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財）日中友好会館 
 

 

第十七次中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 

团员感想（拔萃） 
 

 

【访日活动整体以及专业领域方面的感想】 
 

◆ 

＜整体感受、对日本的印象＞ 

    本次访问活动安排严谨、紧凑、有序，从小学到高中，使我们充分地了解了日本教育发展的现状，有

利于促进自身教育思想的发展，提高了自身国际理解能力及水平。 
    以前对日本的了解来源于电视、网络，不是全面真正地了解日本。本次访问，发现日本人严谨、精细、

礼貌、有序、节俭，政府的教育管理比较到位，应该让我们见贤思齐。 
＜在专业领域的收获及感想＞ 
    我从事学校教育管理工作，主要是学校特色发展与建设。本次访问活动，灾区的防震救灾方法思路，

心理辅导模式，有利于学校安全及心理教育借鉴。特别是日方相关学校综合利用空间、场地；加强校园文

化建设给了我许多启示；学生上课老师的交流模式让我更加坚信必须坚持学生为主体的方向。 
＜通过本次活动获得的个人抱负、或其他建议＞ 
    归纳出本活动的经验与收获，向学校提出建议；同时可以直接在部门实施；还可以向其他学校同仁宣

传。 
    在中日交流方面，将积极支持友协工作，接待日方来访人员，派出学校师生。同时将开展国际教育研

究与实践，培养学生世界眼光。 
 

◆ 

＜整体感受、对日本的印象＞ 

    感受到日本良好的城市环境，洁净，有序，反映出较高的城市建设管理水平。日本民众有很强的规则

意识。遵约守时自律，在工作中有精细严谨的规划和执行。追求细节上的周到和精致，令人印象深刻。 
＜在专业领域的收获及感想＞ 
    参观访问的学校在基础建设方面均经过精心的设计，实用，精致。对于体育及艺术学科的重视，反映

出对人的可持续发展，有质量地生活的追求和关注。日本的教育具有很强的国际化视野。能够及时地调整

育人目标，关注“表达”与“对话”具有前瞻性。学生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为学生搭建了更加广阔的发展

平台。培养了学生的集体意识和社会意识。实现了个性发展、能力培养、兴趣激发及展示分享。 
＜通过本次活动获得的个人抱负、或其他建议＞ 
1.以国际化的视野思考和规划学校的未来发展和育人目标 
2.为学生搭设尽可能多的具有选择性、个性化的发展机会平台 
3.在学校基础建设、设施配套、课程设置、评价制度等方面尽可能多的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于细节 
4.在中日友好交流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 

＜整体感受、对日本的印象＞ 

1.日本人严谨、认真、做事程序清晰，尤其在守时和细节把握令人惊叹。 
2.日本的规则意识非常强。处处强调，处处体现。 



 
 

3.日本的交通太好了。如此繁华的城市这么多的车，道路又那样狭窄，交通还如此顺畅，充分体现管理和

素养的功夫。 
4.干净，这是大家集体维护出来的。 
＜在专业领域的收获及感想＞ 
1.学校的办学理念贴近学生实际，不空泛，在校园中处处体现。 
2.体育教育非常完善，再小的学校都是设施齐备。 
3.学校各有特色充分体现在学生身上。 
4.教育公平体现较好，各学校之间差异较少。 
5.各学校都非常重视社团教育，重视学生参与。 
6.学生们都很快乐。 
＜通过本次活动获得的个人抱负、或其他建议＞ 
1.中国教育城乡差异较大急需解决。北京的硬件设施比日本还好，需要在两个方面解决。一是办学理念的

定位，另一个是学校的软件投入。 
2.真正地从国家，民族的发展出发办教育。 
 

◆ 

＜整体感受、对日本的印象＞ 

1.对教育有了新的认识，对日本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有了大致的了解。 
2.日本重视教育程度很高，特别是家庭教育和家庭对孩子的教育的方法值得深入学习。 
3.重视教育的全面性，特别是以学生发展为根本，立足于学生成为社会有用之才上有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4.社会对教育的重视，日本人吃苦，耐劳，凡事完美，值得我们学习。勇于面对困难，民族凝聚力很高。 
＜在专业领域的收获及感想＞ 
1.教学上目标明确，手段多样。 
2.教学教育理念立足长远，立足学生实际，立足学生未来。 
3.分层教育，学生可选择多样。 
4.重视竞争，鼓励学生参与竞争。 
5.重视学生的激励，努力让学生有展示平台。 
6.重视礼仪教育，不同层次学校要求其本一致。 
7.重视学生毅力教育，环保教育，安全教育，有明确的手段。 
8.重视充分利用社会各种力量进行有效教育。 
9.尊重学生，尊重学生发展，教师评价体系健全。 
 

◆ 

＜整体感受、对日本的印象＞ 

    整体感受：不虚此行。 
    对日本的印象：现代化程度高，社会成熟。日本人民做事认真细致严谨务实，规则意识强，擅长学习

借鉴，值得我们学习。相比之下，我们国内还有不少不足。 
＜在专业领域的收获及感想＞ 
    在学校教育方面，看到日本学校的基础设施（校舍）比中国的好，实用。生均资源比中国的高。教学

设备的现代化不见得比北京的好，但是日本教育的城乡差异小，均衡化程度比中国高。在课程设置和培养

目标方面，学校自由度大，考试升学排队的压力相对小一些，所以在培养人的方式方法上要更接近教育的

本原。 



 
 

