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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24」2024年日中残疾人福祉青年交流代表团 

后续线上交流  

 

1．活动概要 

【目的】 

本项目通过邀请曾在 2024 年 8 月访日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相关机构的青年工作人员参加日

本残疾人福祉的相关线上交流，以期代表团团员们回国后能继续加深对日本相关领域的了解，并增

进日中相关人士之间的友好感情。  

  

【参加者】 中方 「JENESYS2024」2024年日中残疾人福祉青年交流代表团成员 29名 

            日方  东京都立水元小合学园相关人士 2名 

 

【日程】 

■线上交流活动 

  2025 年 2月 20日（周四） 

2月 20日 交流地区：东京都 

① 介绍主旨、参加者  

② 代表团团员回顾访日活动、发表心得体会  

③ 由日方回答中方关注和疑问事项 

④ 答疑、交换意见  

⑤ 代表团团长进行活动总结 

 

2．照片  

 

 

答疑时的情形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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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方参加者感想（摘选） 

◆在日期间的所见所感在此次交流中再次展现，并得到巩固和升华。此次交流活动，不仅是中日双方

交流，也是相距甚远的中方团员之间的交流，我发现我们关心和关注的问题是相似的，所以也有很多

共鸣。我最感动的是无论在哪个国家，残疾人都面临着相似的生存困境或者社会地位的相对落后，而

我们这些从事残疾人工作的同仁，其中也有和我一样是残疾人的同仁，也都在努力的寻找方法和路径，

克服障碍，平等发展。我们彼此独立的做着同样的事情，然后坐在一起交换好的经验和方法，这是非

常棒的充电过程。 

 

◆本次和日方交流，东京都水元小合学园校长介绍了关于对残疾学生进行公民权利教育的情况。日本

人 18 岁成年后将拥有选举权，残疾学生也会获得相应的关于选举的知识教育。这点令人非常印象深

刻。一是班主任或者社会老师会对学生进行关于选举的介绍。二是残疾人在参加正式选举的时候，会

获得一些辅助，例如在书写选票时。我在去年访问水元小合学园时，在校园内看到了刚刚当选的学生

会长的海报，为学校努力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个人潜力的举措而感动。希望双方以后能就残疾学生教育

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 

 

◆通过日方深入细致的介绍，对日本残疾人特殊教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对特殊支援学校通过

与企业深度对接合作，开发企业需要、市场需要的职业教育项目，实现高中阶段特殊职业教育学生百

分之百就业，印象非常深刻。针对不能到企业就业的重度残障学生，学校也有完备的后续安排体系，

他们毕业后进入社会福祉机构，实现力所能及的支持性就业。同时，学校把最新的科技手段运用到残

障儿童的教育教学中，提升他们的学习康复质量，也值得学习借鉴。 

 

4．参加者对外投稿（摘选）、新闻报道等 

 无 

 

实施团体名称：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