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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主要是就我自己来日本留学的一些微末的经验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我在 2020 年 11月来到亚细亚友之会

外语学院就读，次年的 8月合格了早稻田大学大学院環境エネルギー研究科，希望我的经验能对有缘看到这篇短文

的同学们一些帮助。 

我本科时期，并非环境相关专业，但我成功合格。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自己的专业局限死，确实转专业

在国内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然而在日本，只要你有心，一切皆有可能。我很喜欢一位老师的一句话，“选择大于努

力”，你选的学校、专业、研究科甚至与老师都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你的考学难度。当然如果你有自己心仪的学校、

老师或者研究科，那么就向着这个方向奋斗。如果没有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可以综合考虑自己的优势，去选择最

能发挥你优势的学校，对你而言是最简单的入试方式。 

我们考学的第一步，出愿。首先，至少要有出愿的资格。英语和日语的成绩，不论高不高，至少有就能出愿，

不要拖着，毕竟考试的时间和出成绩的时间拖的很长，很容易使你错过出愿时间。研究计划书也是尽快着手准备的

好，需要留出时间做修改。有些学校有推荐信的要求，可以提前和出身大学的教授打好招呼。在考试前的一个月左

右最好和想报考的老师提前联络一下，并不是说有什么作用，只是让你适应一下见老师的环境，不至于在面试的时

候过于紧张。 

由于我是 AO 入试，并不需要笔试，是书类审查加面试。当然不要以为没有笔试就会简单，实际上，书类审查

会排除掉更多的人，相对的，通过了书类审查之后，难度也会降低不少。面对这种类型的考试，我建议诸位首先要

补充知识，比如专业相关的知识，当前该专业领域要解决的最新问题，尖端技术等等。做一个了解性的学习，如果

能有自己的见解那就更加好了，在面试时会让老师高看几分。然后就是日语的口语能力，这一类面试比重大的入试

方式，首重口语能力，一定要让老师感觉到学生的自信。我也推荐诸位，能寻找自己合适的入试方式，并不是说不

考试，就会有劣势。 

在书类这一块，首要是研究计划书，这里我非常感谢大泽老师与宫原老师对我计划书文法、措辞等方面的修改。

在内容上要条例清晰，自己看得懂，才能给老师更好的讲解，要明白自己是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有什么价值。

其次，也是我着重想讲的，要扬长避短，如果诸位参加过什么国际性的比赛，或者是发表过什么样的论文（最好是

国际期刊）请一定要作为参考资料提交，这将会是弥补你某一方面不足，或者是超过部分学生的利器。 

整体来讲，最主要的还是知识的积累，不论是考试或者不考试，知识总是必不可少的，由于疫情的影响，错过

了来日本第一年的冬季入试，我花了半年的时间重新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以及练习过去问。努力学习不一定能使你考

上心仪的学校，但不学习几率会更小。 

在此我特别感谢学校推荐我，使我获得了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发行的文部科学省外国人留学生学习奖励费。 

最后回顾来日本的这半年多的考学生活，我非常感谢所有老师对我的帮助。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留学萌新，

到后来合格，离不开老师们在学习生活上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同时，希望同学们也要珍惜这段时光，去追逐自己的

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