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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背景 

日本政府在 2007 年 1 月第二屆東亞首腦會議（EAS）上，宣佈成立 350 億日元的青少年

交流計劃，邀請約 6,000 名 EAS 成員國（包括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澳洲、中國、印度、

新西蘭及韓國）的青少年往訪日本，以期透過青少年的交流建立亞洲的團結基礎。香港及澳門

的青少年，於 2008 年起獲邀參加此交流計劃。 

 

目的 

21 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旨在透過下列交流活動促進東亞地區的彼此了解和加深對

日本的認織： 

● 到訪高等院校、歷史文化設施和特定機構作實地考察 
● 透過參與當地學校課堂活動與日本青少年交流 
● 探訪古都名勝以體驗日本文化 

 

交流活動 

香港代表團一行 50 人，包括：校長 1 名、教師 4 名、教育局職員 2 名及 43 名中五學生，

於 2023 年 12 月 10 日至 16 日期間出訪日本東京、京都、滋賀縣及大阪。在 7 天的行程中，透

過參觀日本歷史文化設施、享用日本特色食物和考察活動，學生對日本有更深入的認識。通過

學校探訪及課堂體驗，同學得以體驗日本獨特的校園文化。而當中寄宿體驗更能讓學生與日本

接待家庭相處，建立了珍貴的友誼。整個活動的成功實有賴日本政府、香港教育局、日中友好

會館及各單位的支持。同學們透過多方面的交流及體驗活動，深深體會日本人待人接物的細緻，

促進兩地青少年之間的文化交流。 

香港代表團於 2023 年 12 月 16 日回港，旅程順利完成。所有學生都表示滿意是次交流活

動，對此行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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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介紹及分組安排 

第一組 (由曾鴻鑫老師指導) 

 

第二組 (由何曉雯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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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由李奕亨老師指導) 

 

第四組 (由廖駿賢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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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準備及事後跟進的工作流程 

日期 工作事項 

2023 年 9 月 
● 教育局發通函予所有官立、資助、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劃

的中學，邀請每校提名一名中五學生或/及一名教師參與香港

代表團的學生代表或/及領隊老師的選拔 

2023 年 10 月 ● 合資格的學生及老師獲邀面試 
● 教育局於 10 月下旬公布面試結果 

2023 年 11 月 

● 教育局分別舉行交流團團員簡介會及家長簡介會 
● 代表團成員進行各項籌備工作，包括制定專題研習及展開前

期準備工作、製作「說好香港故事」的相關資料 
● 學生代表參加日語課及禮儀課，並進行演講練習及綵排 

 

2023 年 12 月 
● 代表團成員於 12 月 9 日出席日方舉辧的送行會 

● 前往日本交流（12 月 10 日 至 16 日） 

2024 年 1 月 27 日 ● 學生小組口頭匯報及分享會 
● 學生及隨團老師遞交交流團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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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 
日期 內容 

2023 年 12 月 10 日 ● 從香港出發抵達東京羽田機場 
● 參觀皇居二重橋 

2023 年 12 月 11 日 

● 出席日本禮儀文化講座 
● 考察丸紅畫廊 
● 參觀淺草寺 
● 出席歡迎會 

2023 年 12 月 12 日 

● 從東京站乘坐新幹線前往滋賀縣 
● 出席寄宿家庭入村儀式（日野町） 
● 學生代表入住寄宿家庭 

2023 年 12 月 13 日 

● 出席寄宿家庭離村儀式 
● 前往京都 
● 參觀清水寺 
● 考察京都傳統產業博物館及進行友禪體驗 

2023 年 12 月 14 日 
● 分團到訪當地學校進行交流及課堂體驗  

- 第一分團前往京都府立北稜高中 
- 第二分團前往京都府立宮津天橋高中宮津學舍 

2023 年 12 月 15 日 

● 參觀二條城 
● 考察京食文化博物館及製作日本傳統家庭料理茶碗蒸 
● 考察商業設施 
● 出席歡送會 

2023 年 12 月 16 日 ● 由大阪關西機場啟程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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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動 

第一日：2023 年 12 月 10 日 (星期日) 

JENESYS 2023 代表團 50 人從香港國際機場啟程前往東京羽田機場。期待多月的中日交

流團正式開始，各人懷著興奮的心情，在機場先來大合照。

 

