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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一：做自己
文书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审核者要通过

它来了解申请者， 进而判断申请者是不是他
们想要录取的人。 因此，找人代写文书的做法
是极其错误的， 因为代写的文书很难充分体
现申请者自己的特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
的一面，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 所以，在写
申请文书的时候，要表现真实的自己，不要过
度包装。 如果申请人缺乏表现真实自己的勇
气， 那么阅读文书的专业人士也不难从文书
中看出这一点。

做自己， 就是把自己内心的声音充分表
达出来。为什么想去美国上大学？为什么想申
请某个学校？ 为什么对某个领域特别感兴趣？

在人生的旅程中， 什么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
或事？ 最让你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套路二：注重内容而不是形式
申请文书属于一种实用的文书形式，它

不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 所以不需要追求在
形式上创新，而是用最清晰、最容易理解的文
字结构去进行表述，把写作重点放在内容上。
内容方面需要关注的有：想表达的核心内容、
表达的逻辑、内容的一致性、词句的选择等。
这样做是为了尽量避免由于形式上的问题导
致本来很好的内容被忽略， 带来不必要的风
险。 记住，审核者想看到的是申请人的独特之
处，而不是文书本身的独特之处。 具体说，就
是尽量避免用太多重嵌套的从句和生僻的词

汇，文章结构要尽可能做到有条理。 即使你的
英文水平确实很高， 也不要刻意在文书里炫
耀这一点。

套路三：体现一致性
在文书里写的内容应该和申请者的个人

经历、申请方向等其他内容保持一致，做到环
环相扣会更有说服力。 比如申请者感兴趣的
是计算机专业，而且从小就有喜欢编程、做网
站或 DIY硬件的经历， 并且通过这些经历得
到了比较深刻的体会， 这样就能构成一个整
体有说服力的印象。 反之，如果经历里都是奥
数竞赛全国一等奖、围棋业余三段、市级三好
学生之类的内容，就很难自圆其说了。

如果申请人想表达自己对科学的兴趣，

在文书里罗列了自己从小参加各种数理化竞
赛的获奖经历，是否合适呢？ 这些内容确实是
有相关性的， 但如果缺乏其他体现个人对科
学具有浓厚兴趣的实例， 恐怕会显得比较功
利， 也容易和很多中国学生的“竞赛———拿
奖———升学”路径撞车，未必能让审核者充分
认同申请者所表达的要点。

这种情况下， 最好要有申请者自己在业
余出于兴趣去钻研某些科学问题的经历，不
一定要得奖或发论文， 而是体会到了科学带
来的乐趣，获得了自己独特的体会。 然后把这
些经历作为文书的重点来写， 最后再顺带提
到自己获奖的情况， 把它作为副产品更好。

莫颖

制作留美申请文书
你应懂的“套路”

位于日本金泽市的公立大学一直有这么一个传统———毕业典礼上，
学生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宽袍大帽的学位服在这里可见不着，你能看到的
只有毕业生们满满的创意穿着， 所以每年都有不少电视台派人去拍学生
的装扮。 因为，这里“想穿什么穿什么”真的就是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学旅家

天马行空的“毕业服”

MPS 学位大多见于美国和加拿大
的大学，跟侧重理论和研究的传统硕士
学位不同，它向学生传授得更多的是实
践能力和经验，也就是让学生不仅仅学
习理论性的知识，并学会如何更好地将
课堂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总结性地
说，MPS有三大特点：

短时少钱： 大多数 MPS 项目只需
1 年的时间(当然也有些更长的)，所需
学费上往往比那些需要读两年左右的
传统硕士项目要少。 因此，它不仅节省
了时间，还节省了对普通人来说都非常
重要的———钱。

业界大佬多 ：MPS 项目经常会与
业界合作，甚至部分教师就是在工业界
有着极好人脉和名声的大佬。在读这个
项目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更好地学习到
各种工作经验，这会成为学生未来就业
上宝贵的资源。

实践机会多：基于最大化满足学生
就业上的需求，MPS 项目经常会要求
进行实习或者在职教育。学生可以通过
研究会、项目或者实习等途径来提升实
践能力和拓展人脉，并且更好地认清自
己的职业方向。

美国不少学校都开设了 MPS 类的
项目， 如常青藤院校之一的康奈尔大
学、名校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纽约大
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等，相信未来会有
越来越多高校开设相关项目。这个趋势
可以说是为了 21 世纪中 STEM� （科
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总称）就业的
庞大需求应运而生。 既然 MPS 项目那
么好，是不是一定适合你申请？ 业内专
家认为 MPS 这种非传统的硕士项目更
适合以下几种人：

潜在创业者：比如已经毕业的学生
在踏入社会前， 可以修读 MPS 项目提
高未来创业的可能性。

渴望晋升者：遇到了就业瓶颈感觉
再怎么努力工作也无法晋升的，不妨通
过修读 MPS 项目来提升自己的竞争
力。

意图转行者 ：MPS 项目可以让你
获取所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再也不用
担心你转行失败了。

