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院升学感想 

陈怡伶 

 经历 

2019.03 通过海南大学的高技能留学项目，留学日本。在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开启新的生活。 

2019.07 从 0 开始学日语的小白，跟着老师们一步一步学，N2 合格。 

2019.12 挑战 N1 失败，继续稳步学习，为来年考试做准备。 

2020.03 一时归国，回海大毕业。 

------（原定 7 月再入国，却因为疫情，7 月 JLPT 取消，签证不发，参加 10 月入学考试的计划乱了，只能 

准备来年的 4 月入学考试。中间一度因为日本疫情情况想放弃，还好有家人的支持。） 

2020.07 大学毕业后，待在家准备英语和日语考试，语言成绩证书是升学必备。和专业知识学习。 

2020.08 一个月刷题，考 TOEIC，最终 895 分。因为一些学校不承认 TOEIC，所以准备别的考试。 

2020.10 TOEFL 排不上号，只得考 IELTS。一个半月准备，最终只有 6.5。研究计划书开始撰写。 

2020.11 终于开始开放日本签证办理，把升学需要的材料全部准备好，在双十一再次奔赴日本。 

2020.12 第三次考 JLPT，N1 终于合格。研究计划书收尾。决定只出愿筑波和早稻田。 

2021.02 两次面试。两次合格！在学校选择上纠结。综合各方面因素，选择筑波。 

 经验 

1. 语言能力：既然是在国外留学，语言能力和其成绩证明当然是最重要的。学习一门外语就是得不断积累，

不断习惯，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语言。其实我现在的水平只够应付考试和日常基本交流，我的问题就是缺少应用，

很难说出口。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多做影子跟读训练，习惯发音和语法习惯等，有机会的话和别人进行对话练习，

不要害羞。对于考试的话，日语考试得抓紧一年两次的机会；英语考试的话根据自身水平，选择合适的种类，

我觉得难度上 TOEIC<IELTS<TOEFL。另外，很多教授的论文都是用英文写的，一定要熟悉英语，不然看论文

的时候会很头疼。 

2. 专业知识：从各种方式进行学习，书本、论文、新闻、纪录片、电影、公式网站等。不只是你的研究计划

书相关，研究方向内的，需要拓宽你的研究分野，从多个视点进行学习，从多个角度分析遇到的问题。一定要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我大学院转专业就是因为想学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现

实世界，才能体现出你自己的价值。在早稻田和筑波之间纠结的时候，也是最终遵从我喜爱的研究方向而选择

筑波。写研究计划书的时候也是，死磕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会越来越烦躁，感兴趣的方向会引导你继续往深

入研究。 

3. 入学考试：因为我是转专业，选择考察整体基础知识的笔试可能不太有优势，所以我选择的研究科都是不

需要笔试的，所以我只需要好好练习面试就好。大泽老师，岩崎老师，宫原老师帮助了我许多，每一次练习面

试都能找到问题，经过一次一次地练习修改，我的面试稿和我自身对研究计划书的了解逐渐完善，也越来越有

说出口的自信。因为预测不了面试老师会提出什么问题，一定要从各方面进行准备，包括志望理由，最新的相

关新闻实事，自我评价等。考前每天每天地读，把嘴皮子磨熟，除了记住内容，还能使日语能够变得更加流利。 

 最后由衷地感谢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的各位老师，在我的升学路上提供了许多的帮助和支持。校长先生

和石川老师在周末放假也能为我一个人的面试来学校给我开门，准备面试用房间；大泽老师认真细致地为我检

查和修改出愿材料，安排练习面试，准备练习房间；岩崎老师和宫原老师也对我的出愿材料和面试练习提供了

莫大的帮助。还有申老师、小野老师、福原老师，臧老师等等，都在鼓励我，相信我可以取得成功。还好，我

成功了，可以回报老师们的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