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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黄寅殊，上海海洋大学工程学院研二在读。在研一的下学期，

我参加了长崎大学的一般交换项目，为期一年，目前正在进行交换学

习的第二学期。我的专业是电子信息，是上海海洋大学和上海六院联

合培养的学生。在海大和在长崎大学，我都在进行医疗影像相关的研

究。在这里，我将进行本次交换留学项目的书面总结。 

 

一、前期准备 

我在入学前，就在学校官网上看到了上海海洋大学和东京海洋大

学、长崎大学、北海道大学等学校的交流项目，了解其要求的条件，

选定了长崎大学作为交换的目标，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研一的选课、

学习计划。因此我才可以在研一上学期基本完成所有课程，余下的课

程也通过线上学习的方式顺利完成，达到交换项目要求的“在国内学

完所有课程”的要求。并提前联系日本的教授，获得交换许可。也因

此度过了充实的研一的学习生活。 

到项目申请期间，非常感谢负责国际交流的老师们在各方面的支

持。从项目宣讲、到邮件联系，到出国前的说明会，每一项时间安排

和通知都非常及时。也建议所有想要参加交换项目的同学多多与老师、

辅导员、班长沟通，及时获得所需信息。 

确定可以参加交换后，是紧张的签证申请。除了留学签证申请的

各项事项，还要遵守当时的疫情管理相关规定。在这里建议去静安区

的签证处办理签证事项，并且尽量提早确定时间。同时也今早确定机



票，机票越早订越便宜，越拖延价格越高。当时因为疫情原因，有一

些从首尔转机的飞机，无法出航站楼办理行李托运手续，因此转机的

话推荐尽量选择同一航空公司的联运航班。当然现在直飞航班重新开

启，方便了许多。无论如何请仔细阅读航空公司的相关规定，确保人

身以及行李的安全。 

 

