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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22」中日青年交流活动（动漫主题） 

１．线上交流概要 

【目的】 
本项目通过组织日中学生参加以“动漫”为主题的线上交流，加深两国青年对彼此文化和艺术的相

互理解，促进日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希望日中参加者能以共通的社会课题为主题，在共同设计拟
人化角色的过程中，深度思考各自的价值观和对课题的看法，增进相互理解。  

中日青年线上交流活动分不同主题共举办 3次，本活动为其中的第 2次。 

 

【参加者】日中两国学习或喜欢动漫的大学生 中方 20名、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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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2 日 

东京都 

【讲座】 

①主旨说明（项目概要等）   

②主题相关讲座・答疑  

主题方案：“日中动漫、小说出场人物 

设计的差异” 

③小组交流(确定小组交流的分工） 

 

听完讲座，参加者提出了许多问题，如“中

国的英雄的特征结合了中国人的商人气

质，两者之间是否有具体的关联性”“日本

的英雄缺少男子气概，而中国的英雄壮大

得不现实，今后是否仍然会继承这一特征”

等问题。（参加人数：中方 20 名、日方 17

名） 

第二次 

2023 年 

3 月 23 日 

东京都 

【主题相关交流】 

①小组交流（每组以中日共通课题为主

题，共同设计一个拟人化角色） 

【主题】 

Group１：食物浪费 

Group２：网络暴力 

Group３：白色污染 

Group４：森林资源保护 

Group５：九九六工作制 

②发表各组设计的拟人化角色 

③发表感想 

 

参加者就小组主题的社会课题进行讨论

后，共同制作了拟人化的角色。Group1创

造并发表了一个名叫“Save”，与浪费食物

的人类作斗争的角色。Group2的角色是“匿

名多面人 A”，同时拥有脆弱和攻击性的特

点。Group3的角色“见习海灵小未来”，是

与海洋生物共同克服困难的冒险家。

Group4 的角色“心音树”（爱称：树意酱）

是只有小孩子才能看见的森林的精灵。

Group5 的角色“加班阿福”，喝着能量饮料

看着别人的脸色工作。参加者发表了感想，

如“与日本学生进行了深入讨论，发现了

许多对社会问题看法的共同点”、“很有创

意的主题，能够进行包含人的感情的深入

对话，非常开心”等。（参加人数：中方 20

名、日方 1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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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活动的屏幕截图 

 
 

2023 年 3月 22日 讲座 
2023 年 3月 23日 发表拟人化角色 

Group１：食物浪费 

 

 

2023 年 3月 23日 发表拟人化角色 

Group２：网络暴力 

2023 年 3月 23日 发表拟人化角色 

Group３：白色污染 

  

2023 年 3月 23日 发表拟人化角色 

Group４：森林资源保护 

2023 年 3月 23日 发表拟人化角色 

Group５：九九六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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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方参加者感想（摘选） 

◆ 首都师范大学 学生 

关于中日两方青年都围绕一个话题，共同讨论这个话题的背后原因和社会意义，进而交流了中

日两国的价值观和理念，体验了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非常有趣和有意思！另外，我收获了日本社

会对于食物浪费现象的看法，也明白了日本的一些传统文化和传统元素的意义。确实在某些方面与

中国的理念不太相同，学到了很多！ 

 

◆ 首都师范大学 学生 

和日本同学直接交流想法和共同完成任务，以及自由会话环节体验都很新奇。日本同学对动漫

角色的理解很深刻，表达意见也非常积极，提出了很多新奇的想法，双方都碰撞出灵感的火花。我

们还共同为创作的人物命名，想在各方面都体现两种文化的共鸣。活动中双方都有很强的参与感，

整个过程都让人非常兴奋。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和日本同龄青年朋友对谈，意外的是日本同学都多少

懂得中文，甚至还有中文专业的学生，对中国相当有兴趣。同时作为日语专业的学生，我也得到了

一次宝贵实战机会。虽然来自不同国家，但我们都有着同样的爱好以及怀揣了解对方、与对方友好

交流的真挚愿望。所有任务完成后开放了十五分钟无交传自由聊天室，我们组所有日本同学都主动

进入会议室传达问候，交流今天的感受，为共同创造的美好回忆互相致谢。让我看到了两国青年增

进友谊的新的可能性，希望以后这样的机会和活动能越来越多。 

  

