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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 

2016 年第二批中国高中生訪日团 A 団 

访问日程 2016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二）～11月 2日（星期三） 

 

1 概要 

由中国教育部派遣的 2016 年第二批中国高中生访日团 A团共 125 名成员，于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2日，对日本进行了为期 9天的访问。 (团长=黄 琳 贵州省教育厅 省

政府教育督导办主任) 

本事业作为“JENESYS2.0” 项目的一环开展。访日团分为 4个分团，分別访问了东

京、北海道、宫城县、千叶县、岐阜县及奈良县等地，亲身感受了包括“酷日本”在内

日本在各个领域的魅力和优势。同时，通过学校访问及交流、家庭访问、家庭寄宿等形

式，加深了与日本高中生和一般市民的友好交流和加深了相互理解。 

 

2 日程  

10 月 25 日（星期二） 

第 1分团：到达成田机场 

第 2・3・4 分团：到达羽田机场，参观浅草寺 

说明会 

10 月 26 日（星期三） 

专题研讨会：“日本的社会福祉和地区一揽子关怀体系” 

午餐交流会（跟日本社会福祉事业大学的学生们一起） 
第 1・2 分团：访问法政大学 

第 3・4 分团：访问上智大学 

欢迎会 

10 月 27 日（星期四） 

第 1分团：前往北海道，考察非营利法人花凪 

第 2分团：参观明治神宫，考察社会福利法人仁生社水元园 

第 3分团：前往岐阜县，考察大垣市社会福祉协议会 

第 4分团：前往奈良县，考察奈良县社会福祉协议会 

10 月 28 日（星期五） 

第 1分团：访问市立札幌大通高中并进行交流 

第 2分团：访问东京都立户山高中并进行交流 

第 3分团：访问岐阜县立大垣工业高中并进行交流 

第 4分团：访问奈良县立法隆寺国际高中并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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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日（星期六） 

第 1分团：参观白色恋人公园，体验阿依奴文化 

第 2分团：前往宫城县，在宫城藏王人偶馆体验人偶上色，参观御釜 

第 3分团：参观大垣城、国营木曾三川公园 

第 4分团：参观奈良公园、奈良町都市景观形成地区，入住民宿家庭（奈良县明日香村） 

10 月 30 日（星期日） 

第 1分团：考察安德森福利村（日本医疗大学内），前往东京 

第 2分团：考察有限公司钟崎，参观仙台媒体中心、大崎八幡宫 

第 3分团：体验制作竹蜻蜓万花筒，前往东京 

第 4分团：入住民宿家庭（奈良县明日香村），参观三条通，前往东京，参观东京都厅 

10 月 31 日（星期一） 

第 1分团：参观浅草寺，访问东京都立小岩高中并进行交流 

第 2分团：访问宫城县仙台东高中并进行交流 

第 3分团：访问东京学艺大学附属高中并进行交流 
第 4分团：访问千叶县立木更津东高中并进行交流 

11 月 1 日（星期二） 

第 1・3・4 分团：考察富士电视台 

第 2分团：前往东京 

考察商业设施 

欢送报告会 

11 月 2 日（星期三） 

第 1分团：参观日本民家园，从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第 2・3・4 分团：从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3 

3 照片 

  

10 月 25 日 说明会（东京都） 

10 月 26 日 日本社会事业大学 社会福祉学院

菊池 泉教授 专题研讨会“日本的社会福祉和

地区一揽子关怀体系”(东京都） 

  

10 月 26 日 访问法政大学(东京都） 10 月 26 日  访问上智大学(东京都） 

  

10 月 26 日 欢迎会上中国高中生合影(东京都） 
10 月 26 日 欢迎会上中国高中生表演节目 

(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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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 考察非营利法人花凪（北海道） 10月 27日 考察社会福利法人仁生社（东京都） 

  

10 月 27 日考察大垣市社会福祉协议会（岐阜县） 10 月 27 日考察奈良社会福祉协议会（奈良县） 

  

10 月 28 日 访问市立札幌大通高中并进行・ 

交流（北海道） 

10月 28日 访问东京都立户山高中并进行・交

流（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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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  访问岐阜县立大垣工业高中并进行

・交流（岐阜县） 

10月 28日 访问奈良县立法隆寺国际高中并进

行・交流(奈良县) 