 

 
 

 
到埗後，日中友好會館安排我們參觀皇居二重橋，從這

條橋的變化可以窺探日本接近 400 年的變遷。 
 
 

晚上日中友好會館為我們準備日式豚肉鍋，讓我們一嚐當地傳統料理。果然是相撲手料理，一

來就是滿滿的一大鍋，湯底是日式傳統的鰹魚味噌高湯，老師和同學都飽餐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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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2023 年 12 月 11 日 (星期一) 

為什麼同學們和老師靠著牆壁站成一排，是因為不認真上課受罰了嗎？當然不是！其實我們是

在參加國際禮儀文化教育研究所理事長永井老師的日本傳統禮儀講座。永井老師除了講授日本

傳統禮儀的理論外，還細心地教導我們日式鞠躬的方法，並讓我們親身體驗。 

 

 

 

 

 

 

用過午餐後，我們到丸紅畫廊參觀了一個復刻《源氏物語》中平安時代衣著的展覽，上午為我

們講授日式禮儀的永井老師正是這次復刻工作的牽頭人，她仔細地為我們介紹了和服的歷史、

平安時代女性的衣著特色等， 使我們對日本的傳統服飾有更深入的認識。離開丸紅畫廊後，我

們前往東京都內歷史最悠久的寺院—淺草寺，體驗了江戶時代的生活和氛圍。 

 

晚上我們回到下榻的酒店，參加由日中友好會館安排的歡迎晚會。當中數位研習中文的日本學

生獲邀出席，與我們的同學相談甚歡。另外，晚會分別安排了舞蹈表現，以展現和服的穿著方

法，以及一些饒有趣味的小遊戲，中日澳三地同學們度過了盡興的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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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2023 年 12 月 12 日 (星期二) 

我們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結束東京的行程，乘搭新幹線前往京都。午餐我們在京都品嚐了京都

的名物—豆腐火鍋。 

 

 

 

 

 

 

午餐過後，同學們迎來了行程中一個重要的環節—日野町家庭寄宿。大家都充滿著緊張和期待。

寄宿家庭的成員很熱情地接待我們的同學，雖然只是剛剛見面不久，有些家庭已經反映相處的時

間只有短短一天並不足夠，希望可以與同學有更長時間的交流。為了進一步了解同學們在寄宿家

庭的情況，校長和老師們於當日傍晚分組到各寄宿家庭進行短暫探訪，我們更被邀請留下來共用

晚膳，他們的熱情融化了語言文化的隔閡，令人感動。同學們亦施展渾身解數，有些運用簡單的

日語，有些比劃著動作，與寄宿家庭打成一片。不得不提的是圖片中的蘿蔔，是同學合力為寄宿

家庭的老人採收的，體積十分龐大，可見這裡的土地很肥沃。 

 

 

 

 

 

 

 

 

 

 

 

 

 

同學提到最令他們深深感動的，是日本寄宿家庭們的用心預備，例如當同學一進入寄宿地方的

門口，就看見他們以日本書法寫了同學的名字；知道同學未必認識日語，早已將製作料理的食

譜全都翻譯成中文。這一切都讓同學深刻感受到何謂日本的好客之道，有同學更因此聯想到他

們就像香港的家人一樣關心自己而感觸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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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日 2023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三) 

早上我們進行寄宿家庭離村儀式。 由香港學生代表向各寄宿家庭表達謝意後，大家互相合照、

祝福、道別。有同學表示不捨，有同學因寄宿時間短暫而感到可惜，亦有同學和他們互相交換

聯絡方法，期望日後能再回到這裏探望他們，最後寄宿家庭的家長們都在門口列隊，逐一和老

師和同學握手道別，同學亦紛紛致以衷心的謝意。 
 

 
 
 

 

 
 
離開滋賀縣，我們回到京都。首先是前往京

都最著名的清水寺。清水寺是日本著名的木

建築，依山而建，莊嚴而且華麗。同學們都

忙於尋找最美角度與寺廟及楓葉合照，隨團

嚮導亦同時介紹了日本佛教的歷史，讓同學

加深了解。 
 

 
 
