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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庆幸有这个机会去到芬兰进行为期五个月的交流学习，期间我获得了与国内不同的学习体验，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浸入式地
感受了北欧当地文化，在此为这段难忘的经历做一段总结。	
因为在本校有一些专业课的期末考试需要参加，抵达芬兰已经是阿尔托大学开学一周后了。飞机降落时能看到被白雪覆盖的赫尔辛基，
零下11的气温也让我这个南方人有些不适。入关则显得格外轻松，	海关工作人员没有进行任何盘问，我的行李也未被详细检查，走出
海关便遇到了提前等候的芬兰tutor。在我们即将搭乘通勤火车前往住处时，一个小插曲出现了—我把包含护照、银行卡和现金的钱包
落在了机场行李车上，tutor急忙赶回，听到大厅正在喊我的名字，所幸有惊无险，钱包顺利拿回。可是到达公寓之后又出状况：领到
了错误的房间钥匙，由于已经是晚上，我在错误的房间安顿下来，写邮件给房屋提供机构反映了这一情况，第二天被通知前往换钥匙。
隔天从学校注册回家准备去换钥匙，却发现公寓大门打不开，钥匙出了问题，而室友不在家，昨晚也没留他们的联系方式。当时零下
15，尝试了二十分钟还是打不开后，我站在室外给机构打电话询问解决办法，得到的答复是请开锁匠，但数十欧元的费用需要自己承
担。我不愿多花这一费用，于是在附近的洗衣房避寒，隔半小时去敲门，两个多小时后等到了我的室友，终于不用再受冻。第二天去更
换了公寓钥匙和房间钥匙，两周后收到他们的道歉信，机构同时赔偿二十欧元作为路费补贴。而注册后办理当地的交通卡也遇到各种问
题，先是在当地迷路，后是地铁坐反方向，再是找到的服务店临时关门，辗转多次用了大半天才成功办理。一系列的不顺导致我心情极
其低落，面对文化冲击和孤独处境，我在初来的一周内基本没有与人交流，在漫长寒冷的冬天夜晚更是难熬，直到tutor约我去当地一
个公园里游玩，才逐渐开始接触了解更多人。	
初到芬兰，周围一切事物都是陌生的，从独自踏入这片土地到适应当地生活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这里主要从三个方面谈谈我的体会。	
校园学习	与国内大学不同，阿尔托大学将一个学年分为五个阶段，其中春季学期有三个阶段，每门课根据学分高低（一学分对应约27
小时的工作量）分别占一至三个阶段。我一共选了三门课，分别在不同的阶段上课，于是我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各项学习任务，压力不
大。课堂形式与国内大同小异，大致有lecture、exercise、guest	lecture等。在阿尔托学习的一大特点就是自由度很高，学生被给
予了充足的自由来支配自己的时间以及选择课程。例如，我选择的三门课里，课程教授都不强制要求学生出勤，其中一门课甚至只要求
学生参加期末考试，其余项目如课后作业、习题课、客座教授讲课都只是可选项，并不影响成绩评定。事实上，我从一位芬兰朋友那里
得知，大部分的课程都不把出勤作为必做项，而他对于是否去教室上课的看法是：如果课程内容自学就容易掌握或者课堂对自己的帮助
有限，则选择不去实体课堂；如果认为该门课教授的指导讲解对理解内容很有必要，便选择出勤。我个人认为这体现的是对各种需求的
包容与满足，以及注重对知识的实际掌握而不拘泥于学习形式。	
但是，这样一套制度的实行要达到好的效果也需要满足一些前提条件。首先，学生需要有比较好的自觉性。从我的体验来看，即使不要
求出勤，大部分的同学仍旧按时上课、完成作业。其次，学校要提供能满足自学学生需求的在线课堂平台，为学生提供指导。类似
于“elearning”系统，阿尔托也有一个在线课堂叫做“MyCourses”，站内有课程PPT、讲义甚至录制的实体课堂视频，为学生提供了
丰富资源。	
由于人口很少，人均资源相应很高，使得他们能够对学生更大程度地进行个性化培养。例如，一个两三百人的大型课堂，会配备多名助
教，每人只负责给二十多名学生解疑答惑，因此学生的问题更容易被注意到并获得解答。并且这些助教在不同的时间上习题课，很大程
度避免了时间冲突等问题，学生选择空间较大。	
除此之外，芬兰的考试制度也是一大特色：学生有三次考试机会，考试都安排在各个阶段末，如果首次考试成绩不理想可以再考，取最
高成绩；挂科不计入成绩，再考通过即可。考试成绩公布后，老师一般会给出一些时间，允许学生前往查阅甚至拍照留存，以减少误判
情况。	
在这个充满设计感的校园里，没有任何两幢教学楼有相同甚至类似的结构。每一栋楼都是独一无二的设计，各具特色。可能源于对个人
