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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顾鑫燚 NTU 
 3160102910@zju.edu.cn 

申请简介 

申请地区：英国、新加坡香港 申请结果： 

申请方向：工程管理 Offer: NTU、UCL、HKU 

PhD/MS: MS AD:  

最终去向：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 NTU 

Rej:  

个人背景 

GPA：3.47/4.0 平均分：81.7/100 Rank：45/123 

GRE(V/Q/AW):  Ielts(R/L/S/W): 7  6.5  6  5.5 

奖学金/竞赛： 

学业三等奖学金 

科研经历、交换及论文： 

一次校级 SRTP 

实习经历： 

融创杭州分公司工程部、杭州大家工程部 

留学准备过程 

 确定留学的时间点和过程/想法 

大一对时候对 GPA 不重视，大二下学期的时候在了解自己的专业排名之后对保研放

弃希望，且对于科研没有特别大的兴趣因此也没有考虑直博，所以就定下了留学的方

向。 

 学校/项目选择上的考虑 

择校上没有考虑太多，申的都是这三个地区的一些热门院校。 

项目选择上都是偏工程管理、房地产方向，因为我觉得国内的技术人才已经非常饱

和了，我不认为我能比前辈、同届生们做的更好，因此我选择走学科交叉的路，再学习

一些偏管理方向的知识，这和我未来想进甲方的职业规划也是契合的。 

 语言准备的过程 

大三时因为怕影响自己学习主课的精力，一直把语言拖到了大三暑假，时间非常

紧，对于自己的自学能力不报太大希望，去外面报了班，由于自己水平的原因还是考了

好几次才考到合格的成绩。 

 软件背景的准备过程 

科研上面就是参加了 SRTP，但是我本身对于科研兴趣不大，因此更多地把精力放

在了实习上面。因为社会实践、考驾照等原因，假期空余的时间不是特别多，我把实习

安排在了大二的寒假，当时去了融创杭州分公司的工程部，在一个住宅项目上实习了一

个月，因为寒假的原因工地上的工作很少，但也学到了挺多东西，明确了自己未来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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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管理这一条路。大三暑假的时候学院会要求我们参加生产实习，在学习了大三的专业

课之后再进项目，可以学到更多东西。 

我个人认为软件背景的提升是需要的，但是我更在意的是在参与科研、实习时我们

积累的东西、对于一些方面的独特见解，把这些“自己的积累”写到 PS 中才更有说服

力。 

 套磁/推荐信 

因为申请的项目都是课程硕士，所以不需要套磁。 

推荐信准备了两封，分别来自相关专业的所长以及院长级别的老师，当时其实也是

想去碰一下运气，直接和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老师们很爽快地答应帮助我，对此

真的非常感动，之后在申请过程中老师也不厌其烦地帮我递交材料。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早做准备，及早和老师联系得到老师的允许，拟好推荐信，自

行修改好之后再交给老师等待他们的修改意见。老师们非常忙，我们一定不要给老师们

增加不必要的工作量。 

 网申准备过程 

因为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出国留学，我还是在大三的时候找学长学姐推荐了中介来

帮助自己规划整个申请季。因为土木专业大三学期主课比较重要，我语言是在大三暑假

准备的，时间很紧张，之后也是考了好几次才考出合格的成绩。、 

PS、CV 越早开始写越好，我是大三下才开始写的，拖拖拉拉一直到 12 月才定稿，

整个战线拉的很长，当时还在准备雅思考试，整个压力还是挺大的，所以及早开始写，

之后有新的想法可以随时更新，且给自己留出充足的时间可以对其进行修改。 

最终择校考虑 

我拿到的这几个 offer 都是我心仪的 offer，学习的环境成了影响我择校的最大因

素， 20fall 的情况比较特殊，英国疫情未得到控制、香港局势不稳定，因此最终还是选

择了去 SG 深造。 

申请过程中的感受/建议 

1、 说实话 GPA 仍然是申请中最关键的点，在申请 NUS 的时候就吃了 GPA 低的亏，没

有拿到心仪的 offer。对于 ZJU 的本科背景来说，85+的均分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有

90+的均分会让你的申请比旁人更加容易一些。 

2、 前期一定要早做规划，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找中介，最好是有学长学姐推荐的靠谱的

中介，我感觉我的整个申请过程在他们的帮助、规划下还是挺顺利的。 

3、 给自己留充足的时间，申请这件事情上面不要想着压线，能早点完成的就早点完

成，计划赶不上变化，许多事情会打的你措手不及。以今年为例，由于疫情原因，

基本整个上半年国内都无法进行雅思考试，这对于一些还没有达到语言要求但是拿

到 conditional offer的同学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有部分同学甚至会因此无法入学。 

4、 择校其实和高考选专业一样要有策略，要保证自己申请的院校中有一至两所保底

校、若干所成功几率较大的学校、几所可以冲刺（摸奖）的学校。如果是申请 HK、

UK 之类的院校，要注意他们采取滚动录取的方式，名额先到先得，因此自己心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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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一定要及早递交申请，越早越好。而保底校可以适当延后递交，尽量避免因为

保底校的 offer先到而梦校没消息产生的高额（不必要的）留位费费用。 

5、 在找老师写推荐信的时候优先选择自己熟悉的或者是上过课的老师，这样的推荐信

更有说服力、更真实。在找老师的过程中，不要怕老师们拒绝我们，老师们都是希

望我们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的。我两位推荐信老师找的都是学院里的大牛，即使我的

条件不是特别好而且也不相熟，老师们还是愿意帮我写推荐信，这一点真的非常感

动。 

6、 在申请的时候最好找一些朋友交流，同专业的更佳，可以互相了解咨询，也可以互

相帮助。尤其是在心理上，兵荒马乱的申请季很容易让人焦虑，有人一起交流会让

人不至于过于焦虑。 

7、 国外院校会除了 GPA 也会关注科研、实习经历，因此不要让自己的假期闲着，有机

会的话就去给自己的背景提升一下。 

8、 再说一些不恰当的话，之前和一个哥大学长交流时他说对于我们这种一年制的课

硕，其实能学到的东西不是特别多，更多的还是去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增长我们

的视野，学习体会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有时候这些对于我们日后的发展帮助更大。

因此选择一个适合自己、舒适的学习环境还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