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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简介 

申请地区：英加混申 申请结果： 

申请方向：结构 Offer:- 

PhD/MS:  AD: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Hongkong University 

 

最终去向： 

General Structural Engineering @ IC 

 

Rej:  

Cambridge University 

Pending: 

University of Toronto 

个人背景 

GPA：3.79/4 平均分：86.91/100 Rank： 

toefl(R/L/S/W):30/29/23/26   Ielts(R/L/S/W): 7.5/7.5/6/6 

奖学金/竞赛： 

社会实践奖学金、优秀学生领导、优秀学生奖学金、学业奖学金、中天奖学金、大华奖学

金、中天杯结构竞赛二等奖 

科研经历、交换及论文： 

一次校级 SRTP、一次国创、一项专利、一次短期交流 

实习经历： 

一次施工单位实习 

留学准备过程 

 确定留学的时间点和过程/想法 

一直挺向往出国读书，但在大二的时候才开始正式考虑这件事，也就跟朋友一起报了

雅思培训，开始准备语言，了解相关的信息。不过同时也在争取校内研究生推免的名额。

校内推免就是根据绩点跟排名，努力的方向跟申请高校也不矛盾，因此打算这样做两手准

备。 

大三上学期考了一次雅思，这之后也就没有再准备申请的工作，主要还是以收集信息

为主。大四上学期推免的结果是校内直博，考虑到自己对于科研的兴趣、时间、就业方向

等等因素，最后放弃直博名额，决定全力以赴准备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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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项目选择上的考虑 

因为个人倾向没有申请美国的打算，主申英国和加拿大。因为对科研的兴趣不大，投

的基本都是授课型项目。 

英国方面除了 G5 中几所有相关项目的高校外其他学校都不太有兴趣，所以选择其实

挺少的。考虑到学校综排、专业实力、就业方向、项目时间等因素，如果毕业后选择回国

发展的话，IC 是我的首选，当初投的第一所也是 IC。后来也投了 UCL，但是专业实力方

面不如 IC 这么强，其实心里偷偷地拿 UCL 当做保底学校。至于牛津和剑桥两所学校，不

冲一冲感觉都不够意思。 

加拿大那边的选择也不是特别多。如果毕业后想要在海外发展的话，加拿大相比而言

会更容易留下来，也是主要考虑到这个因素申请了加拿大的学校。根据学校综排、专业实

力、就业前景、相关政策等等因素，最后投了多大、麦吉尔和 UBC 三所学校。 

后来又补申了港大跟南洋理工两所学校，纯粹是觉得自己的选择不够多觉得有些心

虚。 

 语言准备的过程 

因为一些原因托福和雅思都考了一次，那就分别讲一讲两次备考的体会。 

大二的时候跟朋友一起报了雅思培训班，每周末上课，课程内容主要就是讲一些做题

的套路。我个人认为培训班确实有一些作用，雅思的做题套路要比托福多一些，有一些小

窍门老师都会整理好告诉同学们。但是即便如此，我认为备考的重点还是在刷题的过程。

我大三上学期才考了一次雅思，中间也隔了大半年的时间，最后考前一个月终于狠下心开

始刷题。雅思的阅读和听力对于国内的同学来说比较容易适应，虽然我觉得还是存在一定

难度，但是在刷题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分数的显著提升。但是作文和口语相比起来想要取得

高分就会更难一些，对于考试评分的要求也很难把握，准备起来不太踏实。不过话说回来，

也还是需要不断地练习。作文方面分成大作文和小作文两个部分。小作文相较大作文更具

有模板性，因为不少句型和词汇在不同题目和题型里都很实用。我在备考期间练了不少小

作文，最后一个月每天都会写数篇完整的小作文。至于大作文我就练得相对较少，着重在

思路拓展的练习上，就是根据一个题目在最短的时间里用英文写出几个不同的论点和相

应的论据，而没有去进行完整地写作。雅思考得也不算很好，后来选择了成绩复议，最后

总分才勉强上了 7，所以在这边鼓励大家勇敢复议。口语分三个部分，其中第二个部分是

会提早公布官方的话题卡，也就是考试范围。我的口语是弱项，当初用了非常应试的方法

准备这个部分。我把每个话题要讲的内容都准备了一遍，写成小作文然后记忆。当然这个

方法不太推荐，非常耗时且费力。口语这块还是需要日常积累会靠谱很多。 

另外在这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语言成绩的有效期，雅思和托福都是 2 年，但是有效

期的规定截止时间根据不同的学校可能会有所不同，有的学校要求截止申请的时间，有的

学校要求截止项目开学的时间。当初申请 IC 的时候看到项目网站上的开学时间是 20 年

10 月，那么我在 17 年 9 月 30 号考的雅思成绩就失效了，只好重新再考语言。所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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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语言考试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好这个因素，对于想要申请的学校一定要了解清楚语言

