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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 — 2015 年 7 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学位） 

2013 年 2 月 — 2015 年 7 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 

2016 年 10 月— 2018 年 3 月 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 

每个人来日本的目的不同，自己曾经是一时冲动来到的日本，我觉得动机不重要，重要

的是做好当下该做的事。很荣幸能和大家分享自己考大学院的一些感想，希望能在各位一开

始感到迷茫的时候提供一点帮助。我的专业是法学，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其他专业，所以以下

的经验也难免会有局限性，还请见谅。 

1．日语 

我在来日本之前因为兴趣学了半年的日语，由于一直习惯以备考的学习方式来学习语

言，虽然很快通过了 N2，但这种学语法、做真题的学习方式并不能为自己建立起很好的语

言学习基础，来到日本后我连《大家的日语》初级的水平都达不到。如果没有在亚细亚友之

会外语学院的学习，我只会盲目自大，结果并不会好。文科一类的专业，大学院对语言的要

求比较高，大多数人都会推荐必须考出个英语成绩，但因专业不同情况也有差别，我在查找

学校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学校在法学专业上并没有英语成绩的要求，所以可以根据自

己报考的专业，尽快地查找各个院校的募集要项，以确定自己的语言学习计划，如果对英语

成绩要求不高或没要求，时间又紧急的话，专注于日语的学习也是有效率的方法之一。我在

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身边一些同学上课很害羞，不敢开口，即使经常

打工日语也不会好。其实没有必要，出错出丑都是很正常的，想想自己为了来留学付出的成

本，现在的不敢开口简直太亏了。关于日语口语，我推荐影子跟读的学习方法，我认为这是

没有语伴或语言环境的条件下，最好的一个练习口语的方法，详细的我就不赘述了，推荐

《Shadowing 日本語を話そう!》这套教材，有空多练习口语会进步很快。 

2．专业备考与面试 

关于专业的备考是我一开始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全校就只有我一个法学专业学生，

没有人可以交流，也没有前辈指引，瞎子摸象的过来。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报塾，

有相关专业的前辈的话可以打听需要看些什么资料，也可以试着与大学院的教授联系碰碰

运气，什么都没有，可以去图书馆自己查找相关简单的入门书籍。在院试的笔试之前，查找

各个学校的“过去问”十分重要，可以通过“过去问”了解相关专业出题的规律与形式。过



去问没有标准答案可以看，可以自己解答后找语言学校的老师看看，请老师帮忙修改文法或

论述逻辑的问题。以上就是专业笔试的大概准备内容。 

关于面试，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是对自己研究计划书内容的熟悉掌握，可以将研究

的内容分几部分概括、整理出来，例如：研究大概的内容、研究动机、研究方法、可能会被

问到的问题等，在面试前背好记牢。第二点是研究意欲，表现出自己的研究意欲是面试的中

心思路，研究计划书中的研究动机也是为了体现自己的研究意欲，关于研究动机这一部分，

需要结合个人情况，可以和专业的大泽老师和宫原老师进行相谈。在面试时对教授抛来的问

题可以采用这一中心思路，即一切都是为了研究。“在面试中”当教授让你在自己的研究和

指导教授或是自己的研究和学校之中做出选择时，一定要选择忠于自己的研究。 

3．语言学校 —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 

在日语学习的过程中，语言学校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在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

院的老师们的指导，我不可能有足够的日语能力进行考学。而在日语学习之外，学校的野左

近校长和石川老师都十分注重日本的礼节，十分尽心尽力地教导学生们平时注意礼节问题，

也因此培养起了学校特有的谦逊有礼的校风。在我经历了三次的落榜后，野左近校长和石川

老师亲切地安慰我为我打气，一直关注着我的近况，百忙的工作中还帮我修改给教授的邮件，

替我出主意，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很难渡过落榜后的艰难的时光。这样与学生贴近，为学生考

虑，我相信是其他语言学校没有的。 

我的班主任大泽老师和负责我研究计划书的宫原老师都是十分的专业与负责，平日里

事无巨细地解答我的各种问题，给予了我热心的指导。还有我初到日本时的班主任小野老师，

对初学日语的我们给予了很大的耐心，在我提出想练习口语的请求后，特意抽出每次放学的

时间，在教室里陪我们闲聊，让我开始对日本人不那么有距离感。还有赵老师，会说中文的

法学专业的赵老师对一直以来专业上没共同语言的我来说就是亲人一样的存在啊。在他们

的无私帮助下，我才得以慢慢地学习进步，最终考上了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在这里我也祝

愿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的各位同学，最终能考上自己理想的院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