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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的时间很快。转眼，我就要回国了。这个估计是自己目前为止度过的最为特别的夏天的。回过头来看，其实自己的目标很简单，
四个：英语、学业、实验室、锻炼身体。既然如此，思考便主要从在这四大块展开。	英语	英语，这四个月可以说是浸润在一个英语的
环境中。上课，笔记，交流，全部是英语。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在于这里的四个月消除了我对于英语的恐惧，让我认识到我可以完全不
依靠中文在一个国家生存下去：上课是英语？没关系。课本讲义是英语？没关系。交流用英语？没关系。看视频没有字幕？没关系。由
这一点引申而出的收获是我接触到了更大的平台：YouTube，谷歌，维基百科。这些东西在学术以及日常生活中带给我的帮助是优
酷，百度百科所不能比的。当然，要使用这些资源，你得用英语。	在写作和口语方面。写作的提升在于我的可运用词汇增加了。原先很
多词汇仅仅是可识读词汇，在写作的过程中并不会想到去用。那么在这里进行思考交流的过程中，为了将自己的观点更精准地表达出
来，许多词汇变成了我的可运用词汇，同时对于这些词汇的响应速度加快了。关于口语，除了流利程度提升之外，更重要的是模式的变
更：即如何清晰地表达自己观点。要在一个英语的环境中学习，对一个人的要求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可以进行日常对话的程度了，而是要
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并能够使快速他人理解。我个人的心得是：尽快把你的观点或者问题摆出来，不要有太多的铺垫或者描述。不
然听者无法从你的对话中获取有效信息，最终会造成沟通不畅。先放出问题，在补充以一些其他的背景信息会增加沟通的效率。因此后
期我在上课提问的时候，第一思考的是我到底要问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原先我所不曾花心思改正的。多花半分钟理一下思
路，可以节约彼此的时间。			学业	起初我对于新加坡的课业压力有一个错误的预判：课程门数较少以及前期上课内容的重复使我低估了
新加坡的教育水平，直到阶段性测试。尽管有语言的问题，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在于知识理解的本身。我选了了大一，大二以及大四的
课，各有特点。	大一的课程主要的目的是鼓励学生去思考，虽说授课的内容并不难，然而老师会给出大量的阅读材料以及Q&A——一
些学生提出的问题以及老师给予的回答。阅读材料可以巩固上课的内容，阅读Q&A可以对原先的知识进行深化。Q&A的内容除了对于
上课内容的一些疑问之外，还有很多关于实际应用的问题。学生会将上课所学到的知识用来解释生活中的现象，当知识与他们的常识所
抵触的时候，问题便会被提出。往往其中包含着许多之前没有发现的概念曲解。这一用思考与实际相结合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对于一门课
的基本概念可以有很深刻的理解，为接下来的更高难度课程打下基础。	大二的分子生物学是我受到打击较大的一门课程。除了由于客观
原因缺席了前两个星期的课程造成的知识漏洞外，基础知识的不扎实以及方法的错误是造成考试失利的主要原因。生物不同于其他理
科，它的知识体系较为琐碎，知识呈片状化、零散化，这意味着需要记忆许多的细节。原先在复旦的时候，期末考试复习时间紧迫，往
往只是囫囵吞枣记一个大概后跑进考场。而且往往考试结果还过得去，但是这种方法在新国大碰了壁。这门课的要求是要对于所有知识
点有一个全面的，细致的认识。每一个点都要清晰地进行理解并与其它概念区分开来。所有的来龙去脉，每一步的细节都需要烂熟于胸
后才可能取得好成绩。这个是我在第一次阶段性考试失利之后才意识到的问题。虽说在期末考试的时候有了相应的改进，但是离取得A
还是有距离。	大四的课程是自己感兴趣的免疫学，这是一门研讨性课程。同样，基础知识的不扎实造成了起初的惨败。在很多基本概念
都是模糊的甚至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第一次考试的失利也就是在意料之中。这门课收获最大的一点是，它迫使我重新看课本：因为老
师上课的幻灯片根本无法弥补之前知识的空缺。大一的那门课此时给我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去思考，去把知识代回到现实中，去解释
身边的免疫学现象，如果无法解释，就去问，去查资料。渐渐地，视野一点点被打开了，我发现我可以运用手头的知识去解释更多的现
象。然而问题依然还有：缺乏实际操作经验的我将知识绝对化。可是，在复杂的免疫系统中，一个症状往往是由好几条不同的机制或者
说通路造成的。很多事情没有绝对。这也为我接下来的免疫学学习道路指明了一个方向：在实验中进一步思考。	这三门课使我开始反思
自己在复旦受到的教育以及自己的学习方法的问题。首先对于教材的问题，只有仔细地阅读了相关领域的经典教材之后才能发现与之前
