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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2/2021_2022__E5_87_BA_

E5_9B_BD_E7_94_B3_E8_c107_212505.htm 申请之前总听前辈

们提起PS，都说它是申请过程中可算得上是最重要的一个内

容。当时我只知道它是Personal Statement的简称，中文译为“

个人陈述”，却不知道它具体是个什么东西，想到自己也要

写这么一篇PS，感觉一片迷茫。但是既然这个东西这么重要

，也一定怠慢不得。可以说我早在了解它之前就已经开始为

它“操心”了。其实到现在申请完毕之后，我也不清楚自己

的PS起了多大作用，也不清楚自己的PS写得是否成功，仅将

自己的一点经历和体会写进来，希望至少能使读的人对PS有

一些更多的了解。 作者：会跳舞的蚊子 三、我的PS奋斗过程

PS是申请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也可以说是最令人头疼的一

个内容，因此我在它身上花费了比其他材料更多的时间，可

以说是几经周折，才有了最后一版的新鲜出炉。 2.挥笔激情

完成初稿 大概的内容构思好了，就要开始动笔了。一般PS比

较合适的篇幅是在两页A4纸以内，一般以也多一点比较合适

，有些学校还要求更短。所以要在如此短的文章中充分地展

示出自己的优势。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酝酿已久的

东西写出来就会像泉水喷涌一样。我选择的是“成长型”

的PS，所以涉及到我大学以前经历，并且要重点突出我大学

以来的成长过程，包括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其中有一些支

持我的“论点”我想并且有能力继续我的学习的例子。例子

是我绞尽脑汁挑选出来的，至少可以说服我自己。但是尽管

这样，写起来还是很困难，因为稍不慎就会罗嗦，稍一罗嗦



，一页纸就写完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我

的PS也不是一天写完的。在第一版的创作过程中，断断续续

经过了几个星期。每写完一部分，就要整理思路：对我来说

，就是梦中构思。我是一个比较自由散漫的人，写东西不是

很喜欢写提纲，总是把模糊的框架放在头脑里。因此每次停

下笔在此构思的时候，都不是在原有提纲下的修补，而是一

个重新思考的过程。这大概不是写作的好习惯。不过对于我

写PS来说，这样就更容易抛弃旧的计划，每次都可能迸出新

的火花，所以再次提笔的时候，就会有新的激情。这样，在

初稿完成时，我的PS已经经历了多次“进化”了。 3.激情退

却相互修改 写PS真是个费神的工作。写完了第一版以后虽然

心里的石头总算往下落了一点，但感觉有点精疲力竭。随着

写作“激情”的退却，接下来的时间似乎又回到了写之前的

状态盯着屏幕发呆。 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天，在图书馆一坐

就是一整天，但是改不了几个字，一是因为实际在第一版定

稿的时候，就已经改过无数遍了，二是因为有些地方可能需

要大规模地改，但是自己却有点舍不得“打破旧秩序”，仅

是在原有的地方修修补补。这样持续了几天，感觉有点受不

了了，虽然明知道还有很多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再也不

想再多看它一眼了。 此时其她几个人的PS也写得差不多了，

于是我们打算“换换口味”，把自己的PS和别人的交流一下

，互相修改，这样可以增加新鲜感，可以听听别人对自己PS

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从别人的文章中借鉴一些经验。 申请

过程中同伴之间的互相帮助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我们4个人都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军奋

