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院进学经验和感想 

 

院进 B班 梅丽媛 

 

 

2018年 7月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来到了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学习日语

并且准备大学院的升学考试，在 2019年 10月合格了早稻田大学法学院研究科。能这么快的取

得理想学校的合格通知书离不开老师和前辈还有同学们的帮助和支持，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

下我在备考阶段的一些感想和经验，我总结的同时如果还能给大家一点帮助的话也是非常荣幸

的。 

在日本考研，最重要的是要想清楚自己努力的方向。刚来日本的那段时间觉得未来有很多

种可能性，我甚至也考虑过换专业考研，但最后还是决定继续读本专业。当面对很多选择的时

候，要尽可能多的收集情报和听取别人意见，最后本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去做判断，这样的话

不管努力的过程有多艰苦都会有一个方向指引着自己。但是这个迷茫期也不能太久，如果在寻

找目标时花了太多时间也就意味着努力的时间会变的很少，早一点确定下来的话自己的心理压

力会小很多。我们学校特别好的一点是升学方面的指导比较全面，会把关每个人的出愿和考试，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要做那个被学校推着走的人，而尽量

把学校老师当作一个最后验收把关的角色。 

关于法学，我的前辈曾经跟我说过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相比，后者可能比前者更

依赖天赋，前者可能比后者更依赖努力和积累，法学就是一个需要不断积累重复的学科。无论

是跨考法学还是法本继续读法研，不付出一定程度的努力是很难取得理想的结果的。 

写研究计划书或者小论文的时候，首先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其次是大量的文献阅读和整

理，最后是形成自己思路作成文章。这个方法我到现在都还在运用，一开始可能很难，但是以

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非常重要。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不论看谁的论文都有道理，开始怀疑自己是

不是选题不好观点不对，此时就更要去大量地读质量好的论文，跳出论文本身设定的逻辑框架

和因果关系，也许就会发现新的方向，里面的论点也可以作为自己的论点支撑。进行专业备考

的时候，要根据不同学校的出题内容和风格去做出应对方案。法学备考的一个大方向是阅读备

考目标领域的权威著作和小论文答题对策以及学校的过去问。除此之外，写作训练和逻辑训练

也十分重要，多看多练日语水平会无形之中提高。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除了知识储备之外，语言表达能力也十分重要。考研过程中，笔试面

试甚至是邮件联系，这些都是会决定自己能否合格的非常重要的交流。所以用非母语语言尽可

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面试准备的很充分的情况下不用太害怕，我最大

的体会是要和老师有交流的感觉，怕说错没关系只要敢表达就很不错，甚至还可以尝试引导老

师向你准备的问题方向去回答问题。语言成绩要求要根据募集要项仔细确认，也不要放弃留考

日语的机会，申请早稻田的时候只有Ｎ2 成绩（法学需要 N1），但非常幸运的是我 6 月份参加

的留考日语成绩达到了出愿要求，所以不要放弃任何对自己有利的准备工作。当然日语的学习

也不能只满足于分数的取得，因为这是出愿资料的需要。既然身处日本有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

就应该更充分地利用起来，语言的学习是没有尽头的，追求一个分数不如让自己乐在其中，希

望能和大家共勉。 

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是我留学生活的第一站，很开心在这里遇到了许多可爱的老师和同

学们。在研究计划书和面试练习方面，大泽班主任和宫原老师还有岩崎老师都给了我非常热心

的指导，在写作和思考能力方面久保老师给了我很多建议。进入院班之前的村冈班主任和老师

们都在日语基础学习方面提供了很多帮助。除此之外，还从我们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毕业的

丁文杰法学博士前辈和许振奋前辈那里也得到了很多法学备考方面的指导。希望同学们在备考

的同时也要积极和老师同学们沟通交流，留学生活中难免有辛苦难熬的时候，但希望大家能积

极面对，备考心态很重要，祝愿大家都能考上理想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