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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写的“申请回顾”如此理性又有如此多的细节感悟，Adrian这篇文章其实写了中英文两部分，我们把它编辑
成了一篇，中间略掉了很多细节。尽管如此，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用这么成熟的笔触写自己的成长，读过之后令人感叹。

Adrian在ED1申请芝加哥大学遭到脆拒后ED2顺利录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把自己所经历的压力、痛苦都化作了成长和突
破自我极限的催化剂，帮助他在全力以赴后获得淡定应对各种结果的自信与成熟。

和Ivy Labs合作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的大学申请过程一直在Ming老师的专业指导下平稳顺利进行。提交完最后一所学校的申请
后，我对自己在Ming老师高标准严要求的带领下完成的申请充满自信，并最终收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认知科学专业的录取。但

我非常清楚，这份自信在我10年级暑假第一次见到他时曾被彻底摧毁。那时，由于学术兴趣相近，Ming老师向我展示了一位Ivy Labs
在前一个申请季被耶鲁REA录取的申请者的材料。尽管一直知道申请好大学需要有好的成绩、丰富的活动、出色的文书，但那一刻我才
真正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标化、标化、GPA、社区意识，、社区意识，

达标只算达标只算“平庸的优秀平庸的优秀”

从小到大，父母对我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划”。我在国内经历了九年义务教育，参加了中考，成绩尚可，本应加入备战高考的大军，但
初中毕业后，我和家人临时决定出国读高中。相比很多国际教育体系出来的学生，我的英语基础很差。

后来我就读于美国华盛顿州一所IB体系的普通私立寄宿学校。由于学校规模很小且校龄短，课外资源方面非常匮乏。这也就意味着，所
有的活动和奖项都需要学生自己额外去准备。进入高中后，我一直以进入一所优秀大学为目标而努力。尽管九、十年级的课程相对轻松，

但我由于语言方面的不足，不得不付出额外的努力来保持优异的成绩。

在我看来，美国大学申请有两个门槛：GPA和标化。无论有怎样的学术兴趣和探索方向，都必须先保证这两项“及格”，只是不同专业不
同学校的“及格线”有所差异。所以，尽管我在11年级和12年级上学期为了补足课外活动分外忙碌，但在Ming老师的告诫下，我始终把
我学校IB课程的学习放在第一位，其次是标化考试的准备。毫无疑问，11年级优秀的GPA，40+/42的IB预估分，以及1560的SAT分
数，是我后期稳定心态最重要的保障后期稳定心态最重要的保障。

此外，我认为申请美国大学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社区意识（sense of community）。大学申请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我作为学
生需要考虑大学能给我带来什么，同时大学招生官会考虑申请者能给大学带来什么。这个“带来什么”最直观的体现便是一种服务意识，
是作为学校甚至社会一员的责任感。因此，11年级我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是克服一直以来轻微的反社交倾向，我需要努力去融入和
了解自己所处的群体，为我的高中和社区贡献力量。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取决于我参与或组织的志愿活动的规模，而在于我在活动中的参

与程度和所获得的心得感悟是否真的触动人心。换句话说，大学关心的并不是我“已经贡献了多少”，而是我在这样贡献过程中展现的服
务意识和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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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把上面这些都做好，最多只能算是达到了“平庸的优秀”。大学申请的本质是挑选而不是竞争大学申请的本质是挑选而不是竞争，如果真正想从一众强大的候选者中脱颖

而出，我需要通过学术探索活动展现出我的特质。

“过量过量”的任务压力倍至，的任务压力倍至，

也治愈了我的拖延症也治愈了我的拖延症

当10年级意识到自己在活动方面仍是一片空白时，我来到了Ivy Labs，开始了和Ming老师的合作。这个过程中，如果真有什么要抱怨
的，那可能就是规划初期由于需要补足的方面实在太多，每天面对的压力都是巨大的。但在明确目标并有一套详细的规划方案后，我渐渐

学会了将这种压力变成动力。并且在Ming严格且循循善诱的督促下，我努力和自己的拖延症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对抗。

值得一提的是，我非常欣赏Ming老师的做事风格——一切都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围绕任务展开，会在必要时重新评估并及时作出调一切都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围绕任务展开，会在必要时重新评估并及时作出调

整整。一旦我们在方案上达成共识，过程中就不会有那些无意义的反复，也不会拘泥于不必要的形式。他会在提供了全面有用的信息和专业

建议后，把决定权留给我，这不仅体现了对我的信任，也让我感受到尽管自己还是个学生，但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事实上，我认为很多时候Ming老师是故意安排了比“正常量”更多的任务，迫使我必须积极行动起来，更加高效地做每件事，不断挑战个迫使我必须积极行动起来，更加高效地做每件事，不断挑战个

人的能力极限人的能力极限。同时，Ming老师也会和我保持沟通，帮助我理解做每一件事情的意义和他对我的期待，确保我有明确的（阶段性）目有明确的（阶段性）目

标标——这一点在我产生自我怀疑时尤为重要。最终，我的奖项和活动列表从“空空如也”变成不得不从“太多的内容”中进行筛选。

作为一个以神经科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生，研究（research）就是我的重中之重。我参加了两个较有含金量的研究项目并在学术期刊
上成功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收录于CPCI）。

虽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但我可以自豪地说自己对相关领域的了解可以匹敌甚至多过一名相关专业的普通大四学生。我有扎实的科学研究