  

10 月 29 日 体验阿依奴文化（北海道） 10 月 29 日 体验人偶上色（宫城县） 

  

10 月 29 日  参观大垣城（岐阜县） 10 月 29 日  入住民宿家庭（奈良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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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0 日 考察安德森福利村（北海道） 10 月 30 日 考察有限公司钟崎（宫城县） 

  

10 月 30 日  体验制作竹蜻蜓万花筒（岐阜县） 10 月 30 日 参观三条通（奈良县） 

  

10 月 31 日 访问都立小岩高中并进行・交流

（东京都） 

10月 31日 访问宫城县仙台东高中并进行・交

流（宫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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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  访问东京学艺大学附属高中并进行

・交流（东京都） 

10月 31日访问千叶县立木更津东高中并进行・

交流（千叶县） 

  

11 月 1 日 考察富士电视台（东京都） 11 月 1 日  欢送报告会（东京都） 

  

11 月 1 日  欢送报告会（东京都） 11 月 2 日 参观日本民家园（神奈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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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团员感想（摘要） 

   本次为期 9 天的访问非常充实。其中有太多难忘的经历。而在此诸多经历中最给我

深刻印象的还是与高中生相互交流学习。在北海道札幌的大都高中交流时，我进入了英

语课程。我与日本的 5名高中生分在了一组，一开始大家都显得有些拘谨，有些放不开。

所以大家都只是尴尬地笑笑。但随着课程的进行，大家相互认识熟悉之后就完全解决了

交流问题。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当中还有能写一手漂亮工整中国字的学生，他们写了一些

问题，我也尽我所能地为他们回答。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富有很大的兴趣。同时他们

也问了我对日本的看法呀，对北海道的看法呀････等等问题。我也如实回答了。在交流

的过程中大家有说有笑，我教他们写汉字，说中文，他们亦教我学日语，同时我们还一

起学习英语････他们向我展示了他们的长处，其中有一位同学赠送了我小手工，每位同

学送了年糕････我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瑰宝――剪纸送给了他们，他们非常高兴。我们

合影留念并留下了电邮，短短的时间内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都依依不舍。本次访日

行程已经结束，“社会福祉”的交流学习活动也进入了尾声。回到国内，我将会向周围的

人传达我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日本学生的学习生活等等，向他们展示我眼中的日本，并

积极参与交流讨论活动，做好中日友好的使者，共同促进中日青年一代的友谊的进一步

发展。 

 

   来到日本的这些时日，让我爱上了这个国家。它拥有不大的面积，却在这一方水土

上养育了许多注重细节、遵守礼仪、克守礼节的人，这里的人民，与我印象中的日本人

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热情好客，照顾周全，脸上时常挂着让人温暖的笑容。东京都市的

繁荣，北海道森林的茂盛，无一不打动到心灵的深处，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我。他们的

孩子同我们一般的活泼开朗，天真可爱，也拥有着我们未能达到的自学能力与思考能力。

日本有日本的好，中国有中国的好。我们应当取长补短，互利共赢，而不是站在对立面。

我们的人民都深切的热爱和平，我们更加应当促进两国的友好往来。 

东京铁塔的宏伟壮观，北京长城的绵延不绝； 

  北海道雪后的胜景，哈尔滨冰雕的壮丽； 

  日本学生的热情活泼，中国学生的开朗健谈； 

这里的一切都吸引着我。看着这里的景致想着家乡的景致，都让我心生温暖。因为无法

吃生食，所以日本大部分的食物我都不能吃，但在日方翻译的帮助下，我每天都可以吃

到我能够接受的美食，十分的令我感动。这个民族的热情友善，让我身在异乡也倍感温

暖，即使我们语言不通，但他们眼睛总是会说话，让一切在不知不觉中都有了答案。通

过对社会福祉学的学习，使我更新了对人口老龄化的看法。不将老龄化作为社会发展问

题，让每一个老人都可以幸福的过完一生，这是多么伟大的思想。以前我总认为，人口

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弊端，我们应当去避免或减轻，现在这种思想已经被彻底瓦解了。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的祖国也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希望自己可以深入学习研

