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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内就学期间两次高考失败，专科毕业两年后来到日本，来到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

院学习。从日语零基础并且对日本的大学一无所知到东京五大名门大学院校中合格明治大学

和青山学院大学，这中间的经历也许可以给我们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的后辈们提供一些参

考。 

初到日本，一无所知的我选择从马上可以着手的事情开始，即学习日语，这里很感激齋

藤老师在初级课程中的详细指导，并且非常重视我提出的每个细小的问题。在基础课程学习

的积累成为了我在以后的日语学习中快速成长的重要原因。半年后通过老师的帮助和自己的

努力在第一次日语能力考试 N2 级别的考试中取得了 171 分的成绩。同时我也开始着手报考

大学，首先我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校是东京五大名门开始到最后冲刺国立，查阅了感兴趣的大

学的官方网站，同时通过福原老师和小野老师获得了各所大学的信息。大致了解了报考大学

所需要的流程。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日本留学考试和英语成绩。 

先来说说英语的情况，我原本英语成绩非常糟糕，加上离开校园已久重新拿起英语课本

也是做了一番心理斗争。我分别在年头和年中参加了两次托福考试和一次托业考试，在考试

前一共用了 2 个月的时间，把托福和托业的得分率控制在 50%的水准，目的是做到不拉其他

科目的后腿。因为英语基础实在太差，我只能从大学四级单词开始学起，配合学校特别设置

的塾（日本的补习班）的课程，从模拟题到真题一点点操练，勉强完成了预定目标。 

然后是关于日本留学考试，第一次留学考试的分数非常不理想，可以说是几乎绝望，但

是老师们仍然对我充满期待，对我不断地鼓励，让我又能够振作起来继续努力。我先后参加

了三次留学考试，成绩分别是 480 分、540 分、658 分。留考的准备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紧迫，

所以必须合理分配时间、安排学习计划，作为理科生，并且留考日语成绩已达到 320 分之

后，我选择牺牲原本大部分日语的学习时间主攻数理化，采取以理科成绩决胜的策略。这里

很感谢班主任福原老师在上课时的严格要求以及鼓励我下课后自主学习理科科目，使得我日

语分数不降反升、日语成绩稳步提高。 

由于我当年的学制，在国内并没有学习过高中部分的化学，其他学科的知识也基本上遗

忘，前半年的大部分时间基本都用于基础知识的整理，不急于刷题而是先通过练习册以及从

亚细亚塾拿到的大量资料和基础课程的学习，达到能够对留考理科部分的内容进行把握的程

度，在此基础上再针对得分点着重突破。后半年学习的主要方式是“过去问”的练习，一是



对考试时间、做题节奏上进行把握，二是把知识点模块化后进行查漏补缺。 

留考和英语成绩到手也没能让我松口气。因为这两项也只相当于报考大学的门票，还有

一个很大的难点在于大学的校内考试。理科的校内考试大致分为数理化知识和小论文两部

分。因为之前一直把重心放在数理化的学习上，所以我在报名的时候选择了注重理科考察的

学校。大部分大学很注重基础的掌握程度，所以打牢基础考试就会变得容易很多，我在考试

前再一次复习后轻松突破。接下来就是面试，也是作为外国人较为头痛的地方。但是好在我

们学校的老师非常重视这部分的准备，在老师们持续不断的狂轰滥炸式的面试训练下，我的

口语能力也在那个时候有了突破性的进步。也正是因为学校老师花费了大量时间给学生练习

面试，才能让我在面试时也做到对答如流。理科生的面试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叫口答，因

为日常学习只在书本上，当口述某个知识点时基本上没办法正确表达，这里我也在考试前，

专门去图书馆查阅了相关专门知识的日语表达，并在被问及学科知识时，流利作答，最终得

到教授的肯定。 

总的来说这两年期间，虽然自己也是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但更重要的在于学校老师

日复一日地对学生进行日语教育和各种指导，以及亚细亚塾塾长和老师们的努力。课余时间

校长老师和石川老师也一直关注着学生们的点点滴滴，做到无微不至的关心。能收获这样的

成果基本上都是老师们功劳，我在此也深表感谢。两年间的收获，将成为我再一次起步的宝

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