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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荣幸地通过了复旦大学外事处的暑期交流项目考核，于2015年7月18日到2015年8月19日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学习
土木工程学。在异国一个月的时间里，不仅学习了的相关知识，感受了异国教育的特点，还熟悉了UBC校园的布置，切身体会了在温哥
华及其附近城镇的生活状态，气候，人文风格。以下是一些观察和经历，供老师同学参考。			一．城市	城市概况	UBC位于温哥华旁边
的半岛上，距离温哥华市区大概半小时车程。温哥华不是非常大，一百三十万人口，其中移民人口占大致30%。温哥华分南北两部分，
北部靠山，南部傍水，南北被温哥华港隔开。温哥华夏季天晴，气候宜人，据说冬季多雨。总体气候与上海类似，气温大概低7-10度。
温哥华历史不长，从淘金热开始至今大概两百余年，当年不少中国劳工前来参与了铁路建设并定居于此，成为温哥华当地居民重要的组
成部分。	温哥华市的建筑以高耸的玻璃幕墙大厦为主，也有较早时期的教堂等建筑被保留。	环境	温哥华三面临海一面靠山，北面是一
望无尽的松树林，环境优美。	温哥华对于环境保护非常重视。平常所使用的包装盒和纸巾几乎都为百分百再生纸，路边有按照食物、复
合物、纸类等专门分类使用的垃圾桶。在学习期间我们参观过一家水泥工厂，他们则是将所有原料、剩余产品和清洗用水全部回收。	考
虑到加拿大作为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显得尤为可贵。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加上人们对于环境的保护，温
哥华空气清澈，天空湛蓝，加上很高的绿化覆盖率，是一座优美的城市。	氛围：	温哥华是一个多文化城市，涵盖了从美洲欧洲非洲中
东亚洲的人口，亚洲里，印度中国韩国日本也一应俱全。这样多的人口成分造就了温哥华无与伦比的文化包容性，人们不会因为自己的
民族肤色和习俗而感到任何不便。	此外，作为一个发达国家的城市，温哥华的人口素质也相当高。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需要通过自律来
遵守的规则，比如很少查票的地铁，不需密码的信用卡，不存包的超市，需要分类的垃圾桶。这些规则，大家都自觉遵守，的确能给城
市运转的效率带来很大的提升。	原住民	早在欧洲人占领美洲大陆之前，美洲大陆生活着原住民(印第安人)。在近百年前，早期欧洲人
希望他们信仰基督教而压抑了他们自身的文化。随着多文化氛围的发展，对于原住民的种种限制也加以去除。现在原住民的文化也作为
温哥华文化的一部分，象征文化的图腾、绘画也时常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出于尊重，与原住民文化有关的产品，只有原住民亲自制
作，其他公司或者个人都不会制造、贩卖或者购买非原住民制作的产品。			二．语言	加拿大以英语法语两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大多数
官方通报以及产品包装上都有两种语言的版本。英属哥伦比亚省处于英语区，通用语言以英语为主。据该校同学说，他们一般会在高中
到大学期间选修法语作为第二语言，但是无法流利地用于日常交谈。	虽然参加该暑期项目的我们基本都通过了语言考试，或者具有不错
的四六级成绩，英语水平足够交流，但是真正身处海外才能切身体会到，由于语言问题，听不懂、说不出带来的不便以及尴尬。	和官方
语言不同，日常用语在习惯上不太重视具体语法，对时态语态和句式并无苛求。相反，日常用语在语言的多义性上较为显著。双关语和
谐音在交流或者艺术中使用得十分广泛，也有许多流行的俗语或者简称和大量的冷僻词。没有足够的语言基础和生活经历，不熟悉当地
的语言习惯，会给交流的流畅度带来一些影响。	在学习生活中，我们主要在点餐或者结账的场景感觉吃力。平时也会感觉缺少某些词
汇，比如洗洁精沐浴露烧烤托盘等生活用品，或者学习上动量惯性力矩等术语，以及看病时诸如恶心反胃失眠等症状。	首次出国的同学
如果熟悉一下相关的词汇，可以提高许多效率。不过也不用过分担心，老师、同学、侍者、导游、司机会十分耐心地与你交流，基本上
都能够把自己的想法传达出去。			三．学习	学校：	UBC面积宽广，三面靠海，沙滩环绕，是一所美丽的学校。道路宽阔，树荫遍地，
给人以大气之感。学校除各种教学楼外，也有植物园博物馆等设施，定期有工作人员或者志愿者讲解，在丰富学校文化之外，也能让不
同专业的学生甚至是游人感受这一领域的魅力。	2015年正值UBC建校100周年，比复旦大学小十岁。	课程：	在UBC我们选修的课程
是土木工程，我们本来的专业是材料物理。两者内容交集并不多。课程上午下午各一，上午为讲座形式，也就是我们通常老师讲课学生
听的课程，课程时间为三个小时。下午为实验课，由教授课题组的学生带领分组完成一个小项目。我们需要完成一个项目的所有部分，
从文献阅读到实验规划、样品制作、数据采集分析一直到展示的全部过程。	考核形式：	讲座课考试形式和我们类似，平时测验和期末
考试，不过也包含一些其他内容，比如参观学习的总结报告。考试为纸质，题型包括选择题简答题作图题计算题分析题等，考察对基础
知识的掌握程度，分析题则需要对知识的体系有比较明确的了解，运用所有知识，考虑可能出现的问题加以应对。综合分析能力对于工
