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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为什么要去交流？这是一个交流结束了都不一定能有答案的问题。一个学期的时间说短不短，却极为有限。去一个陌生的国
家，到一个陌生的学校，和一些陌生的人一起学习生活一段时间，结束后可能再也不会见面。在把所有的细节填进去之前交流大概如
此。对于17年底的我来说，交流的目的只是单纯地想去一趟美国，那个所谓的“灯塔国“，去看看”平等、民主“的国家和中国有什么区
别。这个目的自然是达到了，虽然现实和理想总有差距，但意外之喜颇丰。	威明顿不是一个大城市，UNCW也不是一所引人注意的学
校。不像其他学校，不管是学校论坛还是其他途径或多或少都能找到一些经验的交流和分享。在我去UNCW之前，可以说对这所学校
和城市都一无所知。我相信每年都会有像我这样的向往美国且选择了这样小城市学校的同学们。所以虽然我此次交流之旅还去了许多美
国的著名城市，但在有限的篇幅里，我希望能让大家尽可能多地了解UNCW，了解威明顿这个美丽地海滨城市。我会从行前准备、生
活、学习等方面，尽量详细地总结我在UNCW的这五个月，最后再试着回答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二、行前准备	首先是行前准备。在
选好北卡的项目之后，你并不能确定自己最终的学校，学校会给你当年有交流项目的分校名称，以填志愿的方式选择自己想去的学校。
对于选校的标准，我的建议是课程大于地理位置大于喜好。一般学校都会提前把各学期的课表放在官网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在自己
交流的学期各校会开哪些课，尽量挑选开课种类符合自己培养方案的学校交流，以避免影响自己在复旦的学习节奏和进程。其次需要考
虑的是地理位置问题。美国的城市类型大相径庭，有的城市非常繁华，有的城市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这也会影响在不同城市的生活成
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喜好，选择自己喜爱的城市是第二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完成选校后有一段空白期，等待对方学校发来确认信
和各种材料。这段时间可以用来去复旦的交流经验论坛看看学长学姐的分享，了解一下之后可能要面对的流程。	之后你会收到对方学校
的邮件，其中会有个人信息搜集、录取信等材料的PDF版本，纸质版本会邮寄到外事处，这些材料非常重要，在之后办理签证和入境的
时候都会用到，一定要妥善保管，不能丢失。你和学校的所有沟通都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要注意检查自己的邮箱，以免错过重要的通
知型邮件。一般最早进行的是宿舍的预订，在三月份就要完成秋季学期的宿舍预定工作。UNCW提供两种不同类型的宿舍，一种单人
间一种双人间。当时我没有男生同行，也想多一点自己的空间，就选择了单人间，费用比双人间高一些。要注意的是，没有办法保证双
人间的室友一定是中国人，当时住双人间的小伙伴们遇到的有亚洲人也有欧洲人和美国当地的学生。美国大学的宿舍不多，因为一般本
地学生都会回家住，在UNCW周围也有可以租用的公寓，但方便程度、价格、安全性都不如学校自己的campus来的美好，所以建议
大家及时报名预定学校的宿舍，住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接下来是签证。UNCW发放的J-1类型的签证，也就是访问学者签证。这种类型
的签证和旅游签证不同，规定了明确的出入境时间范围，这个时间范围是严格按交流计划规定的。一般是学期开始前一个月到学期结束
后一个月，在这个时间范围外是不能出入美国的。不过这种签证的好处在于基本不会被拒签，而且有过J-1签证的经历之后，在出国读研
读博时办理签证都会方便一些。学校会发一份详细的签证流程，需要先在美国国土安全局的官网上注册信息，缴纳SEVIS费用后再去国
内的大使馆办理签证。每年五六月份上海的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的人非常的多，所以建议大家尽早在网上预约。面试当天准备好相应的
资料（可以去网上或知乎了解），按照预约的时间前往就可以了。你可以用中文和面试官交流，但对于要去美国交流学习的我们来说，
尽量用英文交流会更有优势。签证官会问你要去的学校名称、所学的专业以及为什么要去这所学校交流学习。问题都很简单，之前准备
一下就可以，整个过程一般在5分钟以内。当场你就会知道自己是否通过了签证，一般都是没问题的，如果出了什么幺蛾子就再预约一
次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有了进入美国境内的资格。	然后就要选课了。UNCW有专门的选课网站，没有复旦的选课网站这么火爆，学
校为了照顾我们会提前为我们开放选课通道，大家一定要记得在规定的时间内选择相应的课程，以免挤不上。复旦和UNCW都有最少
学分要求，到时可以参考这些规定和自己的实际学习情况选择课程。我当时选择了两门专业必修课程、两门自己感兴趣的历史课和两门
心理学课，都顺利选上了。交流的课程都不计绩点，大家可以放心选择没有把握的课程。所有的课程都是可以退课的，规定和复旦类
