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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24」第二十六次中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 

 

1．活动概要 

【目的】本项目是一个邀请中国的中小学教师及教育工作者访问日本的项目。自 1996年开始实施，今

年是第二十六次，以“中小学生的网络素养教育”为主题。希望通过各种教育机构的参观和考察活动，

促进参访者对日本教育概况的了解及与日本教育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同时促进对日本的全面了解。 

 

 

【参加者】中国教育工作者 30名  

【到访地区】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 

 

【日程】 

■ 访日前活动 

  2025年 1月 16日（周四） 线上事前说明会 

■ 访问日程 

2025年 1月 20日（周一）～1月 24日（周五）5 天 4晚 

日期 概要 

1月 16日 

访 日 前 活

动 

【线上事前说明会】 

①主办方致辞 ②介绍参加者 ③介绍访日日程安排、注意事项 

④介绍访日活动的行动计划、对外宣传、问卷调查 ⑤答疑 

第一天 

1月 20日 

抵达羽田机场 

参观东京都内  

 

【欢迎会】 

第二天 

1月 21日 

 

 

【主题相关考察】 

ECORU户越（学习环保设施）  

品川区立品川学园 

①学校概要说明、介绍“信息素养教育”相关举措 

②参观课堂、校内设施 

③校餐体验 

④和学生会交流 

⑤与日本教师座谈 

 

 

【主题相关讲座】 

文部科学省讲座 

「关于学校的信息道德教育」 

讲师：川口 贵大  文部科学省初等中等教育局 

          学校数据化项目组 信息教育推进室 室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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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外务省】 

宫路 拓马  外务副大臣 

第三天 

1月 22日 

 

前往埼玉县 

【座谈会】 

埼玉县教育局访问、交流 

  ①介绍埼玉县教育概况 

  ②座谈交流 

 

【考察】 

埼玉市防灾展厅 

①消防灭火体验 

②地震体验 

③烟雾体验 

 

前往千叶县 

第四天 

1月 23日 

【主题相关考察】 

千叶大学教育学部附属初中 

①致辞、学校概要介绍等 

②介绍“网络素养教育”相关举措 

③教职人员交流 

④参观课堂和校舍 

⑤代表团团长致辞 

 

参观千葉大学校园 

 

前往东京都 

【欢送报告会】 

第五天 

1月 24日 

【参观】 

参观东京都内 

 

从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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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照片  

  

2025年 1月 21日【考察、访问】 

ECORU户越 

2025年 1月 21日【考察、访问】 

品川区立品川学园 

  

2025年 1月 21日【听讲座】 

文部科学省讲座 

2025年 1月 21日【拜访外务省】 

宫路拓马 外务副大臣 

  

2025年 1月 22日【座谈会】  

埼玉县教育局访问、交流 

2025年 1月 23日【考察、访问】  

千叶大学教育学部附属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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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加者感想（摘选） 

◆在访问日本外务省和琦玉县教育委员会的过程中，我们与日本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针对两国中

小学生的网络素养教育这一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在交流中，让我更加全面了解了日本在中小学生网

络教育领域的宏观规划和发展方向，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日本政府对中小学生网络教育的高度重视。

我们还访问日本的学校，在此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日本教育对细节和个性化的关注。从校园环境的

布置到课程设置的精心编排，无不体现着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视。这种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与

我们国内倡导的素质教育理念不谋而合。两国教育虽在文化背景、教育体系上存在差异，但在追求

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上高度一致。我们还与学校的教师学生在围绕课程设置、教学评价等方面展开

深入交流，分享彼此的经验与困惑，这无疑为我们今后的教学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 

    除了教育领域的交流，我们还参观了日本品川区环保设施和琦玉市防灾展示中心。在参观品川区

环保设施中，我看到日本在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这些宝贵经验

对我们中国推动环保事业发展，建设美丽家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琦玉市防灾展示中心，通过

模拟地震、火灾等灾害场景，我深刻体会到了日本在防灾减灾教育方面的系统性，让每一个人都具

备基本的防灾知识和应急能力，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在考察品川学园时，感受到了日本公立学校在平均化教育基础上所做的针对学生个性化发展培养做

出的努力，没有想到学校竟然有那么多中日混血或华人子女在公立学校就读，但是大家都非常大大

方方，印象深刻。参观时遇到的小朋友都会大声问好，很多孩子还会用中文打招呼，感受到了大家

的好奇心和活力。在和琦玉县教育局交流过程中，了解到了日本所有中小学都实现了一人一终端，

将 ICT技术大量运用到教学当中。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由于网络造成的问题。问题与中国是共通的，