及後我們到了著名的京都傳統產業博物館， 體驗了傳統的友禪手繪工藝， 亦從博物館的展覽中

了解到原來京都有多項傳統工藝及文化。日本人積極保育傳統文化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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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日 2023 年 12 月 14 日 (星期四) 

學校交流  

第一分團  由團長羅穎忠校長帶領前往京都府立北稜高中交流 

 

我們抵達京都府立北稜高中的那一刻，學校門前已經聚集了一群熱情的學生和老師，他們的熱

烈歡迎讓我們感到賓至如歸。學校安排了一系列的表演活動，以展示他們學生的多才多藝。首

先，我們被帶到了學校的禮堂，那裡已經準備好了舞台和觀眾席。日本學生們帶來的第一個表

演是現代舞蹈。學生們以標準的姿態和高難度的動作，在舞台上展現了他們洋溢的熱情。接下

來的劍道表演同樣令人印象深刻。裝備齊全的學生們展現了他們通過長時間嚴格訓練所獲得的

技巧和精神。隨著他們每一次有力的打擊和迅速的躲閃，我們能夠感受到劍道的精髓不僅是一

種武術，更是一種鍛鍊身心的方式。歌唱表演則是一次音樂的饗宴。學生們以清澈的嗓音和和

諧的合唱，表達了對生活的熱愛和對未來的希望。他們的歌聲穿透禮堂，觸動了每一位聽眾的

心。 

隨後，我們的學生有機會參與北稜高中的英文課程。這是一次文化交流和學術分享的絕佳機會，

我們的學生坐在當地學生旁邊，共同學習和討論。透過與日本學生的互動，他們不僅學習了語

言知識，更獲得了寶貴的跨文化溝通經驗。 

午餐時間成為了兩地文化交流的絕佳時機。中日學生共同坐在餐桌旁，品嚐了日本的學校午餐。

這不僅是一次美食體驗，也是一個學習和分享彼此文化的機會。學生們互相談論著各自國家的

流行文化，從流行音樂、電影、動漫以至時尚趨勢，大家都開懷地交流著各自的見解和喜好。

這樣的對話讓彼此對對方的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欣賞。 

下午的課程更是精彩。香港學生們被分成三個小組，參與不同的互動課程。在化學課上，香港

學生們親手實踐了如何將廢紙轉化為再造紙，這不僅是一個實驗過程，也是對環保意識的培養。

地理課的水火箭製作活動則是一個團隊協作的挑戰，同學們一起計算、設計，最後目睹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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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在天空中飛行，這樣的實踐活動無疑加深了他們對物理現象的理解。音樂課則是一場藝術

的盛宴，同學們雖然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在音樂這一共通語言的搖籃下，他們配合無間，

共同演奏出和諧的旋律，體驗了跨文化合作的樂趣。 

課後的體驗活動更是讓這一天變得難以忘懷。日本學生和老師們精心準備了一系列的文化體驗

活動，從傳統的茶道和書法，到當地流行的桌面遊戲，這些活動不僅讓我們的學生深入了解日

本文化的多樣性，也是一次身心的放鬆和樂趣。透過這些互動，兩地學生之間的友誼得以深化，

跨文化的橋樑也因此建立。 

當我們準備離開的時候，一天的共同經歷已經讓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情誼。日本學生和老師們熱

情地送別，他們揮手道別的身影成為了這次旅程中最溫馨的記憶。這不僅是一次學習交流的旅

行，更是一次心靈相通的體驗。我們帶著滿滿的回憶和新建立的友誼，期待著未來有更多這樣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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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團  到京都府立宮津天橋高中宮津學舍交流 

 

我們到訪的是京都府頗有名氣的京都府立宮津天橋高中宮津學舍，由於位置偏遠，需要較久的

車程才到達。下車時，同學還未從小睡中清醒過來，就看見熱情的學生舉着名牌站在大門迎接

我們，該校校長及副校長亦親自前來歡迎我們一眾師生。香港同學按着名牌尋找自己的學伴。

日本同學都很努力嘗試着以英語與香港同學打招呼，他們很早就看過了香港同學的資料，記着

了香港同學的興趣，嘗試以此打開語匣子。較內斂的香港同學很快就被日本同學的熱情融化，

馬上滔滔不絕與對方交談，有同學更嘗試用在出發前學到的日語與對方談話，亦展示了很多香

港的照片，向日本同學介紹香港文化，又互相交換社交平台戶口帳號，期望可以保持聯絡。 

隨後我們一同上建築課。此時香港同學了解到，原來日本同學居住的房子大多是傳統的日本獨

立屋，而日本同學知道香港同學都住在高樓大廈內都不禁嘖嘖稱奇。 

 