似，只要在规定时间内退课就可以，不需要缴纳退课费。美国的教科书非常昂贵，一本正版的教科书的价格大概在90-120美元左右。
如果能提早看到课程大纲，建议大家在国内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书籍或电子版。UNCW的图书馆也可以租到大部分的教科书，价格也不
算特别贵。这样选课的问题也算解决了。	UNCW为大家提供餐饮服务，具体是以一种叫Meal	Plan的形式进行。可以把它理解成不同
价位的套餐，这里建议大家选择最简单的就可以。学校大概有3个食堂，我当时常去的就一个。在办理完meal	plan之后可以凭借自己
的校园卡去吃饭，一日三餐都有保障。有人可能会说自己不会每天都去吃食堂，是不是没必要办。这里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办理meal
plan。一来Wilmington不是一个繁华的城市，交通非常不方便，出门基本靠走和Uber，经常去学校之外吃饭非常的不现实。可能有
人会说自己可以自己做饭。宿舍的确有厨房等基本设备，但自己做饭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偶尔一顿改善伙食没问题，但不建议经常
自己“开小灶“。我在UNCW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吃饭问题都是在食堂解决的，所以一定要办理。办理方式很简单，学校会发邮件给你确
认是否要办理、办理哪种套餐。上面都会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到时注意查收就行。	做完这些准备、提供完学校要求的各种材料和个人信
息之后，最后还需要完成的一项是出入境之前的体检和按学校的要求做疫苗的检测和补种。这一项是十分重要且容易忽略的。UNCW
会给每个学生发一份入学时需要接种的疫苗种类和次数，大家需要去最方便的城市的出入境防疫站做疫苗接种检测和记录，拿到小黄本
和小红本才可以出境。我当时差点忘记了这个事情，在出发去美国前一星期才想起来，幸好所在的城市办理这项业务的人不多，花了三
天就完成了所有工作。UNCW要求大家如实填写疫苗记录，大家可以去防疫站找专门的医生咨询，哪些疫苗适合在国内补种，如果当
时不满足补种条件的就要在入学后去美国当地进行补种，不然是不允许在校园内学习生活的。我当时在国内补种了两种疫苗，去美国后
又补种了一次。同时因为在美国可能会需要去医院或接种疫苗，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在入学前购买符合要求的医疗保险。大家可以选择购
买学校提供的医疗保险，也可以在国内购买符合学校要求的医疗保险。国外的保险相当贵，大概是一千多美刀，不是很值得，建议大家
在国内提前购买，到时提供相应的证明就可以。	做完这些之后，行前准备也基本完成了。接下来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往返时间就可
以了。在这里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当时的安排。当时我打算和我父母一起先去美国游玩一段时间后再去学校报到。要注意的是J-1签证
虽然有时间限制，但没有入境地限制，你可以选择在美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城市入境。当时我是提前二十天左右从纽约进入美国，先后游
览了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尼亚加拉大瀑布后前往北卡州首府罗利。正如之前提到的，Wilmington的交通相当不便利，所以当时我
们选择从罗利租车前往威明顿，在威明顿停留期间也选择自驾的形式，确实方便了许多。学校会提供可以入住学校宿舍最早的日期，尽
量不要提早太多到校。同年的十二月十五日我考完最后一门考试，十六号就开始返程。威明顿没有直达中国的航班，机场比较小。所以
当时我选择先从威明顿前往纽约，第二天再从纽约前往上海。以上就是行前准备和我当时的行程，具体的细节还是以学校的具体安排为
准。一般来说只要留心学校发给你的文件，仔细阅读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计划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三、学习	UNCW的课程设
置与复旦还是有些许差别。我选的课每星期基本都需要上两到三次，所以虽然课程数量少，但课时数量并不少。学校在学期开始前会给
大家一份具体的时间表，大家到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课程数量和时间。许多课会有答疑的安排，少有讨论课的形式（大部分讨论会
直接在课上进行）。课程的考核标准非常细化，每一门课开课前都会有非常详细的课程大纲和评分细则，且这些规则在学期内都会被严
格遵守。学生随时都可以去学校的Campus网站上查询自己的得分情况。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在发展经济学课上，老师在第一节课时
说每节课都需要大家写提交简单的思考，每一次思考算一分，再按比例折合成课程总分。在课程进行的过程中，这每一分都会以具象的
