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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大学生线上交流记录 

 

１．线上交流概要 

【目的】 

本活动以“我的择业观”为主题，中国和日本的大学生以分组讨论（Group Discussion）的形式，

在短时间实现了深入的交流。工作方式改革是日中两国共同的课题。近年来如日本的“松缓就业”以

及中国的“躺平”等，年轻人的包括工作方式在内的人生观呈现多样化。本次交流活动旨在通过讨论

日中大学生在择业时注重的事项，明确彼此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加强相互了解并增进友谊。 

【参加者】第 1次：中国大学生（陕西省、湖南省）20名，日本大学生 16名 

第 2次：中国大学生（陕西省、湖南省）20名，日本大学生 18名 

【日程】 

日期 

地点 

内容 参加者的提问・反应（参加人数） 

第 1次 

2021年 

6 月 4日 

东京都 

【确认会议链接・说明会】 

① 说明事业的要旨  

② 说明 6/11的交流日程，以及事前和事后的作业 

③ 分组进行自我介绍 

在分组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一部

分学生已经互换了联络方式。（参加

者：中国大学生 20名，日本大学生

16名） 

第 2次 

2021年 

6 月 11日 

东京都 

【根据主题交换意见】 

题目：“我的择业观” 

① 开会、介绍参加人员 

② GROUP WORK（Group Discussion） 

分 5组，各自介绍在选择职业时最重视的 5项目，分

析组内成员的意见倾向。 

③ GROUP WORK（准备发表内容） 

每组指定 1名发表者，组内成员一起商量、准备发

表内容。 

④ 发表交流内容 

各小组代表发表组内成员在 Group Discussion 上提

出的意见和分析结果。 

⑤ 讲评 

讲师：阿古 智子 东京大学 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

究科、本科教养学部  教授 

 

在发表交流内容时，我们收到了这

些报告：“在日本，要求大家追求自

己的梦想和擅长的东西，而中国则

要求大家不要辜负家长和亲人的期

望”、“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谈到了

社会的性别角色分担的意识”、“虽

然日中双方的学生都选择了’为社

会做贡献’这一项目，中国学生考

虑的是通过改变社会环境为祖国做

贡献，而日本学生则考虑通过发挥

自己的能力以及个性来为他人做贡

献”。讲师评论道：“大多数学生都提

到了多样性的重要性。我期望今后

大家成为社会的中心，将社会变得

更好”。（参加人数：中国大学生 20

名,日本大学生 1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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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照片  

 

 

2021 年 6月 11日【根据主题交换意见】 

Group Work（Discussion） 

 

2021年 6月 11日【根据主题交换意见】 
2021 年 6月 11日【根据主题交换意见】 

讲师讲评 

 

３．中国大学生感想（摘选） 

◆ 西安交通大学 学生 

非常有意思，通过简短的交流就能够发现中日大学生思想观念上的一些不同，但是大家对交

流的热情都是一样的，所以通过这次活动我们都对对方国家的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我觉得

我们组日本学生会比中国学生更活泼一些，希望这样的活动能更多一些。 

 

◆ 西安外事学院 学生 

首先非常荣幸能和孙正同学代表学校参加这次中日大学生线上交流会，受益良多，感慨颇深。

不管是中方同学还是日方同学，都就"我的就业观"为题所选取的五个关键词进行了深刻又激烈的

讨论。很直观的一点就是大家都很有想法，对选取的关键词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同时，组内的博

士毕业证以及硕士毕业生也从另一个即将就业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就业观念和方法。

总的来说通过这次线上交流会，开拓了自己的眼界，同时锻炼了自己的交流能力，为以后树立正确

的就业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十分感谢学校给的这次机会，希望下次还可以与优秀的大学生

再次讨论。 

 

◆ 西安外国语大学 学生 

通过此次交流让我对于就业选择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在之后的就业选择中我也会多多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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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做出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全程的英语交流，更让我体会到了英

语学习的重要性，再学好日语的同时也绝对不能放松对于英语的学习。 

 

◆ 湖南大学 学生 

通过本次活动，我们更加了解日本同龄人的生活状态，对日本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觉得日本

的同龄人（大学生）也是非常活泼。 

 

◆ 湖南师范大学 学生 

活动很有意义，让我了解到了中日思想、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多样性，认识了可爱有趣的日本

朋友们，激发了我对于中日交流的兴趣。 

 

 

４．日本大学生感想（摘选） 

◆ 上智大学 学生 

我觉得最棒的是小组讨论时成员们非常活跃，谈论了很多令人深思的话题。例如在讨论开始

之前，我并没有预料到会谈论男女不平等的话题，但是了解到中国和日本的工作方式的差异，让我

对性别问题有了新的思考。最后东京大学教授的补充说明通俗易懂，后新冠时代择业观的见解对

我的求职非常有帮助。 

 

◆ 上智大学 学生 

因为鲜有与中国学生交流的机会，这次活动让我耳目一新。通过讨论我了解到国家和地域的

特征对择业观的影响颇多，值得思考。比如中国学生谈到受独生子女政策等的影响，孩子们背负着

父母的期待，因此希望就职于大公司或找到稳定的工作，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 上智大学 学生 

平时我没有与中国学生交流的机会，通过这次线上交流能够具体地与大家探讨“择业观”，觉

得非常开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所在小组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作是他们人生中的重中之重。在

追求工作与生活平衡的今天，在工作中寻求“自我成长”和“创造性”的态度已不再局限于旧式的

“工作与个人生活”的二元对立，而是表现在从丰富多彩的工作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同时充

实个人生活，可以说现在的年轻人是以“快乐”作为衡量人生充实指数的指标。 

我们小组讨论的焦点是“进风险企业”还是“进大企业”。中国的工作方式出乎意料的灵活，

令我非常惊讶。我曾怀疑工作方式多少会受到国家体制的影响，了解到原来每个人都确立了自己

独特的职业目标和道路，我的疑问也就烟消云散。有的人想要开创新的事业，有的人认为大企业的

基础条件好更有利于迅速成长。中国学生意识的多样性比日本学生更加充实，大家重视职业形成

过程的态度也让我思考良多。 

这次活动的主轴是“择业”，我感觉这是一次超越了“异文化理解”局限的交流。这决不是所

谓的以交流为目的社交聚会，而是同样置身于高等教育的环境中的人通过意见的碰撞，明确了各

自的职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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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参加者对外投稿、新闻报道等 

 
 

2021 年 6 月 11 日（中共湖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页） 

○交流会上，两国年青人围绕“为社会做出贡献”、

“将兴趣爱好作为工作”等关键词在云端碰撞思

想、畅叙友谊。该活动旨在维护好中日两国青年交流

温度与热度，为疫情后重启互访交流夯实民意基础。 

2021 年 6月 18日（法政大学官网） 

○本校学生反应：“了解到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思

考问题的价值观的不同”，“虽然不能去中国，但

是通过交流会结交到了中国朋友”。这对日中双方

的学生来说都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2021 年 6月 14日（微博） 

○交流的时候还是能明显觉得日本大学生在择业

考虑因素跟中国大学生有挺多差别的 

2021 年 6月 15日（微信） 

○“组内的组员从即将就业的角度，为我们提供

了行之有效的就业观念和方法。总的来说，通过

这次线上交流会，开拓了自己的眼界，同时锻炼

了自己的交流能力，为以后树立 正确的就业观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与日方同学大胆地开放地

交换了我们关于未来就业的看法，感受颇多。我

们会关注到社会的不平等、性别的不平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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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性等等，我们在各自的身上都学到了很多

很多” 

实施团体：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