程学而言是相当重要的。	实验课考核以成果为主，我们需要展示自己做出的工作做中期报告，最终制作展板公开展览，为前来的观众讲
解自己的实验原理过程和结论。	UBC的课程安排比较合理，上午提供理论知识，下午则进行实验，内容基本同步，通过理论理解实
验，用实验加深对理论的认识，让我们这些非专业学生也能很快接受相关的知识。	其他活动：	除了专业学习之外，UBC也提供了文话
交流课程，让我们和更多的外国学生聊天，对比互相文化生活习惯的差异。聊天得知，大多数的生活的大同小异，互相的文化对彼此也
有所影响。	当然，交流也颠覆了一些我们有些想当然的观念。比如温哥华的房价很高，算上汇率已经达到了接近上海的数量级。主要原
因是由温哥华的地理条件决定的，其临海靠山，可供开发的土地有限，而有些土地则必须作为农业用地，或者出于环保目的而没有开
发。因此温哥华的房价也在近年一路走高，当地同学考虑到将来独立时的购房需求，对此也深感无奈。	四．生活	起居：	我们居住的寝
室是六人间，共用客厅厨房和浴室，每个人一间独立卧室，约十二平方米，有书架衣柜。寝室工作人员定期打扫。和复旦一样，底楼也
有洗衣机可以租用。	UBC没有食堂，饮食需要去附近寻找餐厅或者购置食材。	温哥华水电资源丰富，炉灶并不使用明火而是电阻丝加
热。没有明火没有气路，安全性高于煤气，但是受功率限制，因此烹饪时间比煤气灶略长。	交通：	温哥华交通使用卡纸车票，公交卡
大小有磁条。每张从首次使用开始90分钟之内有效。一张车票基本可以满足多次换乘或者是出行购物加返程的需求。	城市被分为数个
区域，在不同区域中换乘需要额外付费，但是在晚上六点之后或者双休日节假日不需要。可以认为转区费是为了缓解上班高峰压力而设
置的，加之每个区域的覆盖面积较大，对于学习之的余游览没有太大影响。	温哥华的地铁系统虽然也需要车票，但是闸机常年打开，也
少有人看管，全依赖自觉。不过一旦被抓到逃票，那么除了大额罚款之外，信用评级也会受到影响，从保险费、工作申请等方面带来诸
多负面影响。	温哥华的公交系统有严格的时间表，精确到分钟。除了专线外，大多数车辆的班次为十五分钟一班，在晚上变为半小时至
一小时一班。所以晚上出行最好注意列车时刻表，避免漫长的等待。	餐厅商场：	温哥华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有大量来自各地的
餐厅和商场。不过大多数市中心的商场在晚上六点左右关门，餐厅也多在晚上八点左右关门，营业到很晚的门店并不多。这是由于温哥
华的福利水平较高，大家晚上更愿意回家享受生活而非营业增加收入。对于日常生活会造成一定的不便。	加拿大人口较少，人工费较为
高昂。抛开汇率因素，产品的价格略低于上海，但是服务业收费相对较高，在外就餐价格比较昂贵。但是温哥华在一些运营成本较低的
业务上也比较为消费者着想。比如在松鸡山(Grouse	Mountain)上，出于安全考虑，下山必须乘缆车，上山则可以选择缆车或者约两
个小时的攀登步行，但下行的缆车价格远低于上行缆车，山顶上的小型缆车下行路线甚至免费。而山顶上的餐饮业，虽然处于接近垄断
的地位，价格较市区没有很大差别。这种细节会给消费者留下比较好的印象，从而也不会对消费产生抵触心理。国内一些旅游产业也可
以借鉴这种有助于口碑和可持续盈利的方式。	温哥华水电资源丰富，储存或者消耗电力的费用高于电费本身，因此哪怕关门也大多亮着
灯。			五．游览	人文景点：	温哥华作为较大的城市也只有130万人口，附近的小镇人口更加稀少。不过尽管人口稀少，交通不太方便
(公路系统完善但是路程偏长)，小镇依然有着精致而多变的建筑，完善的基础设施。我们游览的小镇多以旅游业为主，少有产业但是有
着完善的必需品供应渠道，实现以“优美的环境和完善的设施”吸引游客，以“知名景点的收入”保证小镇良好运转的循环。小镇对周围环
境保护良好。	自然景点	加拿大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集中在加美交界线以北二百公里之内，再往北则是连绵的山脉，再往北则冰雪覆盖。
英属哥伦比亚省有着繁茂的松树林，但是由于环保政策而少有砍伐。雪山壮美，有少数冰川被用于旅游业部分开发。	尽管英属哥伦比亚
省对于环保之重视，但在出游途中，导游介绍，由于近年来的气候变暖，冬天的严寒已经无法冻死松木的害虫，导致现在大量松木受
灾，而英属哥伦比亚省又出于对生态的考虑不愿贸然大规模使用杀虫剂，现在自然环境也面临一些危机，着实让人叹惋。	六．结语
UBC对暑期项目的安排规划十分到位，不论是指导手册或者是学生联络员，都能够有效地帮我们适应异国的生活，不会被日常琐事所
困。加之温哥华包容开放的氛围和良好的治安，如果有学弟学妹首次参加出国项目，大可安心出行。	也感谢外事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
个机会，在一个月时间里出国留学，增加了自己的学识，领略了国外的风采，体会了不同文化的差异，对国外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对
国内的状况在对比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设施建设环境保护或者人口素质方面都能向温哥华学习借鉴；
加拿大虽然是一个发达国家，仍然面临着环境、开发等许多问题，我们不能盲目自信，也无需崇洋媚外。中国在飞速发展，外国也在努
力寻求出路。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我们一代代人的努力，国家之间文化的交流深入，都能够裨补阙漏，为自己的国民提供最好的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