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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学校和院系给了我出国交流的机会，感谢福美基金会对我出国的资助，让我能够在2019年秋天前往东芬兰大学进行交流。这次交
流中我体验了许多以前从未体验过的事情，在异国的生活也让我有了更多全新的认知，它将成为我人生中极其宝贵的经历。		1.		学习篇
从19年3月开始申请，然后准备各种材料走流程，在	19年9月我终于搭上前往芬兰的航班，正式开始在东芬兰大学的交流。之前还一直
为芬兰的课程担心，听说北欧老师给分都特别严格，很担心自己会不会不及格，但可能是我对课程学习都比较上心的缘故，最后得到的
成绩也还挺好。	收获最大的是一门叫Theoretical	thinking的课，每次课换不同老师来讲，每次课都要写课程笔记，最后再针对前面
讲的理论写三四页的讨论，总共的这些笔记和讨论作为课程成绩的评定。不同于国内大多数课程平时水水过、重点放在期末考试或者论
文上，这门课更关注平时每节课程的知识消化和思考，于是我在平时课程学习上花费的精力要比在国内多很多。就变成了上课两小时，
课下笔记一整天。	还记得这门课从第三节讲马克思开始，学习的理论都是我以前从没接触过的，这便需要我在消化讲座上的内容之外还
要额外看相关文献补充知识，每一篇讲座笔记要花上一个周末才能完成。在课程结束最后的理论讨论部分，我也在图书馆闭关好几天终
于完成。虽然在上这门课的时候出于畏难情绪无数次怀疑自己，但真的投入进去之后，发现这门课不仅让我收获了知识上的积累，也让
我的思维方式有了许多改变。在这门课成绩出之前，我还担心自己能不能及格，但最后看到这门课我得了5分（满分5分），真的惊喜！
为了更好地融入芬兰当地的生活，我还选了一门芬兰语课，每周的安排就变成了周一到周四上课，周五周末练习芬兰语、写作业。虽然
芬兰语真的很难学，但学芬兰语的日子也真的很快乐。每次上课前先把Moodle（类似复旦的elearning）上新出的芬兰语视频看一
遍，课上除了听老师讲语法和应用之外，自己也和周围的人进行对话练习，于是课堂变成了大型社交场合。以前的我比较习惯在自己的
小圈子里呆着，但也借着这门课的契机，慢慢开始和许多来自其他各个国家的同学交流，感觉自己的圈子也在逐步扩大，这种感觉真
好。	后面还旁听了一门Visual	Culture的课程，这门课的授课方式是通过放映纪录片并组织导演和学生之间讨论完成，也是经过这门
课程我对纪录片有了很大的兴趣。在这门课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部纪录片，它们作为我论述的素材出现在了我前面上过的
Theoretical	Thinking课程最后的讨论部分，同时也让我产生了许多新的认知。	在芬兰的这四个月学习，不仅让我在学术上有了知识
的更新，也让我看待问题的视角、思考问题的方式有了许多的变化，让我获益匪浅。	
2.		生活篇	我生活在芬兰东部的约恩苏，相较于中国的很多城市，这个城市不算大，经常被华人群里的大家调侃为约村。	2.1	衣	以前
还没来芬兰的时候会想，芬兰这么冷，芬兰人可能有一些特指的抗寒服，事实是到那之后发现，大家只是穿的多。约恩苏到了十月份，
温度就慢慢降到零度甚至更低了，为了保命要紧，我也经常不顾及搭配时尚之类了，和大家一样，常常将自己包裹成俄罗斯套娃。偶尔
衣服不够需要采购，除了H&M、	Vero	Moda这种北欧服装店外，芬兰的二手店也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芬兰的二手店很受欢
迎，店里的衣物价格都很实惠，许多当地人会在这里挑选适合的衣物，也会将一些不想要了状态还比较好的衣物送到二手店来。这类二
手店的存在让大家达到了经济与环保的双赢，很多时候我也喜欢在里面逛逛，总能找到一些超赞的物品。	2.2	食	还记得当时一下飞机
时，就被芬兰的高物价吓到，普普通通的水或者可乐都是三四欧起，三明治八九欧起，于是开始了精打细算节衣缩食的生活。食堂提供
的午餐和晚餐算是最便宜的了，只需要1.97欧，但常常提供的是水煮土豆加肉酱这类经典芬兰饮食，拥有中国胃的我实在吃不惯，于是
就开始了自己做饭。每隔一周就要去超市里采购食材，而超市里各种标签都是芬兰语，每次都要对着翻译软件看这些包装里的商品是什
么，但就算这样，偶尔买回去的食物依旧会踩雷。	2.3	住	东芬兰大学不会提供宿舍，但约恩苏有一个租房公司eli，会以比较优惠的价
格让学生租房。我当时便是找eli申请的住宿，虽然被分到了的公寓离学校比较远，但周围有很多树，环境特别好，仿佛就住在森林里。
我也是第一次住进有暖气的房间，约村到了十月就开始下雪了，有时候坐在暖气边上看外面簌簌雪花，这样的生活也很舒适。	芬兰人经
常会去蒸桑拿，许多房屋会设置桑拿房，我们附近的公寓也有，而且周四晚上有固定的时间开放面向公众的桑拿，我也体验过两次。大
家会进到一个木屋里，然后给烧得通红的炉子浇上水，看它瞬间变成热蒸汽，就在热腾腾的桑拿屋里聊天，蒸一会出去淋淋冷水又进来
继续蒸，反复几次感觉还挺好的。		2.4	行	约恩苏的交通也贵，公交车单次票就要3.8欧，月卡也要55欧。为了省钱，我最后选择花35
欧租了三个半月的自行车。每天骑半个小时到学校，再骑半个小时回来，骑车的路上会沿着一条小河，中途还有好几个特别长的坡，骑
车上坡迎面来风，大概是我每天上下学的日常。但到了十月十一月之后，芬兰下雪变得频繁，这个时候骑车摔跤变成常有的事。为了安
全着想，每次碰到下雪下雨的时候还是得坐公交车上下学，同学也经常感叹，这个价格感觉我们打了个的上下学。现在回想起来，那段
上下学的日子也很美好。			结语	交流的日子在十二月结束。现在回想过去这几个月的经历，感觉好像做了一场梦，以前觉得不能到达的
风景，但确确实实地经历了。但现在梦醒了，回归现实也要更加努力，回报每一个帮助我圆梦的人，同时也要将当时大家给予的帮助继
续传承下去，帮助更多人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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