解决方法也给了很大思路。也就是不依赖于班主任个人，而是将此类问题都交给应对霸凌组织解决，

一方面避免了由于教员独自应对产生的问题，也减轻了教员责任所在，值得参考。  

   

◆在日本参访的几天时间，我深刻感受到了日本国民的热情、有礼、活泼，包括教育工作者、学生、

社会工作者。第一晚的交流会，日本教师的笑容非常治愈，品川学园学生的活泼热情让我们很感动，

酒店的工作人员也让我们感到很舒适。在参观的过程中，感受到日本与中国在青少年教育方面有相

似之处，有特色之处。相似之处在于，我们都在基于具体的个性化的国情开展教育工作。差异之处

在于重点推进的领域和项目不同。我们在听取琦玉县教委关于网络道德素养的报告后，对于青少年

人工智能素养教育是系统化设计并实施的；在千叶大学附属中学参观时发现，针对未来人才培养，

我们都在开展基于学生个性化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大中小一体化育人举措；此外，在品川学园深刻体

会到学园在垃圾分类方面做出的日本本土化特色行动。可以看出，各国都在采取方方面面的举措，

为全球化的生态文明教育与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4．接待方感想（摘选） 

◆非常感谢能有一个为大家介绍埼玉县教育举措的机会。此外，参访团成员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中国 

的中小学及特别支援学校的情况，加深了我在这方面的了解。  

 我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继续采取各项措施，让县内学生能过上安心的校园生活。 

 

◆中国的老师们都很热心，非常积极地向学生们提问、交流，作为接待单位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也 

了解到很多中国方面的情况。我觉得我们都学到很多东西、互相激发，此次活动为我们今后的教育 

活动注入了活力。 

 

◆对学生们来说，能和外国客人交流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体验。他们都很高兴能向来访的各位老师展示

自己事先准备的中国相关知识和内容。 

能有机会和中国教育相关人士交谈，对我们教员来说也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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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加者对外投稿（摘选）、新闻报道等 

  

2025年 2月刊《学园消息》 （品川区立品川学

园） 

「～日中青少年交流事业～」 

介绍了 1/21星期二，代表团到学校访问，听取

了孩子们的学校概况介绍，并参加了校园餐体验

和课堂观摩等交流活动。 

2025年 2月 7日（埼玉县教育局 X、Facebook）  

「～埼玉县教育委员会和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

会馆交流～」 

介绍了 1/22星期三，埼玉县生活指导课和中国教

育工作者就学生的网络素养教育方面交换了意

见。 

   

团员回国后举办报告会时的情形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 

团员回国后举办报告会时的情形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 



 

6 
 

 

 

团员回国后举办报告会时的情形 

（北京景山学校大兴实验学校） 

 

 

6．在欢送报告会上发表访日成果和行动计划 

  
【访日期间的收获】 

我们在听取琦玉县教委关于网络道德素养的报

告后，深刻领会到日本对于青少年人工智能素

养教育，是系统化设计并实施的；在千叶大学

附属中学参观时感受到，针对创新人才培养，

我们都在开展基于学生个性化发展与长远发展

的育人举措；在品川学园深刻体会到学园在垃

圾分类方面的做出的日本本土化特色行动。 

由此可以看出，各国都在采取各具特色的举

措，为全球化的生态文明教育与可持续发展贡

献力量。  

【行动计划】 
首先，回国后向身边人分享在日本的所见所闻

所感，包括家人、朋友、学校同事以及学生

们。 

此外，希望能与日本中学构建友好校合作交流

【访日期间的收获】 

我们与日本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针对两国

中小学生的网络素养教育这一话题展开深入交

流。在交流中，让我更加全面了解了日本在中

小学生网络教育领域的宏观规划和发展方向，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日本政府对中小学生网络教

育的高度重视。 

【行动计划】 
我将把此次交流的收获融入到平日的教学中，让

我的学生和我身边的朋友也能了解到日本优秀

的文化和先进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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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为两校的青少年友好交流搭建平台。 

其次，基于友好校平台，以学生为交流主体，

开设基于两国语言学习的线上特色课程，以及

两校学生的跨学研学项目，为培养两国具有全

球视野与国际化理解的青少年优秀人才贡献力

量。 

 

实施团体：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