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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享一下我的留学经验，帮助同学们少走一些弯路。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将简单地概括我从准备留学到最终合格京都大学情报学研究科的全过程，并标注出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

二部分则会列出我遇到过的几个难点以及解决方案；第三部分是总结与我的一些感想。需要注意的是，以上

全部内容都是从我个人的经历中得出的，只有参考作用，并不绝对正确。希望同学们能结合自身条件，总结

规律，提前做好准备。 

 

一．留学经历 

我的本科是应用数学专业。在读大三时产生了留学的想法，而真正开始着手准备是在大四的下学期，也

就是 2019 年的 4 月份左右。当时毕业论文已经基本完成，于是我开始备考托福，并于 7 月参加考试，最终

成绩 91 分。这个成绩用来考情报学修士已经足够了，于是接下来直到十月份为止，我转而复习日语，并搜集

各个大学院的情报。 

10 月，我来到日本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一边备考 N1，一边适应新的环境。在 12 月参加了 N1 考试

并通过。接下来直到今年 3 月为止，我主要忙于确定要报考的实验室并与教授联系，取得报考许可。同时还

调查了笔试需要复习的专业科目，搜集相应教材，制定复习计划。3 月下旬正式开始复习专业课，直到 8 月

份赴京都考试。 

我所报考的两所学校的出愿时间都在 6 月上旬，为此我提前做了准备：通读募集要项；参加线上的研究

室说明会；3 月份时通过毕业大学的官网申请了毕业证明等材料的英文版，并请父母邮寄到日本；5 月份完成

志望理由书。最终在大泽老师的帮助下成功将报名材料邮寄到了大学。 

 

二．问题与解决 

第一部分提到的几个阶段中，我几乎都遇到了困难。首先，托福考试对我来说是一大难关。由于每个人

情况不同，关于具体难点我就不再赘述，只说一下我的几点备考经验：1.一般来说，在大学英语四六级通过

的前提下，全天候认真备考三个月，是可以将成绩提高到 90 分以上的；2.影子跟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可以用来提高听力与口语；3.注意做限时模拟练习，用好 TPO 套题。 

对我来说，撰写研究计划书与联系教授是预想中整个过程里最艰难的两个环节。不过我的运气却很好，

我所报考的两所研究室都不需要提交研究计划书，并且只有一所研究室在报考前需要与教授进行面谈。因此，

在这方面我无法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只能说请一定跟老师沟通，听取老师的意见。尤其是大泽老师，我在联

系教授，出愿报名时从老师那里得到了不少帮助，真的非常感谢。 

最后，对于重视笔试成绩的理工科来说，胜负手果然还是要落在专业课复习上。对于这一点，我采取的

策略是：提前制定计划，以过去问为中心，有重点，有步骤，无漏洞。只要能按部就班地完成复习计划，最

终合格的概率是很高的。 

 

三．总结与感想 

基于个人的备考经历，在此总结几点有用的建议，希望能帮到各位同学： 

成功的关键在于提前准备。一般来说，准备的时间越长，就准备得越充分，最终合格的概率就越高。因此，

希望同学们可以提前搜集情报，预想可能遇到的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案。提前准备是惟一的捷径。 

外语成绩——不管英语还是日语——都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口语能力。外语在与教授交流，面试，撰写计

划书，阅读论文等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技能。因此，我建议大家努力掌握用日语进行日常会话的能力，同时熟

悉本专业的专业名词与论文写作中常用表达方式。当然，托福托业和 N1 留考的成绩也是必须的条件。 

请大家善用大学官网，善用搜索引擎，并且一定要重视募集要项。在日本，根据大学、专业甚至教授的

不同，录取条件也是各不相同的。而所有的这些信息，一般都可以在募集要项以及研究室官网上获得。了解

这些信息，有助于我们扬长避短，作出正确的选择，有的时候，正确的选择才是合格的充分条件。 

在经济条件和时间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多所大学以提高成功率，并且完全可以报一所东大这样

的顶尖大学。毕竟“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一定要以最高标准为准则进行备考。 

最后，语言学校的老师们在生活与考学上给我提供了许多帮助。没有他们，我的留学历程不会如此顺利。

在此，我希望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同时希望各位同学也都能成功进入理想的学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