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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交流小结	在美国的四个月时间过得飞快，可能是因为每天阳光很灿烂，周围的人笑容都很灿烂，也收获了很珍贵的友谊的缘故，心
情一直都在蹦蹦跳跳中度过。就连每天上学也都是欣喜的奔向教室的，老师的office	hour(相当于国内答疑解惑时间)也让我更好的贴近
美国的学习氛围。四个月的时间，也许总结不出什么深刻的道理，不过回想起来真的是非常珍贵的难忘时光。	赴美交流，拿着J1签证，
毕竟是去学习的，那就从学业方面讲起吧。因我所就读的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UCI)，所以就对比
UCI和复旦吧。美国大学的上课方式跟中国的不同。中国大学的课堂上，涉及专业课，还是偏爱小班教学，且一堂课的时间较长，老师
照着书或者幻灯片讲，很详细细致，几乎涵盖所有知识点。而在美国，即便是专业课，也都是大班教学，老师会在开学的时候下发必读
的内容，大部分知识要求学生在上课之前自己解决，课堂上着重讲解重点难点。就课堂而言，国外的课堂风格各不相同，每个老师都有
自己的一片舞台自由发挥。有的老师严谨学术：论文、视频纪录片让同学们在课堂上能够博古通今；有的老师层层深入，引出一个问
题，然后用整堂课的时间带领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也有的老师活力四射，讲课讲到激动的地方穿着裙子也恨不得要蹦起来。而国内的
课堂相对来说形式较为单一，老师讲课也会相对缺乏激情。我在国外上课不太容易困，唯一一门催眠课的老师倒是有些照本宣科，搞得
我虽然有重重语言关需要翻越也会控制不住自己昏昏欲睡。虽说国外是大班教学，且因课堂时间相对较短（1小时内）老师不太舍得在
课堂上解答问题，但老师普遍还是非常在意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每个在UCI读书的生物系同学基本都会依老师的要求购买一个
iclicker，这是一个类似遥控器一样的东西，上有对应A-E五个字母的五个按键，用于回答老师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学生反馈的答案
在老师的电脑屏幕上即时显示，因此老师们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到学生对当前讲解的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加州大学的课堂还有一点异于国
内的是很多课会附带一门讨论课，通常由助教负责，把一大群学生分成几十个小组，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分享各自的困惑与收获。这些讨
论有些是学术上的，有些是个人经历与情感互助上的。我是个话多的人，所以在各种讨论课上都相当活跃，不过可以遇见一些低年级的
中国留学生，他们通常不太发言，扎堆与自己认识的人坐在一起，我起初以为他们初到美国语言不是很通所以学起来有困难，然而当助
教指明请他们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都能给出清晰且正确的答案。其实国外讨论课的氛围非常好，很多外国小哥哥小姐姐们常常非
常骄傲的喊出一个错误的答案，他们不畏惧错误，所以有更多的机会去更正错误，中国学生一个答案通常要跟周边的人求证很多遍才敢
讲出来，也大多不愿意当众出风头。就我个人经验看来，作为一个话痨，不刻意跟本国同学坐在一起，其实很容易打入外国学生的学习
圈子，尤其作为一个传说中“聪明”的中国学生，他们很愿意问你问题。当他们自发组成学习小组的时候，你也会被邀请加入，这不失为
一个融入国外小团体的小契机。	在UCI的三个多月，虽然没有成功让每个老师记住我，却也几乎混了个脸熟。每次我有些怯懦犹豫着要
不要跑去问老师问题的时候，我都会暗自提醒自己跟教授沟通的机会不多，这次不问就又少了一次机会，而且这些既存的问题就又要不
了了之。因此，但凡心存疑惑的知识点，我都会跑去跟教授和助教问个究竟。我很庆幸我有这份勇气，因为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Naomi
教授和几个同班同学很大的帮助与鼓励。教授会跟我分享她访问中国的经历，跟我讲她小儿子的故事，并且把我弄不明白的知识点一步
