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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22」 

第五届 中日大学生对话会（线上视频交流） 

  

 

１．线上交流概要 

【目的】本项目通过邀请日中大学生围绕共同的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加深彼此间的相互理解，并

以此为契机，对外展示日中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学生们为实现未来日中两国的合作，敞开心扉交换

意见”的新阶段。 

 

【参加者】第一次：中国（福建省）大学生 18名、日本大学生 12名 

     第二次：中国（福建省）大学生 18名、日本大学生 17名 

 

【日程方案】 

日期  

地区 

内容  参加者的提问内容和反响（参加人数） 

第一次 

2023年 

2月 15日 

东京都 

【说明会】 

①说明主旨、参加者介绍、Zoom操作方式及注

意事项内容介绍、对话流程介绍等  

②说明议题的选定理由 

③分组交流 

自我介绍、确定小组组长和讨论方法等 

 

（参加人数：中方 18 名、日方 12名） 

第二次 

2023 年 

3 月 1日 

东京都 

【主题相关交流・交换意见】 

①说明主旨 

②说明对话流程 

③分组恳谈（使用语言及议题） 

1、2组：日语  

「我的择业观」 

3、4组：汉语  

「中日大学生之间的流行趋势。  

其理由及共同点」 

5、6组：日语 

「大学生该如何应对通货膨胀」 

④发表恳谈收获（各组发表）、答疑・交换意

见 

⑤感想・讲评 

6个小组分别围绕小组主题展开了坦率的

对话，在发表收获的环节各组都汇集了很

多反响。 

1、2组举出了有关择业的共同点和差异等，

表示“择业观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虽然

赚钱很重要，但同时实现梦想和目标也很

重要”。  

3、4组列举了两国共通的流行趋势，例如

手机游戏、美妆和 SNS，并分析指出这些与

学业和就业方面的烦恼、对容貌的压力有

关，流行趋势是源自大学生日常生活的。 

5、6组介绍了日中两国学生对物价上涨关

注度的不同、打工与学业的兼顾、各种节

俭方法，发表了就通货膨胀的应对方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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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讨论。 

（参加人数：中方 18 名、日方 17名） 

 

２．活动的屏幕截图 

  

 

2023 年 3月 1 日【主题相关交流・交换意见】 

使用投影发表恳谈成果 

2023 年 3月 1日【主题相关交流・交换意见】 

笑容满面的交流纪念合影 

 

３．中方参加者感想（摘选） 

◆福州大学  学生 

我参加了“中日大学生之间的流行趋势。其理由及共同点”的小组。通过小组讨论发现中日大学 

生的流行趋势具有共通之处。比如，都有把现实生活中累积的压力发泄到网上的倾向。还有，中国在

学业和就业方面肩负家长和社会的期待等，压力比较大，而日本除了学习以外，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压

力要大于中国学生，重视 SNS 的投稿，对自己的身材容貌、服装带有自卑感等等，我了解到中日两国

在烦恼压力的原因方面有所不同。 

 

 

◆福州大学  学生 

此次的小组交流主题是“大学生该如何应对通货膨胀”。一开始听到这个主题时，因为从未想过这

个问题而有些困惑。虽然感到物价在上涨，但是没有从大学生的视角出发思考过这个问题，通过与日

方的交流让我逐渐明白了应该如何去思考。两国大学生的想法，比如设定日常的支出目标努力节约这

一点是相同的，但也有不同点。在日本几乎没有中国式的团购，而在中国，像日本那样购买旧衣服也

不普遍。通过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让我开阔了视野。 

 

 

◆福州大学  学生 

   我发现日本的大学生也并非都和我们不一样，其实有时也会有相同的想法和意见。并没有因为相 

互间文化不同就找不到话题，能够很轻松地沟通。通过此次交流，自己也能交到日本的朋友，对此很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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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日方参加者感想（摘选） 

◆大学生 

虽然中日学生之间有着文化、择业观、所处环境等不同点，但作为同一代年轻人想一想，感觉喜好和

兴趣、梦想等等并没有差异，感觉完全一样。线上的交流方式可以在异国之间，或是在同一个国家的异地

之间共享同一个时间，相互看着对方的面孔来对话，度过了很有意义的时间。 

源起中国的娱乐，让我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在边学习中文边研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对当

今的中国文化知之甚少，而且至今也没有积极地想去了解和我年龄相仿的这一代学生。尽管中日之间有着

悠久的历史，也是永久不变的邻国，但缺乏对中国的了解让我感到十分缺憾。通过此次的对话交流等，能

够实际进行沟通，我觉得非常好。我自己也希望今后更加踊跃地参加把中国和日本的“现在”连接起来的

活动。 

 

◆大学生 

此次的对话让我有很多发现和收获。尤其是对日本与中国在劳动环境上的不同感到很吃惊。在中国似

乎升入研究生院是很普通的，让我感到现实非常严峻。而相反，日本文科学生的研究生院升学率呈现下降

趋势，受到周围同学都就职的影响而难以升学深造，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想法。通过和中国学生的对话，

我也了解到即使找不到感兴趣的工作，先要找到工作更为重要、合租生活很正常等想法。 

 

◆大学生 

作为用母语发言者参加了以日语对话的小组，因此自己思考了一下处于这样的定位应该怎么做更好，

并体现在行动中。作为用母语发言者参加讨论时，不单纯是谈的开心，更重要的是自己、或者和其他母语

发言者配合，一起营造让使用非母语发言的所有学生都能够理解讨论的内容、并易于发言的氛围，这是我

的收获。 

 

５．参加者对外投稿、新闻报道等   

 

 

 

 

 

2023 年 3月 14日（朝日新闻电子版） 

“为了考上研究生哪怕复读 1年、2年……日中两国的大学生相互交流了理想与现实” 

介绍了日中大学生所讨论的各种切身问题和社会现象以及参加活动后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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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月 5日（朝日新闻电子版） 

“日中青年‘关系更进一步'” 

介绍了日中大学生所讨论的各种切身问题和社会现象以及参加活动后的感想。 

 

2023年 3月 16日（福州大学新闻网-福建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我办积极推动省内高校参加第五届中日大学生对话会”  

介绍了各小组根据主题进行了讨论、并发表、交换了意见，还表示对未来交流的期望。 

实施团体：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