究，借鉴日本的经验，让我的祖国得以良好的建设发展。感谢这次访日交流活动给我带

来了许多书本上学习不到的知识，衷心感谢日本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接待。 

   这次交流访问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通过参观拜

访了两所日本高中，我不但了解了普通日本高中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也让我充分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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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高中生的热情好客，比如为了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他们特地准备了英文介绍，怕

我们听不懂，还特地拿手机查中文，热情地一一介绍给我们听。不仅是学生，还有同行

共处了几天的 S先生，N先生和 H先生，他们对我们十分包容、理解，细心的照顾我们状

况百出的同学们，对于这一点，我感受到了温暖，所有的同学们都十分感谢他们，他们

洒下的汗水与阳光我们会铭记在心的。回国之后，我会与同学、家人、朋友们分享在日

本的所见所闻，也会大力宣传中日友好，为新一代的中日关系做出贡献，给他们介绍日

本的传统文化，比如茶道、太鼓等等。在个人层面，我也会尽力考到日本留学，传播中

国文化到日本，也将日本文化带回中国。最后，希望两国能共同努力，构建更加坚固的

中日关系大桥。 

   首先，日本环境整洁，交通井然，空气清洁，这些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与中国不

同的是，日本很少能找到垃圾桶。然而，人们却能够把垃圾处理打包，整齐放在街边，

并且做到分类处理。街道上整洁有序，机动车避让行人，这些小细节很令我感动。其次，

日本人民彬彬有礼，内敛、谦虚的优秀品质令我敬佩。不论是在旅游景点，购物中心还

是普通的小街道，都能见到人们相互鞠躬致敬，互相谦让。我还时常看到学生们着装统

一，整齐地排队走在大街上。可见青年一代的日本人传承了日本民族的这些美好的品质。

还有，我在日访问期间，参访了许多日本古迹，如：浅草寺、大崎八幡宫。这些古迹保

护完好，而且十分壮观美丽。可见日本人对古物保护的重视。最后，日本的美食确实令

人流连忘返。寿司、miso 汤、金枪鱼、天妇罗都是我很喜欢的日式料理。希望今后有机

会再来日本。 

   此次日本之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第一是在法政大学听社会福祉讲座，我

觉得那堂讲座我学到的最多。虽然前几次讲座也很好，但那堂课让我真正明白了福祉师

的起源，与社会的联系、意义和巨大的作用。福祉师以给老人、小孩、残障人士更好的

生活为目的。意为福利和丰足，在国内至少我从来我没被系统的普及过这个领域的知识。

更别提将它当做大学一门授课。倾听别人的想法，去寻找资源帮助解决，感觉真的是一

个很有意义的职业。第二件事是去仙台东高中的时候，我的两个小伙伴带我到他们班用

餐，认识了他们班的一部分学生。当时有一个女生主动过来和我说话照相，下午上课的

时候，她坐在我面前，给我递来一张纸，上面她用八句话介绍了仙台和日本，她英语不

好，我一开始和她简单交流，她都没听懂，需要同伴翻译。但她给我的纸条是英文的，

并且还有中文。我知道她是一个一个英文单词，一个一个中国字查的。我接到纸条的时

候真的特别感动。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能有人这样用心，这样想着你，对我来说简直无比

感动。感觉到日本人的用心和伟大。 

   在仙台东高中听世界史课时，一位坐在我身旁的日本同学一直在笔记上写写画画。

我当时还很奇怪，看到他不停的在用电子词典查词。后来下课，当他把那份笔记递给我

时，我才明白他是在给我做笔记，他怕我不懂还全都翻译成了英文。他把笔记给我的时

候我超级感动。我对此印象最深也想将日本同学的这种热情传回国内。 

   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有两件。一次是参观藏王山顶，我们下车后寒风刺骨感觉呼吸

有些困难。我们戴上帽子，捂好嘴，飞速向山顶跑去。来到山顶后，烟雾缭绕，雪白的

地上布满了雪。远远望去，火山口有一个绿波荡漾，平静如镜的湖。我们拍照留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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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美景。另一次是访问仙台东高中，我们在那里呆了一天。

我和他们的学生一起上课、一起交流、一起吃饭。对于听不懂的课程，他们一一用英语

为我们翻译。对于中午冰凉的午餐，他们主动为我买了热粥。他们还带我参观了校园。

参加了他们的体育社团活动。最后我们还相互切磋了球技，增进了友谊。在最后走的时

候我们互赠了礼物，留下了联系方式，一直挥手不忍离去。在这次访问交流活动中，重

要的不是我了解了日本文化，学习了知识，最重要的是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深厚了友谊，

