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互了解多元文化，

彼此紧密联系，

迈向未来的“国际都市大田”

基本目标 1 拓宽多元文化的共生意识，让外国

人和日本人在社区生活中站在平等

的立场上建立更好的关系

基本目标 2 打造外国人也能在社区安心生活的

城市

基本目标 3 推进外国人也能主动参与的“国际都

市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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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版 “国际都市大田”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2024～2028年度）

支援交流Ⅰ
对策支柱

通过提供多语种信息、多挂出指示牌引导牌等方

式，从“传达信息”转向“传播信息”的同时，

帮助其了解日语及日本的各种生活习惯。

打造外国人区民也能宜居的生活环境Ⅱ
对策支柱

提供适合不同生活阶段和生活场景的防灾、育儿、医疗等信息，并且与社区

和医疗机构等合作，提供符合每个人情况的细致帮助，确保外国人区民在社

区宜居。

加深国际了解和国际交流Ⅲ
对策支柱

传播“国际都市大田”的魅力，通过本地国际交流

事业、与海外城市交流、培养全球化人才等方式创

造国际了解的机会，打造外国人区民活跃的环境，

发挥多样性使之成为每个人都宜居的城市。

对策类型３“提供安全和安心”

通过防灾 APP、传单

等手段告知防灾信息，

打造外国人区民在社

区宜居的机制。

对策类型４“充实育儿和教育”

向外国人监护人提供育儿和

上学相关的信息。

支援外国人孩子们的学习，

培养提供支援的志愿者。

对策类型５“提供医疗和福祉相关的支援”

根据需求提供健康、卫生等领域的多

语种信息。

对于外国人区民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与相关机构合作提供多方面的支援。

对策类型６“构建发挥多样性的网络”

扩充大田国际交流中心的“多语种

咨询窗口”。

发挥各种主体间的网络，推进多元

文化共生对策。

对策类型９“提升国际都市大田的魅力”

通过各类媒体向国内外传播“国际都

市大田”的魅力，引起区民的公民自

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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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类型７“加强日本人和外国人的交流”

通过活动和各种形式的交流，

加深日本人区民和外国人区

民的相互了解和拉近关系，

深度引起多元文化共生意识。对策类型２“旨在学习日语和顺利地度过在日本生活的举措”

开办符合各种学习需求
的日语教室，广泛告知
日本生活习惯相关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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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类型８“全球化人才的培养和活跃”

培养志愿者并提供让其活跃

的平台，推进区立中小学校

的国际教育。提供有助于就

业的日语学习场所和信息。

对策类型１“多语种信息和有效传播”

通俗易懂地提供适合外国人区民的不

同生活阶段和生活场景的行政信息，

以及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