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院进学经验浅谈 

窦一凡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叫窦一凡。在母校各位恩师的帮助指导下，我于 2022 年 2 月合格了明治大学农学研

究科。在此，我将我的在日考学路分享给大家作为参考，尽管考学专业各不相同，但我相信总有共通性的东西能

够帮助到大家。 

 

一、赴日前期：坎坷赴日 

 我的本科就读于海南大学园林景观设计专业，这门专业说来奇怪，可以看到很多专业的影子：建筑设计、

景观设计、植物学、造园学都是大学中的必修科目。感觉上和设计类相关，毕业时拿到的却是农学的毕业证。正

因为此专业的多重性，为我日后的考学埋下了伏笔。我来日本留学是通过海南大学的 3+1 留学项目，本该作为 

2020 年 4 月生来日，但受到疫情的影响，于 2020 年 11 月来到日本，12 月进入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学习。2021

年 5 月，通过海南大学线上毕业答辩顺利大学本科毕业。 

二、考学前期：不知所措 

也许我跟大多数的考学朋友们不一样，首先我是没有什么日语基础的，其次在我刚来日本之前以及刚到日本

的几个月，我是没有静下心来思考过我将来要干嘛的，更别提考修士了。当时我的心里只想着先阶段性地考取个

N2 试试看。然后就无所事事地浪费了半年时间到了 7 月，成功地拿下了 N2。这个时候想着既然有了日语能力证

明，也激起了热情，那就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简单好考的学校。但是经过了自己片面地搜索，我的这个冷门

专业在日本并没有与之对应的专业，并不像那些经济学、经营学以及教育学那些热门学科，可以进学的学校实在

是屈指可数，于是我的考学热情被完全浇灭，就将此事暂且搁置了。 

三、考学中期：拨云见日 

考完 N2 后经过了一个月之后，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大泽老师对我们意图进学的同学们进行了一对一的面谈。

正是这次面谈，成为了我考学路上的转折点，甚至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乃至于后来我每每想起，若没有这次面谈，

或许我已经放弃考学回国了。在这次面谈中，大泽老师言简意赅直入主题，向我推荐了明治大学的这名教授，原

因是几年前曾有一位我校的前辈考到了那名教授门下，而那位前辈恰好是海南大学跟我同专业。当大泽老师向我

讲述的同时，我感到很惊讶，我没想到学校里有这么多进学的人，大家的专业情况还千差万别，大泽老师竟然能

操心到每个人，并且一一做出对应，为我们找到最适合我们各自情况的大学。在此，我不得不被我校老师的专业

性与责任心而感动。之后，大泽老师为我安排了步步为营有条不紊的考学计划，包括事前联系教授、与教授相约

面谈，撰写研究计划书，出愿等等，每一步都有大泽老师倾心帮助。因此，我切身感受到我正在逐步向修士靠近。 

四、考学后期：铁杵成针 

从那次面谈之后，考学之路走上了正轨，顺利地见了教授，顺利地跟教授探讨了研究计划，顺利地出了愿。

从 8 月到考试的 2 月，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入学考试准备当中。在此期间，还幸运地通过了 12 月的 N1 考试，并

且自己报名参加了托业考试，虽然成绩不高，但是也算是有了英语成绩，有备无患。直到 2 月合格，才终于松了

一口气。 

五、写在最后 

回过头来看这一路，我认为我是一位很幸运的人，来日本之后一切都很顺利，在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这样

好的学校就读，遇上了好的老师，正因为此，我才能幸运地在 N1、N2 考试乃至修士考试一次就合格。所以我想

告诉大家的是，首先，迷茫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要尽快调整过来，时间不等人。其次关于语言能力是否重要这一

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此，在语校期间，掌握语言能力，努力学习是很有必要的。或许某些学校不需要语

言能力证书，但是会话能力与理解能力是根本，何况有总比没有好，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另外，考学路

上很重要的一个点是：情报非常重要。一个有效的情报远比自己埋头苦干要事半功倍的多。自己能获取到的情报

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学校可以提供大量的有用的情报，因此，多和学校的老师交流，尤其是对于进学大学院的人

来说，一定要多和大泽老师多交流，会得到很多实际有用的帮助。 

我很荣幸在毕业式上获得了“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的升学祝贺三等奖励金”，在此由衷的感谢学校各位老

师对我的栽培、鼓励与认可。我一定努力学习，不辜负老师们的厚望！ 

最后，真心感谢我校所有老师为我们的付出，也希望大家都能考取心仪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