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学感言 

                                                         王岳珩 

 

大家好，我是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 2020年四月生王岳珩，考上了京都大学的工学部物理工学科，

同时也合格了东京工业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今天非常荣幸能在此分享我的经验。 

要考上好大学当然少不了一个较高的留考分数。 

数理化的考查范围广泛，但因为只有选择填空题，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要求并不高。只要在国内高中

按部就班的学习过，有比较扎实的基础，就很容易拿到高分。复习过程可以以记忆为主，尤其要着重关

注国内没学过或是不常考的知识，例如数学的复数平面，分步和换元积分法，物理的声波，磁场强度，

以及化学的结晶，溶液凝固点沸点变化等等。熟记之后面对很有局限性的考查方式自然就不会生疏了。 

    留考日语的阅读和听力难度虽然很大，但准备其实并不困难。得益于日文与中文部分相近的汉字以

及读音，即使日语词汇基础很差，只要着重学习语法，到达 N2 水平之后就完全可以试着进行阅读与听

力的练习了。可以适当提高阅读的时间要求或者听力音频的播放速度，锻炼信息获取能力的同时，在做

完后总结题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生字词，让语言能力同步提高。基础较好的话，大概一两周的高强度练

习后就能拿到不错的分数。 

    此外，英语的学习也不可懈怠，不要让学校的英语要求成为申请大学的障碍。最好提前解决后心无

旁骛的准备留考。个人感觉不像留考日语存在捷径，需要踏实的累积词汇。但反过来说也很稳定，记忆

大量的词汇后就一定能拿到相当理想的分数，向着自己目标大学的要求努力即可。 

而在日本考大学与国内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分数只是申请大学的前提之一。校内考阶段的准备

与发挥才是真正决定了合格与否的关键。因而留考结束后一定不能松懈，我就因为没关注申请时限而漏

报了三所大学。所以如果是稳妥起见想多报考几所大学的同学一定要及时告知语言学校的老师们，这样

不管是在资料的提出方法，志愿理由的写法，还有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等方面都能受到详尽的指导。 

校内考的笔试部分是进一步的能力考察，按照自己的特点和学校的试题特色安排好时间复习即可。面试

则比较有共通点，至少我面试的东工大和京大的教授都着重问了志愿理由和对所报专业的了解。我的口

语不好，但是依靠事前的准备和知识，见闻的积累，还算是比较完整给出了回答。所以如果时间允许的

话可以多看看和相关的新闻什么的，面试时就很容易展现出对自己专业的了解和热爱。也可以事前向亚

细亚的老师们预约时间做面试练习，锻炼表达能力的同时也可以克服面对提问的紧张感。 

我的学习考试心得就是这些了，我经历的笔试面试也很有限，而学习方法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

理解，所以听听就好不必较真。最后预祝各位能在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度过充实快乐的两年后考上理

想的大学，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