接着，香港同學分成小組前往不同課室上英文課，當中日本老師都驚嘆香港學生英語水平頗高。

最讓我們欣賞的是，日本學生的英語能力未必如香港學生般平均，但他們仍然不斷努力嘗試主

動與香港學生交談，這種學習態度絕對值得我們欣賞和學習。而香港同學在交談中能夠以英語

大方有禮地回應，亦十分值得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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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課後，香港同學跟隨學伴返回自己的班房，進行每天放學前的打掃。原來日本學校並不設

校工，課室是由同學們輪流打掃，因此同學十分愛惜自己的校舍。香港同學亦沒有怠慢，主動

地向日本同學學習打掃的方法，分工合作，很快便完成打掃工作。 

放學後，日本同學分別到不同的學部進行課外活動。當地老師表示課外活動是日本教育很重要

的一環，通過不同的課外活動，同學可以訓練出自信。日本同學帶領我們走訪不同學部欣賞表

演和進行體驗，包括音樂部學生以中國樂器彈奏著名日本流行曲，科學探究部學生讓我們嚐試

他們親自種植及反覆實驗烹調方法的蘿蔔等。最後，兩地同學互相交換禮物和合照後便要道別

了，所有日本同學站在大門目送我們的旅遊車離去。同學們相處時間雖然短暫，但我們相信這

份友誼將長存於大家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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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日 2023 年 12 月 15 日 (星期五) 

 

 

 

 

 

第六天早上我們參觀了二條城，當中展示了德川家

族的興衰榮辱，也見證了日本的歷史變遷。 

 

 
中午則到了京食文化博物館，我們獲得親手製作日本傳統料理茶碗蒸的機會。由於老師的指示

非常清晰，所以我們的製作過程都很順利，每個同學都吃得津津有味。 
 

 
 

晚上則是歡送會的時間，雖然交流團的同學相處時間不長，但已建立深厚的友誼。大家都把握

機會交流以及拍照留念，並有幸可以與日中友好會館理事長小川正史先生合照。 

 



P.17 

第七日 2023 年 12 月 16 日 (星期六) 

同學與相伴 7 天的日方代表道別後離開日本，這次緊湊的訪日之旅也正式完滿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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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感想 

第一組 曾鴻鑫老師 

     承蒙本校吳校長之薦，又得教育局及日本政府信任，委以「21 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

領隊教師之重任，攜港學子，橫渡碧海，遠赴東瀛，為通兩地文化交流之事業略效綿力，實感

光榮。 

         此行之能順遂，實賴諸方鼎力相助。日本政府、日中友好會館諸賢，悉力擘劃交流團之行

程，熱誠細膩，措置攸宜，款待有加。兩校師生，皆竭地主之誼，謨慮籌擘，拳拳盛意，傾力

於交流活動之中，使活動增色不少。所至機構，無不盛情難卻。在此謹向他們致以衷心的謝意。 

         此行印象最深刻者，乃日人嚴謹之精神。技藝錘煉至極致猶如是，熱愛其業之匠心猶如是，

禮儀臻至完美猶如是。而正因其嚴謹，其文化傳統，方能於現代社會完整傳承。次則為款客之

道。高校交流日，校方安排了劍道、舞蹈、樂隊等表演，讓香港學子感受東瀛之校園氣息。午

後更安排了別開生面的課堂，鋼琴合奏、製火箭、造紙等，皆新奇有趣。放學後，又有書法、

圍棋、摺紙等活動，使人流連忘返。難怪學子離別之際，依依不捨。 

      願同學繼續維繫此次植下之友誼種子，為兩地文化的持續交流，不懈努力。是次交流，我亦

獲益匪淺，必定能成為日後籌辦交流團之重要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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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何曉雯老師 

非常感恩獲得校長推薦，以及教育局在眾多老師中挑選，有幸成為本年度的「21 世紀東

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領隊老教師之一。我能夠以香港代表團的身份帶領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