    日本孩子的学校生活比中国孩子的学校生活愉快，他们的体质更健康。在个性发展方面，他们有更大

空间和可能去发现自己发展自己。他们比中国孩子更自信。 
    日本相关的立法比中国的到位，少了许多中间地带。 
＜通过本次活动获得的个人抱负、或其他建议＞ 
 1.我校每年寒假有一次骨干会，参与者是所有年级组长、教研组长和副主任以上的干部，活动内容之一是

校长主题报告。我将以《看到的想到的》为题，配以照片和文字类 PPT，做主题汇报。 
 2.争取能有机会参与到相关项目中，让我的学生们有机会来日本访问，开阔视野。 
 

◆ 

＜整体感受、对日本的印象＞ 

1.文明 
  城市繁华而洁净安静卫生；马路虽有的地方不是太宽但是行车有序：日本国民在日常礼节方面彬彬有礼。 
2.美丽 
  金色的银杏叶漫天飞舞，红色的枫叶层层染醉，绿色的竹子、香樟风中挺立，京都和大阪的行道树太美

了。说明日本是一个热爱自然，享受自然美的国家。依自然地势水利而建的温泉泡澡也是或在户外丛林中

听风而浴或在楼顶看星空而浴（荻屋旅馆），实在是美。 
3.精细 
  做事就像手表“精工”二字一样。精致细心周到。 
4.坚强 
  美丽的日立市让我看到了灾后日本国民的坚强与智慧。 
＜在专业领域的收获及感想＞ 
1.学生的团队合作 
  无论是小学数学课对数字的教授，还是高中英语课对口语表达的训练，许多课堂注重学生的团体合作与

自主实践。而社团活动也是培养学生团队合作能力的。 
2.学生的才艺展示 
  各个学校的社团的热烈展开，楼道上学生的绘画、手工、报纸等创作作业展示了学生的多方面才能。 
3.学生的热情文明，中华传统文化在日本的研究 
  教室墙上的“千字文”中国古文书法《陋室铭》的书法等，金木水火土为星期的曜历，日本是个注重传

统，在现代文明中传承古代文化的国家。 
4.日本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很大。这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通过本次活动获得的个人抱负、或其他建议＞ 
1.回中国后拟在本校开设讲座，介绍日本的文明，日本人的友好，日本教育的先进。 
2.将感想整理成文章，投稿给地区杂志报纸。 
3.我是语文教师，在今后教学中要更注重传统文化的教授。同时又把当今的和平民主理念充满课堂。 
 

 

【访问灾区活动感想】 
 

◆ 

1.日本社会防灾减灾意识很强，避难训练有序，防灾教育非常全面，政府机关对国民防灾方面的作用很大。 

  建筑的耐震强度非常高，政府和企业对国民非常负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相互支持的国家。 

2.灾区人民乐观，坚持地面对生活，努力重建家乡，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持，是一个社会根基很深社会制度       



 
 

非常健全的国家。 

 

◆ 日本人坚强不屈，以凝聚团结的力量，以及坚守的规则证明了国民的素质，令人惊叹。 

  我今天在消防部看到了日本人设计出来的防震设施，同时了解到在大地震之后（3・11）没有对有此

建筑的房屋产生危害，这种遇到问题，努力思考，并解决问题，以智慧，团结的力量与大地震抗衡，值得

敬佩。 

  愿中日两国友好相处，愿中日关系日趋和谐。 

 

◆ 访问茨城县，最让我感动的是这里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及会员的热情，及他们爱好和平，维护两国友谊  

的坚持不懈的精神，相信在他们的推动下，中日两国友好睦邻的关系之树可以永葆青春。 

  其次让我感动的是日立市中学学生面对灾难的镇静，乐观，互助，相信他们是可以将自己的家乡建设

的更加美丽。 

  第三值得我学习的是，日立市消防署的敬业精神和服务意识，他们的认真教会了一代又一代日本青年

镇定的面对灾难，我打算将这些精神和品质传递给我的学生。 

 

◆ 这次访问活动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日本人在受灾时候的坚强，以及政府对灾后重建及时到位的指

导和帮助。包括灾民心理铺导等方面。 

   回国后我打算向我的朋友传达灾区人民的坚强和勇敢，以及灾后重建的信心，在短短一年半时间就能

把灾区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以及身心健康的生活。这些都是我需要向国人传达的东西，这些与日本教育中始

终贯穿生存教育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国家需要学习的地方。 

 

◆ 茨城县日中友好协会中有许多长者，他们的活力、阅历、热情、长久从事友好事业的精神给了我极大

的鼓舞，让我看到了情谊的珍贵。会长唱起中国歌，年长者在交流会上精心制作的乌冬面、寿司，协会连

年开展的中国文化节，都温暖和影响了我们的情怀，让我们感动和钦佩。 

  此次在茨城日立市消防局学到了不少知识,如消防局的基柱橡股设施抗震和各建筑物的防震，让我非

常钦佩日本国民的智慧，防患于未然的用心。 

  这次看到日立市迅速地焕发着生机、干净、整洁，我赞叹日本国民的顽强、坚韧。 

  听说茨城大学具有两百多名中国留学生，相信文明的日本会对中国年轻人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 严重的地震，海啸灾难之后，日本民众表现出的秩序、镇定、互助和坚强令人感动。灾难之后，各方

面的重建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民众的生活稳定，秩序井然，对生活表现出乐观和信心，对经济重振有

很多新的举措，相信未来受灾地区会重现美好的生活。 

 

◆ 

1.日本灾后重建取得了积极进展，基本恢复到了震前水平。 

2.日本从灾害中汲取教训的精神，并迅速转变成行政指导要则值得学习。 

3.日本人民坚韧不拔的毅力令人感动。 

4.日本应把长期形成的减灾防灾经验大力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