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财）日中友好会馆 
 

 

中国大学生代表团 

团员感想（拔萃） 
 

【访日活动整体的感想】 
 

◆   这次访日活动对我来说是对日本态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之前由于种种历史，政治原因导致我对日

本存在一些误解或称作为无知，但这次充实的访问活动让我形成了自己的对日本的看法。日本及日本人的

干净让我瞠目结舌，说实话我去欧洲，在中国都没有遇到一个像日本这样干净和无异味的厕所，能把厕所

如此小的细节都能做好，其他的事情又何尝做不好呢；日本是一个极为守规矩的国家。传统文化保持地如

此之好令我歆羡，但同时也可能过于因循守旧而变得压抑，或许日本人早已习惯这样一种生活，但弊大于

利还是利大于弊尚无定论；日本人的服务态度令我们深感有体会，最能体现的就是这次访日活动，可以说

日本人做得滴水不漏，把能想到的细节安排得井井有条。早就见闻日本的服务世界一流。这也是中国在改

革中应该学习的地方。 

    本次访日活动涉及了三个学校，分别是早稻田大学、东北大学、立命馆大学。 

早稻田大学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它的自由和开放。在安排的讲座中，一个教授风趣幽默的发言让我加深

了日本人的了解，国民素质作为软实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这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去创造。 

东北大学令我感触最深的地方是中日交流的匮乏，和我们小组交流的是两位普通的日本女生，当间及

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时，唯一出现在他们脑海中的却是 pm2.5。我们国人知道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外国普

通民众却一无所知，这又何谈交流何谈合作？像这样的访问交流活动在未来应多多举行，靠口口相传去增

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在立命馆大学的几个小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校园文化的多样化、雅乐、动漫、舞蹈、茶艺总有一

样是你喜欢的，中国大学目前缺乏的就是这种多元文化，我们不要培养书呆子，而是靠兴趣去发展。 

 

◆   本次访日的日程紧凑忙碌，但在奔波之中，驻足在日本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体会到了日本这个社会。

日本这个国家的魅力。日本人向来以认真、严谨的姿态被世人所知、来到日本之后、我深刻感受到日本人

对于细节的追求。今天的日本与今天的中国相比、今天的日本在软实力上远远超过中国。虽然中国经济发

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超越日本，但国民素质远远不及日本人。本次活动让我吃惊的是日本人对

于中国的了解。日本人似乎对于中国真正的情况并不了解。作为相邻的两个关系紧密的国家，国民对于彼

此邻国的“邻居”如此不了解，是一种十分不好的状况，很多中国人只关注于历史问题，偏面的看待日本，

这点让我感到十分遗憾。日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样貌，肯定是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当然通过访日，我

也了解了日本这个国家不足之处，日本特有的体制，导致国家在遭遇灾难之后，无法集全国力量，迅速地

进行灾后重建工作。 

这次日本之行，使我全面认识了日本，时间虽然短暂，但了解了很多，思考了许多，相信这次访日之

行会对我今后的人生起到巨大的作用与帮助。 

通过这次访日，我对于日本这个国家产生了兴趣，很想再次深入社会进行更加全面地了解，作为一名

韩语系的学生，中、日、韩三国的关系影响着整个亚太地区，三个国家在历史上有许多渊源，对此来看十

分有趣，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日本，来更长一段时间多去一些地方转转，拍一些照片、写一些文章、发布

在互连网上让更多的人正确的认识一个“真实”的日本。 

 



 
 

◆  在交流活活动中锻炼了日语口语，更加了解日本的历史与文化。 

中日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像日语里说的“绊”。访问外务省，听宫本雄二先生的讲话让我深

受感动。“要以中国标准看中国”，同理，我们也要以“日本标准看日本”。虽然学会换位思考是非常难的，

但作为当代中国的优秀大学生，就应该学会理性，冷静地思考问题。 

通过这次活动，我的国际意识提高了许多。 

灾区的重建工作进展得虽然不是非常快，这可能和日本的社会制度有关系。但通过在东北大学的讲座，

我感受到日本人其实是在有计划地思考和探索如何建设一个更有魅力的东北。我对不久的将来的东北十分

地期待。 

    本次的活动让我更加感受到中日友好和平的重要性，要消除两国人民的相互误解，关键要从我们一代

入手。我现在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了，马上就要毕业了。目前正准备到日本继续读研究生，研究文化教育。

