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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22」中日青年学者云对话 

 

１．线上交流概要 

【目的】此次交流选取中日间应增进相互理解的社会课题“公共教育”和“老龄福祉”作为主题，    

目的是认识中日两国社会的差异并加深相互理解。 

 

【参加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或相关机构的青年学者     8人 

日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         7人 

 

【日程】 

日期 

地点 

内容 参加者的提问・反应（参加者的实际人数） 

10月 27日 

东京都 

①主旨说明 

（事业概要、会议流程、注意事项） 

②中日参会代表致辞 

③参加者自我介绍 

④主题讨论 1：公共教育 

  （1）日方介绍 

  （2）讨论交流 

⑤主题讨论 2：老龄福祉 

  （1）中方介绍 

  （2）讨论交流 

⑥中日参会代表总结 

由于参加者的专业领域涉及近代中日关系

史、社会教育、康复训练、数字健康、社会

保障、日本文化、社会阶层、国际关系等  

众多领域，参加者经历也各不相同，因此在

开场阶段进行了参加者自我介绍。有的  

参加者共享了自己的简历，有的用对方的

语言打招呼，还有很多参加者讲述了自己

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或留学经验，让我们

了解到了各参加者充满个性的“侧影”。 

主题讨论环节，“公共教育”由日方主导， 

“老龄福祉”由中方主导，分别由主题发表

者负责诱导讨论。 

“公共教育”以“职业生涯教育”为讨论 

重点，着眼于未来社会，探讨了应该掌握怎

样的能力以及中日两国今后的发展方向。

“老龄福祉”则纵观中国的老龄化现状， 

提出了“中国未富先老，这一点比日本形势

还严峻”等观点，并在了解掌握中日老龄化

差异的基础上，探讨了在该领域中的中日

合作前景。 

在两个主题讨论中，参加者们均从各种 

不同的角度交换了意见，还了解到了很多

之前不知道的对方国家的现状、思维方式。 

中日参加者代表均在总结中强调了职业 

生涯教育和老龄福祉是两国共通且形势 

严峻的课题。 

日方代表早稻田大学教育・综合科学学术

院新保敦子教授讲到:“虽然都使用汉字，

都是亚洲国家，但日本和中国的社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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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却有很大差异。乍一看很相似， 

但日本用日本的‘尺度’，中国用中国的 

‘尺度’来解释和判断。我觉得这正是引发

各种中日间课题的原因”，并指出了讨论过

程中也能看到的认识偏差，总结到：正因如

此，“加强相互交流，建立相互理解、相互

信任极为重要”。 

（参加者：中方 8名、日方 7名） 

 

２．照片 

  

2022年 10月 27日【分科会 1：公共教育】 

认真倾听中日背景情况、理解方式差异 

2022年 10月 27日【合影留念】 

结束讨论后，大家轻松合影 

 

３．中方参加者感想（摘选） 

◆ 中国 青年学者 

对职业教育有了一定了解。 

 

◆ 中国 青年学者 

1.与不同学科学者进行了有益的交流； 2.国际比较视野。 

 

◆ 中国 青年学者 

本次通过参加中日青年交流论坛，聚焦“公共教育中的生涯教育”和“老龄化”议题，大家

展开自由讨论，收获很大。尤其对并不太熟悉的生涯教育，有了更多认识和思考。谢谢！ 

 

◆ 中国 青年学者 

日本对于教育的思考比中国要超前。目前政府层面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非常重视，但是中国

普通民众仍然对于热衷于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精英教育。但是当大家都想考上好的大学时，整个   

中国的升学竞争压力就会变得无比激烈。如何能够从根本上或者能够从意识上，改善中国人     

对于职业教育偏见，我认为这点比较重要。日本为什么和我国不一样，为什么能够从之前的学历

社会逐渐发展到政府重视、民众尊重职业教育的社会氛围的，我觉得这是中国研究者有必要搞   

清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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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日方参加者感想（摘选） 

◆ 日本 青年学者 

通过交换意见重新认识到了中日间老龄福祉课题的共同点以及差异。特别是技术创新是解决

课题的希望这句话，让我重新认识到了中日合作的可能性，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 日本 青年学者 

  本人在个人及学术方面国际交流经历都比较少，所以于公于私都是一次让我深受启发的经历。

中国参会人员让我感受到了他们希望建设更美好国家的强烈意愿。之前也没有机会与日本国内 

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交流，而此次活动为我提供了这样宝贵的机会。虽然时间短暂，但通过感受 

对方的气息，让我理解到了之前自认为已了解实则未明白的内容。让我认识到不必为自己的无知、

不羞愧于缺乏经验感到羞愧，而是要积极加强交流。 

 

◆ 日本 青年学者 

  承蒙中方参加者的大力配合，让我们能用日语进行交流，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讨论。我自己

是教育学的门外汉，而此次得到了回答中方学者提问的机会，让我感到非常荣幸。 

  这次讨论，虽然事先己得知主题是“公共教育”，但如果事先能得到更详细的主题内容或报告

资料的话，可能我能更好地进行准备。因老师们的报告很精彩，让我留下了一抹未能更好地预习

的遗憾。 

 

◆ 日本 青年学者 

  中方人员的流畅日语，让我十分震惊。另外还了解到中方对日本非常关注，让我感到很高兴、

很难得。此次活动让我认识到公共教育中的职业生涯教育、老龄福祉是中日共同面对的课题，    

同时也看到了这方面让知上的差异，非常有趣。 

 

◆ 日本 青年学者 

  公共教育针对职业生涯教育而进行讨论，这作为主题非常有意思。但在倾听讨论的过程中，

感觉讨论有些偏离。比如，中方提出了在中国“由于是高学历社会，大部分大学生会读研究生”的

看法，但却被说成是“职业生涯教育并不重要”，此外还介绍了 JICA对索马里青年进行的开发支

援。 

  让我感到讨论内容有所偏离的原因，可能是在于该如何理解“职业生涯教育”，也就是说     

“职业生涯教育”的定义，在中日间有所不同。在日本，“职业生涯教育”不仅是为了就业而学习

掌握技能，还包含了将来的人生设计、如何过好自己的人生这样的内容。而在中国，感觉生涯     

教育被理解成为了未来就业而进行的教育。因为有这样的“中日偏差”，所以讨论非常有意义。 

正因为产生了偏差，所以需要双方加强交流，增进相互理解。 

  日本和中国，不仅历史背景不同，社会体系和价值观也各不相同。但中日都是东亚国家，   

容易感觉自己了解而以自己的判断标准来理解对方国家。日本人以日本人的尺度看中国，中国人

以中国人的尺度看日本。我认为这样会造成相互误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强相互交流，建立

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极为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民间交流”非常关键。尽管中日间曾发生战争    

并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断交，但正因为有民间交流，所以才得以克服困难。希望今后能持续加强

民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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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参加者的对外宣传、新闻报道等 

 

2022年 10月 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 网站） 

中日青年学者交流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吴怀中副所长、早稻田大学教育·综合科学学

术院教育学部新保敦子教授分别对两个分科会的交流状况进行了点评。他们认为，参会的中日青年学

者表现出色，教育和老龄福祉两个议题得到了充分的探讨，促进了相互了解，增进了友谊，交流会取

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期待未来两国青年学者能够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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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1月 9日（东北福祉大学 网站） 

此次线上交流确认了今后中日间需要在国家、地区、企业、学者等各种层面加强相互交流，是认识两

国现状、深化交流的成果丰硕的一场活动。 

 

实施团体：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