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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历史，不难发现，差异是无时、无处不在的。人与人的差异，地区与地区的差异，国家与国家的差异等等。正是差
异，带来了人类永不停止的进步。也正是差异，带来了人类无休止的争斗，甚至是战争。因此，理解差异极为重要，也极为必要。但令
人惋惜的是，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也招致了现代社会不可调和的冲突。	此次澳洲之行，于我而言，便是一次理解差异的
学习过程，收获颇丰。下面我将从学习和生活两大方面来谈谈看法。			这次我前去交流的学校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该校是澳洲最有声望的几所大学之一，有着一流的研究人员和研究设施。昆士兰大学地处小城布里斯
班，一年四季气候宜人，环境优美舒适，是一个适合生活与学习的好地方。	众所周知，国外的大学与国内的大学在学制上有很大的区
别，我也很有幸感受了一回两者的差异。昆士兰大学的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讲座类课程（Lecture），另一类是辅导类课程
（Tutorial）。讲座类课程的授课方式其实和国内相似，主要由老师在课堂上讲授。而辅导类课程则很特别，往往由助教或者专职老师
来讲授，主要帮助学生复习和练习课堂上学习的知识，非常强调学生的参与和互动。	从学时上来说，在昆士兰大学一般每一学期学生会
选三到四门课程，与在国内动辄一学期十几门有很大的不同。每门课程都会有讲座类和辅导类课程，大概学时占比在2：1左右。	我在
昆士兰大学共选修了经济、金融和艺术三门课程。虽然在数量上与复旦相比少了很多，但是难度与深度却大大加深，我想这恐怕也是国
外与国内大学在学制上最大的差异。每节课教授都会在课前布置大量的阅读材料，有的甚至还会在课上进行随机提问，并且记入平时成
绩。而在课后也会布置大量的作业供我们练习。总的来说，从学习强度上来看，并不比在复旦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选修了一门艺
术欣赏类课程（Looking	at	Art），体验了一回国外的文理教育，收获很大。这门课程主要讲授艺术史和艺术鉴赏的基础知识，每节课
都会布置大量的阅读材料，课程考核的方式则是一篇艺术鉴赏报告和一篇艺术史的论文。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在事后回
想起来却很有感触。每次几十页、充满专业艺术术语的阅读材料，前前后后修改多次的鉴赏报告和论文，都让我英语能力有了一个极大
的提升，同时也对于艺术史和艺术鉴赏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尤其要感谢助教对我的帮助，作为一名母语非英语的学
生，艺术类的写作对我来说难度实在太高了。于是我从一开始就向助教寻求帮助，她在我写作过程中对我的结构、语法、用词等提了大
量的建议，让我最后得以顺利完成。虽然最后该门课程并没有取得特别优异的成绩，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学习到的一切让我收获颇丰。	在
昆士兰大学学习期间，我还有幸参与了昆士兰大学商学院研究中心主任Robert	Faff教授的课题研究，最后还和他合作完成了一篇文章
（见附件一）。在学期初，为了寻求参与学术研究的机会，我毛遂自荐，联系了商学院的多位教授，最后有幸得到Faff教授的赏识，并
通过了他的测试，获准参与他的研究课题。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教授对于沟通的重视令我受益匪浅。每次遇到问题，或者有一些进展
时，他都会抽出时间要求和我见面讨论，以确保两人保持相同的理解。这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也在和教授的沟通中提高很快。这
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在澳洲交流期间，另一段难忘的经历就是和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同学交流了。为了更好地理解差异，有更多的机
会去理解别国的文化，我在寻找住所时特意没有选择中国人开的中介，而是通过学校的渠道去寻找国际学生住所。我一共有两个室友，
一个是德国人，另一个来自于所罗门群岛（太平洋岛国）。在朝夕相处中，我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对于彼此的文化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我的德国室友对中国的政治非常感兴趣，但是在与他的交谈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所获得的信息几乎完全依赖于欧洲媒体
的报道，因而有的时候很片面、夸张。我们也同时谈到了欧洲新一代青年的问题。在很多人心中，可能对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存在着
一种刻板印象，觉得他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其实不然。在年轻一代中，老一辈人的那种重视规则的精神荡然无存。在街上随处可
见乱穿马路，甚至乱扔垃圾的人。他对此也感到失望。	在澳洲交流期间，我也积极参与布里斯班政府和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广泛地同
各国同学交流。我有幸作为留学生的代表参加了布里斯班市政府举行的招待活动，对布里斯班的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加深了我对
澳大利亚这个热情的国家的喜爱。	值得一提的还有社团活动。我对于澳洲当地的政治情况很感兴趣，便加入了昆士兰大学的一个政治类
社团。在一次聚会中，社团邀请了澳大利亚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一起参加，我也有幸得到了和他单独交流的机会。他一开始就指出，他
对于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处理方式非常不满，认为这样只会加剧国家之间的冲突。但他同时也提到，他对于本届中国政府高级官员
的印象很不错。他曾经和李克强总理交流过，认为他非常有学识和能力。短短一席话让我收获很大，第一次听到一个西方国家政府高级
官员在私下里对中国的评论。	每一个来到澳洲的人都会觉得当地人的生活十分悠闲，幸福感很高。很多时候在大街上两个陌生人也会很
热情地相互打招呼，人们始终保持着一种友善的态度。我也有相同的感受。根据我的观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当地人的贫富差距相对较
小。贫富差距有专业的指标用于测算，而且澳洲不同地区也肯定有差异，所以这里我只谈谈直观的感受。在澳洲大多数人都能过上体面
的生活，哪怕是一个普通的服务员或者柜员，都能在每个周末与家人朋友相聚，享受下午茶的时光。同时大多数人都能够负担得起一套
住房。这恐怕就是人们幸福感的来源。			四个多月的时间十分短暂，转瞬即逝，但它带给我的收获却是终生的。感受差异，理解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