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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2020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能够到NUS交流，留下一段充满纪念意义的记忆，让这个充满变化的一年里多了很多不变的惊喜
和感动。	一、交流经历概况	在2020，我经历了最短的寒假，也度过了最长的暑假。在完成2019学年最后一门课程考试之后，我们
NUS	小分队就马不停蹄地奔赴新加坡。落地之后，先是热带的温度让我们从生理上感受到了坡县的热情，出机场到校报道的路上沿途
看到高大茂密的植被、风格迥异的建筑以及干净整洁的街道让我瞬间被这个城市圈粉。一路上，接我们的华人司机师傅给我们安利了很
多好玩好看的地方，到了地方还帮我们搬行李，竟然在这个异国他乡收获了满满的亲切感。

到住宿的地方放置行李，我们这学期由于校内宿舍翻修，所以不得不申请校外住宿（一般春季学期申请校内住宿没什么压力）。但是因
祸得福，我们申请到了离学校步行15min的ACS	independent	school，是一个中学，但是宿舍条件都挺不错，而且由于考虑我们大
学生行李比较多，每个人安排了两个床位，而住宿费还比校内便宜一些（每月400SGD）。

		课程的学习上，因为当学期开设的对口专业课不多，我只选了三门课，还有一门西班牙语课，语言课氛围非常好，是为数不多我在语
言交流上没有障碍的课程，西班牙语还是小班课，就有机会认识很多nice的新加坡课友，如果选课数量不够的话，非常建议选语言课。
其他两门专业课的话，教授的singlish真的对英语听力很差的我非常不友好，但是一学期下来发现其实课上只要先跟上老师的节奏，标
出没听懂的地方，课下再对照PPT和教材还有课后作业把思路理解清楚就好了，而且每门课考试相关的说明都非常清楚，只要平时的作
业和讲义理解清楚考试的题目还是难度不高的。所以担心自己英语水平的同学不要犹豫啦，NUS的课程还是非常友好的。	如果说阻碍
我上课的因素不是英语的话，那就应该是NUS复杂的校园地形了。我在工程学院的一门tutorial课甚至到学期末都是凭感觉找到上课教
室的。但是好在校园地图已经非常详细了，校车覆盖面也很广，在找到上课路线之后每天上学路程也不会太费时间。建议大家在正式上
课前，先按照NUSMODS上面的教室地图找找教室，熟悉下校园环境。	学期在五月初就结束了，但是因为疫情滞留了将近一个月的时
间，没有机会出门玩，就在寝室里找事情做，本打算利用时间考雅思但是临近考试给主办方发邮件才被通知说考试取消，这个办事效率
和坡县网购效率一样值得小小吐槽一下。其他的活动还有健身和做饭，到了新加坡发现我的生物钟似乎和这里的气候有某种感应，落地
之后一改早晨起床困难户的面貌，每天六七点就自己醒了，出去跑步回来之后一般自己准备一下早饭，元气满满的开始宅女的一天。		
二、疫情之下	新加坡第一例新冠病患是在一月底确诊，收到消息的中国留学生最先做出反应，齐刷刷地带起了口罩，每到教室看到一个
带着口罩的同学，都会彼此会心一笑，确认过眼神，是从国内来的人。但是新政府的反应看起来却有些不紧不慢，告知民众疫情的致死
率相对较低，健康民众没有必要戴口罩，刚开始看到这样的通知确实很慌。但随着感染人数始终在可控范围内，也渐渐明白了新加坡民
众对政府的信任从何而来。看似“佛系”的新加坡抗疫战其实是充分利用好了新加坡国体小、医疗水平高的特点，在尽可能保证民众生活
工作的条件下，结合传入病例进行逐步严格的筛查，到了真正必要的时刻也拿出了惯用的超严厉惩罚制度，对不戴口罩或扎堆出行的民
众处高额罚金甚至判刑。	三、新加坡文化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的民众除了在人数上占有一席之地以外，对新加坡的文
化也注入了很多鲜活力量，也得益于政府包容开放的姿态，可以在这里体验到多元文化的特色。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坡岛上各式
各样的建筑。有现代化风格的商场、办公大厦；有色彩鲜亮的学校、居民区；还有寺庙、佛塔和国内东南沿海地区风格的骑楼；还有充
满印度色彩的文化旅游区。疫情期间闲来无事，翻阅了一些关于新加坡城市规划的书籍，才得知原来在进行规划的时候，特意要求保留
了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也是显示了新加坡文化包容政策的一个方面。	此外，新加坡的留学政策也非常友好，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多
了解一下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