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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间，四个月的超长暑假已在不知不觉中逝去，而在新加坡的四个月却仍旧历历在目。对于这篇交流小结，想写下的太多，却又不
知道从哪里写起。思考了很久，最终决定将其写成experiences	+	tips式的形式，希望能对那些犹豫不决、不知去哪个国家交流的同
学，同时也对那些即将启程前往新加坡的同学有所帮助。			一、行前：	关于校内校外手续办理，在之前的小结中已经总结得很到位。我
就不再多说了。	关于银行卡，建议大家办理境外取现不收取手续费的银行卡，如中国银行的长城环球旅行卡（VISA），以及一些地方
银行的银联卡等，以减少取现损失。在新加坡大家还可以办理当地的借记卡，通过Apple	Pay等非接触方式支付经常可以获得不少的优
惠。	如果国内期末考试结束较晚，可以发邮件申请推迟报到。周末或夜间到达可以联系duty	student办理入住手续。

		二、住：	能否住到学校的宿舍需要看人品。	校内住宿分为三类，Hall、Residence和College。不同宿舍在饮食条件、学生活动方
面有所差别。	我和很多一起交流的同学住在Ridge	View	Residential	College（RVRC），其学生活动相比Hall偏少，但周末也经常
有野外烧烤、露天演唱会等活动。过年的时候很多交流的同学还会一起做年夜饭。RVRC的Meal	Plan相比其他Hall也偏简单，通过发
放餐券的形式进行，餐券可以在Sarpino’s	Pizza、Subway等一些地方兑换套餐。宿舍楼内有厨房、冰箱、浴室、打印机、洗衣机、
烘干机等可供使用，十分便利。			三、食：	除了Meal	Plan，我们还可以在学校的各个食堂就餐。需要注意的是，周末一般只有PGP
和UT的食堂开门。食堂只收现金，一般中国菜、西餐、印度餐都有。中国菜虽然比不上国内的味道，但在境外已经算是做得相当地道
的了。食堂价格适中。不过这里的饮品就比较坑爹了，一般都是慢慢一杯子杯子冰然后再加液体饮料至填满80%杯子，去冰需要额外付
费。			四、学习：	第一轮选课没有选上不必太紧张，一般都可以通过第二轮交表格人工申请得到，但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的部分热门课可能会由于教室容量的原因申请不到。	课程一般分为Lecture、Tutorial、Lab等多种形式。Lecture多为几百人的大
课，并且课后可以在IVLE系统上观看课程录像，部分4及以上数字打头的课程则有可能只有十几人。Tutorial一般是助教对习题的讲
解，部分文科课程Tutorial课上的讨论情况可能会计入总成绩。Lab一般为理科实验课，或者是CS课程的上机测试（计成绩）。总的而
言NUS大多数课程难度均小于复旦大学，但可能需要克服部分新加坡、印度老师助教的口音困难，以及考试做简答题时看到local们飞
快写字速度的心里障碍（事实上他们比你写的多很多但最终成绩未必比你高哈哈）。在NUS的一学期，但从知识上可能未必比在国内
一学期学到的多，但是可以体验到不同的授课、考核方式，并且收获和local以及全世界各地交流学生合作的友谊。	如果你的宿舍没有
空调而你又觉得宿舍太热的话，校内有很多可以自习的场所。如Central	Library、YIH	Study	Room、宿舍内的Computer	Room
等。平时不需担心没有位置，但临近考试周可能需要早点去抢位置。			五、出行：	校内出行主要靠步行和公交车。校内所有的教学、办
公用楼都是连通的，所以理论上你可以不出楼门从校内一幢楼走到任何其他一幢楼。NUS有很发达的校园巴士系统，如果你觉得距离
较远还可以选择坐公交，公交频率7-30分钟不等。	一般来新加坡交流的同学都会有选择在较长的周末以及考试复习周去新加坡国内的
景点和周边其他国家旅行。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就在交流期间先后前往了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多个国家。其中印度尼
西亚部分区域免签，泰国、柬埔寨可以落地签，马来西亚可在新加坡凭新加坡学生签证办理多次往返签证。机票、导游、门票等，一般
而言，均可通过国内机票代理以及万能的淘宝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