形式体现在得分中，你的每一项得分都有迹可循。需要注意的是，和复旦不同，UNCW的等第严格按分数给予，具体的分档标准也会
在大纲上体现，根据你最后得到的分数折合成你的等第，而不是按比例制给分。	课程难度上我认为专业课难度比复旦的难度低很多。在
我选择的两门专业课上我都轻松拿到了A的成绩。美国大学对数学的要求相当低，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试着选择一些
看起来很有难度的课程。不同类型的课程考核方式也会有不同。那我选择的课程来说，偏数理的国际金融课程的考核方式相对单一，以
课后习题为主，最后也不会有论文形式的考核，期末考试占比很大。而偏理论的发展经济学课程的考核方式就比较复杂，有课上讨论、
课程论文、pre和期中期末考试组成。换句话说，文科类课程一般都“事比较多”，而理科类课程则相对“简单”。	UNCW相当重视学生
的课堂参与和体验，这点从细节化的评分标准中就可以看出。在课堂上你会得到大量的发表见解和讨论的机会，教授们都没有架子，很
自然地和学生们互动，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和练习的机会。同时，教授会参与到每个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还是以发展经济学为例，这门课



的考核包括课程论文，要求我们在期中交一份初稿，教授打磨后再交终稿。我本以为教授只会对选题、框架做大概的指点，但当我拿回
我的初稿的时候确实让我大吃一惊。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细节到语法、用词都做了指点。教授知道我是交换生，对美国大学的学
术要求并不了解，很贴心地为我提了几点建议，修改了我的语法，确实让我受益良多。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大学对课程论文的格式要求
相当高，不同课程、不同科目的课程论文的格式要求都不同，引用方式也不同，稍不注意就会出错，造成不好的后果。我在这里建议大
家可以提早去网上了解不同的论文格式，再根据课程大纲，按要求完成课程论文。学校也为不熟悉学术写作流程的同学们提供了专门的
指导服务，在图书馆就有专门的培训提供，如果有需要大可去寻求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图书馆的学习环境并不像国内一样是绝对安静
的，会有许多开放的讨论区穿插其间，大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学习环境。当然到了期末图书馆都是人满为患的，像国内一样
需要“抢座”。	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选课的心路历程。首先肯定是尽可能多地选择符合要求的专业课，减小回国后补修的压力。
再可以选择一些自己很感兴趣的，但在国内因为绩点压力不敢选择的课程。我之前在复旦选修过一门英美文化概论的课，对美国南北战
争及之前的历史很感兴趣，就选修了一门和美国历史相关的课。虽然最后因为背不下来那些地名和人名拿了不怎么好的成绩，但确实学
到了很多，看到了美国人是怎么看待自己国家的历史的。同时我也想了解美国人是怎么解读和看待中国的近代史的，就选修了一门中国
历史课，同样很有收获。在这里选课不需要考虑绩点的情况下，大可大胆选择一些在复旦不敢尝试但确实感兴趣的课，你可能会收获良
多。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大学对学术的独立性和严谨性要求极高。所有的引用都必须严格按规定的格式写明，不然后果严重。许多
课程会有在网上进行的期中考试，没有人监督，但会明确说明在考试过程中不可以使用搜索引擎等工具。切记不可以有侥幸心理，觉得
去google一下不会被发现。之前就出现过好几起中国学生因为不清楚学校规矩，在期中考试过程中违规操作，按作弊处理，取消期中
成绩的情况。因此大家在美国要格外注意学术的严谨性和独立性，万不可犯错。			四、生活	正如我之前提到了，威明顿是个小城市，少
有公共交通，居民的出行方式基本就靠开车。学校不大，完全可以步行上下课，但出校园的确是一个问题。我在UNCW的第一天就拿
到了一个出租车司机的联系方式，之后如果我有出行的需求，就会给他打电话或发短信，让他来学校接我。这样的好处在于安全便捷且
相对便宜。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Uber作为出行方式，价格会高一些，当然车的条件会比出租车好一些。我当时觉得认识一个出租车司
机且长期合作会更方便安全，就这样做了。	我一般每两周去一趟沃尔玛，采购一些生活必需品，来回的车费大概在10美刀左右，步行
来回至少需要四十分钟，且威明顿没有国内所谓的人行道和步行的地方，很难安全地步行前往，所以这个钱还是不要省了。当地有几家
亚洲超市，这真的是我们的生命之光。在亚洲超市可以找到很多宝贝，方便面、速冻食品、零食甚至有新鲜的蔬菜，当然价格会相对来
说高昂一些，但该买的时候还是要买！亚洲超市是我们在美国提高生活品质以及想家时候的最好去处。	美国宿舍的隔音效果相当差，据
说是因为宿舍之间的墙都是空心的。在住进宿舍之后我建议大家和同一套间的室友都尽快熟悉起来打好招呼，让大家互相了解彼此的作
息。在美国大学，周末开party到一两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音乐声音都会很响。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事前沟通可能
