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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以自己的经验，试图告诉后人，留学美国还有这么一条路，可以不通过留学中介，不需要留
学顾问的指导，自己就可以申请美国大学，去美国读本科、读研究生，实现留美梦想。
    本书就是你的留学顾问。
    本书详细介绍了申请美国大学的流程，赴美读书的准备，特别是对美国大学的入学考试，如SAT
、ACT等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还有留学先辈在申请道路上的经验和感悟，从中领会师兄学姐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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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尚知雨，现任CUUS论坛的管理员之一。
他是首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奖的获奖者，曾跳级被美国多所大学录取。
目前在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哲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的学士学位，专注于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学习以及研究
。
　　容忆，CUUS论坛创始人，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和环境科学学士学位和国际关系硕
士学位。
曾在某国际咨询公司及某国际私募股权基金任职，现在某国际共同基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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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衡量自己的能力　　衡量自己的能力，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这一句话对于任何情况都非常适用，并不仅仅是对于申请美国大学。
几乎任何人都会相信自己是最好的，最棒的，没有别人可以超越。
当然，尽管很多人认为人们要“面对现实”，要认识到“差距”，但这样的自信未必是错误的。
每个人的特点不同，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领域里有所成就。
但是面对申请美国著名大学残酷的竞争事实，每一个申请者都必须按照美国大学录取官员的标准来给
自己的能力作个判断。
由于录取官员没有充足的时间详细阅读每一份申请材料，因此成功进入美国大学就读的申请者往往只
有三种：第一种，诚然出类拔萃，只需追求最高目标的申请者；第二种，愿意适当降低自信，理性地
选择大学的申请者；第三种，好运的申请者。
本文并不是如院校选择一章一般的详细，只是武断的自我评价指南，希望通过一种较为抽象的方法，
帮助各位申请者以美国大学录取官员的角度来了解自己。
　　最需要说的，是美国大学需要怎样的学生。
一般而言，除了学术狂人以外，美国大学普遍希望能够录取善于交际和表达，有着思考能力和主动能
力的活跃的学生。
以下是从一份某大学内部的评价表格中摘取的考核方向。
虽然这并不一定代表所有大学的共识，但是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所大学主要考核以下内容：1.主动性，是否能够独立地完成自己的目标，主动地寻求意见，并且主
动寻找新的机会；2.沟通技巧，是否有足够的写作技巧，是否可以有效地表达思考和反馈意见；3.专业
性，是否有一个专业认真的态度；4.团队工作能力，是否有在团队中灵活应变的能力，是否可以有效
地灵巧地开展活动并且面对挑战和改变，是否可以在团队之内合作。
虽然这只是审核的一部分，但也说明了美国大学对于自己学生的期望。
如果不能够满足这样的期望，恐怕是不适合赴美国学习的。
而如果在这些方面能够有很好的表现，那么我们可以更加深人地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需要衡量的
是，申请者是否是一个真实的人。
大概很多申请者读到这一句恐怕想要撕书了，但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毫无疑问，每一名申请者，都是一个真实的人，但是在递交给美国大学录取官员的资料上，却并非如
此。
由于中国教育体系的特殊性，很多同学的个人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大多是品学兼优，学生会主席
，或者至少也是一名社团活跃会员，参加过一些中美交流活动或者是由学生扮演国家代表模仿联合国
议事的模拟联合国，并且在各类竞赛中有着不错的成绩。
的确，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学。
但是，这样的资料恐怕就算秘书录入错误，互换了名字，当事人也难以发现。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一样，千篇一律。
对于录取官员来说，这样的资料后面，是没有脸的，是没有心的，不是活生生的，随便换一张脸，随
便换一个名字，也是同样的材料交上来。
因此，对于录取官员来说，就没有录取的必要。
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份份大同小异的竞赛成绩和社交记录。
虽然在后篇会继续详细解释资料的准备方法，但是在这里还是提请各位申请者注意，请衡量一下自己
的经历，是否有血有肉，有哭有笑，并且是可以传达给录取官员的，就算是不完美，也是真实的。
一个竞赛一等奖，加上一篇描写自己百折不挠的个人陈述，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需要衡量的是，申请者的优势有多大。
如果申请者能够确认自己可以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一面，那么接下来需要衡量的是，自己
与他人相比，有什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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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是否曾经做过别人做不到的事，获得过别人不可能想象的机会，或者是否即使在一般的经历
