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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日本國，通稱日本，位於東亞，四面環海。 

 

  我們於 2017 年 12 月 10 日至 18 日到日本交流，先後到當地不同寺廟、學校、商業機構

等地方進行考察，從中了解日本人民的生活文化。 

 

  日本是個文化豐富的國家。從起初，朝鮮半島的移民引入東亞文化，及至漢朝，佛教傳

入日本，開始孕育出日本本土文化；後來，因貿易保護政策和基督教禁令，歐陸文化得以傳

播到日本。在日本不斷吸收東亞、歐陸等文化的同時，其自身文化的發展亦備受關注。近年

日本文化更日漸邁向國際，其動漫和電子遊戲發展迅速，日本因而被譽為「世界文化大

國」。 

 

  談到日本文化，不得不提日本的「禮儀文化」。日本十分注重禮儀，如稱謂不單取決於

對方性別，也反映其社會地位、日本人的茶道亦很講究，值得探究。 

 

  是次報告將會以「日本的禮儀文化」為題，從家庭、學校及社會角度探討社教化過程對

日本青少年禮節的影響。「社教化」是個人透過接觸各種社會文化而建立認知和價值觀的過

程，人們可從中學習社會角色行為和遵守社會規範，過程持續而多變。禮節則包括在正式社

交場合中，有關交際應對約定俗成的共識與習慣，例如道謝、敬語、鞠躬等。家庭作為撫養

孩子成人的地方，孩子自然會模仿父母的一些習慣和行為，從而認識到基本的社會規範及禮

儀，如待人處事、處理突發事情的方法；學校亦為幫助青少年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擔當重要的

角色，老師除教授知識外，亦會教導學生如何分辨對錯，學生從而學習如何表現適當的行

為；社會對於不同年齡的人有不同要求，如學生應努力讀書、成年後應盡早就職、或結婚生

子、已成家立室的人應努力工作養活一家。在社會，不同的期望令人為了不被排斥而做出相

應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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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實地考察、訪談及二手資料搜集方式，從家庭、學校和社會教育看社教

化過程對港、日兩地青少年禮節的影響。 

 

  （一）實地考察︰本報告是通過本組組員親身感受日本高中的教育，從而探究目前的課

程制度是否能讓年輕人學會禮儀。 

 

  （二）訪談︰本報告會從組員對四個寄宿家庭以及兩所日本高中學生的訪問中，探究家

庭與年輕人學習禮儀的關係。 

 

  （三）二手資料︰從網上報導及文章，我們嘗試了解日本人是循什麼途徑學習禮儀，再

以訪談結果及實地考察作比較，看看結論是否一致。 

 

 

實地考察 

 

日期：2017 年 12 月 12 日、15 日 

地點：千葉縣立松戶國際高校、京都府立北稜高校 

 

 

訪談 

 

日期：2017 年 12 月 12 日、13 日、15 日 

地點：千葉縣立松戶國際高校、京都府立北稜高校、飛鳥地區民居 

對象：日本高一和高二學生、寄宿家庭福本先生夫婦、西浦先生、中井先生、田中先生 

 

 

二手資料 

 

出發前︰我們於一連串的訓練中確立是次專題研習的題目；隨後，組員從網上及書籍中初步

掌握日本人禮儀文化和習俗。 

 

出發後︰九天的交流行程讓我們從不同地方搜集一手資料，透過親身觀察日本人的禮儀文

化，歸納並驗證早前於網上及書籍中所得的資料，以探討日本人如何學習禮儀，並

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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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搜集 
 
（一）實地考察 

 

  首先，在千葉縣立松戶國際高校，各組員分別與日本學生一同參與了綜合英文、數學、

書法、地理、音樂和體育課，及不同的課外活動，包括乒乓球、羽毛球、茶道、烹飪及日本

文化。我們發現日本學生整體謹守以禮相待的待客之道，學生會在課堂中學習禮儀︰課堂中

有部份老師在維持課堂秩序時，也會讓學生明白課堂安排和流程；另外，學生會留心聆聽老

師的指示，達致師生之間互相尊重；以音樂課為例，學生在課堂中，專注聆聽老師吩咐時，

不會在上課期間胡亂閒聊或做其他事情。然而，就觀察所見，在數學課上，也有學生不理會

老師，做一些與課堂無關的事情，甚至有人肆意使用手提電話玩樂、搗亂課堂，未能表現出

基本禮儀；會面時，部分學生態度表現冷淡，禮儀方面表現比預期稍遜。 

 

