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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通过院系和学校的审核，我获得于2018-2019春季前往德国科隆大学交换的资格，并于此时开始陆陆续续准备相关的
手续。如今我已经回到国内，顺利地完成了学分转换等等一系列工作，因此想要按照时间线，为以后要去德国交流的同学们提供一些建
议和经验。	一、											APS和签证	简单来讲，APS是德国高校对赴德学生的一个审核机构，我们作为交换生去到德国学习是需要经过
APS审核才能获得签证的。准备文件的过程一如既往地繁复，几乎跑遍了全校各大行政机构，更不用说我还有上外的跨校辅修。但是这
个过程也是相对容易的，因为一切都有明确的规定告诉你，“需要准备以下材料：在读证明……”。只需要把材料准备齐全，基本不会出
现阻碍，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及时联系APS驻上海的机构电话，那头的老师会非常耐心地帮你解决问题。	相较于APS,	签证的部分
显得更加容易，早早地在德国中心排队，递交材料，付一下邮费就可以走了，完全没有经历想象中的签证官面试。	至此，你要做的就是
等待护照到手。	但需要注意的是，德签一般要一个月时间才能出，所以要尽早办理，本人当时办理得较晚，将将好在起飞前两天才拿到
护照，差点导致后续行程延误。	二、											机票和住宿	机票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消费水平、消费习惯来订。我在2月订了3月中出
发的机票，非常便宜，俄罗斯莫斯科机场转机到法兰克福，总计飞行时间12小时左右，只要3000元左右。	最重要的问题是住宿。在德
国，入境后两周内你需要“落户”（也就是anmelden），才能激活你的银行保证金以及保险，等等文件。这个时候如果学校提供住宿是
最好的，但可惜我们那一年学校在装修，没有可提供的房子，我们必须自己找到住的地方。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我总结出两条经
验。首先，因为德国房东一般会要求现场看房，所以我们可以先在airbnb或酒店预订一到两周的住宿，等你落地德国之后再实地看房、
找房，这个操作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一般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另外一种是在国内找好房子再出发，一般是在微博、论坛等各种网站上，
能找到的也是中国房东，这种方式沟通成本小、风险低，但是普遍来讲房屋质量不是很高。	三、											学习与生活	降落在异国他乡的
土地上，几乎是一瞬间我就想家了。幸运的是，我在这里认识了一些非常非常友好的中国留学生小伙伴，他们给予了我非常多的关怀和
帮助。	我在科隆大学的课程开始前，有很多选课上的问题，都是向他们咨询得到建议，另外他们也会组织很多活动，给你提供非常棒的
社交平台。即使我的德语非常不好，他们也会积极地带德国本地同学跟我们一起玩耍，创造语言环境。	科隆大学的交换是没有学分要求
的，基本上你能在klips上找到的“英语授课课程”，只要你想上就可以直接选，同样地，他们也有试听周，可以给没选上课的同学尝鲜
的机会，但是你不需要自己抢课，系统会自动把选了课但没有席位的候补学生加入到空位中去，或者你跟教授沟通过后，教授可以把你
直接拖进课程名单中。	在科隆学习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并不是说有多么不一样的授课形式，实际上从这一点来说我校的授课形式与
国际化授课形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从内容上来说，科隆大学的教授们更喜欢刺激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并且他的授课内容也会以课堂发
言为中心展开，因此在这里千万不用害羞。当然最后老师们给分也非常nice。	不得不说的是，欧洲国家的假期真的比较多，而且因为
申根签证的便利性，毫不夸张地说，只要资金充足，一个交流学期完全够你玩遍欧洲（指申根国家）。机票非常便宜，火车非常方便，
攻略有一大堆，你还可以和群里的小伙伴结伴出游。本文将不再赘述旅游的部分，只是诚心推荐：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去奥匈捷斯这些欧
洲小国游玩，有别样的风采。															最后，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科隆交流之旅，只能说——“下次再见！”	也预祝各位看到本
文的伙伴旅途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