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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 
第二十一次中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 

访问日程 2016年 11月 15日（周二）～11月 19日（周六） 

 

1 概要 

由中国日本友好协会派遣的第二十一次中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一行 65名成员，于 11

月 15日至 11月 19日对日本进行了为期 5天的访问。（团长：王占起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 

副秘书长） 

该事业作为「JENESYS2.0」项目的一环，团员们除与日本教育工作者进行了交流之外，还

通过访问考察日本的各教育机构、体验传统文化、参观地方城市等活动方式，直接接触了“酷

日本”文化，加深了对日本的全面了解。 

 

2 日程  

11月 15日（周二） 

抵达成田机场，说明会，欢迎会 

 

11月 16日（周三） 

    第一分团：东京都立荒川工业高级中学访问及交流 

    第二分团：东京都立田柄高级中学访问及交流 

    参观皇居二重桥，听取文部科学省讲座，考察商业设施 

 

11月 17日（周四） 

前往京都，参观金阁寺、清水寺 

在日式温泉旅馆体验日本文化 

 

11月 18日（周五） 

第一分团：大阪市立市冈初级中学访问及交流 

第二分团：大阪市立敷津小学访问及交流 

参观大阪城，与大阪府教育厅恳谈会，欢送报告会 

 

11月 19日（周六） 

参观酿酒厂，由关西机场启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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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照片 

  

11 月 15 日 江田五月日中友好会馆会长在欢迎

会上致辞(东京都) 
11 月 15 日 欢迎会 (东京都) 

  

11 月 16 日 东京都立荒川工业高级中学访问、

参观及交流 (东京都) 

11 月 16 日 东京都立田柄高级中学访问、参观

及交流 (东京都) 

  

11 月 16 日 听取文部科学省讲座 (东京都) 11 月 16 日 听取文部科学省讲座 (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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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 大阪市立市冈初级中学访问、参观

及交流(大阪府) 

11 月 18 日大阪市立敷津小学访问、参观及交流 

（大阪府） 

  

11 月 18 日 与大阪府教育厅恳谈 (大阪府) 11 月 19 日 参观酿酒厂（大阪府） 

  

11月 18日 王占起团长在欢送报告会上进行访

日活动总结(大阪府) 

11 月 18 日 在欢送报告会上，团员汇报访日成

果(大阪府) 

 

4 团员感想（摘录） 

〇 参加活动前对日本印象最深刻的是动漫、电子产品。参加活动后，对日本及日本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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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了了解。城市的干净、整洁、有序、日本人的待人接物，环保及注重孩子生存技能的

培养等。 

    通过此次访问交流，从东京都立荒川工业高中，到大阪市立市冈初级中学，体会到了

学校对孩子们的悉心教育和兴趣爱好，生存技能等方面的培养。同时教育者关注个性教育，

尊重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学习需求，提高学生能力，也感受到了学生们的阳光，活泼，积

极向上，通过修学旅游等活动，培养孩子们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 

 

〇 活动前，对日本的经济和人文认识是模糊的，感觉发展快，不知道具体怎么快。活动

后深切体会到全民素质很高。尤其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还有礼仪很好。以及教育实践性

的实施。 

    在都立荒川高等职业学校学习到学习知识的系统化，管理、道德礼仪的教育做的持久

化、深入化。 

    从东京都文部科学省的讲座了解到，教育是围绕“生存能力”，从而培养孩子学习基

础知识，有丰富的内心和健康的体魄。感受到日本文化和实践课活动开展的彻底性，这种

彻底性使之教育有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在大阪教育厅和市立市冈初级中学的参观，深深地体会到理论完全的、很好的延伸到

了应用和实践。 

 

〇 日本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与在日常生活中的落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教育

界倡导的“生存能力”教育理念给了我全新的想法；而在此行之中，日本工作人员的礼貌、

细致及严谨而投入的工作作风给予我很好的直观的感受。 

    此次行程虽时间不长，但通过官方部门的介绍与走进校园的参观活动，使我在宏观上

对日本的教育体制、教育目标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走进校园使我直观地感受到教育目标