 
 

  其次，在京都府立北稜高校，各組員分別參與了學校安排的歡迎會和英文課。在歡迎會

上，學生們在禮堂靜候我們，並有西樂團奏樂，校方則以日、英互譯的方式致歡迎詞，能顧

及到部份團員不懂日語，表現出對我們的體諒。上英文課時，日本學生表現大致良好，具基

本禮儀，除專心聆聽老師指示，當同學生發表意見或演講時，其他同學均會尊重發言者，認

真聆聽，亦有給予掌聲以示鼓勵。另外，校方亦委派各班的國際交流委員帶我們到校園四處

參觀，他們能按我們的意願和需要作出安排，展示日常交際的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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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 

 

  在兩所學校中，我們訪問了學校高一和高二學生，嘗試了解他們的父母如何培育他們待

人處事應有的禮儀，以及如何在學校課堂中學習到不同的禮儀等。 

 

  在寄宿家庭中，我們訪問了其中一位家庭主婦是如何教育自己孩子基本的禮儀，最令我

們感興趣的是他們是否仍沿用上一輩所流傳的方法教育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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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手資料 

 

一、日本的學校教育： 

 

「早上早起要打招呼說「早上好」；被叫名字時，好好應答；脫鞋後，擺放整齊自己的

鞋，才入室，站起來後，要把椅子推進桌子底下收好。」 

 

這二手資料可作為學校社教化的例子，說明了學校教育與社教化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大紀元時報（香港）——日本學生回答提問 先將椅子推進桌下 

http://hk.epochtimes.com/news/2017-12-23/75347175 
 
 

二、日本的家庭教育： 

 

「參考王極盛教授在日本早稻田等大學進行過創造性研究，發現日本家庭教育非常重視

對孩子的禮儀教育。母親做好了飯沒告訴孩子吃，孩子是不能自己先吃的。孩子在吃飯

前，必先說一聲『那就不客氣了』。孩子每次離家或歸家都有一套禮儀規矩。孩子每次

出門都要和母親、父親說一聲『我走了』，每次回家進門都要說一聲『我回來了』。日

本孩子文明禮儀行為已成為他們的習慣。」 

 

從二手資料所得，日本家庭非常注重對孩子的禮儀教育，是家庭社教化的一個典型例

子，說明了家庭教育與社教化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育兒百科——日本家教的特點 

http://baby.lifepedia.net/view/11444 
 
 
三、日本的社會教育： 

 

「根據訪問到過東京旅遊的旅客的問卷調查，超過 64.9%的外國旅客都認為日本是禮儀

之都，反而只有 24%的日本人認為是。對日本人來說，禮貌早已潛移默化地成為慣性行

為。例如在地下鐵有大量海報都關於如何保持禮儀，此外，在日常生活之中，店員與顧

客、師生、甚至素未謀面的陌生人，日本人都慣性以鞠躬致謝或道歉，可見日本人在社

會相互以禮相待的感染下，習慣變得禮貌。」 

 

從二手資料所得，日本人的禮儀已融入生活之中，他們反倒不認為自己的國家是禮儀之

都。這資料可作為社會社教化時的例子，說明了社會教育與社教化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端傳媒——張維中：全世界最多禮的國家？日本的規則、秩序與禮儀教育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202-city-column-tokyostory-ma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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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討論 
 
以下將從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期望三方面分析社教化對日本青少年禮節有何影響。 

 

（一）家庭教育 

 

  在言教方面，普遍日本父母在教導青少年各有獨特的角色。父親多具威嚴，常以責罵、

訓導、命令等方法修正子女錯誤的行為；母親的角色則較為柔和，多是誘導、勸勉、獎勵，

務求幫助青少年表現出合乎禮儀的行為。上述言教方法軟硬兼施，達至家庭社教化。 

 

  在身教方面，日本人亦會以身教教導較年幼的日本青少年。普遍日本青少年會學習成年

人在社會中所表現出的恰當禮儀，如每次出門都要說一聲『我走了』、每次回家進門都要說

一聲『我回來了』、母親做好了飯孩子不能自己先吃，可見日本的成年人非常重視禮儀，顧

及他人的感受。青少年正處於人格塑造期，他們渴望獲得長輩對其行為的認同，便會有模仿

的衝動，青少年可從模仿的過程中內化禮儀等行為，形成一個習以為常的反應。再者，日本

的群體主義亦同時加速上述社教化的過程，青少年為求不被看成異類，表現會符合社會對大

眾的期望，謹慎行為舉止，令社會認同自己是群體的一員，達致社教化的作用。 

 

