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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月再回忆这段交流经历，就仿佛是一场美好的、漫长又短暂的梦。	最初选择去交流几乎是一时冲动，是正好在前一个月考了次托
福，分数将将达标；是正好班级里没有人选择报名UBC；也正好是我亟需逃离，想换个新的环境，想提前体验留学生活。于是，一天之
内，我完成了申请。那时的我一定不会知道，这将是我做过最好的决定。	大半年的准备时间转瞬即逝。二十年来我从未需要离家四个月
之久，出发当天无数次告诫自己不许哭，但最后还是在机场时抱着妈妈和奶奶哭到不肯撒手。最后还是一咬牙走进关内，没有回头。	上
次来温哥华还是四岁的时候吧，转眼已经阔别十多年。还好有爸爸的朋友到机场来接我，免去了我许多初来乍到的慌乱和离家的惆怅。
交流的重头戏当然是学习。国外的学习经历和国内大不相同。首先是学期开始时，老师就会给出明确的学习安排，包括所有的考试时
间、作业提交时间、甚至是作业的具体内容，可以让我们对课程内容和深度有充分的认识。	学习压力方面则是因人而异了。说实话，在
复旦时更像是一学期学习两次，期中一次期末一次。但在UBC，只要有一周落下了学习进度，课业压力便会骤然上升。尤其是我作为工
科生，选择了三门计算机的课程和一门数学，每周都充斥着quiz，assignment，tutorial或者lab。但另一方面，在这样循序渐进的学
习方式下，我的确觉得对知识的掌握度较国内学习时更高也更扎实。	在这里学生与教师的关系也更加紧密，不仅仅是“教”与“学”的关
系，而更注重交互。在课堂上学生可以随时打断教授，提出自己的问题或者见解。在教授的Office	Hour时学生也可以随时Drop	by，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计算机图形学的教授，甚至会帮我仔仔细细检查代码，看我的作业里哪里出现了问题。	成绩方面，这里更注重的
是个人的努力，总分就是对一学期学习成果的评定，而不需要考虑同班同学的水平，所以让人感觉努力就会有回报。比如计算机网络这
门课，我本来真的觉得很难理解，熬夜复习是家常便饭，但是几次quiz都考得不好。最后把ppt和教材硬啃了下来，得了个A-。虽然是
我交换成绩里最差的一门，但却是让我感觉最有成就感的一门了。			再说说衣食住行吧。	衣：温哥华相较上海略微冷一些，尤其是九、
十月，国内还是该穿短袖的时候，我已经裹上了厚厚的外套了。而到了十二月，其实又不会特别的冷，至少在我离开之前，温度最冷也
只是到4°C左右。温哥华的室内都有舒适的暖气，甚至可以短袖外面套羽绒服，简直是走极端。	这里购物价格还是比较高的，还是建议
自己多带一些打底的薄一些的衣物和厚一些的外套吧。（当然了，在加拿大买个Canada	Goose还是比国内便宜的）	需要一提的是，
温哥华在十月左右就会进入雨季，我们比较幸运的是今年雨水少，但听说常态下是几乎一两个月看不到太阳了。	食：交流最锻炼人的大
概就是厨艺了吧。	最初一两个礼拜，我还是靠着village地下广场的中式盒饭和方便面、水饺之类的过活。但最后还是屈服于自己开伙
的多样选择了。从最开始用拌饭酱做个简单的韩式五花肉炒饭，到后来做出色香味俱全的红烧肉或是咖喱鸡肉，做饭成了我一天里最享
受的时候。	每周我都会去离学校两站公交远的Save	On	Food采购食材，当然校内也有韩国超市和华人超市可以基本满足食材方面的
需求。	住：这次我们一起交流的同学很幸运的都分到了宿舍，我们三个女生分到了Fairview	Crescent，尤其是我和一位学姐有幸分
到了同一间。Fairview有些像联排小别墅，四人一套，虽然有些旧，但是基本条件还算不错，每人一间单人间，共用客厅、两个卫生
间和厨房。在申请宿舍的时候，建议Preference每个都选1（除了两人间吧），以免申不到宿舍，毕竟要自己租房的话还是很麻烦的。
行：UBC几乎位于城市的最西端了，但公交系统比较发达，想去Downtown、Metrotown等商圈都是一辆直达。只需要花五刀还是七
刀购买一张Compass	Card，然后到网站上关联一下学生账户就可以包月乘坐公交了，注意每个月下半月时要在网上激活下一个月的使
用权。			这四个月，我看过一望无垠的湛蓝海面，坐在海边的围栏上享受过咸湿的海风和温暖却不刺眼的阳光；见过晚上八九点的日不
落，也见过凌晨七八点的日出；有过情绪崩溃的大哭，但更多的是互相陪伴时感到的温暖。交流的这四个月像是我前二十年人生里的断
层，归国后甚至恍惚过我真的离开过四月之久吗？而再将四个月的回忆娓娓道来时，都觉得热泪盈眶。相遇有时终有别，但我们终有一
天还会再见，在更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