在中学校的实施。具体说来，日本国家提出培养面向未来迎接挑战的人，尤其是与本国不

太相同的“生存能力”培养的目标及家庭科劳动课程的开设给予了我启发，中学校园内特

别活动课程的开设都具有一定的校本特色，职业校园内产品制造与设计能力的培养及职业

生涯规划指导，及分组教学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〇 此次短暂的访问让我对日本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守时、克己、严谨的处理事情的方

式以及在教育目标上培养有生存能力与动手能力国民的强烈关注留下深刻印象。 

    日本的街头干净整洁，公共场所到处可见节水设施，垃圾分类装置以及水的循环利用，

让我感受到日本从国家官方层面到国民个人层面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意识。 

    此行时间短，日程安排多，但五天每一个环节的安排，从汽车的准点，到房间的安排

考虑到同一地区，及饮食上的个人禁忌，每一个细节都全面周到。东京地区汽车数量多，

道路狭窄，但行走在城市中几乎从未听到汽车的鸣笛声，有条不紊。随行的工作人员的礼

貌热情让人感受到日本人民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对他人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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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教育专访，通过官方介绍与深入校园，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不仅关注孩子的

学习能力的培养，更重视作为社会公民的生存能力的培养，以及作为工业国家中的职业教

育对产品制造人的培养，使学生从校园出来后能顺利顽强地生活，迎接未来的挑战，独立

地应对各种顺境和逆境。 

 

〇 日本的美景、日本的美食以及洁净的环境，在教育方面我感触很深的是两个字一务实，

在形式上的创新不是最重要的，从教育角度上，各种教学理论其实都可以实现教育目标，

重要的是把教育思想与行动紧密结合。印象很深刻的有参观大阪市立市冈初级中学时在一

节日本国语课上的所见所闻，本节课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参与度高，该节课是以小组讨论

的形式进行的，在课堂观察的过程中，我可以体会到“基于良好的伙伴关系・・・”的学

习目标。虽语言不通，我也能感受到学生的团队意识；还有家政课，让学生培养与锻炼“生

存能力”，这方面我期待可以借鉴到中国。这是终身教育的重要一环，要想成为一个对社

会有用的人，首先要有自立的性格、坚毅的性格。另外需善于发现自己的长处，而不是所

有的人都去争抢未必适合自己的目标。在环境治理方面，应是国家社会家庭学校同步做事，

应有政策法规的及时保障与监督，我期待通过我及我学生的努力可以为中国的人文环境以

及自然环境的更进一步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〇 通过此次访问，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有以下几方面。我也打算把这些传达给我身

边的人。 

一、教育。日本的教育让我感受到它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个性化发展，比如选取自己的

学习方向。对于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援助。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包括外国友人的孩子、

残疾孩子、以及学困生。同时贵国在一些学科上进行分层教学，大大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

效率，培养了学生的积极性。还有学生生存能力的培养，设置了社会科、家庭科、技术科，

大大提高学生的生存技能。独创性的学习方法，选择自己想学的课程，以及增设培养先端

科技的学校，给学生充分学习和发展自己的空间。 

二、国民素质。日本人国民素质非常高。首先接触的学生尊师重教、礼貌阳光自信。教师

也是严谨谦虚。整个市民的素质也很高。尤其表现在垃圾的分类，对人的态度友好，整个

日本干净整洁，秩序平稳有序，服务热心周到诚信。 

三、经济 日本经济水平较中国比要高。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另外日本的自然风光也很优

美，有自己的饮食文化，让我印象深刻。 

 

〇  11月 15日，当我们抵达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清新、湿润的空气，优美、整洁的环

境，热情友好的日方工作人员，让我对日本的第一印象格外好。 

    在参观、访问、交流的过程中，无论是交流会时的人员，还是学校的领导、老师，乃

至校园里的学生，都十分亲切，礼貌。当他们提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岁月不待

人”等中国古代文化时，更加让我们感受到了中日作为邻国，相互影响至深，彼此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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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进步是共同期待的。在《学习指导大纲》的解读以及走进课堂的过程中，日本的家庭