要求、开学时间等基本的信息。 

因为要重新考语言，又考虑到加拿大那边对于托福成绩的要求更宽容一些，就决定再

考一次托福。考托福的经历还蛮意外且幸运的，前后总共也只花了 2 个月的时间从头开始

准备。备考托福的时候我没有报培训班，从托福 OG 开始熟悉题型，并直接开始刷 TPO

上的题目。备考时间比较短的话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安排。托福阅读在刷题的过程中能够

很快地掌握到不太多的一些做题套路，做题速度也会很快得到提升，我最后做完整套阅读

一般能够多出 7、8 分钟的时间。我个人比较受益的窍门是在最后多出来的时间里面一定

要回过头重新思考本来不太确定的题目。听力占托福考试的比重非常大，在写作和口语中

也都有出现。所以在备考过程中我也在听力方面花费了较多的时间，也有进行额外的听力

材料的练习。所有听力部分我都会做详细的笔记，但是这一点也是因人而异，我也有不少

朋友是几乎不做笔记的，最后也能拿到很好的成绩。所以我认为重点还是在不断地练习中

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做题方法，摸索出听力部分常见的出题点。我在备考初期非常容易为

了记笔记而错过后面的听力内容，导致本末倒置。托福作文我练得不太多。综合写作的部

分可以套用自己熟练的模板（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自己最顺手的一套模板），独立写作部分

的关键同样也是思路的拓展和观点的阐述。不少前辈也都强调过独立写作的字数问题，于

是我在考试的时候也疯狂码字，虽说不一定有帮助，但是如果有时间且有思路的话我建议

可以试试。不过这一点也正好提醒大家平时还需要锻炼输入英文的打字速度和正确率，建

议用记事本练习，因为 word 会有自动更正的功能。口语依然是我最头痛的部分，托福不

像雅思有公开的话题卡，题型也更多。我的经验就是一定要多练，而且必须开口发出声音，

同时给自己计时。在学校里确实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能够练习口语，我当初是会在教室里

听完一小题的内容后马上捧着笔记本冲出教室在走廊上张口练习，虽然挺不好意思的，但

也不会打扰到别人，而且确实非常有必要。 

至于托福和雅思的选择，我的建议是大家在初步确定好想要申请的地区和学校之后，

马上去学校或者项目的网页收集资料，看看这个项目对于托福和雅思的要求分别是多少，

再进行权衡和选择。我所申请的项目里面，加拿大的学校对于托福成绩的要求都更加宽

容，我甚至认为部分学校对于雅思和托福的要求根本不在一个难度等级上（比如多伦多大

学的雅思要求是 7（6.5），托福的要求是 93（22），我个人认为托福显然更加容易满足）。

至于考试的难度，我个人认为托福的听力确实会比雅思的听力更难一些，但通过练习也是

可以有显著提升的，并且雅思的作文和口语相比托福而言更难拿到高分。总体而言对我来

说，拿到托福高分更具有可行性而且更像是凭借努力能够做到的事情。 

对于语言，包括 GRE 的考试，我注意到不少同学，包括我自己，都是在大四才真正

分手。我个人的建议是，备考语言确实需要尽早准备，尽早开始积累自己的词汇量。但是

如果到了大四还没有分手，希望大家也不要觉得灰心，不要过于焦虑，因为网申截止的时

间基本都会在大四学年的新年之后甚至更迟，在申请之前考出成绩就行，英国的学校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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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无雅申请（但迫不得已并不推荐）。另外因为准备语言的同时往往也会有一定的课业

任务，所以也建议大家把握假期或者刚开学的时间，逼自己一鼓作气集中准备一下，效率

会比较高，非常不建议以课业成绩作为牺牲而去准备语言考试。 

 软件背景的准备过程 

说实话我对哪些软件背景有多少加分效果也不太有把握。我在 CV 上有写出来的内容

除了科研经历、所得荣誉之外还包括：实习、学生组织主席、海内外志愿者经历、名校文

化交流以及一些文体方面的奖项。 

我认为不同专业的项目对于这块内容的重视程度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像工科项目对

于学生组织经历应该就不会非常重视。至于我的海内外志愿者服务项目，不管有没有加分

的效果，对于我个人而言倒是挺有意义的，获得了不错的体验和回忆，建议大家假期有时

间的话可以参与。至于参加的渠道，校内好像有相关社团，国内也有一些大型组织和企业，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至于海外交流和交换项目，建议大家多关注浙大出国交流资讯公众号

以及院网的交流资讯。我参与的是学院里的短期文化交流项目，时间很短，但也挺充实和

愉快。本科阶段对我来说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没能参与长学期的交换项目，大家如果有兴

趣的话一定要及时把握。 

对于工科专业的项目来说，我认为科研和论文成果较实习经历来说会更有加分效果。

如果在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的前提下，在科研项目和实习的选择上我认为前者可能会更优