前往日本，實在感到無比光榮。 

這次日本交流之所以成功，實有賴各方協助，包括日本政府、日中友好會館、兩間日本

高校熱情及細心的款待，以及所參觀的各個機構。其中在東京的日本禮儀文化講座，讓我留下

深刻印象。講者指出外人對一個人的最初印象只有 4 至 6 秒，而言語 (即日文的敬語) 只是佔所

給人印象的 3 成，餘下的 7 成包括肢體語言、衣着是否得宜等，所以如何在這短短的一瞬間讓

人留下美好印象十分關鍵。 

學校交流也讓老師和同學留下美好回憶，學校非常有心思，一開始帶領我們到禮堂，為

我們準備不同表演，包括劍道、舞蹈及樂隊表演，讓香港同學感受到高校的祭典氣氛。之後的

觀課活動讓香港同學一起上課，了解他們的日常校園生活。下午更安排特別課堂，包括製作火

箭、以紙包飲品盒造紙等。最後我們一眾師生更到活動室參與日本學生們為我們準備各式各樣

的遊戲／小手作攤位，體驗不同日本傳統及現代文化，包括書法、將棋、圍棋、折紙等，讓我

們流連忘返。同學們臨別時還依依不捨呢！ 

是次的交流活動令我獲益良多，為我日後準備海外的地理考察活動提供不少寶貴經驗，

讓我在規劃考察及交流活動時，更加注意細節，讓學生從活動中有所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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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李奕亨老師 

首先，非常感謝校長的推薦、教育局以及日方的安排，十分榮幸成為本交流團的帶隊教師之一。

除了與不同師生締結了珍貴的友誼，本人亦從中獲益良多。 

每天的行程都十分豐富，除了到訪著名景點如淺草寺、二重橋等等，我們亦上了禮儀課，體驗

京都的手工藝，親手製作茶碗蒸，乘搭新幹線，亦到訪當地中學和寄宿家庭進行交流，在衣(有
部分同學在寄宿家庭體驗了穿和服)食住行各方面都有難忘的體驗，定必成為同學人生中一段重

要的回憶。 

本次旅程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日本人那份匠人精神，將一項技能練到千錘百鍊的境界，認真看

待、喜愛和尊敬自己的工作，尤其看到禮儀老師的那份自信和穩重令我深感佩服，能充分從她

身上感受到她對禮儀的熱愛。其次是日本人的優良待客精神，很多同學表示縱然有言語的障礙，

但他們仍然被寄宿家庭和日本學生的熱情好客所打動，雙方相處時間雖然不長，但離別時大家

都依依不捨。 

能在短短數天見證到大家由被動害羞變得主動分享令我十分感動，也提醒我每晚好好整理每天

的所見所聞的重要性，因為當我們仔細回顧慢慢咀嚼的時候，從中必得到反思。盼望同學能帶

著在本團中珍貴的體驗，在將來不同的環境中放膽嘗試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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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 廖駿賢老師 

首先，我要感謝本校校長的推薦、教育局以及日本政府的安排，讓我能代表香港出訪日本進行

交流，認識日本文化之外，更推廣香港文化。這次的交流與一般旅遊有所不同，我們受到了日

本當地人士熱情招待，更有幸到訪當地的學校進行交流和入住寄宿家庭。此外，我們亦參與了

禮儀、料理和手工藝等課堂，全方位地認識了日本文化。 

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探訪寄宿家庭的經驗。我看到寄宿家庭的家長精心準備了很多豐富的活動

和料理給香港同學，親切地招待我們。他們的熱情招待突破了語言的隔閡，一些完全不諳日文

的學生亦深深被日本人的好客之道所感動。儘管領隊老師們沒有一同參與寄宿，仍然為學生能

有這樣寶貴的經驗而感到快樂。這些絕對是他們日後成長的寶貴經驗。 

這次的交流經驗是我人生中一段難以忘懷的回憶。從中，我深深體會到日本文化中值得我們學

習的地方，例如他們的禮儀、對待食物的態度以及文化的傳承。我會將這些經驗融入我的日文

課堂中，豐富我的教學內容，除了提高學生在語言學習上的興趣外，亦鼓勵他們欣賞別人及自

己國家的文化，學習互相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