搭建了相互交流的桥梁。回国后，我打算向同学们讲述两方面。一个是日本人的礼仪规

矩，让中国的同学知道日本同学或日本人是如何交往的，让中国同学在日常生活中也更

加有礼貌规矩。另一方面是日本的社会福祉，让中国学生了解日本的福利政策和设施，

对日本的福祉现状有所理解。能自主比较中国和日本在福祉上的差异，有所思考。 

   很高兴能够参加本次”JENESYS2.0” 2016 年第二批中国高中生訪日团，这次活动给我

留下了许多深刻美好的回忆。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日本比较完善的福利设施。在本

次活动中，我所处的 A2 分团前往参加福祉讲座，参观老年福利设施等活动，通过讲座，

我了解到日本政府对福利设施建设的大力扶植以及精妙的监管措施。众所周知日本是一

个老龄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如果没有先进科技的支持、政府的鼓励，是远远跟不上老

龄化的进程的，而日本正是把先进的机器人技术运用在了老人福利设施上。中国的老龄

化问题也日益突出，日本政府在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措施对中国有着重大的启发作用。本

次来到日本，我还深刻体会到日本的民俗民风，日本人十分热情好客，这点让我在日本

深感亲切，这也会是我回国之后向周边朋友传达的信息之一。还有就是日本清洁的环境，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并且想与周边人分享的。总之，这次活动让我受益匪浅，我相信这

样的活动对于中日两国青少年之间的友谊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特别希望还能再次来到

日本，进一步了解日本，做一名中日友好小使者。 

   在日期间，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访问学校。深入课堂，了解了日本同龄人的生活，

体验了课堂，体会了日本的教育模式，以及最深刻的是日本的礼仪。从开始到结束，日

本礼仪文化吸引着我，让我们深刻体会了日本礼仪之国的称呼。这也是我打算向国内传

达的，日本礼仪值得我们去学习，日本学生的优良品质也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想传达的

还有环境保护方面，日本的街道一尘不染，空气清新，天空湛蓝，环境保护做得很好，

垃圾分类做得很细致，每个公民都有一颗爱护环境的心，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还

有就是科技文化方面，体会了日本的科技发达，值得学习。 

   给我留下最深的事情是岐阜的学校活动。我体验了许多丰富的课程及有趣的社团活

动，也从与同学的交流学习中感受到了许多日本的文化。老师和同学的热情让我很感动，

最后同学们与老师站在雨中送别我们的时候更让我体会到日本的礼节与日本民族的热情

好客，使我深受感动，收获颇多。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岐阜县学校的交流访问。在与他们学校的学生交流时，

尽管语言会有一些不通，但他们总会热情的与你聊天，亲切的对你微笑。在做实验时，

他们会很细心的教我每一个步骤的做法，在做物理题时，会很耐心的讲解我疑惑的地方。

早晨来到他们学校，他们已等候许久，在校门口热情迎接。分别时天空还下着蒙蒙细雨，

他们在雨中为我们送行，一直挥手告别，直到他们看到我们的车离去为止。我想向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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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的信息是：日本的饮食，传统文化，日本的环境，日本的风景，与日本人交流的情

