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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湖南省教育厅重点教改课题“日语本科教育‘跨文化’海外实习实践教学创新模式的探索”的
研究成果之一。
从跨文化研究入手，通过对海外研修实践教学中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总结
，探寻一条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实践新模式，旨在提高我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和日语教学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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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高校教学和作20余年。
多次主持省级课题，并在《中国大学教育》等核心刊物发表跨文化研究的系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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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海外研修跨文化交际中的　　中日文化认知异同　　1.1 海外研修的发展变迁　　日本最
初接受外国人进行研修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
当时日本经济不断向国际化方向发展，许多企业开始进行海外投资，一些企业开始从设在国外的分公
司或事务所以及有交易关系的外国企业接收职员，在日本进行相关的集中研修和学习，研修结束后返
回原国。
　　日本接收研修生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89年以前，为实验性阶段。
此阶段接收派出人员相对较少，双方在不断地摸索、了解。
派出人员待遇相对较高，部分日本中小企业把接收外国研修生作为其国际化的标志，在当时是一件引
以为荣的事情。
　　第二阶段为成熟、发展阶段。
1991年6月日本修改了“出入境管理法”，通过省令的形式对研修资格及研修基准进行了完善。
明确了外国人以研修的名义在留日本的合法资格。
根据日本的相关法律规定，日本接收外国研修生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加强国际
合作。
研修生通过在日本企业的学习及实务研修，学习和掌握日本企业的技术、技能、知识和管理经验。
研修生原则上在赴日前须具备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赴日后从事和在日本学到的技术知识相关的工作
。
1993年日本设立了“技能实习制度”，研修生一年研修期满后，经测评可转为“技能实习生”。
作为“技能实习生”在日驻留时间最长期限为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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