留学期间我深刻感受到，留学生能否交到关系亲密的日本朋友，对他们的“异文化适应”特别重要，我希

望能用我的微薄之力，为中日交流方面做出贡献。   

 

◆ 所谓“菊与刀”的民族，更多展示给我们的是“菊”一般悟谈的国民性格日本人，各点的店员们（服

务人员）的态度者的超棒，人性化，让人反而感到很不好意思。其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也很令人动客。

楼房二层未见到安装护栏，仿佛完全不信有小偷强盗会来。还有自动贩售机，满街都是，也体现出一种人

与人之间的信任。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也是有的，大家都好像怕麻烦，电车里自己玩自己的，走路匆忙。人人都很自律

但也有些像栅锁。细心是让人很惊讶的。比如说马桶，加热的浴室镜子一块等等，科技改变人的生活，如

何将其应用到生活中也是一问学问。 

    首先，作为管理专业学生，日本的先进管理经验有很多，这次活动安排得这么紧凑，时间计算得这么

准确，基本没有出差错这本身就是一次成功的管理。其次的日本的交通，狭窄的道路如何安排才能避免大

堵车。提高效率也是值得学习的。然后，灾区的重建与纪年活动的开展，媒体责任等方面也有收获，因为

我本身来自汶川地震重灾区都江堰。所以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异实在大。最后，与三所大学学生的交流，能

感受到一般国民是很友好的。两国应该加强交流，加深理解，而非暴力来解决问题。 

 

◆  通过和早稻田大学彩虹会同学的交流我了解到日本大学生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今后我们的学习也不

应该局限于课本上而应多一些实践，多一些社会知识的学习，通过和东北大学同学们的交流我感受到作为

各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地震发生后大学生志愿们自发地去灾区进行志愿活动，帮助灾区重建，体现了当

代大学生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今后我们也应该多展开一些这样的志愿活动，为更美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

一臂动。 

    我将回到中国后把自己亲眼看到用心感受到的日本传达给身边的人，让他们更理性的看待日本。同时

我会继续读和日本朋友们联系向他们介绍真实的中国。将来我想从事传媒方向的工作，向中日两国人民介

绍真实的中国日本。建议：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很重要，这次活动中交流时间略短，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和

日本的朋友们一起做志愿活动以实现更多交流的 

目的。 

 

◆  我们还与早稻田大学和立命馆大学的学生进行交流并互换了邮箱地址，直到刚才，我们还在畅谈彼此

的兴趣爱好以及对未来的美好畅想。 

    本次访日活动对于日语系的我来说可谓收益匪浅。我现在还是大二学生，还不能与日本人正常进行会

话交流。但是通过这一周的锻炼，我消除了心中的恐惧与不安，可以与日本人进行基础对话了。通过与早



 
 

稻田大学学生们的热情交流，知道了日本大学生们是如何充分利用学生时期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并提高

自身修养。通过他们的演讲也了解到了东日本震灾的情况。与立命馆大学学生们的交流同样，让人难以忘

怀。我们学习了茶道的礼节，并第一次体会到了「正座」的“痛苦”。此外，我们还与动漫社的学生一起

汇制了自己的卡通形象，学习了如何制作一部完整动画的过程。并且与他们的约定留学时要再次相见。 

    由于媒体的一些过激报道，使得大多数中国人民对日本的认知有了大幅度的偏差。所以在我回国后，

要告诉我身边的人：日本人是温柔的，当你迷路时，他们会带你找到出口，尽管那正与他前进的方向相反。

日本人是体贴的，大到平时的一言一行，小到马桶樽的暖意。并且，我想告诉大家，东日本大震灾的严重

性以及大自然的破坏力之强大。在加强自我防犯意识的同时也要加强两国的交流，“双赢才是赢！” 

 

◆  第一次走出国门，一见识到了一个立体的国家。在这次访日活动中，不仅开扩了眼界，也重组了自己

对日本的认识。以前对日本的认识来自日本映像，交流程度很低，而这次的亲身体验，在自己接近的同时，

还将自己的想法，问题提出来，从多方面得到大量信息。这次活动，我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很有素质的国家，

