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学经验分享 

任轩正博 

很荣幸能在此和大家分享我的留学经验，希望这篇文章能为即将考学的各位提供一些参考。 

首先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和留学经历，我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随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大学，于 2021 年 6

月取得了计算机软件与理论的硕士学位。因为从本科时代就一直考虑着来日本留学，所以从中科院毕业后选择来日

本继续深造。因为疫情的关系，直到 2022 年 4 月我才来到了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由于来日本之前已经拿到了

日语 N1，英语 TOEFL 和 TOEIC 的语言成绩，所以来日本后便专心于大学院的申请。我遇到的难题是，虽然没有

跨专业，但是改变了研究方向，研究题目和研究计划的制定几乎都要从零开始。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学院老师

们的悉心指导下，我于 2022 年 12 月和 2023 年 2 月，分别合格了北陆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与名古屋大学的情

报学博士后期课程。 

在分享考学经验之前，还是要再强调一下，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大家对博士的要求都非常严格，毕业难度会很

大。另外，由于博士的专业性更强，就业范围相对狭窄。我在中科院的时候就曾亲眼见证过某单位在招聘宣讲会上

提出不招收博士的要求后，诺大的会场一半人悻悻离场的这种壮观的“学历歧视”景象。所以还是建议有读博士想

法的各位仔细考虑通过读博士能不能真正获得自己想要的，而不是抱着“实在不行就读个博士。”的心态去决定自

己未来的路线。 

说到备考大学院，首先就要过语言关。学习语言，环境很重要。既然来到日本了，就充分利用这个语言环境，

多去听广播、看电视节目，不光是 NHK 新闻，可以结合自己兴趣去收听游戏、动画的广播剧和访谈等等，也可以

去 Youtube 上关注喜欢的管主。阅读的话，可以去二手书店逛一逛，挑喜欢的书买回来看。这样对提升听力和阅读

能力有很大帮助，同样的方法也可以推广到英语上去。 

对于学校选择和联系教授。修士申请阶段可能大家看重的是学校名气或者排名，然而博士申请阶段，名校固然

好，但还要考虑研究室和教授是否合适。因为研究室的研究方向，研究室是否在积极进行学术活动以及教授能够提

供的学术资源才是决定你能否顺利毕业的重要因素。所以要结合自身的情况对希望申请的学校和研究室进行一个筛

选，建议多花一些心思在这上面。 

另外，联系教授方面和修士课程也有所不同，修士课程有些学校不要求联系教授，只要安心准备考试考个好成

绩就可以了。博士课程则是强烈建议先联系教授的，甚至有的教授会在主页上标注，想在他这里读博士一定要提前

联系他。运气好的话，教授也会对研究计划会给予一些指导建议。因此这个阶段免不了大量的邮件来往，在这里特

别感谢大泽老师，帮我修改了那么多邮件。最后提一小点，如果有学校的 Edu 邮箱，也就是教育邮箱，尽量用教育

邮箱去联系教授，相比于 Gmail 和 QQ 邮箱等公众邮箱显得更正式，也比较不容易被当成垃圾邮件。 

入学考试方面，博士后期课程的入学考试以面试为主，当然也有像东京大学那样需要笔试的。面试的流程相对

固定，基本都是发表+提问。发表内容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修士阶段的研究概要，二是博士后期课程的研究计

划。两部分的占比可以根据发表时间来确定，例如我所报考的两所学校都是 20 分钟，比较长，我采用大致 2 比 1

的比例，也就是研究概要的部分不超过 13 分钟，研究计划部分不少于 7 分钟的时间分配。评委老师的提问时间各

个学校也不尽相同，北陆先端的提问时间是 30 分钟，考试总时长接近一个小时，而且评委老师会提出比较尖锐的

问题，所以非常煎熬，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名古屋大学的提问时间只有 10 分钟，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如志愿理由

等的常规问题，相对轻松一些。 

研究概要的内容就是硕士论文的总结，根据发表的时间长度作适当的增删。研究计划的内容则侧重三点：一是

研究背景和目的，即提出一个好问题。二是先行研究，要体现出你对要研究的问题的了解程度，以及前人研究到什

么程度。三是学术创新性，就是俗称的“点子”、“Idea”，博士的研究计划更看重学术创新性，当然不论是弥补前人

工作的不足还是提出一种更新更好的方法都不失为一个好点子。做好以上几点都需要以阅读大量文献为基础，我主

要利用 Google Scholar 和出身学校的教育资源去搜寻和阅读文献。最后，引用和参考文献同样不可忽视，建议活用

Zotero 或者 Endnote 等文献管理软件，提高效率。 

以上就是我的升学经验总结，祝愿大家都能考上心仪的学校。 

另外，由于我升入了博士课程，所以获得了学校的 5万日元的特别进学奖励费，非常感谢学校对

我的关照和信赖。我一定好好努力再接再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