是最好的办法。美国不像欧洲的一些国家，有严格的噪音规范要求，你可以在寝室把音乐大声外放而不被惩罚，但这样做之前请考虑室
友的感受，特别是期末的时候。同样的，要学会表达自己的诉求，让别人知道你不喜欢他们这样做，我相信有效的沟通是互相尊重的基
础。	宿舍允许使用电器，但美国少有我们在国内用的顺手的电器。我当时在沃尔玛买了一个很简单的电饭煲，只有加热一个按钮。但那
个电饭煲确实很有用，既可以用来煮饭，也可以用来煮水饺煮鸡蛋，而且小、不占地方。不建议大家带很多东西去美国，一没那么多地
方，二到那边之后你并不会很频繁地用到他们。美国的食堂虽然不是那么健康，但确实很方便快捷，习惯食堂之后很少愿意自己煮东西
吃。厨房没有明火，用的是类似电热炉的加热方式，不能用来炒菜，我一般拿厨房来煎饺子吃，味道确实不错。	学校健身房设施完备，
有室内的篮球馆、排球馆和游泳池，是不错的健身去处。校园里也有不少有趣的活动，都会以邮件的形式通知学生参加，感兴趣的话大
可以去尝试一下。威明顿是一个美丽的海边小镇，有两片著名的沙滩，风景独好。学校也会组织许多在沙滩进行的活动，推荐大家到时
参加。同时为了让交换生更好地了解美国，在秋假期间学校会组织大家去美国其他城市游玩，我当时是组织去纽约，因为之前已经去过
就没有成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威明顿靠海，有可能会遇到飓风。2018年非常不巧，我正好遇上了十几年一遇的四级飓风，整个学校
封闭，学生教工都紧急撤离。好在UNCW为中国学生安排了专门的对接教授，他会为大家提供住处。当时我在教授家住了将近一个
月，教授夫妇人很好，大家可以和教授多交流保持联系，遇到困难也可以向他们求助。	以上是在UNCW生活的一些经历，当然每人的
生活状态体验不同，但在威明顿这个海滨小镇，相信大家都能收获到一份特别的快乐。			四、总结	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要去交
流？换句话说，我们从交流中能得到些什么，学到些什么。当然每个人的答案各不相同，有机会看到不同国家的风景，了解不同国家的
风土人情，认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许多人都会这么说。对我而言，除了这些之外，在回国一年后，让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收获有两
点。一是有了一个人行走的勇气，二是有了与不同意识形态人交流的能力。	我现在仍然能清晰地体会到那种感觉，当我站在肯尼迪国际
机场偌大的出入境口时，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周围叽叽喳喳的各种语言，其实心里更多的不是来到一个全新环境的兴奋，而是紧张和
不安。对当时的我来说，的确很难想象自己如何能在一个举目无亲、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学习生活。从小到大，我在家里人的陪伴下成
长，上海离我的家乡也不过两小时的路程，可以说我从未一个人远离家人的庇佑。我的父母的英语不算太好，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我成
了照顾他们的一方。出去吃饭点菜、购买各种门票车票、问路等等，我开始慢慢习惯这种角色的转换，好像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当我父母回国的时候，孤独无助的情绪再次被放大，想到这么大的城市就剩我一人，毫不夸张地说我大哭了一场。在小城市的学习生
活其实是十分孤单寂寞的，报道那天我一个人拎着三个行李箱大包小包的穿过整个校园去寝室，旁边返校的当地人和朋友们一起说说笑
笑，在八月的烈日下我第一次真真理解了所谓“快乐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	其实这就是所谓“北漂”的生活体验，一个人来到一个新
的城市，重新建立自己的人际网络，尽可能让自己的生活尽早地完整。慢慢的我熟悉了学校周围的地理环境，一个人摸索到了超市、健
身房、图书馆、教学楼、食堂等重要地点。我开始试着先从同在UNCW的国人，一步步扩大自己在当地的人际圈，在搬进去的第一天
就和所有的室友打了照面，了解了他们来自哪些国家，来这里多久了。我开始认识到判断一个人是否真实存在的标准在于他是否存在于
别人的生活中。可能有人会说我只在这里生活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大可以独善其身，只和原来的朋友们交往，乐得轻松。其实不然，我
相信很多出国交流的同学都有之后出国读研读博的计划，而一个人在国外的生活是十分枯燥孤单的，如果不能尽早建立自己在当地的人
际网络，很难在当地坚持生活下来。这次交流让我真真正正地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从无到有的开启一个人在国外的生活，这是唯有这
样的经历才能教会我的东西。	在飓风停课的日子里，我实在憋的烦闷，于是打算一个人出去走走玩玩。可以说是很突然的决定，我买好
了第二天去华盛顿的火车票和去黄石的机票，和同住的教授打了个招呼就踏上了旅程。我是个从未出过远门的人，更不用说一个人在美