注重教养，讲求文明和创新。 

    这次活动极大地提高了我对学习日语的兴趣和决心，今后一定会努力学习，掌握好这门语言的同时了

解其社会、文化、做两国交流沟通的桥梁。将自己的认识传达给身边的人，减少两国对彼此认识的误会，

减少隔阂，展现最真实的两国。劝告消极反日的民众，珍惜两国友谊，冷静交谈，寻找双赢争取共同发展。 

 

 

【访问灾区活动感想】 
 

◆ 8 天的时间尽管很短暂，但它是高度凝缩的。因为我们每一位团员每时每刻都能够用自己的视觉、听

觉、嗅觉、味觉感受着日本的一切。我们对日本的了解，也从以往在课本中的句型、日剧中的会话场景一

下子跳跃到了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感受逐渐升华成为心灵上的诸多感悟。 

3月 7日下午，我们全体团员来到了名取市閖上地区，亲眼目睹了 3.11东日本大地震的受灾现场。在

閖上中学所看到的一切，都使我触目惊心。当看到纪念碑上的文字时我的心被刺痛了。“死亡就意味着终

结吗？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会竭尽所能完成一切。我们一直都在一起。”尽管在大自然面前有时我们

是如此无助，但人的精神力量却是无穷的。我们被这种精神所鼓舞！ 

閖上地区幸存下来的居民对于灾区复兴做出了种种艰辛的努力。比如，为缓解当地儿童心里恐慌情绪，閖

上地区组织儿童们用粘土制作出海啸当天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以留言条的形式记录下制作粘土时的感受。

这些孩子们制作粘土时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我不禁想象着…我们相信，灾区人们所付出的这些艰辛努

力将会为人类战胜自然灾害提供宝贵的经验！ 

最后，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如此宝贵的交流机会，我们将不虚此行，把自己在这里的所见所闻以及所

感带回中国。我很喜欢日文中「きずな」这个词。我想，“纽带”不应仅仅是一个口号，中日两国有着悠

久的友好往来历史，作为年轻一代，我们将拿好接力棒，继续承担起友好交流的重任！ 

   

◆  听过相关领导对于閖上地区受灾情况的介绍以及对照震前震后图，我被这场灾害造成的的严重后果深

深震撼。几米高的洪水冲刷着原本整齐的房屋一瞬间夷为平地。这让我感到大自然的力量和人力的渺小。

但当我听老师讲解日本民众灾后坚强勇敢，不屈不挠重建家园时，我明白了，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坚

信希望，相信自己，肯定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将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最后我印象深刻的是，閖

上小学体育馆内整齐摆放着的衣物、家具、图画、我被日本人民的温情深深感动。里面摆放的东西有佛像、

有字画、有照片、种种都是对物件主人的尊敬和爱。受灾人民只要保存美好的记忆，坚信美好的未来，就



 
 

一定会用爱筑就新的明天。除了政府人员，社会各界对灾区的关注和帮助也让我震撼。东北大学的学生向

我们介绍了参加震灾志愿活动的情况，各出动，为了同一个目标，为了同一个梦想，这种坚强的意志和无

私的爱值得传来和发扬。相信有了心中的爱和尊重，无论什么困难都能迎刃而解。我会回国后也定将把日

本人民的爱心和温情传递，让更多的朋友家人了解日本灾后重建中萌生的爱的希望！ 

 

◆  作为汶川大地震的经历者，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仙台地震的严重和灾区人民的痛与悲。同时，灾区人

民重建家园的决心也令人感同身受。其中最让人唏嘘不已的是“閖上的记忆”纪念馆中的所见所闻。狭小

的纪念馆，却陈列着五颜六色的孩子们的作品，在窗外荒凉的景象映衬中，显得那么耀眼刺目。这大概就

是希望的颜色吧。汶川大地震中很多小学校、中学校都遇到大灾难，死去的孩子们有很多，但我看到閖上

地区海啸后依然屹立的却正是学校。所以，我想全中国各地政府都应该反省并严格检验学校的质量，保障

孩子们的安全，让他们更加健康，愉快无忧地成长。我认为自地震后，不仅是受灾地区，全国各地的学校

都应该接受抗震（以及防火等各种灾难应对）的评估，该加固的加固，该重建的就重建。这样再能解决隐

患，防止比类悲刷在出现。其次，市民疏散以及安全区域的划灾也要明确。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一笔带过，