二、赴日 

由于日本学年是三四月份的春季学期开始，所以我到达长崎大学

的时候，正好赶上前一届的毕业典礼。初春依旧寒冷，即将毕业的大

学生们身着正装，在礼堂前、教学楼前合照，在研究室举办欢送会。

有的人即将奔赴企业，也有人要前往东京、大阪继续他们的研究。 

对于来到这边的留学生，有一个 tutor 制度。学校一般会安排同

专业同年级或者同研究室的日本学生作为留学生初到长崎时的支援

者（tutor）。初期的宿舍、学校设施、选课以及教室，都是 tutor同学

帮忙搞定的。这边也要积极沟通，有什么不懂的事情要主动询问 tutor

或者导师，不管是生活上的问题还是学习上的问题，他们都会很热情

地帮忙解答。前期邮件沟通，等到日本办好手机卡之后，也可以 line

（日本的微信）等联系。 

接下来分享学习和课程方面的内容。分为日语课程和专业课程两

类。长崎大学也有自己的 elearning学习系统。课程所需的幻灯片或讲

义材料都在线上，作业以及评分也在线上完成。 

首先是日语课程。在前往长崎大学前，学校会通过邮件询问是否

参加日语课程。如果选择参加，要先进行学校线上的日语水平测试，

决定你来到日本后进行哪个等级的日语课程。同时，JLPT 项目会组



织学生报名日语等级考试，如果是一般交换留学想在日本考日语等级，

需要自己注意考试的报名时间。相当一部分准备是在国内就要做好的。 

长崎大学是一所相当包容的学校，接收全球各地的留学生。在日

语课程上，你可以认识欧洲、中东、东南亚乃至非洲的留学生。日语

课程非常强调口语，每堂课都有接近一半的时间是口语练习。每单元

还有口语作业，需要录音录像上传。对于日语考试来说这也是优势。

也可以通过该课程认识全球各地的人。需要注意的是日语教材价格比

较高昂，一本书需要 2000多日元（约 100人民币），使用起来和国内

出版的教材习惯也不同。比较好的一点是长崎大学有自己的配套补充

材料，以及充足的语法、词汇、写作练习题。 

专业课程方面，我是一般交换项目，在海洋大学已经完成了学分，

所以在长崎大学没有学分的要求。所以我拜托导师选了他主讲的专业

课程。专业课程的内容和国内水平近似，要说有什么国内学不到的内

容，可能是讲课的方式和国内有所区别，更强调横向的拓展。比如从

小孔成像开始讲解光学成像原理，并拓展到透视变换、二维三维坐标

系变换，世界坐标系的转换等等。 

另外我们研究室会“开小灶”。我的研究室目前有 14 位学生，其

中五位大四学生，包括我有四位研究生一年级（其中一位来自肯尼亚），

还有五位研究生二年级。根据每人的课程以及打工时间安排，我们每

周开三次组会。其中一次大组会，全员到场，导师会安排一周或者更

长的工作计划，总结学习成果或者介绍师兄的研究课题，同时有一个

一起阅读半监督学习的英文原版教材的英语研讨会。另外两场分别是

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组会。研究生组会上，我们轮流介绍自己本周阅读

的文献并总结亮点；本科生组会上，导师会关心学生的毕业状况以及



发展，是保研还是考研，提前确定研究方向。同时导师也要求四年级

学生提前参与研究生课程的学习。 

研究生的计划也并不一样。日本的研究生普遍是两年制，而且研

一入学后会先开始着手找工作的事情。找工作和研究生的研究、毕业

论文两方面同时进行。如果顺利的话，研二开学就能确定毕业之后就

职的企业，此时再重点准备学会和论文的发表。我认为这一点具有参

考性，国内研究生目前大多是三年，但是也少有提前准备就职相关内

容的。尤其是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的当下，更应该提前明确目标，提早

准备。拥有一技之长也很重要。 

除开研究学习，学院和研究室也有丰富的活动。学院在六月组织

了各研究室之间的垒球比赛，在七月组织了学院的校园开放日活动。

垒球比赛的规模不如校运会，但重在全员参加，让所有人都运动一下。

校园开放日则更有意思，是邀请附近的高中生来长崎大学参观，并介

绍工学部各个研究室的研究方向和成果。我们研究室侧重机器视觉，

所以从开放日前一个月开始，我们共同开发了两款基于机器视觉、手

势识别的小游戏。一款是捕捉用户手部位置、检测碰撞的音乐游戏；

另一款是识别不同颜色的小球，操控小球的同时，利用识别算法给地

板涂上对应颜色的积分游戏。这不仅锻炼了我们对机器视觉相关算法

的应用，也让我们积累了实际开发协作的经验，以及应用程序设计、

UI 设计、用户交互设计等方面的实践。 

 

三、目前的我研究进展以及未来研究计划 

在上海海洋大学，我作为工程学院与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联合培

养学生，选定了医疗影像作为研究方向，侧重于算法和软件方面的研



究。这次参加交换，幸运的是长崎大学的导师也与医院有密切的合作，

让我得以继续进行相同方向的研究。 

虽说是相同方向，但实际研究内容还是有所区别。六院侧重骨科，

我关注跟进最新的人工智能算法，并应用在骨科手术的实际场景种，

为临床医生提供便利。而在长崎大学，我有更多的时间补足基础，沿

着机器学习的脉络，从监督学习，到半监督学习，再到人工智能算法，

循序渐进。研究对象也调整为切片下的细菌的分类。我学到的更多的

是早期机器学习算法的闪光之处，并尝试使用矩阵计算代替线性计算

等方法优化计算速度等等。 

交换前后的研究，不变的是为临床医生提供便利的主旨。我认为

作为研究生，研究需要落到实际，能够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够真正为

一线工作人员提供便利。如果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创新性肯定是不用

担心的。 

很重要的一点是多和导师沟通。当我修改好细胞分类程序并向导

师汇报的时候，他的核心关注点在于我做了哪些改进。比如我把图片

识别的时间从两小时缩短到二十分钟，那就是速度提高了六倍。为了

达成这一点，在程序上做了什么改进？导师就这样一步步帮我总结程

序的优化点，以及可以改进的方向。 

和同学的沟通也很重要，同样是这个检测程序，当我苦恼机器识

别算法不能很好的区分切片上的气泡和目标细胞时，同学向我建议，

由于切片的气泡普遍存在于切片边缘，可以增加人工裁切，只保留切

片内部的组织切片。这是一个效率很高并行之有效的方法。 

至于在长崎大学后续的研究，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改进当前程序

的界面，增加更多功能，如裁切、保存以及图片的各种自定义，以方



便医院工作人员操作。也会逐步提交给医院方测试。二是改进算法，

或者更换 Yolo 等人工智能算法，让程序检测细胞更迅速、更准确。

并且要进行可靠的准确率验证。 

 