 

（二）學校教育 

 

  學校教育的一大作用和影響，是讓日本青少年不單是對著長輩，而且對著朋輩也要講究

禮節。日本社會的傳統觀念是好友間也應該重視禮儀，不希望存在因階級觀念而導致禮儀親

疏有別的情況，而學校就是他們學習和實踐這個觀念的地方。從觀察可見，日本學生之間會

十分主動地互相幫忙，而受助者大多會向施助者予以一聲道謝，以表達其感激；對於他們，

朋輩間講究禮節是「沒有特別原因，只是自然成習慣罷了」。日本學生從小開始在學校培養

對任何人均要有禮的美德，長久以來就變成一個反射動作，學生留心聆聽老師的指示，誠然

表現出師生之間互相尊重的禮儀。 

 

  以千葉縣立松戶國際高校的音樂課為例，學生在課堂惠心聆聽老師吩咐，不會在上課期

間胡亂閒聊或做其他事情，反映學校的教育有效地幫助了日本的青少年培養尊重他人的美

德；另外在京都府立北稜高校英文課，學生表現良好，具基本禮儀，聽從老師指示，同學演

講時，其他同學均尊重發言者，認真聆聽。根據傳媒的報導，日本人從小學時期便教導孩子

學習禮儀。從此可見，日本的學校教育重視教導學生待人接物，把日本傳統的禮儀傳授予學

生，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從而達致學校社教化。 

 

  由此可見學校的社教化正面影響青少年待人接物的價值觀。 

 

 

（三）社會期望 

 

  日本人甚為重視群體，並重視其國民身份。日本成人亦有責任教導任何日本孩童相關禮

儀，透過言教向青少年提出教導並藉此修正任何參差行為，以達至社會個體行為規律化。如

果某個個體與一般人的行為有異，如不向長輩使用敬語或不鞠躬，他們便會被其他人標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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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類，他們若不想被標籤，便需要遵守這些社會規範，從而達到社會社教化。 

 

  除此之外，日本人普遍喜歡看漫畫、日劇等，在這些漫畫和日劇中，不難找到向別人道

歉、問候等的情節，而青少年潛移默化地模仿當中角色的行為，漸漸從模仿中學會日常社交

的應有禮儀。由此可見傳媒是教育日本青少年禮節的其中一個重要的一環。 

 

  在日常生活之中，店員與顧客、師生、甚至素未謀面的陌生人，日本人都慣性以鞠躬致

謝或道歉；即使是在同輩之間亦會彼此鼓勵，亦會譴責及提醒未能盡力的個體。這些均是社

會社教化的一些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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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這次專題研習，我們嘗試從家庭、學校及社會這三個角度探討日本人的禮儀特色，探

索值得我們學習之處。 

 

是次到日本交流的過程中，各組員透過實地考察、訪談及搜集二手資料，對日本青少

年從家庭、學校和社會教育三個層面的社教化及對其禮儀的影響有更深入的認識。整體上，

日本青少年普遍能夠在與我們相處期間表現彬彬有禮及熱情好客，對著長輩和平輩同樣守

禮，可見社教化的過程促使他們表現符合社會期望。然而，就我們觀察所得，部分日本青少

年間中也未能保持良好的禮儀，仍有時需要別人提醒，從而作出改善。 

 

總括而言，日本青少年對禮儀的掌握及表現值得我們學習，期望香港青少年言行舉止

也能表現出合宜的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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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及反思 
 

譚玉芬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是次的交流團對我來說絕對是個畢生難忘和一個重新學習的機會。 

 

   首先，透過這次交流團，我學會了未曾接觸過的日本文化。例如參觀各種寺廟，我明

白到就算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地方，它都有著極其大的意義。此外，透過入住寄宿家庭，我們

也學會了在榻榻米上所需的禮儀及鋪床的方法。 

 

   另外，我比以前變得更善於表達自己。除了接觸了各種不同性格的香港和日本朋友，

在學校探訪時向日本學生分享香港的教育制度也令我變得更有自信，我能比以前更自然地表

達自己。 

 

   最後，我達到了參加交流團最大的目標——認識到日本的另一面。尤其是學校交流和

入住寄宿家庭，這些經驗都不能透過普通的旅行團而獲得的。 

 

   對於能夠參與是次的交流團，我感到很光榮。我絕對不會後悔參加過這個交流團，以

及忘記關於交流團的點點滴滴。 

 

 