况。 

   此次访问交流活动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在大垣市工业高中里与同学们度过

愉快的一天。虽然一天的时间很短暂，但它却给我留下前所未有的记忆。那是一种全身

心的体验。是因为气氛活跃的英语课吗？ 还是与日方同学一起交流学习共进丰盛午餐的

美好时光？ 我想大概是让我们亲自体验，自己动手做 LED 灯的过程吧。当然，这些都是。

其中，重要的是我们一起游戏，愉快而舒适的学习氛围吧。虽然两国语言不通，但我们

游戏还是进行得很顺利。英语课上，同学们积极互动，上课方式独特而活跃，有问有答，

全堂课都用英语交流，为了同学们能熟记单词，细心的老师还准备了单词小卡片和单词

所对应的图画，让大家去找，我喜欢这种奇特的上课方式。一起吃午餐时，同学们都特

别热情，虽然两国语言不通，大家还是试着用手势去比划，看得出来，他们是多么渴望

我们能够畅通无阻的交流，给他们送礼物时的谢谢与深情的鞠躬时多么的欣慰，我们还

一起亲自动手做了小灯泡。小灯泡亮起的那一刻，心也暖了心中是无比的喜悦和自豪。

今天同学们还教我玩了一个特好玩的游戏。这是同学自己画的地图，为了我们能更好的

交流，上面文字都是特别简单的英语短句，我们玩的大富豪游戏进行的很顺利，同学们

都非常的开心。这是多么愉快的一天。回国以后我打算向周围传达日本国的学习氛围，

同学之间的热情与友好。 

   此次访问日本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日本的文化，饮食以及作息安排都比较的合

理。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三点，第一是与日本的高中生进行访问交流，上的一节现代

社会的交流。同学们都争先恐后的抢答，他们的答案是那么的新颖，但是英语交流课更

让我终生难忘。在英语课上我们一起讨论，我们向他们发出了激请。我们提出的问题他

们也非常积极的回答。第二就是制作竹蜻蜓。师傅向我们传援了如何制作竹蜻蜓。它的

奥妙是如此的吸引我，第三是在岐阜县访问大垣城工业高中的时候我们和他们做的化学

实验交流以及电路的实验，让我对我所学的专业有了一定的收获。回国后，传达日本的

青少年很好相处，日本的上课方式值得让我们去考虑。日本的食物以及日本的风景，向

朋友们展示我们在日本所学到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让朋友们多和日本的青少年们

通过网络进行交流。让中日两国青少年的友谊天长地久，尤其是养老院的设施，让我有

了想去发明、想去探究的冲动。此次的活动让我们对日本有了一定的了解，对日本的青

少年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些发现、这些了解都让我们有了一定知识的加深。 

   日本对流行性感冒的重视。那天我们团的一位同学身体不舒服有点发烧，日方人员

立即带领这位同学去了医院，并在晚上到酒店时，把我们全团的成员留下，一个人一个

人测体温，并认真记录，从翻译处了解到，若真的是流行性感冒，他就要立即被隔离五

天，我们全团的人也不能再继续活动，幸亏那位同学不是流感，不过他们还是对他小心

谨慎，酒店单独在一个房间。回国后，我们打算与朋友分享有关社会福祉的活动，他们

的完善制度与其重视程度让我深有感触。中国老年人日益增加，制度需要更加完美，与

朋友分享这些，引发他们的思考，更好地影响身边的人。 

   日本在社会福祉方面建设十分完善。在日本社会福祉协会的参观也给人印象深刻，

明确的服务对象，鲜明的服务目的及目标，全面周到的服务内容，均让我感受颇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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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后，也会带动周围的人一起参加志愿活动！ 

   这次访问中，除了各种精彩的活动以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我见到的日本人的

礼仪与素质。礼仪贯穿了日本人生活的点点滴滴，来日本几天，我学会了早晨向见面的

人鞠躬，微笑着说‘Ohayo！’，学会了在送朋友走的时候一直向他们挥手，直到他们消失

在我的视线中，学会了在吃饭时尽量做到不浪费，学会了带走垃圾，整理好个人卫生。

日本的街道非常干净，基本看不见废纸等。在今日访问千叶县一所小学时，我们看到有

许多一年级的学生在努力擦地，而且比较快乐。校长介绍，一年级扫教室，二年级增加

走廊，三年级增加楼道，高年级的负责清扫操场等扫起来难度高的地方。每个孩子从小

就知到爱护卫生环境人人有责，并且应该不为别人添麻烦，这一点是我最希望向自己周

围传达的。另外，我还想向国人传达的是需要遵守规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义

务，遵守规则，而不要放纵自己，带头做一个规则守护者。这样，社会会变得更安宁，

稳定。 

   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我在一商场顶层的奇遇――商场顶层是一个小型足球场，一

些孩子在父母的观看下进行训练赛。这些孩子不过 10 岁左右，但是他们的球感、技术动

作、体能、意识和跑位，可以用惊为天人来形容了。但是更为震撼的是当时庄重而神圣

的气氛：四周极其安静，只能听到皮球在地上滚动的沙沙声，场边的教练和家长都静观

不语。我也在这些孩子的眼睛里发现了一种这个年龄段孩子所不具有的成熟。他们不是

在简单地踢球，而是怀着一颗敬畏心对足球的内涵做出自己的阐释。见识的是日本的足

球环境，思考的却不离中国足球的问题。回国后我想向周围人展示日本的足球文化，并

引起国人对足球问题的思考，使更多的人意识到中国足球的问题其实可以向近邻日本学

习，并寻求解决之道。中国足球环境的改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通过这次访问，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参观奈良国立博物馆，在我刚进馆时，