国游玩。但那时的我决定试一试，试一试这种说走就走一个人的旅程。我坐着火车一路向东到了华盛顿，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留下了
自己的足迹，和民宿老板一起聊天，他们家有两条很大的狗。一个人去往盐湖城，到听过无数次的黄石国家公园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我现在可以很确定的说，我有能力规划自己的行程，一个人去到陌生的城市生活旅行。这种独自行走的勇气不能说是这次交流给我
的，但的确是这次交流让我认识到在我身上有很多之前没有看到的可能。	在去美国之前，最让我向往的是能有机会体验美国的社会状
态。从小到大，美国给我的印象离不开“自由”和“民主”这两个字。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觉得美国本身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交
流前一个学期我选修了《当代美国》这门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对美国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更新了自己对美国的理解。从某种
意义上而言这次的交流可以说是一种对自己意识的一种验证和丰富。在美国的这几个月验证了我的一些想法，也颠覆了我的一些想法。
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美国人对中国了解的匮乏。相较于我们对美国的了解，他们可以说对中国一无所知。美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我常有
机会和世界各国的人交流。有意思的是，其他国家——如印度、拉丁美洲——的人提到中国都充满向往，很想有机会去中国看看。而美
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则更负面一些，这与媒体鼓吹的“中国阴谋论”有很大的关系。美国社会阶层分化十分严重，这种分化不仅仅体现在物
质条件上，更体现在精神层面上。我认识的教授大都能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肯定中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成果，倡导和中国保
持和平合作的关系。而更多人接受的观点则是中国是美国发展路上的绊脚石，鼓吹“中国意在征服世界”的那一套理论，难怪特朗普能得
到如此多民众的支持。	我的室友来自世界各地：德国、美国、英国等等。我时常也会和他们聊天，聊起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他们表达了
对中国的喜爱，惊叹于中国发展的迅速，也提出了对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疑问和不安。不光是他们，在我上的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历史
课上，也能经常听到人们对中国制度的疑问和不安。这些想法的存在是很容易理解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成长环境不同，受到的教
育、接受的世界观不同，自然而然的会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游戏规则产生疑惑和不安。在美国，我开始怀疑很多东西，怀疑他们自称
的“民主”和“自由”到底是否真正如此。但我承认，至少在UNCW的校园里，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力。面对不一样的声音，大
家还是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目的不在于影响谁改变谁，在于互相交流和互相理解。儒家说“和而不同“，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体会到
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五、后话					我认为对一份用于分享的交流总结来说，最重要的是分享一些注意事项和自己的经验，真正所谓
交流的意义和感想，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写来自己看看尚可，对他人到也不见得有什么借鉴的意义。我学到的东西是现在的我回看过去
所能总结出来的一小部分而已，交流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不是一年的时间就能消化的。但我希望我的经历能给那些准备去交流的人们



看到一种可能，一种鼓励，相信这个过程是有意义的。希望所有有机会去交流的人们都能不忘初心，在得到自己想要的同时，发现更多
惊喜。也感谢复旦提供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外面看看。祝愿复旦的校级院级交流项目越办越好，也祝有心参加交流项目的同学一切顺
利，满载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