柯穎雯  基督教崇真中學 

 

   今次的旅程讓我學習了很多日本文化，尤其是在待人接物方面，與日本高中生交流、

分享日常生活等經驗都是一般旅行觀光難以接觸的東西，所以真的很感謝教育局和日本政府

給了我這次遊覽經驗，我會好好在香港運用在日本學習到的東西，向香港人宣揚日本文化。 

 

 

章馨月  青松侯寶垣中學 

 

   每當回想起那九日八夜的日本之旅，不少難忘片段歷歷在目。十分感謝學校和教育局

給我這次終身受益的學習機會，亦很感激組導師和組員在整個行程中對我的包容和照顧。 

 

   在出發前我們都期待著早些結束每星期的訓練，這意味著到日本交流的時刻快要來

臨，為此每次訓練大家都熱情地參與。 

 

   不得不讚揚是次接待大家工作人員，他們十分敬業，準備功夫也十分充足。出發前我

們收到團刊，上面詳細紀錄所有團員的資料和是次行程的安排，包括學校及寄宿家庭的安

排，這令大家感覺到即使身處異地也能感到放心踏實。尤其是導遊深井小姐工作十分盡責，

以普通話各我們講解日本的歷史景點，而且還時常關心我們穿得夠不夠，這讓我感到十分親

切。還有在每次外出吃飯的時候，她都是等大家安頓後才開始用餐。還記得在最後一天送機

的時候，我見到她眼泛淚光，向大家招手直至完全見不到人影，這是我令我印象最難忘的導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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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得不提的是我的領隊老師——黃友邦老師。他對組員們而言更像是個大哥哥，

他酷愛日本文化研究，團員的日語課程都是由他一手包辦的。令我記憶猶新的是，在日本最

後一晚，我粗心大意遺失錢包，所有組員都回到酒店了，唯獨我和黃老師還在偌大的京都地

鐵站尋找，但黃老師卻比我還緊張呢！我們去警局了報案，之後黃老師一直鼓勵我，安慰

我，相信錢包一定會找到。由於這個意外，連累黃老師與其他工作人員因為幫助我尋找失物

而被打擾到休息時間，這令我內疚不已，但實在對他們感激不盡！ 

 

   我感到十分榮幸有多才多藝的組員，每人都各司其職，包括唱歌、翻譯日語、攝影

等。正因為有這麼一群「相見恨晚」的人，讓我們很快就成朋友，一路相處輕鬆愉快。 

 

   到了交流團的尾聲，我發現自己已經習慣日本人待人接物的方式，而我也在悄悄地在

轉變，學習他們的禮儀——不願麻煩別人。我也願意把我的收穫與身邊的家人朋友分享，大

家共勉之。 

 

   旅行中有些地方仍有美中不足之處，但是這為我種下期待的種子，願日後能再去日本

考察學習及體驗他們的生活方式，讓種子完夢長成中日友好發展的大樹。 

 

 

洪逸軒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最近我在聖誕節前夕參加 21 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何謂「大交流」呢？一行

60 多位師生一起出發九天八夜東瀛遊！其實亦不可完全稱為遊，因為實質上我們有一段時間

是去交流。等我乘著寫感想的機會，回味一下這幾個月來發生的事吧。 

 

   雖然旅程只有九天，但事前的準備時間卻足足用了兩個月。在出發前的幾個星期，我

們每逢週末便要一起綵排到日本高中時的表演——歌唱與舞蹈。還有，我們需要學習基礎的

日本禮儀、文化知識以及日語，以避免在日本發生尷尬的事。想起來這幾個月盡是心酸，每

次清晨一早起床便要綵排，風雨不改，好不累人。但這一切煎熬也是值得的，因為其後的旅

程真的獲益良多，筆墨難以盡訴心中情。 

 

   記得在出發前最後一次家長會，帶隊的校長對我們說：這次我們的交流團，普通旅行

團去的或去不到的，我們也有機會去。當時這句話並沒有在我心裏引起迴響，但在旅程結束

後，每每想起這句亦不禁悄然落淚，感觸甚深。 

 

 

曾灃晴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在這次 21 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中，我學會了更多有關日本的知識；但更重要

的是，令我改變了以往對日本的看法。 

 

   在這九天的行程中，我在東京和奈良等地遊歷了一番，又有機會參觀不同歷史建築。

聽著導遊的講解，我了解到更多宏偉建築背後的歷史。雖然我不太熱衷於認識某個地方的歷

史和文化，但在這次旅程後，我被日本人純樸的性格和智慧深深感動。這一切都令我開始探

索日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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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我學會了更為人著想。日本人非常有創意亦很細心，所以他們能夠無時無

