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研经验分享                     谢婷竹 

 

一、自我介绍 

通过海南大学的 3+1 留学项目进入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学习。2021 年 6 月毕业于海南大学电子商务专业，由于

是新兴专业，在大学院考学时只能选择相关专业。综合别人的建议和查询信息后，在商学、经济学和经营学里选择了

未来就业面广的“万金油”经济学为目标。 

最终合格了国立埼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国立新泻大学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科和国立神户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二、语言学习 

不管日语英语能提早搞定一定赶早！！！ 

关于日语: 

如果想在日升学，能尽早学日语就一定要抓紧。因为疫情被耽误的那段时间，我自己处于吃睡打游戏的摆烂状态。

一点日语也没有学，甚至把之前学的基础忘得一干二净。在入境那天支支吾吾，听不懂也不会说，间歇性醒悟要好好

学日语。当时在海南班上是倒数的水平，课堂上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被问的问题答不上来。万事开头难说的就是刚

来的那半年吧，这样的状态导致自己学日语的压力非常大，一度崩溃。2021 年 7 月的 N2 考试前有特别补习，自己大

部分都坚持下来了，N2 以 99 分的低分合格。在后面的日语学习中会比之前好一点，不影响自己吊车尾。文科大学院

大部分都是需要 N1 的，参加 12 月的 N1 考试，结果出来的时候是赶不上冬季出愿的。我自己的目标是春天一定要合

格。所以参加了 11 月 EJU 的日语部分考试。因为这个正确的决定，我拿 EJU 日语的成绩出愿了神户大学和埼玉大学。

12 月 N1 的合格对我来说是锦上添花。虽然我现在的日语也很一般，但是比起 2020 年刚来的时候，是有很大的进步。 

关于英语： 

我很勇去裸考了托福，结果特别现实。自己也不是英语好的那种，连一半的分都没考到的时候，我认清了自己失

去了冬天出愿横滨国立大学的机会。虽然没有具体要求分数，但是像我这样太低了是会不好看的。因为部分学校只接

受托福成绩，所以还是需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考。托福是真的有难度的，建议至少拿出 2-3 月时间备考。 

退而求其次选择去考了托业。托业的难度比托福会好一些，但是因为题量大，做下来会身心俱疲。考试需要提前

报名，提前做好规划。定好自己大致的时间线，按照计划做好准备再去考试。 

三、专业知识 

可以说我的正式备考是从 10 月开始的。既九月托福败北之后花了一个月时间备考托业，与此同时开始看研究方向。

大方向换过一次，后来到十一月都是不断修改研究计划书。在面试的时候，主要也是针对研究计划书进行提问。 

由于过去问的重要性，我想放在后面做不浪费。自己稍微有一点拖延，看书很慢。微观的“小黄”啃了好久，到

最后也只是把“小黄”“小蓝”过了一遍。如果可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前面日语英语的时间线拖得太后，

出愿又没有经验非常繁琐，以至于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上薄弱。 

大致复习完之后，仔细做过去问。对模糊的知识点进行再学习，不断地巩固。因为每所学校的考试时间不太一样，

在每场考试之后做好复盘，对下一场考试也会有所帮助。 

四、做好选择 

可以说考学这段日子以来，需要不断做出选择。首先选择自己未来修士想去研究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再参照

别人的建议，可以是本科专业相关也可以是自己兴趣使然。其次很关键的一部分是研究计划书的方向选择，我个人的

意见是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向，毕竟未来两年都要研究。就算入学之后换课题，在写研究计划这个过程的时候，也

是耗时耗力的。煎熬的过程中能够用这份兴趣作为力量支持自己也是极好的。 

在出愿学校的选择方面，我有自己的考量就是尽量为家里省钱。所以出愿的学校都是国公立。一开始看要项也很

慢看不太明白，后来逐渐轻车熟路。我的原则是有学上我就很开心了，所以选择了地理位置稍微偏远的新泻大学作为

保底。在选择的学校里还需要选择一个自己够一够可能会达到的目标院校，能够在备考的日子里得到鞭策。 

最后，十分感谢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的各位老师。从日语的学习到考学后面的出愿事项、研究计划书和面试练

习等，得到了很多帮助。同学们可以利用好语言学校这个好的平台，老师们的帮助非常起作用。想起一个很贴切的比

喻，备考就像在黑屋子里洗衣服，你不知道洗干净没有，只能一直洗。等到上了考场那一刻，灯亮了。只要坚持到最

后，挺过艰难的日子会有光在等你。 

在此我也十分荣幸并感谢在毕业式上获得了“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升学祝贺一等奖励金”，感恩学校的各位老师

的辛勤栽培与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