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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7日，我踏上宝岛台湾的土地。交换之旅就此展开画卷，一切都显得新鲜。								台湾师范大学是台湾师范教育的最高首
府，除教育系外，国文系也是师大的老牌专业，在全台湾甚至是中国也是颇有名气。师大的校门是棕红色的，有日治时期残留的痕迹，
在岁月的洗礼下给人质朴的感觉。这便是我对师大的第一印象。								因为是秋季学期，所以在正式开学前，师大各社团组织举行了盛
大的招新活动。第一次和师大的学生们接触，便感受到了台湾学生的热情和活力。每个社团的海报全部都是手绘，充满了创意和对所属
社团的热爱。各个社团也都各显奇招，招徕“顾客”，最出乎意料的便是一个宣扬佛教的社团，直接请来了一位师傅为大家提供“一对
一”的答疑解惑服务，结束了还赠送一个小盆栽。而在11月举行的全校运动会更是让我对师大学生的活力刮目相看。师大的运动会正式
开始前一天，在体育馆举行隆重的啦啦操比赛。以专业为单位参赛，每支参赛队伍在赛前都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训练，而在表演中也花费
了大量的心血。从表演服装到道具，从内容到形式，每支队伍都力求创新，充分结合“师大”元素和自己的专业特色，甚至还有队伍将舞
台剧的元素融入啦啦操。比赛现场的气氛很high，根本不输演唱会，可见对于师大的师生来说，运动会不像是身体素质、运动能力的比
拼，更像是一场狂欢的盛会。								在师大一学期的学习生活，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大陆和台湾师生之间的差异。复旦的师生似乎更以学
业、研究为重，各样课外活动只是学习生活的调剂品，而师大的师生则以各样的课外活动为重点，对于他们来说，学业是大学以前的重
点，而在大学，素质教育更受到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师大的老师们对学术有所懈怠，师大国文系的老师个个都学识渊博，无论是对自
己的学术研究还是对课堂教学都十分严谨、认真负责，但同时，他们还关心学生，平易近人，和学生们打成一片。还记得我第一次找训
诂学的黄老师问问题时，敲开门却发现老师正和一位学生在办公室里吃着便当，还天南地北地聊着天。看着和学生一起吐槽心中不快的
老师，我进门前内心的忐忑一消而散，而训诂学这门艰涩的课程似乎也变得更“和蔼可亲”了一些。黄老师耐心地解答完我的问题，得知
我是大陆来的交换生时，更是热情地关心起我来，问我是否适应台湾的生活，给我推荐美景美食，让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新人倍感温暖和
感动。								台北虽也是大都市，随处可见各种肤色的人和多彩多样的文化，但却不像一般大都市那样充满高楼大厦，高速运转着。台
北有着一股独特的历史厚重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放慢速度，以闲适的脚步享受生活。在台北，随处可见夜市代表的世俗小确幸、旧
居象征的历史沉淀和各种艺术展所代表的现代感。台北就像一本读不完的书，每个周末走近她时，都会有新的惊喜。而宝岛台湾虽然土
地面积不大，但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各有所长，但在台湾走过那么多城市，最爱仍是台北。								一学期的交换生活眨眼已归入
回忆，但这段时间我见识的扩展、学识的增长、心态的成长都让我终生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