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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非常荣幸得到学校推荐，来到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波勒分校进行为时一学期的交流学习。我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不仅
在美国这个学术圣地积极地吸取知识养分，并且在这个文化大熔炉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一、								课程与学习	1.专业课	我选修了两
门博士课和一门硕士课，都获得了A的成绩。	这三门课虽然都是经济学专业课，但是他们培养的完全不同的能力。	首先是一门名为经济
学中的数据方法的博士课。这是一门SAS软件的入门课程。SAS是在美国甚至国际上运用广泛数据分析软件。但这个软件的入门绝非容
易，因为它的编程规则和经济学入门常用的数据分析软件都不大一样，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要在不断的试错中掌握操作的要领。但比
掌握SAS语言更重要的是理解数据。现在是一个大数据时代，分析数据得到的结论比理论更能使人信服。但这都要基于理解数据的基础
上，包括理解数据的含义，数据的结构，数据的真实性，数据的合理性，比如数据前后是否吻合、是否存在异常值等等。理解了这些才
能找到正确的研究的对象并对存在误差的数据进行修正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每个数据背后都是鲜活的经济现实，而发现这些显示仅仅
把数据一股脑儿放进SAS是远远不够的。除了上面说的要找到合适的对象，进行修正外，还要通过原始数据构造出更有现实意义的新变
量，这就需要创造思维了。有的时候，成功地构造出这样一个变量是一个作业成功的一大半。总之这是一门在练中学、从来没有正确答
案的课。老师把我们放在一个数据研究员的角色下，每周布置一个有现实意义的分析任务，我在面对任务的巨大挑战和完成任务的成就
感交替中完成了一个学期的学习任务。	另一门博士课是博弈论。一看名字就知道这是一门偏重理论的课程。对我来说，博弈论更像是一
个思维体操，老师在课上通过分析不同的例子，让同学如同做脑筋急转弯一样想出最佳策略，从而得到背后的规律。但这也是一门需要
学以致用的课，每个同学要求将一个现实例子抽象成博弈论模型，运用学过的理论得出一定的结论。这对没写过英文论文的我来说不仅
仅是一个语言的挑战，更是一个思维创新的挑战。我想到了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我国的农业和美国相比还是低水平低效益的。背
后的原因是我国的农业的资本投入相当不足，农业信贷不发达。农业信贷不发达是和农业本身的特性息息相关的，没有足够的抵押担保
和靠天吃饭的巨大不确定性都导致银行不愿意给农民贷款。通过建立相应的模型，我分析得到，降低贷款利率和贷款申请费用能降低农
业贷款的违约风险，是解决我国目前农村信贷怪圈的有效途径。	我还选修了一门计量经济学的硕士课程，这是一门需要扎实数学基本功
的课程，涉及到大量的概率论和线性代数的知识。从这门课程中我也观察到了中美基础数学教育的差异。作为中国学生，应试教育建立
起来的扎实的数学功底是学这门课一个很大的优势。每次考完试，美国同学都感慨：书翻了好几遍，题目还是做不出来。但题目其实是
和书上一模一样的证明题和稍作改动的计算题，他们的问题大概就出在数学基础薄弱，看书的时候只能做到一知半解，等到脱离书本的
时候发现还是没有掌握。但从学习态度来说，美国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就要远远好于国内的学生了。中国大学生没了高考的压力后觉得
进了大学就不用再认真学习了，翘课或者来上课却不认真听讲的现象比比皆是，就算名牌大学的学生也不能例外。但美国大学的情况却
截然不同。虽然UNCG在美国算不上顶尖的大学，但我在课上鲜少看到有同学缺课，课上也绝不可能看到玩手机开小差的情况。老师和
助教的office	hour都有大量同学去提问，由于他们数学方面薄弱，还自发组成一个个自习小组相互帮助学习。	我课堂上发现了中美教
育的很多差异，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方面。美国研究生课程较大的作业量能使得学生在较短时间内高效地掌握相关领域的大量信息，并且
能让学生及时赶上老师的进度，不至于期末突击。在课堂上，同学们一起积极地参与讨论，能较快地融入到整个集体学习氛围中。	2.中
文口语辅导	除了这三门专业课之外，我还选了一门很有意思的课——中文口语辅导，每周给5个美国学生每人半小时的辅导。在这个过
程中，我切身地感受到在美国掀起的一股中国热，作为文化的桥梁，我积极地向他们介绍方方面面的中国文化，同时也了解到中美文化
的差异。	作为一名校际交流生，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来之前一直听说这是一个开放热情的国度，但如果没有当中文口语助教这个机