四、社团活动 

作为对日本的大学的观察，我认为（以长崎大学为代表的）日本

学校有丰富的社团文化以及更全面的管理体系。对比国内的社团、学

生会等学生组织，日本学校的学生组织有更强的行动力和创造力，并

且这套模式是可延续的。 

首先是部费的收取，长崎大学的社团基本是每个月要收取部费

500日元到 1000 日元不等（约 25元到 50元每人每月）。如果一个社

团有 100 人左右的活跃部员，社团每个月有三千元以上的活动经费，

可以购买许多社团共用的器材。比如轻音社团，通过多年积累，有一

套价值数万元以上的演出套装，包括 Mashall、Roland 等知名品牌的

音响，Yamaha的专业调音台，近 20个麦克风，多台乐器，以及配套

的线缆等，支持社团每个月进行演出活动。 

社团的演出活动也分为好几种。首先是维持每月活跃的校园演出，

通常会在学校的礼堂进行。需要部员协力运输、安装、调试演出器材。

这样的流程极大的锻炼了部员的实践协作能力。而且每次演出会选定

不同的部员作为主催，这也极大地训练了部员的领导能力。其中会有

一次特殊的“new face 新人演出”，限定入部一年以内的成员作为演

出主力。这有助于新成员展现自己并尽快融入群体。其次，社团每年

会安排三次左右的专业演出厅（livehouse）演出。这类演出更为严格，

会提前一周进行预选并由其他乐队成员打分，排名靠前才能进行正式



演出。同时，为了覆盖租用场地的费用，除去收取门票外，每位参与

演出的社团成员还需平摊部分场地费，约 3500日元（175元人民币）

每乐队每人次。（如果一个人参与了两个乐队的演出，就要交两份费

用。）这和正式的乐队演出的流程是一样的。此外还有作为嘉宾参加

其他社团活动的演出。比如阿卡贝拉社团或者漫才社团的暖场嘉宾。

这种情况一般是有意向的乐队先录制训练室版本，再在社内进行投票。 

从上可以看出日本学校的社团活动也是非常贴近社会的，社团的

核心人员完全具备成为对应领域的职业工作成员的能力，并且在努力

训练更多的成员。进行社团活动时，也可以思考如何更好地锻炼自己

的社会属性和技能。为达成社团实现这一功能，并保证社团的顺利运

行，社团每个月都需要开展例会，总结上个月活动的优点和缺点，并

介绍本月的计划。 

学校的支持也是不可避免的。长崎大学的每一个社团都有自己的

活动室，并且可以很方便地借用学校的活动室、礼堂，以及音乐社团

独有的隔音房排练室。这和严格透明的管理也是分不开的。如果社团

成员使用完活动室忘记关窗户、没有好好收拾等，达到三次后，就会

禁止该社团借用活动室，一个月之后再解禁。所有的规定以及处理都

会在第一时间公开给社团所有成员。 

 

五、生活事项 

最后分享一些在日本生活，或者想来日本交换的话需要注意的事

项。 

第一个是手机卡。国内可以办 CMlink，相对来说方便省心。也可

以来日本之后办日本运营商的手机卡，只是日本大部分手机卡要求有



日本的银行卡或者信用卡才能办，而想办日本的银行卡或信用卡大部

分要求你要有日本的手机卡。所以初到日本比较难找到合适的方法办

手机卡和银行卡，而且线下办理对日语水平要求较高。推荐可以网上

申请“乐天”的电话卡。银行卡的话可以考虑日本邮政银行，不需要

电话卡也能办下来。 

在日本，邮箱和纸质信件是很重要的一环。住宿费账单、医疗报

销账单，还有平时的燃气账单，都是通过信件投递到邮箱的。所以请

及时、勤快地查看自己的邮箱。而且日本遍地都是邮局，每个町（相

当于上海每个街道）都至少有一家邮局，包括保险在内的很多事务都

是通过邮局办理的。 

线上支付这方面日本可以说是既先进又落后。前面提到的各种账

单，有的可以通过 pay pay 或者 line pay（日本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付款，也可以去便利店缴纳。但是如果没有进行身份认证（需要至少

约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认证手续）、没有绑定日本银行卡，必须去

便利店才能给 pay pay或者 line pay充值。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长崎大学的校规规定留学生刚到日本是

不能参与打工活动的。入境日本的在留卡上会注明“就劳不可”。如

果想尝试日本的打工生活，可以在三个月后找导师商量帮忙申请更新

在留卡。 

在日本出行一定要携带在留卡，比国内的身份证还重要。如果不

带在留卡是有被警察抓走的风险的。来到日本之后，不管是短期还是

长期的出行，请务必注意自身安全，及时向国内的亲人、老师交流、

汇报。 

长崎大学提供的宿舍国际交流会馆是四人间，会尽量安排相同国



籍的人一起居住。和室友处理好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与另外三

位室友的时间刚好错开半年。前三位室友比我早来半年，在我刚到宿

舍的时候给了我许多帮助，带我去附近的超市、熟悉周围环境。等他

们交换结束回国之后，我迎来了三位新来的室友，这次轮到我带新室

友熟悉周围了。希望这种互帮互助的好事可以延续下去。也希望所有

前来交换留学的同学都给室友、给导师同学们留下好印象，刻苦学习，

认真负责，给海大赚取一份好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