教材的区别：曾有人诟病英语教材叙述冗长且重复。诚然，冗长乏味是英语教材的一个问题。但这种冗长却降低了单位篇幅的信息密
度，方便人去接受；冗长的文字叙述还可以形成一个平缓的知识阶梯，让读者的思考由浅入深；重复也可以适时地强调基本概念，加深
印象。相比之下，中文的免疫学教材虽然篇幅较少，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单位篇幅的信息量过大，同时术语堆砌现象较为严重，使新接
触这一学科的人感到望而生畏以至于难以集中精神进行阅读。但是知识的篇幅浓缩却可以使复习者更快地捕捉到有用的信息。两种教材
编辑方式各有千秋：英语教材的编辑方式适用于初入某一领域的初学者自学，而中文教材的编辑方式可以帮助复习巩固，但是需要有老
师进行启蒙。关于教育的问题，作为一个已经是生物专业的学生来说，我非常欣赏新国大的教育方式，踏实严谨，同时老师授课负责。
看着大一的学生有时会感叹自己在大一直到大二上这段时间的流逝——那个时候，真正意义上算是生物学专业的课程只有两门：动物学
以及生命科学导论。而一些所谓的理科基础课譬如高等数学，大学物理以及普通化学对于目前为止的课程学习帮助并不大。然而那个时
候我却为了这些课程消耗了大量的时间。有时不免感到有些可惜。			实验室	这里的实验室实习是经过自己争取得到的。这两个多月的实
验室经历带给我的收获主要有两点：第一是一些基本的实验操作，从养细胞到PCR到点突变再到Western	Blot。跟着师兄从事了一些
最基本的免疫学实验操作并且也看着师兄做了一系列的实验。第二，是亲身亲眼体会到了做科研的艰辛。科研的成果不完全是靠一系列
高大上的实验仪器以及技术完成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实验是非常乏味机械的。实验的技巧也就是在这一次次重复中磨练出来的，在
天赋一致的情况下通常没有捷径可言。更糟的是很多时候，做实验即使投入了也未必有产出，有些时候忙了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却一无
所获。这一点迫使我们去学会面对与接受不确定性。如果我申请读PhD，将意味着没有所谓的周末以及假期，实验室就是自己的家。早
上九点到晚上十一点都会在实验室度过。这将是PhD的常态。因此这两个月也向我展示了读博的生活常态。			运动	在这四个月中我另
一个收获就是开始迈开腿运动。新国大为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运动条件：干净的空气，宽敞的校园以及24小时热水淋浴。这四个月也为
我打破了另一项恐惧：跑五六公里乃至八九公里不仅不是不可能，而且是可以长期坚持的。每天夜晚，从宿舍开始慢慢地沿着国大的校
园跑，一个小时后回到宿舍，洗一个澡之后继续看书。这似乎成为了这个学期的常态。然而这在原先复旦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当上学
期由于压力导致四次发烧请假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体需要锻炼了——于是在新国大跑了起来。我想，会去之后我还会接着跑下去
吧，但愿如此。	总结	很多时候只有走出去才能看到差距，只有试过才能看到自己的潜力。	新国大带给我的是一个世界性的平台，它敲
碎了我之前的成见：所谓的亚洲一流大学不仅仅是因为它和英美站在一条线上。它的强大有它的理由。那我也不难推知其他远在美国一
流大学也一定有其过人之处。进入大学绝不是进入了终点站，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这四个月的经历更加确
定了我的想法：我想去美国，去最强大的平台磨练自己。只有看见了差距，才可能进步。	汪国真的那句话：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
脚更远的路。自己总是横亘在自己前行的路上：“我不行吧”“对方太厉害了，输给这样的人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这做不到的吧”，恐惧终
将使自己作茧自缚。我这个学期接触到了很多复旦来的所谓的高绩点学霸。我离他们的距离并不遥远。他们也是人，智商也是在同一个
水平上。之所以有目之所见的差距，是在于有时因为恐惧而退缩了，而他们只是比我更上了一个台阶而已，并不是遥不可及。除了对于
人，对于学业也是：当我不恐惧的时候，我也可以啃英语教材，我也可以和老师流畅地沟通交流想法，我也可以看没有字幕的“生肉”。
同样八九公里的跑步也不在话下。往上爬，才能爬得更快。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第一，英语考试，这是自己现今唯一能改变的东西。
第二，实验室找到一个免疫学的项目。为了申请。	第三，去一次美国，将自己的梦想逐步现实化，具象化。了解我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怎
样的环境。			还记得当时考复旦前，当我看见复旦学长学姐时，那种憧憬化为了向上的动力。同样，三年后，在新国大的交流结束之
时，我也看见了复旦的局限性，促使着我向上更进一步。看见差距之后，慢慢向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