空间的的重视，校园内有充足的地方供学生自习,即使是在期末季也不会出现数十名学生挤在一个教室里自习的情况，这对于喜欢独处自
习的我来说再好不过了。除普通上课教室在工作日全部开放外，学校内一个大型建筑Vare是全天24小时开放的。该楼是艺术建筑学
院、商学院的上课地点和办公楼，和校内其他公共楼一样，有学生食堂、休息沙发、简易厨房、咖啡机以及学生免费使用的打印机，满
足各种需求。	
“约自习”是学生们校园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我在课堂上结识了一些国际生朋友，他们来自法国、德国、新加坡等各个国家，群里
每天都有人在寻找小伙伴一起自习。校内有大量能够容纳几人的小房间，所以也不用费劲寻找合适去处，随处可见的是三四人围在一张
桌上交流。我偏爱一个人学习，但有时也会加入他们，或是讨论一些课堂问题、或是玩一些小游戏，相处得很愉快。	
日常生活	芬兰人的内向性格很出名，比如网络盛传的“公交站台排队时相互间隔2米”现象。虽说有些夸张，但他们的确很注重私人空
间，在公共场合总是很安静，不影响他人。公交车座位旁密密麻麻的“stop”按钮也是芬兰人“社交恐惧症”的一种体现。但这份内向在桑
拿房里就完全变了样--桑拿是芬兰的国粹，“sauna”这一单词即来自芬兰，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有桑拿房（不论是公用的还是私人的），
大家挤在一间80的小木屋里，蒸几分钟又冲到雪地里，来回数次，当地人认为这样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并且男女全裸混蒸也让初次接触
桑拿的人有些震惊。在当地，无论什么季节，所有娱乐活动（无非是喝酒、聊天）最终都要归结到蒸桑拿。有趣的是，桑拿房内80的温
度许多芬兰人仍觉得太低，而夏天室外25就足以让他们抱怨太热（不过蒸桑拿是不分季节的，夏天也会蒸）。	
在芬兰时，最想念的就是国内的食物了。当地人以米饭和土豆为主食，配上各式的酱和糊，外加全麦面包与牛奶，初尝时很难称得上美
味。而夏天时各式各样的新鲜浆果可以在海边集市和各个超市买到，其中蓝莓是一大特色。芬兰一家百年食品公司Fazer生产的巧克力
特别受欢迎，其中最经典款Karl	Fazer据称是唯一一款用鲜牛奶做成的巧克力，味道很好，价格亲民。在芬兰绝大部分食品的价格要远
远高于国内，尤其是蔬菜类，有些甚至比鸡肉还贵，这是芬兰特殊的寒冷环境造成的，蔬菜大都由其他国家进口。但也有一些例外，比
如牛奶。芬兰的鲜牛奶不仅质量好，价格还便宜，一升半脱脂牛奶只需一欧元左右。另外当地的鸡蛋也挺有意思，被称为“可追踪性”最
高的食品，每一颗蛋都拥有自己的编号，并且根据母鸡养殖方式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编号开头，相应地价格也不一样，供消费者选择。具
体来说，‘0’表示绿色有机鸡蛋，母鸡有足够大的空间可以自由活动，并且在适宜的时候被放到室外活动，而给其投喂的饲料也必须是有
机的；数字‘1’‘2’‘3’则分别表示走地鸡蛋、室内养殖鸡蛋和笼养鸡蛋。	
关于住宿，阿尔托大学本身并不拥有任何学生宿舍，学生公寓由其学生会AYY和市内一家非营利性组织HOAS提供，学生能够享受到市
场价半价的优惠。这两家机构提供多种类型的公寓给学生选择，后者根据需要自行申请。由于去芬兰之前并不熟悉赫尔辛基，我对于所
申请公寓的地理位置没有很在意，到达之后发现从公寓到学校需要40分钟路程，由公交换乘通勤火车，于是感慨国内学生能住在校内是
多幸福的事。	
不仅住处可能距离学校很远，而且学校食堂也并不是每天都开放。芬兰社会保险机Kela给包括交换生在内的大学生提供优惠午餐，学生
以2.6欧元就能享受到一顿营养午餐，远低于一般餐厅动辄十欧元的价格。但是这些学生餐厅只在非节假日的周一至周五提供午餐和晚
餐，其余时间需要自己做饭。这对于之前每日三餐都在复旦食堂吃的我来说是一大挑战，于是照葫芦画瓢跟着网上教程做饭，味道自然
是一言难尽。好在交换时间长达半年，有充足的时间练习；坏在交换时间只有半年，刚学会一些就要回国。市中心有几家亚洲超市，可
以买到很多中国食品，也暂时缓解了我的思乡之苦，中国餐馆自然也是有的，但十几欧元的价格对于学生来说还是消费不起，不能够经
常去。	
这也让我想起了芬兰语。去之前曾在对方老师的建议下在线学习了一个月芬兰语，后来遇上期末季便没有继续学下去，原本还有些遗
憾。然而到达芬兰后，学校安排的tutor告诉我如果在那边只待半年的话最好不要学习芬兰语。首先是很难学会（芬兰语属于乌拉尔语
系，与汉语和英语有都较大不同），可能学了半年会一些基本交流之后便回国了；其次在赫尔辛基完全可以用英语与人交谈，没有必要