中，也能获得不同寻常的收获和成长。
简而言之，就是申请者有多少特殊性，有多少比较优势。
所谓特殊性，就是获得竞赛的奖项，特别是国际奥赛的奖项。
最近几年，随着大众对于社会机会的了解，选项已经很多，并不只有竞赛的奖项是唯一的优势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竞争的激烈，很多曾经的优势，都已经不成为优势了。
比方说模拟联合国。
数年前，参与一些著名机构举办的模拟联合国曾是一项竞争优势，但是到了现在，随着模拟联合国活
动的泛滥和参与者的暴增，活动本身已经不能成为一项优势。
很多申请者或许要问，我在小城市，或者我的高中不参加这样的活动，于是我肯定没有机会把简历打
点得这么漂亮，我该怎么办？
答案有两个：第一，每一名申请者的优势虽然经常由外在的成绩体现，但更多的在于内心的素养。
无论是广泛的阅读，深邃的思考，都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能力。
换句话说，即使在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中能够有超出同龄人的成长，也会被录取官员所欣赏。
这种成长有许多方面，有可能是对于科学研究认知的成长，有可能是对社会认知的成长，有可能是对
人类和自身认知的成长。
第二，机会往往是自己创造的，而不是他人给予的。
无论在申请过程中，还是以后在美国大学就读，都一样，机会往往只留给积极寻找的申请者。
特别是在现在信息传达如此便捷的时代，即使无法寻找到一个适合的活动，依赖CUUS或者其他社交
工具召集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展自己的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比较优势。
　　第三需要衡量的是，申请者对社会的参与度有多大。
很多中国申请者对社会的参与度为零，而这恰恰是美国人最为注重的关键之一。
或许很多人说，不是啊，我十岁就自己跑北京，十五六岁就在北京上海参与模拟联合国，这不是很有
社会参与度么。
其实美国的社会参与度，并不是如此解释的。
我们可以参考两个真实的案例。
一位同学，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参与了各项政治活动，甚至参与到老布什的竞选活动中，并且卓有
成效。
他最后被几乎所有常春藤大学录取。
还有一位同学，虽然成绩优异，但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支付学费，结果被高中的强化训练班拒绝。
他于是集合别的同学一起抗议，最终不但使学校屈服，自己也成为了学生领袖和名校追逐的对象。
虽然这两个简单的案例颇有一些政治意味，但是社会的参与度不能仅仅理解为政治性的参与，也包括
了各种志愿服务，演出表演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参与性的活动。
值得反复强调的是，仅仅是闷头做题，或者与几个人组成小团体参加了数次活动是绝对算不上社会参
与的。
　　第四需要衡量的是，申请者的实际考试成绩。
虽然很多人说，考试成绩并不是最重要的，并且会举出1900分进入麻省理工学院，1900分进入耶鲁大
学的类似的例子来，以为即使考的不好也不要紧。
但是很遗憾地说，这些例子只是例外而已。
很多成绩一般的申请者，或者在某些方面有着他人无可企及的竞争优势，或许是获得过全球重大的奖
项，参与过重要的活动，著有大量的作品，甚至是相关大学教授的关系，这些并不是大多数人可以获
得的资源。
因此，在通常竞争的情况下，分数是非常重要的。
随着SAT备考教育日渐在中国普及，SAT分数也水涨船高，曾经2000分便是不错的成绩，被一路提升
到2100分，2200分。
到了最近几年，2200分和2300分已经是非常常见的分数。
而TOEFL，自从中国人开始申请美国大学以来，申请顶尖大学的同学几乎都能获得接近于满分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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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获得一个不错的SAT和TOEFL，比方说2250分以上的sAT和接近满分的TOEFL几乎是获取顶尖大
学录取的敲门砖。
当然，这也仅仅是敲门砖而已。
美国的大学录取和中国的高考不一样，并不是依靠分数决胜高下。
相反，分数很大程度只是作为一个次要的参照标准，除非是SAT满分或者类似程度的令人惊异的成绩
，一般SAT只要达到平均水准，就不会给申请者的录取减分。
　　以上四点，就是在申请前最需要衡量的四个因素。
或许这里的四个因素，并不如某些机构给出的核算表一样，可以每一条优势等同于一个数字，最后加
起来得到总评分数那样精确。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美国的录取官员，也没有如此精确的表格。
通常他们通过看申请者的资料得出一个综合印象，然后再稍加分析和决定。
因此，最贴近真实情况的衡量标准，也只能是从一些大的方向人手，而没有一个具体的精确数字衡量
。
　　可能有一些申请者希望了解，如何知道自己在这几个方面与其他中国申请者相比是否有优势呢？
答案只能是很含糊的，因为每一年，中国的申请者都在不断的变化，当然是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
因此，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参照这四个方向，和自己身边的、以及在CUUS上认识的朋友们交流、比
对，进而得出自己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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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内最大的DIY申请美国本科及留美本科生论坛——CUUS权威实战指导；全程心得体会详记录，
留学路上你不孤单！
 　　本书作者是CUUS论坛的创始人容忆和知名管理员尚知雨，两人分别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和西
北大学，成绩优异，毕业后都进入知名国际咨询公司工作。
 　　本书为赴美读书全程心得，由资深名校牛人指引DIY留学成功之路。
不仅详细剖析了美国大学的入学考试如SAT、ACT等，还有留学先辈在申请道路上的经验和感悟，传
授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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