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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的 2020 年 7 月生乔慕凡。因为机缘巧合以及父母的坚持，我选择在

考研几度失利后选择日本来继续我学海探索的道路。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我的来日历程几经挫

折，推迟了好几次，最终在 2020 年 11 月成功来到日本，来到亚细亚之友外语学院学习。你可能以为

我来日本之前闲置这么久，日语应该有一定基础吧，可事实上我来到语言学校之前，日语水平几乎为 0，

是勉强能记住五十音图的水准。与我同期的语言学校寮的室友，有的过了 N2，有的甚至过了 N1。这

也让我那段时间十分郁闷自卑，但是没办法，只能从头开始，从基础开始学起。从《大家的日本语》

到现在的《跨越国境线》，从最开始的下午 K 班，到现在的院进 A 班，我的日语水平从最初的零基础，

到现在的 N1 水平，都是语言学校老师和我一起协作努力的结果。我依然记得来语言学校第一天，面

对满纸天书的阅读理解，那时我的惶恐与不安。那时我有多不安，这时得我对阅读就有多自信。 

但是，只有阅读水平肯定是不够的，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的老师会积极与学生交谈，以提高我

们学生的日语口语能力。这种日语口语对话的日常锻炼对我们在日本的留学生活非常重要。然而，如

果一个语言学校只是教授语言的话，可能会让学生与日本社会形成认知断层。在院进班的课程内容里，

大泽老师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内容，从科学研究，到时事政治再到社会问题。让我们更全面的认识这个

日本社会，不只是这个社会的光明面，更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问题方面。 

   我来语言学校的目的并不只是学习日语，而是把这段经历作为通往大学院的阶梯。但是由于我的语

言基础差的原因，我的同届同学都相继考上了名校，而我却迷惘无前。大泽老师在了解了我的大学专

业以及英语成绩后，给我推荐了相关参考书籍：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热力学，材料力学等等。日本

的专业有些学的东西和国内学的不同，并且所有资料都是用日语版本，对我是一种不小的挑战。但是

我低下头沉住气，一本一本得学习，先把基础知识都过了一遍。老师还根据我的专业推荐了学校，我

们经过最终讨论定下了几所出愿的方向。大泽老师还帮我修改了发给每一个教授套磁信，并且积极帮

我准备语言成绩材料。最后出愿的时候，大泽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检查出愿材料。我真的很感谢大泽

老师在我目标迷茫的时候为我指明方向，并在我出愿的时候给我提供及时的帮助。但是考试仍是摆在

我前方的一座大山，每个学校考试的科目都不一样，所以我复习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过了一遍专业

书籍，可是看到过去问的我还是手忙脚乱，很多日本考试得侧重点和国内不一样，所以我在做了四到

五年的过去问以后，又返回去把日本这边的考试重点反复看了几次，把公式总结，多找名校同一知识

点的考题，通过不懈地做题做题，才得以险中求胜。虽然过了笔试，还有面试难关，给教授留下好的

第一映像是非常重要的。在通过岩崎老师的多次一个半小时的面试练习后的我，是准备好了应对老师

们的各种刁钻问题，从志愿动机，到志望理由，再到我的毕业论文，再到研究计划书，以及自己的研

究在未来的方向，实用性等等方面我都准备好了。最终，2022 年 9 月初我成功合格了东北大学大学院

工学研究科，即将成为流体研究所的一名研究成员。 

   这一路走来，我的努力当然不容忽视，但是我在语言学校获得的语言，学业，生活上的帮助也是不

容小觑的。我非常感谢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对我的助力与支持，我也不会忘记我在这里度过的时光。

由于我在学期间表现较好，所以在毕业典礼上获得了“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二等升学奖学金”，感谢

学校的关照与支持，我将继续努力，拿出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