学会芬兰语。比较有意思的是芬式英语里有些人会把字母‘r’读成芬兰语中的弹舌音，初次听起来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	
出行方面，赫尔辛基拥有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公交、地铁、火车、电车和轮渡等。虽然只有两条地铁线路，但多条短距离通勤火



车较好地满足了人们的交通需求。同时，赫尔辛基规模较小，在市区内步行去目的地也完全没有问题。另外在当地很少出现交通拥堵情
况，各个公共交通工具都很准点，人们使用一款“HSL”手机app查看时刻表、购票等，无需提前在公交站台等候很久。中国留学生经常
开玩笑地称赫尔辛基为“赫村”，因为它相较于国内北京上海等城市而言，的确太小了，小不仅体现在地理范围上，当地人口也不多，芬
兰全国才五百五十万人，不及上海的四分之一。来到芬兰后不久，我加入了校内的一个学生组织Guild	of	Physics（GOP），类似于
院系学生会。在阿尔托，	每个Guild都有自己的活动房间，供成员们日常学习娱乐，也能作为一些活动的举办地。以Guild	of	Physics
为例，房间内有厨房、自习室、电脑间以及游戏区，我和朋友们经常约在这里吃早餐。	
每年五一劳动节举办的“Wappu”可以说是当地最大的集体活动了，气氛甚至浓于圣诞节。在4月29日，大学生们穿上属于各自Guild的
外套，聚集在市中心，在乐队的伴奏下给那里的女孩雕像Amanda进行清洗，并实时直播，周围一小片区域甚至电车公交停运，拥挤程
度不亚于春运，一些学生甚至会爬上公交站台观看这个仪式。不仅仅是大学生，社会各界人士也会加入这场活动，许多人戴上他们高中
毕业时被授予的白帽子，来到这里一起庆祝。当晚则是一个不眠夜，校内各处举办party，学生们畅快饮酒，很是愉快。	
在交换的准备阶段，我了解到当地气候寒冷，甚至可能达到零下20，于是特意准备了很多厚毛衣备用，然而在漫长的冬天里却用得不
多。芬兰有完善的供暖系统，室内几乎是恒温的（大概二十多摄氏度），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里都有暖气，完全不用担心着凉。芬兰人
进门便脱外套，所有楼里都会有一个区域专门用来存放外套，大家在室内一般只穿一件单衣，而我的新加坡室友则长期在家里穿T恤
衫，尽管外面冰天雪地。不过如果长时间待在室外就的确需要穿得厚实一些。	
自然环境	芬兰的森林覆盖率高达百分之七十，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同时境内有大量湖泊，芬兰因而被称为千湖之国。当地人很重视垃
圾分类，崇尚使用可再生资源，后一点也体现在了各大设计师的作品当中。不时有学生在周五组织罢课活动到芬兰国会大厦面前抗议，
要求政府对延缓气候变暖的趋势做出实际行动。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冷的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北部地区Lapland有一部分处
在北极圈当中，能够看到极光现象，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前来追寻北极光。同时全球唯一官方认证的圣诞老人的故乡也坐落于Lapland的
Rovaniemi，当地依托极寒天气发展了独有的哈士奇雪橇和各种滑雪项目。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芬兰冬夜漫长而夏夜短暂，在稍北部
地区还会出现“极昼现象”，即午夜十二点太阳仍在地平线上，24小时都是白天，房间内需要有较厚的遮光窗帘才能保证良好的睡眠质
量。当地也有许多有名的旅游景点，例如市区内的白教堂，常有当地人在此举办婚礼;赫尔辛基以南的一座小岛被称为芬兰堡，是250年
前的一座海防军事要塞，多处遗址包括炮台、军营等都得到保留，岛内还有许多军事博物馆，让人了解关于这座小岛的一些历史。	
总的来说，这是一段丰富而有意义的经历，既在不同的学习环境中收获了专业知识，还领略了芬兰的风土人情，视野得到了拓宽。最后
讲一件趣事，离开的前几天，我在教学楼Vare自习时，穿的是学校的校名卫衣，一位芬兰小哥走到我面前，指了指我胸口的校徽，竖
起大拇指告诉我“Nice	sweater！”然后居然用标准的中文说出了我们学校的名字并夸赞了一番，那一刻我由衷为母校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