战，遇到困难时身边总有能理解并且愿意帮助自己的朋友。



记得申请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个经常在傍晚时到未名湖畔散

步，聊天。在申请的郁闷阶段，这样的聊天总会使人感到平

静而愉快。 这样，我们几个人相互修改，将自己的想法告诉

其他人，又从其他人那里吸取对自己有益的地方；修改后再

进行交流。于是我们的PS第二版，第三版⋯⋯问世了，内容

和结构也都比以前完善了许多。 4.重燃激情，重整思路 有了

前面的修改工作，我的PS已经更加改善了。但是仍然存在自

己不甚满意的地方。这个时候，我想到可以借鉴前辈们的经

验。此时自己的思路已经形成，别人的文章不再会约束自己

的思想了，而且会激起共鸣和火花。因此我从一些网上论坛

中找到了一些PS的样本，包括和我的专业相同的。从中我得

到了很多启发，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同时，我也将

“梦中构思”的“传统”延续了下来，又经过了一段时间，

我终于下决心将一些我不满意的地方彻底重新安排了一下。

这样一来，思路比前几版由更加清晰了许多。这时候，自己

已经感觉比较满意了。 5.寻觅高人 至此为止，虽然已经自己

感觉比较满意了，但是这篇英语的文章毕竟还没有让地道的

“native speaker(说本族语的人)”提过意见，难免会存在一些

“chinglish(中文化的英语)”的地方。而最终要评价他的人是

外国的教授，因此地道的英语表达是很重要的。于是我决定

向native speaker或者至少是生活在外国的人寻求帮助。 说起

这个阶段，要感谢几个朋友，首先是在多伦多的lili，那段时

间他很忙，但是却十分仔细地帮我修改了PS，不仅是语言上

的，还有内容，对我启发很大；还有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远在

芝加哥的闷豆师兄，我们一般都是在QQ上遇到，每遇到都是

他那里很晚的时候了，他却十分耐心地看我的PS并且提出了



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有这样好的朋友真是一种幸福。当

然，这两个朋友都是在外国学习的中国人，说起native speaker

，就要提起狂人gg了。与他结识的过程中还有着我和七十二

小时的一段“奇遇”呢。 那段时间我和七十二小时都在为找

不到native speaker给我们的PS提意见而苦恼着。虽然学校里面

经常可以看到外国人，但我们却一个也不认识。而我有可能

找到的外国人，却说的不是英语。我们也试过在一些国外的

论坛上找陌生的人帮我们修改，但效果不好，而且通过虚拟

的网络与完全不认识的外国人交流感觉有些不妥。因此那时

我们两个都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到可靠的native speaker。一天晚

上，我们两个在聊天时，无意中提到了学校勺园一带的外国

留学生很多；并且一时心血来潮想去那里随便找一个过路的

留学生，请他/她帮我们提点意见。一开始我们都觉得这个决

定有点荒唐，不过思考了几秒钟后，一致同意这是一个很好

的主意。于是我们把各自的PS整齐地钉在一起，并加上一个

“封面”，上面写上我们的联系方式和名字，于是就出发了

。 来到勺园前面的路上，我们徘徊良久。很奇怪，那天不知

为什么勺园门口的人很少，留学生就更少，偶尔有几个也是

一边聊天一边前进，又不好去打搅。等了十几分钟，我们泄

气了，看来是赶的时间不好。于是我又提议到勺园地下舞厅

去看看，据说那里总是有很多人。进入舞厅后我们才发现，

里面远远没有我们想象得热闹，人很少，而且，更让我们恼

怒的是，居然一个外国人都没有。我们坐在沙发上，要了两

杯饮料，边喝边聊天。饮料喝完，还不见我们想找的人进来

，于是只好作罢，回到了宿舍。 白跑了一趟，心有不甘。这

时，我忽然想起高中有个朋友现在在大学的英语系学习，可



算是是学校的“名人”，认识的留学生很多，或许可以通过

她认识一下。于是我拨通了她的电话。电话那边的声音熟悉

而兴奋，我们聊着，仿佛又回到了高中时代。听说我要找人

修改PS，她便向我们介绍了一个也在北大的留学生，这就是

狂人gg。 狂人gg是个很热心的人，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已经帮

助很多人改过PS，可以说是经验丰富。我和七十二小时当时

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一下子给了他两份PS看，而自己还有很

多事情要忙。但我们又没有其他的办法。狂人gg耐心仔细地

帮我们将PS中不是很地道的表达都指出来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又在我们见面的时候说分别了自己对我们两个的文章的建

议。我们修改后又将文章传给他，他每次都耐心地提出自己

的看法。在申请过程中确实能结识到一些很好的朋友，我们

的申请成功也有他们的功劳，真是要谢谢他们了。 6.暂时定

稿，将修改进行到底 让native speaker修改过以后，自己在进

行一些必要的调整，我的PS基本上就定下来了。不过在没有

打印出来寄走之前，还是要不断修改，使其不断完善。这里

再简单说一下针对不同学校的PS的写法。过去我以为需要针

对每一个学校写出完全不同的PS，后来才发现，这根本就是

不可能的。读者从前面的步骤也可以看出来了，如果每个学

校写一篇，恐怕一年也写不完了。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当然

，如果对于不同学校选择的专业不同的话，那是另一回事了

，那种情况下当然要根据专业的不同写出不同的内容。因为

我们申请的专业基本上都一样，所以PS的整体框架和内容也

都相同，只是针对“为什么选择这所学校”的那部分要突出

各个学校的特点，表现出自己对学校有充分的了解。了解的

方法一个是学校寄来的材料，一个是学校的网站。每个学校



都有自己的特点，它的材料和网站上都会有所突出，抓住学

校的特点，在将其与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结合在一起，表现出

自己与学校的文化是相容的，就算是成功了。 因此，针对一

个学校的PS写出后，再写另一个学校的，就不是一件难事了

。 PS基本定稿后，虽然还需要继续修改，但心里总算是轻松

了许多。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干，调整心情，准备继续奋

斗！(完) nb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