打算多领域交叉发展者：可通过修
读 MPS 项目来获取在其他领域所需的
培训。

陈宝娟

还不知道MPS硕士项目就 out了

美国哈佛大学学报《深红报》日前报道，至少有 10 名
已经被哈佛大学录取的新生被取消入学资格，原因是他们
在社交网站私聊小组中发布涉及种族歧视、儿童虐待等极
端言论和图像。 有人质疑学校的做法违反言论自由的精
神，但也有人认为“三观”都不要了，还有资格谈言论自由？

法律专家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哈佛新生的言论自由
是不受保护的，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凯瑟琳·弗兰克
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生的言论自由权利根本没有被
侵犯。 ”她表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对于言论自由的
保护仅针对公共实体的违法情况， 而哈佛是所私立大学，
所以第一修正案根本不适用。 ”

据报道，脸书表情包分享群组已经成为美国一个新兴
的大学传统， 全国各地的学生们用截图和配字互开玩笑，
与对手学校互怼。《深红报》称，此次被取消入学资格的学
生所在的私人脸书群组名为“哈佛饥渴猥琐资产阶级少
年”。

卫报

哈佛 10名新生
因乱发表情包被开除

我曾在英国生活了 1 年，英国的看病方式
常被我们这些海外学子调侃。

有一次，我的朋友智齿发炎，疼得吃不好、
睡不着。 这种在国内只要去医院挂号拔牙就能
解决的事情，在英国可没有那么容易，要先与
当地的社区医生打电话进行预约。 当我的朋友
打电话给社区医生后，被告知拔牙需要排队半
个月。 但私立医院拔牙又非常贵，这位朋友只
好忍痛等了半个月。

后来，我同我的英国室友聊起此事，他感
觉很正常，并向我介绍了一些关于英国看病的常识：当
社区医生接到预约后， 他会根据病人的病情程度以及
预约状况进行安排。 一些轻症病人等待两周到三周才
能看医生很正常。如果在等待期间内，社区内有人得了
急性病症，预约还会被延迟。

有些留英中国学生调侃说，在英国，在两种情况下
可以见到医生：病得站不起来或者病已经好了。 对此，
英国人认为，很多病症其实不需要看医生，比如发烧感
冒。在他们看来，因为小病去看医生是在浪费医生的时
间，而且对医生来说，看病要讲求质量而不是看了多少
个病人。但英国人也承认，有些时候看病确实等得太久
了。

中国留学生还常调侃，在英国看病，不管你是什么
病， 医生总告诉你多喝温开水。 我还听过不幸病情发
作、 拨打 999 呼叫急救车的中国留学生说， 如果不出
血、不是现场晕厥，救护车是不会来的。 甚至可能会先
派一辆小车前来查看情况， 以确认是否需要出动救护
车。 这些就医经历让我看到了“理想”医疗制度的另一
面，也让我学会了辩证地看待问题。

王培石

英
国
看
病
记

1924 年， 一对风华正茂的情
侣启程，去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就
读宾夕法尼亚大学。 这对才子佳
人就是梁思成与林徽因。 当时宾
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学
生， 林徽因没能如愿去建筑系学
习，只得落在了美术系。 幸好美术
系和建筑系同属美术学院， 加上
梁思成在建筑系， 林徽因得以便
利旁听了建筑课程。 1927年，梁思
成和林徽因双双从宾夕法尼亚大
学毕业。 随后梁思成向哈佛人文
艺术研究所提出了入学申请，理
由是“研究东方建筑”并被哈佛录
取。

在哈佛这段时间， 梁思成通
过哈佛图书馆的丰富藏书， 开始

了密集阅读
来熟悉用东
西方文字写
成的相关建
筑文献。 梁
思成四处搜
罗有关建筑
的 中 文 书
籍， 可惜藏
书颇少，除
了一些散页
外， 几乎一
无所获。 梁
思成在哈佛
阅书时做了
大量资料卡

片，但他发现，有关中国建筑史部分，他在
哈佛学到的东西很少。 无数的宫殿、庙宇、
塔楼、园林，中国自己还不曾根据近代科
学技术观念对它们进行过研究。 中国建筑
结构上的奥秘、 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学原
则，在世界学术界中，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至此，梁思成也立志回国研究中国的古典
建筑，解答未解之谜。 而对戏剧心存向往
的林徽因，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学士证
书后，便进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跟随著名
的 G.P.帕克教授学习舞台设计，她成为中
国第一个在国外学习现代舞台美术的女
留学生。 她的天赋及美术和建筑基础，使
她在这个专业也出类拔萃。

1928 年 3 月 21 日， 梁思成与林徽因
在总领馆举行婚礼。 这一天是宋代为建筑
家李诫所立碑刻上的唯一日期，他们选择
这个日子，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古
代建筑师。 婚礼一完成，他们便启程到欧
洲度蜜月，转而回到祖国。

文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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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点一二

� 美国本科留学申请文书可以说是留
学美国本科学子们展示自我的一个平台，
因此，学子们一定要懂得“套路”，好好制
作自己的美国本科留学申请文书。

逸闻趣事

留学生手记

海外视窗

梁思成与林徽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