◆ 首都师范大学 学生 

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参加此次中日青少年动漫交流活动。|在活动中，听了加藤教授关于中日动

漫，小说人物出场差异的讲座感到受益匪浅。|同时，在小组活动中，以 996 为题，通过与日本同学

的交流，思维碰撞与共同努力之下，诞生了自己小组的拟人化人物。在这个过程中不光了解到了当

今日本职场的状况，中日职场的差异，而且锻炼了自己的语言，拓宽了视野，收获颇丰。 

 

◆ 首都师范大学 学生 

首先，对本次交流的主题、有关中日动漫的一些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主角的性格设定、

人生经历等的差异。|其次，本次交流也提高了我学习语言的积极性，希望能了解更多的动漫异同，

在对比中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最后，能通过线上的方式与日本同学见面，真的是一次很有意义的

经历。 

 

 

４．日方参加者感想（摘选） 

◆ 津田塾大学 学生 

在这次线上交流活动中，我首先从加藤教授的讲座了解到，日本和中国的角色之间在精神方面有

着决定性的差别。当我们实际进入到创作角色的阶段时，我感觉日中双方的着眼点有显著的差异。

我所在的第 2 组是以“网络暴力”为主题来创作角色，中方列举了“加害者”和“被害者”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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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提出的方案是全面揭露网络暴力的可怕之处，表达了 “我们必须与网络暴力彻底抗争到底”的

意见。而日方并没有将“加害者”描述成彻头彻尾的恶人，而是提议表现加害者只能通过攻击他人

来保护自己的脆弱性的不稳定的一面，以及导致他们成为加害者的社会阴暗面。结合双方意见所创

作出的就是“匿名多面人 A”这一聚焦于加害者的角色。我感觉中方的学生善于勾勒出象征性的一

面，将网络暴力描绘成必须打败的邪恶对象，而日方学生则善于发现隐藏于邪恶中的背景，为角色

添加了“每个人都有苦处”这一现实性。 

 

◆ 中央大学 学生 

这次活动中，中方的学生推进了讨论和话题，在对话内容上也起着主导作用。在这一点上也可

以看到日中的不同，让我很感兴趣。同时我也发现这样的社会问题在全世界都很普遍，虽然多少有

一些差异，但其根源都是相同的，因此不能只求解决一个国家的问题，而应该推动全世界共同解决。

交流活动中我还感觉到光靠语言很难正确传达各自的意图，而且有可能产生误解，通过插图等视觉

方式来传达信息会很有效。 

 

◆ 大东文化大学 学生 

这次的在线交流非常有趣。通过动漫也可以看到两国学生的性格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让我学到

了不少。此外，我现在仍然和一起参加交流会的中国学生通过网络聊天保持着联系。她教我中文，

我教她日语，我们都学得非常开心。 

 

 

５．参加者对外投稿、新闻报道等  

 
 

2023年 3月 24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网页） 

“中日青年“动漫”主题交流活动成功举办” 

本次交流活动围绕着动漫角色设计，通过专家讲

座，小组交流等方式进行，为中日青年跨越时空

障碍提供互学互鉴、深度交流。 

 

2023 年 3月 24日（澎湃新闻） 

“中日青年“动漫”主题交流活动成功举办” 

以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为主题，通过共同设计动

漫人物进行互动交流。大学生们积极分享观点，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同学们表示“我了解到对方

丰富有趣的思想，更加认识到中日文化的精髓，

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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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3月 24日（SNS） 

与日方学生跨越了学科专业，跨越了文化差异，

奔着同一个目标努力着，交流着彼此的看法，并

完成了最后创作。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2022 年 3月 24日（SNS） 

听了加藤教授的讲座感到受益匪浅。在小组活动

中，以 996 为题进行了交流，了解到了当今日本

职场的状况，中日职场的差异，拓宽了视野 

。 

 
 

2022 年 3月 24日（SNS） 

虽然是线上形式，不过能这样和日本学生进行交

流还是第一次。交谈和合作都超级愉快，还交换

了联系方式！！希望以后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多呀。 

2022 年 3月 24日（SNS） 

和日本的朋友们聊了很多关于食物浪费还有一些

其他的话题。很开心，希望下次还能有这样的机

会和日本的青年朋友们多多交流！！ 

实施团体：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