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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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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 20名，日本大学生 19名 

【日程】 

日期 

地点 

内容 参加者的提问・反应（参加者的实际

人数） 

第 1次 

10 月 21日 

东京都 

【确认会议链接・说明会】 

① 说明事业的要旨  

② 说明 10/28 的交流日程，以及事前和事后的作业 

③ 分组进行自我介绍 

虽然时间短暂，通过自我介绍互相

之间的关系很快融洽起来。 

（参加者：中国大学生 20 名，日

本大学生 19 名） 

第 2次 

10 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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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piration Talk 

「10年後の働き方を考えよう」 

讲师：迹部 千慧  立教大学 社区福利学部

社区政策学科 副教授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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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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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部 千慧  立教大学 社区福利学部

社区政策学科 副教授 

 

在发表交流内容时，我们收到了这

些报告：“两国学生一致认为，希

望通过工作来挑战解决社会课题，

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有人

认为应该满怀热情地工作，相反也

有人认为工作只是改善生活的一

种手段。就此我们讨论了工作以外

的价值观以及日中的相同点等”、

“性别影响职业的选择。针对这一

课题我们谈到要在各自的性别和

立场出发来处理这个问题”。讲师

对全体参加学生说的是：“通过交

流是否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希望

大家重新考虑一下 10 年后的自己

是什么样子”。 

（参加者：中国大学生 20 名，日

本大学生 1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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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活动的屏幕截图  

 
 

2021 年 10月 28日【根据主题交换意见】 
2021 年 10 月 28日【根据主题交换意见】 

讲师的励志演讲 

  

2021 年 10月 28日【根据主题交换意见】 

Group Discussion 

2021 年 10 月 28日【根据主题交换意见】 

Group Discussion 

 

３．中国大学生感想（摘选） 

◆ 成都大学 学生 

通过和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中日双方大学生进行交流，我更清晰的感知到了，在就业观这个问

题上，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人，有着完全个性化的思考。但却有相同的热情和追求，即更好地实

现自我价值和为社会，为这个时代创造出尽量多的价值。在会议期间，我们不仅就就业问题展开了

讨论，性别问题，招聘流程，甚至对个别专业领域也有深入探讨，70 分钟的时间里，我们聊的越

多，越感到渴望知道更多。所以特别希望，能有下次机会，我们能更完整的交流。 

 

◆ 成都大学 学生 

通过此次线上交流，除了活动本身加强了中日两国青年的交流，我也认识了一些很有内涵和思

想的朋友 结交了关系好的日本朋友，对我来说是意外的收获。 

 

◆ 成都大学 学生 

这次交流会更多的让我认识到中日两国大学生在就业上的不同想法与共同点，我们都憧憬着自

己美好的未来，但也都面对着不同社会环境所带来的不同压力，这让我们更容易交流到一起，也共

同分享了自己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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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大学 学生 

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并结交了好多有趣的小伙伴，并且在交流中也慢慢了解到在择业的选择还

是跟自己所选择的专业的不同以及对自身的了解有关联，比如说日本大学生是在大三才开始选择

自己的专业，而中国大学生是在进入大学前就选择好了自己的专业，那么日本大学生就有更多的

时间去了解自身的优缺点、自己的爱好，从而来进行专业的选择，而中国大学生相较之下可能就没

有这么多的时间去考虑专业以及日后的就业，所以当发现这个专业跟自己预期的专业所学习的内

容大相径庭，也只能硬着头皮学下去，即使有转专业的机会也需要优异的成绩。总的来说很喜欢本

次交流活动！ 

 

◆ 重庆交通大学 学生 

很荣幸能参与此次交流会。通过本次与两国大学生的交流，我发现就业观的不同其实和个人本

身个性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这开阔了我的视野，增长了见识。另一方面，关键字矩阵图的分析也

让我认识到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我认为此次活动非常有意义，很荣幸能参与这次活动。 

 

◆ 重庆医科大学 学生 

不同国家的思想以及所面对的问题，对我而言是一次全新的体验，中国有句古话“纸上得来终

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这次活动是我第一次与其他国家的人面对面交流，起到一个很好的开头

作用。 

 

 

４．日本大学生感想（摘选） 

◆ 国际基督教大学 学生 

能够了解其他的参加者是对职业的看法和理想抱负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更重要的是交

流活动本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疫情影响结交新的朋友非常不易，活动中大家刚刚认识就

能够畅所欲言，非常开心。同时我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为什么在个人层面大家可以如此友好相

处，而到了国家之间就做不到呢。 

 

 

◆ 国际基督教大学 学生 

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交流机会。在以往国际交流的活动中，我几乎没有机

会与中国的学生进行交谈，这次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我对政治很感兴趣，每天都会接触到

有关对中外交以及中国经济的新闻，因此我认为中国学生的生活和想法与我完全不同。但在对话

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其实相似之处多于不同之处。例如，在我的小组里有很多人选择“与有才能的