一股浓厚的艺术气息就扑面而来，一位服务人员向我们参观一行人一一表示欢迎，并给

了我们每个人一份参观地图，具体那幅画在哪个展厅的哪个柜台都在地图上绘制得一清

二楚，我首先来到了历史馆，看到了从舒明时期、天武时期、元明时期、元正时期最终

到昭和、平成时期的大事年表，感到了日本的历史也是一样源远流长。我目睹了壬申之

乱的惨烈，也仿佛身临其境般地参与了大佛的铸造，但最让我感到自豪的还是遣唐使船

的画像，因为正是这张画见证了中国唐朝时期的繁荣与昌盛，鼓励了我的内心，当时的

那种民族自豪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参观历史厅后，我又去参观艺术文化厅，在那

里我体验了日本传统的跪坐式谈话，我认为这种体现了平等感，中国汉代以前也是跪坐

式，这不得不说又是中日文化的重合。随后又用电击器(很有趣的一台机器)翻阅了几则日

本古代的寓言小故事，和中国的《孟子》一书中的几则也有几分相似，最后我看到了茶

道的模拟场景，再配上若干文字，我认识到茶道文化也是中日两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它的传来标志着传统文化的传承，我顿时感到中日两国的传统文化是如此汇合

在了一起････回国后我打算积极向周围宣传中日两国的传统文化，使更多的人体会到这

些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更好地将其发扬光大。 

   印象最深的是就是日本人的细心，严谨，几乎来日本的每一处都能感受到，对垃圾

的分类，还有就是旅馆的布置，从应急手电灯，到浴室中的加热镜子，无论是东京，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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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地上都见不到垃圾，而厕所几乎都有坐便器，坐便器有新的、旧的、豪华的低调的，

就是见不到坏的。还有就是随处可见的防灾设施、抗震结构、避难所、整齐有效的盲道、

各种复杂而有效的残障人辅助设施、可直接饮用的自来水、叠好的手纸等････。还有就

是日本人的谦让，每次与日本人走路走到一起时，总是他们低下头，伸出手，手意我先

走。再有就是日本的服务业，耐心、友善的服务员，帮助人拿行李的大巴司机，亲切、

友善的店员，便利店里的东西一应俱全，几乎全都能买到。本次出行带给我的文化冲击

太多太多，改变了我对日本人的固有看法，希望我回国后，把我的所见所闻告诉我的同

学、父母、身边的人，能增近大家对日本的看法，改善两国之间关系。 

   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应该是在去奈良县社会福祉协会时的与在那里当社会服务人士

的工作人员的相遇。在参观完誾全的社会福祉机构，见识了日本针对残疾人的社会福祉

体系后，我与一间屋子里内的几名残疾人关照的人员见了面。其中，有一位满头银丝的

老爷爷深深的震撼了我。在他给我们分完小册子之后，我的手里多出了一个宣传册。我

用日文向那位正背对着我的老爷爷说了一句‘不好意思’，企图使他转过身来，收回发多

的那个小册子。但是老爷爷并没有回应我。考虑到我的声音可能太小了，我又用更大的

声音问了一遍。老爷爷还是没有回应我。尴尬的气氛笼罩在屋内，我伤佛在对牛弹琴一

般，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无底的深渊，似乎永远也得不到回应。终于，老爷爷开口了。‘啊

吧啊吧････’配合着手语，他将想要说的意思传达给身边懂手语的同事，再将他的意思

完整地说成一句话。他是一位失聪的老人。但从他的话语中，以及他闪光的眼眸，我感

受到的却是希冀。一名残疾人，应当在家享受社会福利的人，却选择了投身社会福祉事

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作为一个幸运正常人的我，没有理由不去为他人着想，为

需要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所有正常的人都应当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为全世界更好

的社会福祉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