课程、科技课程令我耳目一新。家庭课程和英语课程同样都在小学生六年级开设，而家庭

课程的 1.7 和 1.6课时明显多于英语的每周 1课时，可见，日本对于学生生活能力、生

存能力、家庭观念的重视程度。在课堂中，学生们也真正参与，灵活运用。一位老师的缝

纫课上，一个孩子利用老师教的缝补方法补上了自己衣服上的洞，可见学以致用，足以说

明了教学效果。 

    此外，日本优美的风景，尤其是富士山，令我终生难忘。虽然只是在新干线上短暂遥

望，但是其仿若英武、刚毅、俊朗的阿波罗，又似面遮白纱，身着长裙的窈窕淑女的独特

风姿，将永驻我的心中。 

 

〇  日本在人才培养方面很有计划性，且分层教学，不同特色的专科学校的设置都使得

人才分科很专业，因此各领域都反映出很强的专业性。 

一、所访学校的学生都有活力，一言一行反映出了积极、乐观、阳光的一面。 

二、日本的学生很自律，这与从小家庭对他们施以“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理念很有关系。 

三、日方学校充分尊重学生的发展意愿，以此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〇 访日前知道日本友人守时、干净、讲规则，参观后更让我感受到日本友人的热情、严

谨，尤其是教师的敬业精神让人震撼，对孩子的规则意识的培养是社会、家庭、学校全方

面进行的。 

一、尊重学生的兴趣和个人意识，按照学生的主体意识进行引导和教育，教育的实用性和

实效性非常强。 

二、分层教学进行非常到位，将学生按不同水平进行分层学习，即能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

有能让教师的教学更具有针对性，提高课堂实效性。 

三、教育改革针对性非常强，计划性也很强。如十年一次调整，推进时按照制度规则，宣

传推广、全面实施，分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 

 

〇  本次访问我感受到最深的便是日本民众的国民素质很高。首先，在日常的一点一滴中

感受到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尊敬和传承，比如，在讲到和服时，中国传统的刺绣便在其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于这样传统文化的赞赏溢于言表。与此相比，中国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似乎略有欠缺。传承需要民众的支持。另外，在小学参观中，大阪地区的市

立敷津小学，每个班有 4位成人在进行协同教育，这些志愿者的引入是我国目前还未成形

的。在教育厅交流时，教育厅领导对于关注差异的教育用了很大篇幅，“生存能力”教育

更是让我们看到了教育者对于学生教育本质的追问。 

 

〇 很荣幸这次能访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到学校参观，这里的学校都给人一种

温馨、轻松、真实的感觉，孩子们自由、活泼，在学校学习给他们带来快乐。在与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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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交流中得知了综合性学习的内容，很感兴趣，这种依据当地情况设置的课程很人文，很

实用，也适合学生的生存需要，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回国后会把日本一些教育教学

理念向周围的教师传递，希望有机会自己再到日本访问学习。 

 

〇 印象最深的事情：日本小学生的热情好客，能用一两句简单的汉语与我们交流，日本

的小学教育已然已和世界教育接轨。我从视频中看到了孩子们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从开

始的入学式到毕业后的毕业式，六年之中，校内的运动会、社会的实践活动、国际间友好

学校的交流访问，这些活动充分让学生体验到多重社会角色，给每个学生展示才艺的平台。

总之，增强了学生的仪式感、存在感和价值感，为他们今后走向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打算向周围传达的信息。日本学生健康的体魄、他们的团队意识，都值得我们学习。 

 

〇 一.教学改革计划性强，执行力强，开放性强，自主性强。 

   二.分层教学、PDCA理念的落实，有计划、细致执行、有条理，真正做到为学生一生

发展、健康成长负责。 

   三.日本的学生自信、阳光、积极、向上，面对来访者大方得体。 

   四.日本人很尊重彼此的差异，没有歧视，平等互信，每个人都很努力地为国家和社会

积极贡献力量。 

   五.日本注重学生的生存能力、职业本领的培养，每个人都能自主选择学习内容，成长

方向、热爱的职业。 

   六.日本人民很友好热情，敬业守时，严谨有序，计划细致周到，执行力超强，有原则，

很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