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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16日至8月16日，我随校其他三十一位同学，在外事处徐若冰老师的带领下，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为期一月
的暑期交流项目。				学习上，我报名的课程是医学课程中的Anatomical	Science。其中包括两个子课程，Principle	of	Body
Structure	和	Neuroanatomy。课程时间安排在参加项目前就已经告知了我们，具体的课程内容安排则是在第一堂绪论课上由教授传
达。每个课程的时间安排都略有不同，我所选择的课程，考虑到信息量大，学生接受度有限，所以只安排了周一至周四上课，每天两个
lecture。上午、下午各一个leture，时长为三小时。

上课的教室在UBC内的一所医院里					授课内容涵盖范围比较广，据教授说包括了该校学生一学期所学内容的70%。但是和国内的解剖
专业课程相比，内容深度相对来说比较浅。此前我并没有接触过与解剖相关的课程，所以课程设置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介于专业
课程和通识课程之间的授课难度，为我之后的解剖课程学习打下了基础。由于是第一次接触解剖课程，也是第一次学习全英文课程，所
以每次lecture之后自己都会充分利用晚上的空余时间，好好看教材、认真复习、仔细预习。总而言之，课程的难度设置对我来说既富
有挑战性，又不会过于深奥。					除了课堂教学，课程内还安排了充足的时间用于在实验室里看标本，认结构。通常一周会有两到三个
lecture，其中的一个半节在实验室里教学。每次去实验室之前都会有小测验以巩固知识，提高在实验室里认结构的效率，到实验室以
后还会发一张清单，标注了此次标本上可以见到的结构，防止我们遗漏。由于UBC四个校区的医学生都是在温哥华校区进行基础医学课
程的学习，所以温哥华校区的解剖实验室非常大，设备非常先进，标本量也很多。在实验室里，标本按照类型分台放置，每个标本台周
围都会有老师轮流为学生讲解。所以我们都是分批轮流到各个标本台听老师的讲解，这样一次能够看到同部位的不同标本，对结构的认
识、分辨、记忆也更加深刻。当时结识了来自北医、中南、西交的学长和学姐，他们都已经学习过或者正在学习解剖课程，每次和他们
一起结成小组认标本，大家相互交流，在探讨中学习，氛围轻松，学习的过程也变得愉悦。		

Sulphur	Mountain	俯瞰之景					授课是四个教授轮流进行的，其中两个老师是给UBC的医学生上课的老师，另外两个是在UBC的科
研人员。老师都非常nice，特别是前面两位，授课经验丰富，课堂生动有趣。我还记得当时讲到不同部位脊椎背面观的特点，老师打比
方说，胸椎的背面观像长颈鹿，腰椎的背面观像美洲水牛。当时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知识点，直到现在在系统解剖课上再次学到相同的
知识点，想起来都觉得非常有趣。每次和老师讨论问题，老师都能耐心给出合理的解答，并帮助我梳理知识结构。				由于今年是UBC
第一次在医学类课程里开设解剖课，所以报名此项目的人并不多。同课程的总人数不到三十个。同学大多数是中国人，有两位来自港大
的同学，一位来自台湾长庚护理专业的同学，一位来自英国的护理专业的同学，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同学。我是课堂中唯一一位来自复旦
的学生，这一定程度上鼓励、促进我和其他同学的交流，丰富了我对于其他地区和国家医学教育和医学生生活的认识。我觉得这是除了



知识的学习以外，我最大的收获。		

Moraine	Lake美到令人窒息					UBC在暑期课程的开展方面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对于课余活动的安排也非常合理。在课余
时间，UBC暑期项目负责人以及每个学院的暑期项目负责人都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从开始的学校定向、欢迎音乐会，到中期的街舞
教学、校内人类学博物馆参观，到最后的告别晚会，每项活动都办的很用心，这些活动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UBC方面联系了旅行
社，我们可以利用每个周末的时间，自费报名参加短途旅行项目，项目的最后会有五天的空余时间用于一次长途旅行。周末的旅行为我
的加拿大之行增色不少。					时至夏季，温哥华市内也举办了很多夏季特有的活动。在我们的暑期课程期间，有加拿大的国庆日、同性
恋者彩虹大游行、城市滑道、夏季烟火大会、毕加索画展这些节日和活动。在加拿大的一个月，这些活动让我更加深刻地体验了当地的
文化，感受了当地的风俗。		

第一次看到冰川是在Athabasca	Glacier	虽然学习任务不轻、学习压力不小，但是总的来说在UBC的生活是相当惬意的。	住宿方面，
有两种房型选择。一种是六人套间，套间内有六个小单间、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另一种是两人套间，套间内有两个单间和一个浴室，
每层楼共享一个厨房，但是免费提供自助早餐。我选了第一种房型，当时六人间里一起住的都是复旦的学生。每周都会有三四天，大家
一起采购食材、搭伙做饭，这样的经历是我在复旦没有体验过的。原以为自己会觉得做饭很麻烦，结果最后反而爱上了自己动手下厨。
当地新鲜的食材，加上中式的烹调方法，还有自己亲手制作的成就感，做出来的菜与当地中餐厅相比便宜也更美味。					学校里有
university	village。里面有各式餐厅，风味包括中餐、墨西哥菜、韩餐、日料等等；有文具店和手机运营商门店；有食品杂货店和超
市……基本上不用出校就能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			



		上学路上偶遇的小松鼠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UBC真的太美了，不愧是全球最美大学之一。学校以北就是大海，与海边的两处沙滩以及
滨海森林仅以一条马路相隔。学校以南有UBC自己的农场和果园，种植新鲜蔬菜和水果。UBC里的建筑从教学楼、博物馆到实验室，
每幢楼的风格不一，但是都简洁、大方、优美。校园里的绿植数量很多，记得有一天早晨在UBC里晨跑，一路遇见了许许多多不知名的
小花。那天早晨还遇见一只小松鼠，嗖的一下从树干窜到树冠里去了。UBC的天空很蓝、很干净。因为纬度高，所以当地日照时间很
长，早上三四点就日出了，一直到晚上九点太阳才完全落山。我的房间窗户正对大海，因为楼层高，每天晚上在房间里吃完饭的时候，
都能看到落日的余晖将天空渲染成色，从红橙黄的主色调，变成蓝青黄的主色调，不可名状的美丽.

UBC校园里的玫瑰园					温哥华校区位于温哥华的富人区，当地的居民非常热爱运动，待人亲切友善。晨跑时遇见笑着打招呼的其他跑
者，烟花大会当晚搭乘公交时遇到免费运载乘客的司机，超市里不小心打碎鸡蛋会反复道歉的收银员，还有健身房里偶遇的同学、短途
旅行时热情的向导。也许是因为福利高、生活压力小，总觉得遇到的加拿大人，大多在彼此相处时都对陌生人带着一种善意。这种善
意，很大程度上在快节奏生活的上海是缺失的。					UBC和温哥华都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没有离开加拿大之前就开始期待与UBC
和温哥华的第二次相遇。期待再次回到那里，再次感受那座城市，那些人带给我的自由、惬意与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