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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2020年 12 月来到日本，在国内本科学的是日语专业，来日本后跨专业

报考社会学专业。并在自己的努力和老师们的帮助下成功合格了早稻田大学大学

院人间科学研究科和立教大学大学院 21 世纪社会设计研究科。接下来我将从报

考、笔试和面试三个方面来分享自己在备考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希望能

给同学们提供一些参考。 

 

一、报考前 

1、语言成绩和各种证明一定要提前准备好，不要让出愿材料限制了你的报

考院校。 

2、社会学的很多内容其实没有特别清晰的划分，有的时候一个主题可能涉

及到很多分野，联系教授的时候可以灵活一点，凡是沾边的都可以试试。 

3、报考前要先总结下自己目标研究科的过去问。就算是同一个专业，各个

学校的出题方向可能也不太一致。即便同时联系了很多教授，也要斟酌好自己是

否有能力同时备考这些学校，如果笔试内容重合率太低就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4、随时关注官网出愿信息。特殊时期考试形式随时都有可能变，最好隔几

天就去官网溜达溜达，避免漏掉一些重要信息。 

 

二、笔试 

社会学的笔试内容大体上就是名词解释和小论文，无论是哪种题型都少不了

大量的知识储备。但是大学院和本科阶段不一样，教授期待的，不是一个单纯的

知识的接受者，而是一个可以独立行走的人。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具备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社科类的备考免不了要进行大量识记，背

书之外一定要多想多看，在看别人的论文的时候，为什么他会研究这个问题呢，

他的研究是如何展开的呢，这些思考都会给你很多启发。 

 

三、面试 

关于面试，学校的老师们真的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一遍遍的打磨让我对于

面试的氛围不再紧张，模拟面试时提出的很多问题也让我对于自己的研究内容有

了更深入的思考。一定要根据老师的建议不断完善自己的面试稿，既能拓展答题

思路，也能充实自己的日语表达。尤其是在自己日语口语没那么自信的情况下。 

真正面试时可能会遇到那种压力面，故意营造一种很紧张的氛围。也会有一

些故意搞你心态的问题。这个时候不要怯场，不卑不亢的态度很重要。 

最后我非常感谢学校推荐我受领了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发行的日本文部科学

省外国人留学生学习奖励费，在此特别感谢学校的各位老师的辛勤栽培和鼓励，

我将来一定加倍努力学习，用实际行动和成绩来回报学校和社会！ 

以上就是我个人在考学过程中总结出的一些小经验。希望能够对同学们的考

学提供帮助。最后，真心的感谢学校的各位老师。无论是学业上还是生活上都给

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希望老师们能够身体健康，同学们也都能金榜题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