了他们一个掌握怎么表达自己论文

的技巧的机会。每个小组都发表了很多意见，这让参会者彼此产生了共鸣，并接触到了他们以前从未

接触过的观点。 

稍事休息后，几个小组作了报告，随后进入会议的第二部分--特别讲座。在讲座中，圷洋一老师谈

到了期刊编辑方面的各种“苦恼和策略”。这些内容是基于 2018 年进行的编辑委会成员调查结果的内

容。圷洋一老师对于“大家需要关注读者”、“遵循研究方法”以及“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投稿期刊”等方

面的重要性提出了建议。这让我备受启发。他表示，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定位，以便将接力棒传给其他研

究人员，同时要注意心理健康，以免在收到苛刻的同行评审意见时情绪低落。他还提出了一些幽默的

建议，如对审稿人的“坚持”要表现出“与审稿人观点相似这种亲近的姿态”，或者向审稿人传达“努

力的姿态”也是种方法。 

在回答一位参会者在问答环节中提出的“如果同行评审意见中有您如何都无法接受的观点，该怎

么办”的问题时，他给出了“最好坚持主张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样的建议，我对此印象深刻。我以前对

同行评审有很强的负面印象，但现在我意识到，同行评审是研究人员相互尊重、相互促进的事情，这让

我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曾经觉得同行评审就像一堵墙挡在我面前，认为它是与我对立的东西，

但我也反思了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今年的沙龙比第一届沙龙多了 20多名参与者。新型冠状病毒灾难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限制，但也带

来了网络会议工具迅速普及的副产物。通过网络，我们可以跨越物理距离聚在一起，比如我所在的小

组就有来自北海道和冲绳的人。我还觉得，在线举办活动降低了参加多人聚会的心理障碍。惭愧的是，

之前参加面对面活动时，我总以为参加者都是交际能力很强的人，所以总是退避三舍，而 CS-NET沙龙

却成了一个像我这样害羞的人也能轻松参加的像家一样的场所。 我鼓励所有初期职业研究人员放心参

加。我相信您会在这里找到共鸣、治愈、元气能量与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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