人一起工作”。大家的专业和经验虽然不同，但在择业方面有人与我有相似的价值观。 

分组讨论非常开心，但是开心之余也感到一点小困惑。我觉得我们的发言并不能分别代表日本

或中国。当我被问到在疫情中日本人的工作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时，我觉得有点不知如何回答。因

为我父母的职业性质关系，他们工作方式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我这样回答对方针对“日本人”

的问题，只会成为一个有“偏见”的答案。这是我在交流以后注意到的一个反省点，希望我们都能

够认识到我们并不代表各自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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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滨市立大学 学生 

通过这次主题为“择业观”的交流会，我不仅听到了跨越国境的意见，更重要的是有机会了解到

对工作的多种多样的意见和想法。 

作为与中国大学生的交流会，我期待能够听到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带来的不同意见，但是我所在

的小组普遍抱有“为了生活而工作”的立场。虽然我们谈到了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和经历，如经

济焦虑的重压、父母给子女带来的压力等，但日中双方的学生都处于可以上大学的家庭环境中，我

感觉大家认为工作是为了个人生活的幸福和自身成长的想法和价值观还是相似的。此外我还发现，

小组内的日本人说话非常委婉，为了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非常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相反中国

人说话的特征是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意图。但这并不说明日本人是小心谨慎的人种，我觉得主

要原因应该是在日本社会中多会排除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意见。 

 

◆ 立教大学 学生 

这次线上交流活动中，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对待职业的看法的差异让我感到非常吃惊。一般来

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日本的文科大学生几乎没有考虑将在大学所学的知识直接应用到今后的工

作中。但我感受到中国的大学生有明确的意识要将大学所学的知识与将来的工作联系起来。然而

日中的大学生认为应该“为了他人，为了社会”而工作的价值观是一致的。虽然我不知道日中关

系的未来会怎样，但我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我想也许某时某地我们会“为了他人，为了社会”而

共同工作。 

 

 

 

◆ 横滨市立大学  学生 

在疫情影响之下，现在我们鲜有机会结交大学和海外的朋友，因此这次活动是一次非常宝贵的

机会。大家来自不同的专业和院系，对就业、未来设计和价值观的想法也各有不同。正因为如此，

通过意识到彼此的差异并相互比较意见，使得我能够发掘自己对“择业”的看法。在小组中大家一

致认同多样性，线上交流活动在良好的氛围中顺利进行。我深深感到有必要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中国学生和其他日本学生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为了顺利交流和相互理解，我感到语言能力是

必不可少的工具。这也成为了我要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的动力。 

虽然活动已经过去一周左右，现在我仍然通过微信等方式与中国和日本学生保持联系。以这次

活动为契机，今后我也会继续与大家保持联系，维持良好的关系。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这

次宝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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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参加者对外投稿、新闻报道等 

 

 

2021 年 11 月 1 日（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

页） 

○在职业选择 上，两国青年专业不同、文化各异，

各自持有不同的观点，大家各抒己见，畅谈人生

理想与规划。活动结束后，两 国青年意犹未尽，

纷纷留下联系方式，约定日后线下相聚，畅叙友

谊。 

2021 年 11 月 1 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主页） 

○两国大学生们畅所欲言，用青年人独特的视角

和活跃的思维，分享感悟、交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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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月 1日（成都大学新闻文化网） 

○交流会气氛热烈，中日高校学子轮流发言。大

家畅谈不同国情国家经济结构、人口、职业就业 

政策、高校职业就业教育等方面的现状，以及不

同国情不同视野下大学生对职业选择的看法。 

2021 年 11月 3日（重庆医科大学新闻网） 

○会后，我校参会学生均表示，通过在线交流加

深了对彼此国家青年人以及 文化、教育等领域

的了解，双方建立联系、加深友谊，期待疫情结

束之后共同 开展线下面对面交流。 

 

  

2021 年 10月 28日（微博） 

○很开心这次能够交流 

2021 年 10月 28日（微信） 

○思想碰撞+文化交流，说说笑笑之间度过了一整

美好的下午，在这里真的结实好多好朋友～ 

我和腼腆妹妹约好了一起玩遍所有乐园。太开心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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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月 28日（微博） 

○The first time 参加 JENESYS 中日大学生交流

活动，真实的开心。感受到了文化的碰撞，和交到

国 际新朋友的激动！和我们组的朋友聊天真的

真的都超级愉快～ 

2021 年 10月 30日（微博） 

○很高兴与日本同学一起探讨就业问题 不同观

点，不同思想的碰撞拉近了两国同学之间的关系，

也让我们更加了解对方 

 

 

2022 年 1月（人民中国・杂志） 

○两国相同的是 “通过工作为社会作出贡献”的

愿望，以及对福利制度的关注。中国 IT企业中常

见的“996”工作制，以及日本职场中女性的晋升

等也成为了热门话题。 

 

实施团体：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