方法和自主研究的能力，并且研究的是我自己很感兴趣的领域——这是我最强、最自信的一点。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我也是很幸运的，因
为我的这项兴趣/能力其实是在申请过程中才发现的，并且我能一直坚持并最后取得了成功。

“痛苦不堪痛苦不堪”的文书写作的文书写作

是重拾自信的全新过程是重拾自信的全新过程

申请季的暑假，我来到Ivy Labs纽黑文办公室写文书。在头脑风暴和自由写作的过程中，我的思路像是拆散了的毛线，纠缠不清，理不
出头绪。并且我写起文章来总是很慢，无法完成文书训练每天的字数要求（对此我很抱歉）。同时我的写作水平和风格也会随着思路是否

卡壳而起伏不定。

困于这样的状态，我向Ming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挣扎，而他会很耐心地引导我梳理思路，有时甚至会带着我大声读出他之前学生的优秀文
书范例，细致地解释它们好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如果跳脱出现实的种种限制，哪里可以更好。渐渐地，我便找到了文书的感觉，最终在

暑假结束前，提前完成了所有计划要写的大小文书（包括早申请和UC体系），尤其是对那篇充满自己鲜明的成长经历标签和独特叙事方
式的主文书非常满意。

在刚进入申请季的时候，我也曾思考过自己是否需要一个更具体或者更小众的大学申请“人设”。从结果来看，答案是需要。但是我觉
得作为一个学生不应该作为一个学生不应该“向着一个人设而努力向着一个人设而努力”，特质也不是包装出来的。，特质也不是包装出来的。虽然这句话听上去有些像鸡汤，但是我现在确实相信：大学申

请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自我、总结自我的过程。

当写完文书的最后一个单词，填完所有的申请材料，我突然就对自己有了一个很深刻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可能确实比最后的结果更重要

（这不是安慰鸡汤）。因为有了这种认识后，人就有了目标和展望，这些才是不会被大学申请的结果所影响的。人就有了目标和展望，这些才是不会被大学申请的结果所影响的。

回顾自己的升学之路，尽管总因为眼前有太多的事情且目标显得遥不可及而感觉“痛苦不堪”，但我坚信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个人成长是



最为宝贵、无可替代的。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在Ming老师的指引下义无反顾地再次踏上这段旅程。

最后，作为一个抗压性很强的人，我也想在此分享一些帮助自己调整心态的认识：

1. 感到有压力是对的，但有压力而没有目标是不对的
2. 做好计划，但永远要有计划被打乱的心理准备
3. 永远不要以为自己能在早申（Early Round）结束，请默认失败
4. 基于第3点，不要在ED1留下遗憾。有梦校，门槛到，就冲，否则会有遗憾
5. Top20美国大学申请就是黑盒子，成功率一半一半，因此不要去想你为什么被拒，因为你想不到，说不定他们把你的申请材
料弄丢了呢

6. 着眼手头的工作，并以最高的要求要求自己

当我ED1芝加哥大学被拒，同时EA中有三所学校只给了延迟考虑（defer）或等候名单（waitlist），我也曾非常低落。那时是宿管老
师的话安慰了我：

“It is not your college that defines your college experience, it is you.”（决定你将拥有怎样的大学时光的并不是
大学，而是你自己。）

不管结果是好是坏，我的大学经历仍然是我的生活。排名低的大学可能会给我意外的惊喜，只要我肯去探索；同样的，如果我自己不努

力，排名很高的大学也可能会让我失望。而人的优秀是不会因为境遇而改变的，只要一直坚持追求卓越。人的优秀是不会因为境遇而改变的，只要一直坚持追求卓越。

Ming老师对老师对Adrian申请的总结申请的总结

徐明 Ming Hsu
合伙人 高级国际教育规划顾问
大学生导师及社团教练项目负责人

布朗大学工程学博士候选人

中山大学逸仙班工程学士

It's truly a combination of solid academics (40/42 with 4 HLs), meaningful and focused ECs (multiple relevant
research experiences, deep involvement in his school community) that communicated a clear and compelling
persona that wasn't cliched, as well as highly personal and memorable essays that together threaded
everything into a coherent whole on a higher thematic level while highlighting his unique strengths rather than
attempting to explain away some of his relative weaknesses (lack of TOEFL for example). To me, Adrian's
application persona is a quirky, fearless artist-scholar who's passionate about using philosophy (as a card-
holding determinist), art (employing multi-mediums) and cognitive science to help elucidate the many mysteries
of neuroscience.

翻译：扎实的学术背景（IB预估分40/42，4门高阶课程）、有意义且聚焦的课外活动，以及让人印象深刻的文书共同造就了Adrian的
申请人设——一个古怪精灵、无所畏惧的艺术家兼学者，充满热情地尝试运用哲学（作为一个笃定的决定论者）、艺术（采用多种媒介）
以及认知科学来共同阐释神经科学中的种种奥秘。Adrian有多个相关的研究经历，并且积极深入地投入到了学校社区的活动中，这些展
示出了一个清晰、有说服力且不落俗套的申请人设。他在文书中通过串联自己有趣的成长经历和轶事，达到升华主题，突出自身优势，而

非刻意解释弱势（比如没有提交托福）的目的。









美国升学专业解决方案请咨询美国升学专业解决方案请咨询

美国私立中学申请咨询美国私立中学申请咨询

Julia老师老师

美国本科申请咨询美国本科申请咨询



● 华北华东地区及海外咨询
滕老师滕老师

● 华南地区及海外咨询
叶老师叶老师

美国研究生申请咨询美国研究生申请咨询

叶老师叶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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