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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塾一起成長
作為面向留學生的進學塾的

講師，劉克楠這樣分析塾的功

用：首先，塾傳授知識，給學生

很多有用的信息，比如考大學，

什麼時候報名，怎麼考，考試技

巧有哪些。

Center考試課程班的學生大

都把目標定在名門大學，劉克楠

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考試經驗教

給學生，告訴學生考東大、考早大等名校該做哪些準備。比如，Center考試與留學

試驗不同的是，對日語的閱讀能力要求非常高，一共四篇文章，留學生閱讀起來肯

定不如日本人學生快，做不完題是很正常的，所以平時要盡量提高閱讀速度，Center

考試中數理化難度上大體上和留考相似，但是數學考試時間較短，題量大，需要事

前多做練習。英語難度不是非常大，國內高中畢業生，英語若沒有放下，應該沒有

太大的問題，留學生也可以選擇中文考試。現在不少以名校為目標的留學生，留考

和Center考試都參加，如果兩者成績都好，就增添了不少成功的砝碼。

作為塾的講師，劉克楠已經得心應手，漸入佳境了。他說，這份工作讓自己得

到了鍛煉的機會，能夠為一個班或者兩個班的學生傳授知識，助學生考上名門大

學，有一種成就感和滿足感。

這兩年，劉克楠和名校志向塾一起成長，他說，兩年前初到塾，感覺規模還不

是很大，而現在塾的各方面越來越規范了，學生和老師都在不斷增多。

踏實向前的90後

東京大學和別的大學不同之處在於，前兩年除分文科理科之外，不分具體專

業，大家都在教養學部學習兩年，從第三年開始分專業，學生前兩年相對壓力比較

小，從大三開始學習專業課程。劉克楠十分理性地說東大：“這樣的做法有利有

弊，前兩年在教養學部可以學到豐富的知識，但是其他大學的學生比你先學了兩年

專業知識，東大的做法可以說弊大於利。”這話看似是說了東大的“壞話”，從另

一個角度你也可看出他對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劉克楠去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

參觀過，他說感覺這兩所名校學風、校風比較輕鬆，而東大的學習氣氛更濃些。

大地震之後，中國學生留學日本似乎有些低迷。劉克楠認為，日本留學依然有

優勢，來日本的學生，英語是拉不下的，東大等名校對托福成績要求依然是那麼

高，到日本留學，等於多學了一門外語，中國學生可做到精通中日英三門語言，這

對於成為國際化人才是很有幫助的。再說，日本和中國隔得近，來來往往方便。

劉克楠高中階段就來日本留學，對日本生活已經非常適應了，將來留在日本似

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他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留在日本的可能性不大，傾向

將來回國。父母五十多歲了，我是獨生子，母親六七十歲時，我理應在他們身邊。

從大的方面說，今後中國的經濟發展也需要更多的人才。”

從劉克楠身上，你可以看到中國90後的希望。

（名校志向塾供稿）

■ 課程信息

名校志向塾經濟、經營大學院進學宣講會

時間：2012年11月16日（金）晚19:00-21:00

地點：東京都新宿區百人町1-20-12橋本1F

英語基礎班

2012年11月12日-2013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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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煒

〒 169-0074　東京都新宿区北新宿 4-1-1 第 3 山廣ビル 2F

http://www.s-crams.com/

TEL 03-6279-3708   FAX 03-6745-8621

東京大學工學部留學生劉克楠──（下）

學好數理化 嘗試名校心不慌

1 1 月3 日，在東京福武大廳，舉行了題為“中國的中日關系研究

──中日學者對話”的研討會。目前，中日關系進入了戰後最嚴峻的

階段，這當然與兩國政治與經濟的力學關系的轉換和圍繞東亞的國際

環境的變化有很大關系，但是兩國對對方國的認識的差異和誤解也是

一個很大的原因。這次研討會，中日學者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對中國

現代的日本認識及目前的中日關系進行考察，與會者對中日關系的歷

史與現實進行了論證與辯論，通過真摯的對話，力圖解明相互不信任

的認識結构的實質，並為解決目前中日關系的危機提出建議與方法。

研討會上，還公布了華人教授會議代表改選的消息，拓殖大學教授杜

進接替東洋學園大學教授朱建榮出任新一任代表並致詞。研討會結束

後，華人教授會議的成員與中日學者及其他各界人士舉行了懇親交流

會，以下相片是研討會與懇親交流會的情景。

    (程慶寧、張石 攝影)

中日學者共同舉杯。程慶寧攝影 中日學者等共同舉杯。程慶寧攝影

華人教授會議成員向

原代表朱建榮( 右) 獻花。

程慶寧攝影 華人作家莫邦富(左)發言。張石攝影

華人教授會議新代表杜進致辭。張石攝影程永華大使在閉幕式上致辭。張石攝影程永華大使在閉幕式上致辭。張石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