加强演练也是极其有必要的。总而言之，从仙台救灾中我们可以学习到许多经验，这只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  3 月 4 日，第一天到达东京时，未能真正体验自己的真正使命，因为离灾区较远，不能亲眼见到的永

远不会带来心灵的震撼。在日本的第四天，亲自到达灾区后，眼及之地，一片荒凉，即使过去马上两年了，

但仍然能感受到人们的悲伤心情，无法忘怀的深刻记忆。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第一，日本的

学校建筑真的超级结实、安全、令人们深深相信政府的政策及所建之物。回及中国四川汶川地震的时候，

四川中小学死伤人数很多，十分令人痛心。然而，日本的小学生及中学生，唯有因各人原因未及时到达学

校避难场所的学生才十分不幸的遇难了。而且，为了上大家永远铭记遇难学生，铭记这场大自然灾难的无

穷危害，在学校门前时时祭拜那过不幸遇难的学生。其次，第二点是日本人在遇到灾难时的超冷静对待的

态度。在仙台电视台部长播放的录像中看到大家都十分冷静的对待地震，一点都不慌张。虽然因为日本多

发地震，所以大家可以为常来对待地震，但事后的积极投入到各自岗位之事真是真心令人佩服！作为常遇

自然灾害的日本，中国在此领域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以后两国间应多做“绊”一样的交流话，让大家

彼此相互学习。 

 

◆  在仙台看了仙台电视台的灾情录像深受震撼。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在大灾难面前人类异常渺小。之后

我又想了几点，在这里简单做个陈述： 

1. 灾前放灾培训十分必要。在一些灾难频发地区，应当尽最大可能宣传和培训防灾知识，给居民以心理

和行动力的双和重准备。 

2. 灾难频发地区房屋及城市设计要多投入精力。有针对性进行设计建造。像是汶川等地，可仿照日本的

防震建筑进行。 

3. 灾后多方联动进行赈灾。在中国，官方力量十分高效，但民间力量相对薄弱，而且持续性尚待发展。

赈灾不能只靠一时冲动。更多地是靠长久的持续力量。 

4. 灾前预报。 这方面更应该依靠科技进行推动。从大学专业等方面入手进行开始发展灾前预报方向研究。 

 

◆  来此访问参观之前，本以为时隔两年，灾区定然已经焕然一新，我们是来学习日本先进的防灾减灾和

重建经验。以汶川地震后的重建工作为参考，以日本更先进的技术和经济发达程度，以为日本的重建工作

应当进展得更快更好。因此，当见到灾区仍是一片荒荒，重建毫无进展时感到非常震惊与意外，希望通过

此类的民间交流活动，日本灾区能更快解决材料与资金等问题，早日重建家园。相信本次的活动一定能对



 
 

灾区重建起到很好的作用。 

    同时，看到灾区民众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受到日本民众的亲切接待，我很受感动。无论如何，只有

和平才能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才能使灾区更快完成重建。希望通过两国的民间交流，更好地巩固，维护

中日间的友谊。让中日民众更多更广泛地感受到对方的友好与热情。 

 

◆  迪士尼乐园、寿司、东京铁塔，动漫等，也许这些词语就足少勾勒出一个迷人的日本。但是，除了令

世界注目的发达经济和独特文化之外，一场灾难将完整的日本社会展示在世人面前，那就是 2011 年 3 月

11日的东日本大地震。 

    当我知道此行的重要目的是通过受灾地区访问引人反思时，心情不由得变得沉重起来。失去生命和家

园的沉痛，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去承受的：而当我本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这种心理准备去参观灾区时，收获

的还是震撼感动和反思。“仙台放送”播放的现场实录，让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大难当前人类的渺小与

无力，使我看到了生者的悲伤，也领会到了媒体人的职业坚守：参观閖上地区受灾地时，亲眼目睹的一片

荒荒的惨象以及地震亲历者的口述，使我深切地感到了生命的沉重。也许是大悲无泪，也许是防灾训练到

位，又或者是日本人特有的冷静的态度。我通过影像资料等看到的是日本人的从容，是他们从灾难中学到

的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畅想。 

    灾难已经过去，从阴影中支出，面向未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才是正确的选择。回国之后，我可能更想

传达的是通过活动收获的感想。并且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周围的人介绍一个真实的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