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 

----大学院考学经验谈 

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 

院进 A 班：熊 赛   

大家好，我叫熊赛。2023 年 6 月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的日语专业，7 月份的时候来到日

本，在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开启我的留学生活。在亚细亚各位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 2024

年 2 月冬季考合格了大阪大学的人间科学研究科和东北大学的教育学研究科。很荣幸能够在

这里跟各位同学分享自己的考学经验，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点参考。 

 

一、考学时间线 

2022 年 8 月     决定赴日留学 

2022 年 11 月    考取托福成绩 

2022 年 12 月    选定语言学校、决定跨考社会学 

2023 年 1-5 月   在国内边写毕业论文边准备考学 

2023 年 7 月     来到日本，正式开始备考、写研究计划书 

2023 年 9 月     匆忙出愿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  落 

2023 年 9-11 月   向大泽老师请教，反思调整考学方向，开始读专业书，重写研究计划书，

在大泽老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了出愿 

2024 年 12-2 月  冲刺阶段，看专业书、刷过去问，宫原老师和岩崎老师不厌其烦地帮忙面

试练习 

2024 年 3 月     大阪大学      合格 

                东北大学      合格 

 

二、考学建议 

（1）语言成绩 

    大学院人文社科对语言水平都有一定的要求，虽然有些学校出愿并没有要求学生提交日

英成绩，但其实它的门槛都藏在考试的题目和面试时候对你的考察里。所以如果决定考学，

第一阶段应该是做好基本材料、语言成绩的准备。日语学习方面我就不过多赘述，能力考主

要是以多刷题并做错题总结为主，如果听力不太好的同学，可以给自己创造语言环境，多听

新闻或者日剧等，这不仅对考学有利，对于更快地融入日本生活也有帮助。而英语的话，如

果比较“苦手”的同学可以考虑一下托业，托业以选择题的形式为主，难度也有一定的梯度，

在短时间内更容易速成高分。 

（2）研究计划书 

    首先是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起码要感兴趣的方向。研究计划书就像去调查一个问题，

如果连起码的兴趣都没有，后面考学包括真正读研只会越看论文越厌恶、反抗。或许大家最

初也会和我一样有一个困扰，明明看了很多文献，却毫无思路。如果出现了这样问题的同学，

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检查一下，①阅读文献，是不是只停留在“看”的步骤？人是健忘的动

物，边看边做笔记，看完总结归纳这篇论文的问题意识、行文脉络、结论、不足等非常重要。

②文献浩如烟海，是否有做文献管理和分类呢？比如将其按关联度，分为：重要（与自己的

研究高度相关）、次重要（与自己的研究关键词有重合）、补充（与自己的研究相关度不高，

但属于自己所研究的大方向下的近几年关心问题、或者概念说明文章）。③灵感稍纵即逝，

有没有及时的记录和去扩充它呢？可以是用手机备忘录，也可以准备一个专门的草稿本，可

以在上面自由地联想思考。 

在考学过程中，我觉得研究计划书是我最大的拦路虎，因为写不出东西，或者是没有思



 

 

路，常常使我沮丧失落，不断怀疑自己。后来慢慢才意识到，是自己的畏难心理在作怪。写

研究计划书最难的一步，其实在敲下第一个字之前。不要让想法停留在脑海里，边写边查文

献会发现自己过去模糊的想法越来越清晰。万事开头难，迈出第一步你就赢了一半。 

（3）专业知识 

不同专业、不同学校考试的内容都不一样，很难一概而论。如果是教育社会学专业的同

学可以考虑从『よくわかる教育社会学』入手，这本书不仅语言比较通俗易懂，而且分为不

同的主题，比如学校教育、教育格差、移民教育等，适合作为寻找自己的研究论题的一本入

门书籍。其次是大泽老师当初给我的建议，就是每位同学最好都要有一本自己专业的名词字

典，如果是教育学，可以是『教育学キーワード』『異文化間教育事典』。个人觉得这对笔试

的名词解释非常有帮助。 

总的来说，专业知识方面需要大家提前了解好考试范围，请前辈或者教授推荐相关书籍，

然后反复阅读，及时做笔记和总结。这些知识点都是考试时候我们的材料。在冲刺阶段，多

刷过去问，一定要动手写小论文，因为想和写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只有动手写才会发现

自己的不足。 

（4）面试 

前期是面试稿的准备。大概准备一下会被问到的问题，答案不需要写太长，主要是将自

己脑海里的想法做一个梳理，总结成要点去记忆。因为面试总是会有很多出乎我们意料的问

题，所以我的建议是尽量把基本的内容，比如自我介绍、研究计划书的介绍、志望理由这些

部分背的滚瓜烂熟，但其他问题做好要点总结，上场发挥就好。然后像我一样容易紧张的同

学，面试前可以找宫原老师和岩崎老师多加练习，主要是适应这样一种流程和氛围。同时在

每次的面试练习中，也会让人找到新的问题。 

 

    从最开始的信心满满，到被接二连三的失败狠狠打击，再到反思调整重新出发，最后雨

过天晴合格理想院校。这一路走来诸多不易，相信每一位在考学路上的同学都会有这样的感

受。我也常常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烦恼，因为失败、迷茫而失落焦虑，夜里辗转反侧。在这

个过程里，自我调整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克服的课题。我认为考学的关键在于：积极良好的

心理状态＋沉着稳定的学习状态（当然还有几分运气的存在）。所以最后想给大家的建议是，

不要被一时的失败打倒，在失败中反思总结，爬起来继续跑，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同时

不需要过多地为结果焦虑，这样只会消耗我们的能量。做好自己，专注于当下每一天所需要

做的事情。并且，就像长跑需要中途补给休息，考学何尝不是一场长跑。当你觉得疲惫了状

态不佳的时候，也请允许自己停下来喘口气。听听音乐、打场球或者约上几个朋友去周边走

走，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给自己放个假。 

 

    最后，在这里我想借这个机会对亚细亚的所有老师们说一声谢谢。感谢和蔼可亲的校长

先生和石川老师，温柔耐心对学生无微不至的申老师和臧老师，还有为了学生常常加班到深

夜，幽默风趣的大泽老师，博学多识，带我们从全新的角度看世界的久保老师，善良又可爱

的宫原老师，温暖又亲切的岩崎老师。还有院 A 班的每一位同学，感谢大家的照顾，这些

日子我从大家身上也学到很多很多。虽然在亚细亚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在这里感觉就像是

在家一样温暖舒适，让这异国他乡的生活和漫漫考学路变得没有那么辛苦。感谢亚细亚，遇

见大家是我最大的幸运。 

 

希望各位同学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院校！也祝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的全体老师工作顺

利，桃李满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