刻照顧到每一個人的需要。從零食包裝上的設計，到援助貧窮人士的政策，我都能感受到日

本是一個希望為所有國民著想的國家。在我看來，為人著想和關愛他人——這其實正是香港

人所缺乏的。 

 

   總結而言，在這次行程中我不僅了解到日本建築背後的歷史，我更學會更設身處地的

為他人著想。我會向同學推薦這個交流計劃，希望更多人可以從中得益。 

 

 

陳麗詠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在這次行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寄宿家庭的體驗。在短短的一晚中，我學會了不少

在日語課中學不到的文化知識和日本歷史，也體驗了一次日本人的生活。由於我當時是唯一

一個會說日語的組員，我在當晚也臨時充當其他團員和寄宿家庭的父母的翻譯員，令我更加

肯定自己的日語能力。經過這次行程後，我不僅學會了不少日本文化知識和歷史，更認識了

不少日本朋友，互相交換了聯絡方式，以便在行程後繼續保持聯絡。總結而言，我認為這次

的經歷是我人生中得來不易的經驗，令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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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卓銘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這次日本交流之旅十分難忘，不單令我大開眼界，更令我對社會文化批判有所反思。 
 
   是次交流活動內容充實且具深度，例如兩次到當地學校參觀及探訪，與當地中學生一

同上課，與他們交談；以及入住寄宿家庭，跟主人家一起共進晚餐，邊吃邊談，能讓我有較

多時間了解他們的生活習慣和愛好，以及他們對日本日常禮節的看法及感受。這兩次學校探

訪讓我認識到當地中學生的上課及溫習模式，並了解到港日兩地學生都同樣會面對的學習問

題以及考試壓力。我們互相交換了一些學習心得，真是獲益良多！ 

 

   除此之外，我在進行有關日本禮節的專題研習過程中，更深入地了解到中日兩地文化

與禮節的差異。我明白到在日本人守禮的原因是由於受到長輩的潛移默化，及同儕間的互相

影響，令日常禮節由習慣而內化成為一種發自內心的行為素質，這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然

而，我們又不必將他們的社會文化與政策太過神化。我相信每個地方的文化面貌都是經年累

積及演變而成。 

 

 

段淇珊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九天的日本交流之旅結束了，但我對日本的掛念並不會結束。 

 

尚記得面試的那一夜是在學校陸運會後，我由荃灣趕至九龍塘，戰戰兢兢地進行面

試。當我收到入選通知後，心情非常興奮，十分期待出發到日本。逢星期六的訓練已變成習

慣，加入了舞蹈組和樂器組更是喜出望外的事。 

 

   在日本的九天，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入住寄宿家庭和到學校交流。在學校交流時，我

最開心能夠認識了很多日本朋友。言語並沒有阻礙我們建立友誼，反而更令我們有更深入和

仔細的溝通，讓我們彼此都加深了解。我十分欣賞他們的禮儀，當我與他們上課時，他們知

道我不懂日語，很主動以英文與我交談，雖然他們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我卻感受到滿滿的關

懷與溫暖。我們更交換了聯繫方式，使我們的友誼得以維繫。此外，我平日在漫畫中看見的

日本校舍，終於有機會出現在眼前，感覺十分特別。日本的校舍的確很大，設備也很齊全，

課室與走廊都瀰漫著傳統文化氣息，的確使我眼前一亮。 

 

   在寄宿家庭方面，我十分榮幸能與三位同組好友入住中井夫婦的家庭。中井夫婦已有

多年照顧寄宿學生的經驗，但他們對於我們的來臨依然非常期待。我們與「媽媽」一起整壽

司，與「爸爸」一起弄章魚燒，過程十分溫馨。吃過晚餐後，我們就像一家人坐在客廳閒

聊、學摺紙，而且我很高興能與「媽媽」一起彈鋼琴。最深刻的是，朋友說當晚有流星，

「爸爸」見我們都想外出觀賞，便駕車載我們到山上，他無懼寒冷地陪伴著我，使我十分感

動。離別的時候，我們大家都依依不捨，淚流滿面。 

 