步的写在纸上，以防我语言跟不上。而Shaffer教授跟学生沟通的时候，总会很努力的记住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他带的班上有600多个
人，短短10周时间他记住了班上大多数人的名字，足以见得这位老师花了多大的心思希望能让学生感受到最大的重视和关注。	除却零
散的作业和每周的小测，除却那些读课本读到生无可恋的夜晚，我利用所有可能的时间在美国西海岸旅游，想尽可能多的抓紧这段在美
国的时光更好的了解这个地方。我所到之处包括美国四个州，六个城市。我在西雅图领略华盛顿州淅淅沥沥的冬天的雨季，跟朋友们打
着伞踩着被冰冷雨水浸湿的鞋子用足迹丈量西雅图的大小博物馆和各处美食；我在拉斯维加斯看大峡谷另一端蹦跳起来的、橘红色的大
太阳，在没有围栏的悬崖边瑟缩着往前探脚；我在旧金山的海边，有松鼠和海鸥在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安详的陪我看海，也在渔人码头
冒着熙熙攘攘的人潮捧着盛在面包里的海鲜汤晒太阳；我在洛杉矶的步行街上被弹唱的艺术家吸引眼球，在星光大道上被穿着奇装异服
的动画人物拦腰抱起；我从尔湾的海滩深入太平洋看到海豚，虽然被一波波咸咸的海浪的拍在身上，被在风里东摇西摆晃动的船颠得七
荤八素，但那份被海豚群簇拥在海中央的喜悦仍然让我觉得那群小天使在海里飞翔；我也在圣地亚哥遇见著名的士兵和护士的雕像，他
们在夕阳中，在中途岛航母这块大铁皮的映衬下，亲吻的美丽动人。	最感激的，是在美国这短短四个月里遇见的人们和结识的最可爱的
伙伴。我的室友都是亚洲血统，每次都恍惚觉得住了一屋子的中国人，以至于早上神志不清的醒来的时候，对着他们微笑着说了一
声“早”，仍然记得室友当时懵逼的表情。室友是一个自律到极致的越南姑娘，学犯罪学，所以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跟我分享一个变态心理
的案件或者一个杀人的故事，并且越讲越兴奋，拎着睡眼惺忪11点上床的我深谈到后半夜。早上我迷迷糊糊的爬起来的时候，她已经晨
跑完毕洗完澡端着咖啡坐在阳光里看书了。我很难想象她那副瘦瘦小小的身躯里哪儿来的这么大的活力。另外一个室友是中国血统的美
国人，更符合我对美国学生的期待——早晨声音喑哑的爬起来告诉我们她已经迟到了所以就不去上课了，临考试的时候彻夜彻夜的熬夜
第二天一大早洗把脸就背着书包去考试。还有一个可爱的室友，每次见面都会很跳跃的说“HOLA”，然后还在我期末考前一晚，用不知
道从哪儿学来的中文，给我写了一个粉红色的“加油”。也仍记得那些跟我们一样来UCI交流学习的留学生，玩的熟悉的以日本和香港的
为主，我还跟几个熟悉的小伙伴办了一个万圣节派对，当晚盛况空前，楼下烧烤炉满满当当的都是人，大家围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操
着三四种语言叽叽喳喳的聊天，手舞足蹈一点都不嫌累。相比之下，欧洲人的party从深夜开始，不来几瓶好酒烈酒那就是不够尽兴。
最可贵的，是让几个原本在复旦读书互不相识的姑娘相识，相互帮助，相互陪伴。我们一起在黑暗的大马路上哆哆嗦嗦的唱过的歌，一
起围着炉灶煮过的火锅炒过的米饭，一起瞭望过的大海和沙滩，深深地温暖了一个身处异国的、原本充满担忧和惶恐的心。	有些朋友问
我，让我总结一下这次出国交流的感想。我想了半天，只有一堆的故事堵在嘴边，却讲不出几句富有意义的总结陈词。大概这不过是另
一种生活，是一次探索，一份勇气，一股热情。兜兜转转的国内的学业，沉甸甸的学习负担，你争我抢的排名GPA，统统暂时放下，去
另外一个国度。从此暂时成为异乡人，你突然看见加州明媚到无趣的阳光与你而言是多么的耀眼，那些本来被忽视掉的面容看起来是多
么的有活力而亲切，课本上的知识换了种语言竟变得如此生动让人不自觉地便读了下去。你在需要交流的时候看清自己的怯懦，你在这
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去战胜自己的怯懦；你在他人的对比下醒悟自己的懒惰，你在朋友同学的鼓励下，去捶打自己的懒惰。原本陈
旧的心情和记忆，在异国他乡的洗刷之下，仿佛焕然一新。出国交流时间不长，本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我所带回的一肚子故
事，我所经历的那四个月让我嘴角带笑的时光，那四个月让我至今想起都觉得明媚到让我嘴角带笑的记忆，大概就是此次交流最大的意
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