会，我很难生动和真切地体会到美国文化的本质。每周五固定的和五个美国学生面对面授课的时光，不仅仅是提高他们中文口语能力的
过程，更是在交流中增进我们对两国文化认识的过程。	我一直坚信，那些融入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中的习惯和意识才能称之为文化。而
和美国小伙伴们面对面的谈谈这周又发生了什么新鲜事、下个假期又有什么安排诸如此类的话题，不仅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更看到美国
人生活的细节，从而体会到美国文化的真谛。	我教的五个学生中有个精灵古怪的女生叫孔怡思，她仿佛有一个自己的童话世界。每周看
到她都穿着不同类型的漂亮衣服，活脱脱从童话书里跳出来似的。我不禁赞叹说你每次的衣服都很独特很漂亮。她愉快地接受了我的赞
美，而且说最厉害还在后头。原来万圣节正好是在周五，那次课上她果然穿了让人惊叹的奇装异服——女巫的大斗篷，脸上化了十足的
烟熏妆而且描了各种不知名的图腾。化妆舞会是美国人过万圣节的传统，像怡思这样充满奇思妙想的小女生，万圣节派对真是一年一度
的狂欢。	相对于怡思，明修完全是个内敛害羞的小男生。但是谈起美国的文化，他却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给我很大启发。同样说到节
日，他觉得现在的庆祝方式已经让人忘了这些节日设立的初衷。比如万圣节，本来应该是纪念先人亡魂的节日，可如今狂欢取代了哀
悼；再比如感恩节，起源是纪念印第安人对美国早期移民的帮助，但现在俨然成了购物季。随着社会的发展，节日不断地被赋予了新的
含义，这是进步的表现，但是那些应该被铭记的历史，也不要被轻易冲淡。	二、人际交往	美国人确切的来说是生活在北卡的人给我的
印象是特别的热情、健谈和乐于助人。这些特质都是从日常的小事中体现出来的。	说到热情和健谈，在等车和排队时被“搭讪”是见惯不
怪的。素未相识的人常通过一句“我会说一句中文，你听听对么？”或者“你的大衣很好看，是美国买的吗？”作为开场白打开话匣子然后
跟你侃侃而谈；到银行去办事，常被私人银行代表迎进办公室边聊天，无聊的等待时光变成了欢声笑语。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新鲜
人”，我在美国从来没觉得自己是这个社会的外来者，大概也是美国人的热情将我融入了他们。	说到乐于助人，我在美国受到的诸多无
私帮助来自老师、同学，更来自很多素昧平生的美国人。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个梅西百货的售货员。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晚上，我和同学
在梅西采购完准备坐公交车回学校，由于不知道公交站台在哪，特地向一个售货员姐姐询问，她详细地跟我们说了路线。但由于天黑和
不熟悉地形，我们走到了一个错误的站台，在那等到了10：30都没有看到公交车。正当我们在寒风中束手无策的时候，售货员姐姐突
然出现了，跟我们说找错站台了，并且带我们去了正确的站台。她说她就生怕我们会找错地方，所以下班后特地留意了一下路上，果然
看发现我们找错站台了。	三、城市印象	在假期里，我和同学游览了美国的几个大城市，他们风格各异，各具特色。	1.迈阿密——热情
的海滩	迈阿密是美国陆地最南端也是著名的度假胜地。来到这边，阳光、大海、沙滩、椰林会让人顿时忘了压力，立即进入欢快洒脱的
度假模式。	2.纽约——水泥森林	来到大城市纽约，感觉自己都成为了美剧的一部分。太多影视剧中常见的场景：人来人往的时代广
场，旗舰店林立的第五大道，大树林立的中央公园，台阶上坐满了人的大都会博物馆。这里的人都是行色匆匆，都市生活的节奏可见一
斑。	3.华盛顿——政治中心	跟纽约相比，华盛顿没有熙熙攘攘和高楼林立，白宫、国会山庄等国家心脏使得这座城市增加了几分严
肃。	4．洛杉矶——天使之城	迪斯尼乐园、环球影城、好莱坞等等地标性景点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洛杉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娱乐之
城。	5.旧金山——华人大本营	旧金山的唐人街绝对是美国所有唐人街中历史最悠久的，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奇特的建筑，都是不同时
代建筑融合的产物，足见百年间华人在这生活的变迁。							半个学期的交流时光非常短暂，但极大丰富了我对美国人文的理解，它的开
放、包容、互助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一名研究生，虽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能通过各种媒体得到到
关于美国的各种资讯，但只有真正的来到美国，融入美国社会，才能明白美国文化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