   這九天的回憶將永遠埋藏於我心裏，不會忘記。這九天的經歷加深了我對日本的了解

和認識，並讓我體會到豐富的「情」，不管是友情、親情，或是對日本的不捨之情。不得不

說，我很高興作為第二組的一員，我們互相照顧互相玩樂，彷彿是認識了很多年一樣。而

且，感謝所有支援我們一眾學生的導遊、老師、教育局與日本政府，令我有如此快樂的回憶

和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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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梨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是次訪日九日八夜之旅，讓我更全面地認識多方面的日本。藉是次交流活動，讓我能

以更親自深入了解日本人生活以及行為。例如在寄宿家庭時，可以親身體驗日本家庭浸浴、

煮小丸子等的日常家庭生活；透過與日本接待人員的交流，可以從中感受到他們的禮貌。另

外，從觀察中，我亦能看到日本對環保的重視程度，例如垃圾分類設施四處可見，這讓我反

思香港可如何在這方面做得更好。再者，行程中我們到訪日本傳統寺廟，如清水寺、淺草

寺，讓我了解日本宗教文化。 

 

 

吳庭俊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首先，我很感恩有機會參與是次日本交流活動，當中的點滴實在太豐富了，與各位團

員和日本中學生一同度過的片段一直埋藏在我心中，至今我還歷歷在目，多得不能用言語盡

錄。 

 

   眨眼就過的九天行程當中，我有著不少特別的經歷，當中訪問高中以及與日本年輕人

交談的部分，是以往我參加的其他交流團所體驗不到的，畢竟這是個代表香港訪日的交流團

啊！看到日本年輕人精力充沛，十分珍惜上課的機會，而且積極運用有限的英語跟我們溝通

時，我心裏由衷的敬佩。 

 

   另外，居住在歷史悠久的飛鳥明日香村也是個可遇不可求的體驗，雖然與寄宿家庭相

處的時間只有一晚，但他們的熱情好客足以讓我銘記在心，我尤其牢記一位主人家的説話︰

「村民都視我們為其子女從遠處歸家一樣。」除了感動，就是不捨。 

 

   宏觀地看，這次旅程實在創下了我的不少個第一次，單是前往日本就已是其一。當中

在寄宿家庭的晚上，我第一次在山上看到流星雨，更是錦上添花。這次旅程轉眼間就過去

了，但它的精神和回憶必定長存。 

 

 

蔡嘉螢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我很榮幸這次能被選為香港青少年代表到訪日本，這次交流活動令我獲益良多。當中

不但結交了日本好友，更對日本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令我想更進一步了解日本文化。希望日

後仍會繼續舉辦這活動，促進港日兩地的文化交流。 

 

 

蘇詠琳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在日本的九天旅程中，我學到了不少東西，在參觀不同景點、學校、體驗日本家庭生

活的活動中，我都深深感受到兩地的文化差異。在探訪日本的學校時，我特別留意到他們有

關日本傳統文化的課外活動如花牌、茶道、穿浴衣等，與我的學校不同，令我反思香港對於

本地文化傳承不夠重視，使香港成為國際之都時卻失去本土特色。參觀日本不同地方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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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確信香港需要學習日本在文化傳承方面的措施，例如在學校中舉行更多有關文化教育的活

動，使香港的本土文化得以延續。 

 

   此外，這次旅程讓我在日語學習上跨出一大步。我雖有學習日語，但從未曾與日本人

交流和溝通過，因為覺得自己能力不足而不敢嘗試。不過經過今次的旅程，我嘗試踏出第一

步與日本人溝通，所得到的回應令我很開心。我們彼此能以簡單日語交談，儘管當中會遇到

困難，但是他們卻沒有介意我的日語程度，反而耐心地聆聽。因此，我非常感謝這次旅程讓

我更有勇氣和自信，亦使我下定決心要繼續學習日語。 

 

   故此，我希望藉此機會感謝日本政府以及教育局給我這個機會，亦非常榮幸能夠認識

來自不同學校的組員以及日本的不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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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限制 
 
一、未能保證一手資料準確度 

由於是次研究對象為日本人，研究人員必須以英語或日本語搜集一手資料，唯兩種語言

都不是研究人員的母語，雙方在理解問題或答案時或與實際表達的意思有所差異，即使

依靠翻譯也可能會有詮釋錯誤。 

 

 

二、取樣代表性不足 

由於研究人員數量有限，而且訪談需時，因此抽樣數目不多，所收集的資料代表性不

足。 

 

 

三、研究時間不足 

因行程所限，研究人員與訪談對象接觸和交談的時間有限，未能深入交談。我們與學生

交流的部分，礙於課堂安排而未能長時間集中訪談，因此報告中部分內容或流於表面，

有詳細的分析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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