一些，如果是商科、社科的项目，那么我认为实习则更能加分。但是科研和实习的方向得

跟申请的方向能够有一定吻合度才会有一定意义。 

对于语言的要求再补充一点，我认为语言成绩只要过了学校设定的门槛就行，虽然高

分数当然还是更好，但是不断刷分追求高分的意义就不是很大。 

最后还得强调一下均绩的重要性。希望大家一定一定要在课业成绩方面再加把劲，会

对申请提供很大的帮助。加拿大和英国的学校都非常看重本科学校以及成绩，有的学校甚

至会把均绩卡得很死。另外英国的学校给的 offer 往往会带有一定的 conditions，基本是对

均绩的要求或对语言成绩的要求。如果所给的要求过高，毕业的时候无法满足，最后仍然

还是无法顺利入学，所以申请英国的同学到大四仍要刷绩点的情况也不少见。 

 套磁/推荐信 

套磁方面我个人没有太多的经验，仅有的几次套磁也不太顺利，在这里就不多讲，但

是建议需要套磁的同学（申请 PhD 或者研究型硕士的同学）能够尽早地进行导师的物色，

尽早进行套磁的工作，甚至可以说多早都不过分。至于如何套磁，大家可以多在留学论坛

上看看，多做做功课。 

推荐信方面我一共准备了三份推荐信（不同学校对于推荐信数量的要求和性质都可

能有所不同，也需要提早做好功课），其中两位老师都不仅是授课老师，也是项目的导师。

三封推荐信会有所侧重，希望能够凸显出申请者不同的特点。建议大家找一些自己拿分比

较高的课程的授课老师以及参与过科研项目的导师，这样老师们会更容易接受，并且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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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东西可以写。准备推荐信的过程，一般都是自己先写初稿，然后再给老师过目。 

 网申准备过程 

我申请的时候是找了中介的，中介虽然有一定帮助，但是我认为中介能做的其实自己

都能做。对于 PS、CV 和推荐信以及个别学校额外要求的文书材料，我都是在大四上学期

完成的。基本都是由我提供素材和中文初稿，中介完成英文初稿，我最终定稿。之所以觉

得中介的帮助十分有限是因为所有文书材料定稿前我都自己进行了数十次的修改，包括

找其他朋友甚至是专门的文书修改机构进行修改。比较收益的方法是将文书打印出来，发

出声音朗读一次，这样能够发现默读不能发现的很多表达问题。我建议大家在准备文书的

过程中一定要多做功课，自己要知道怎样的文书是好的文书，此外更要清楚自己想要在文

书里面展现什么内容。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学长学姐、留学论坛（例如寄托、一亩三分地等

等）、老师等途径获得。一定要多收集信息，非常重要。 

至于中介我再补充一点。我建议大家如果自己真的没有时间准备申请，再考虑找中

介，否则还是自己一步一步来更踏实一些。如果要找中介的话，大家一定不要草率签约，

一定要货比三家，跟多家中介进行深入沟通，再仔细考虑，保障自己的利益。当时我是花

了两个星期分别跟至少 10 家机构进行交流，最后才敲定现在这位老师。如果选择 DIY 的

话，前期也可以找几家中介深入沟通一下，以作为一种获取信息的渠道，了解包括定位选

校、背景提升等方面的信息。 

工科的项目相较于商科来说在网申方面更加简单一些，不同的学校对于文书的要求

基本大同小异，不会有很多额外的材料要求。同样我认为工科项目对于文书的重视程度也

远不及申请者的硬件条件。工科的文书比较难出错，也很难出彩，但是就算不那么出彩，

可能也不会非常影响到申请结果。即便如此，我也还是建议大家对待每一篇文书都要全力

以赴。 

不同学校的申请系统也大不相同，但只要跟着系统一步一步进行一般就不会出错。后

续的上传推荐信、缴付申请费等工作也要及时进行，这样才算彻底完成一个项目的网申。 

至于网申的时间也需要考虑很多因素。我建议大家尽早申请自己主申的学校，而保底

的学校可以稍微推后一些。我自己是等 IC 开放了申请系统后就第一时间申请了，所以也

很早就收到了 offer。另外要注意不少学校在给了 offer 之后会要求在一定期限内缴付一定

数额的留位费，而英国和香港的学校的留位费金额会特别高。 

最终择校考虑 

目前我还是没能完全决定好去哪所学校。 

如果要回国的话，还是首选 IC，各方面我都比较满意。如果想要在国外发展的话，

我会选择 U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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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过程中的感受/建议 

1. 收集信息非常重要。利用好学校网站、留学论坛、学长学姐、老师、中介以及一起申

请的朋友这些资源，尽力完善自己掌握的信息。另外建议大家在整个申请的过程中找

到一些申请的伙伴，共享信息，相互鼓励。 

2. 决定出国之后需要尽早安排好申请过程的时间规划，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进行。 

3. 如果想要跨专业申请，申请难度会增大不少。因此建议提早找到一些相关的科研、实

习，即使是相关的课程也可以。 

4. 申请的过程会比很多人想得更加煎熬，这段时间也发现很多其他朋友和同学的偏见，

但是只有真正经历过才能明白，也一定要相信努力会有回报。 

5. 以上均为个人观点与想法，会存在很多片面之处，仅仅作为大家的一个参考，希望能

够为大家提供到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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