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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基础医学院13级临床医学五年制的**婷，2015年参加了学校的加拿大UBC暑期课程交流项目这次交流也是我第一次踏出国门，第
一次在国外学习，第一次亲身体验异国风情，这一个月格外令人珍惜和回忆，每一天都充实而忙碌。	【学无内外——科研与临床】	医
学专业的海外交流能够找到专业贴合的机会很少，北美的医学由于体制不同、学制不同、医生培养方式不同，而西方作为西医科学的发
源地，有着上百年的经验和深厚的医学文化传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虽然短短的一个月想要学的东西太多而能够学到的太少，但
仍然很幸运能够到UBC学习医学课程，第一门的医学临床科研导论和第二门临床医学导论，都让我收获良多。	国外的医生虽然也像国
内一样需要做科研，可是不同的是他们大都由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出发，将治疗与科研十分紧密地结合，他们发表的报告和论文也不局限
于科学研究，比如一个详尽的典型病例或者一系列相关联而有指导意义的案例，这些都能够发出十分高质量而且对其他医生有很大帮助
的文章，反观国内，由于病史采集的欠缺，也很少有家庭医生这样的角色可以保存对应患者详尽的资料，所以医生们很难对手头的案例
进行分析和研究，只能很大程度上依靠经验，治好病也很难形成有参考意义和典型价值的病例报告。	北美的临床研究虽然在十分强调人
权的社会中举步维艰，但不得不说有着十分健全的体系和规范，伦理学原则、科学方法论等等，都是国内在摸索前进中值得借鉴学习
的。	在这门科研课程中，小组成员的任务是用两周时间设计一套临床科研的方案，不仅要提出课题，还要有十分具体的方案、方法论、
数据分析方法和详细的伦理规范、知情同意等等，这对我们是一项挑战。在讨论开始，我就因自己在学校有一定的科研基础提出了一个
新颖的课题，利用中国的绿茶来增强结核病的疗效。这个方案在几轮投票中被大家留下，随之我作为小组代表，组织大家对各个部分开
始详细的讨论和准备，最终，我们凭借活泼的展示形式和充实详尽的实验设计获得了第三名。	后来的临床课程，虽然在国内从没接触过
让我稍稍吃力，不过更多地接触到了国外医学真正的“第一线”，我们所在的教学医院是整个英属哥伦比亚省的中心儿童医院，虽然医生
们的工作量不能跟国内医生相提并论，但他们也有着巨大的压力。尽管如此，他们坚持每一个病人、每一个孩子，都有最好的诊疗环
境，他们会很耐心地与孩子聊天，就像对待一个大人那样尊重和倾听孩子的每一句话，同时又十分细致认真、用规范的流程观察每一个
细节，在遇到不配合的时候从不烦躁，而是换一些有趣的方式让孩子配合。整个医院给人的感觉都是温暖、亲切、幽默而童真。这让我
很感动，人性化恐怕是国内医院很缺少的部分，彩色的包扎、小熊的胶布，这些细节中反映出来的都是对患者对孩子真切的关爱。从每
天的病例讨论、再后来学习输液、急救、插管等等操作的时候，讲解的医生也十分认真仔细，而且像朋友一样平等地与我们交谈。学习
是没有国界的，他们总是一遍遍地说希望能把他们这里的一些知识让我们带回去，也对于我们提出的想法和中国的情况十分感兴趣。这
两门课程都让我有很多的收获，而且除了知识，还有更多。	【风有东西——风土与人情】	温哥华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在这里，走
进日本料理店一定会见到土生土长的日本店员和老板，走进希腊餐馆则一定会受到希腊人的热情欢迎，而加拿大与美国不同的地方在
于，这里的人们没有那么强的国家认同感，他们虽然生活在一起，却自由地保留着各自的传统，互相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包容。	在这
里可以一次感受各个地方的文化，对初次出国的我而言是个难得的机会。	除了紧凑的学习任务，其实更丰富的是课余生活。我就像是来
到一个新奇的世界，校内的图书馆、植物园、日本林园、学生酒吧、游泳馆、溜冰场，学校附近的森林公园、海滩、人类学博物馆，被
我们逛了一遍又一遍，市中心的艺术馆、商业街，城郊的大吊桥和山丘、城市公园、艺术岛上的音乐剧场、新鲜集市，海湾的科技馆、
体育场、夜景，唐人街附近的文化步行街、温哥华的建城纪念，我把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作业，完成并享受着每一
个过程。全程的游记断断续续写了几篇，每一篇都充满了激动和快乐，不过我想，总结起来最打动我的还是几次与融入本地人并与他们
交流的经历。	首先想说的是在Granville岛上看音乐剧的经历，这座岛既是城市的艺术中心也是新鲜蔬果花卉的大集市，本地人都十分
喜欢，而能在这里看一部十分有特色的讲述耶稣生平的摇滚音乐剧，实在是难得的体验，本地人早就坐满了整个剧场，音乐剧本身虽然
是宗教题材，却做得风趣幽默，反讽时政、反思宗教，用摇滚歌曲的形式唱出来，让人耳目一新，坐在剧场里，一瞬间就体验到了温哥
华人生活的日常。演出结束后，我还在门口遇见了几位主演，当我提出合影时，他们十分热情，卸下演出装扮的他们一个个活力四射，
演圣徒彼特的女演员甚至直接跟我勾肩搭背起来。	更有趣的是在校内游泳馆游泳遇到的德国老妇人，她虽然面容已显衰老，却还是十分
优雅地在泳池里仰泳，我情不自禁地夸赞起她的泳姿优雅，谁知随后她就十分认真地当起了我的教练，每一个动作的纠正、如何练习、
如何让提高，她认真而耐心地陪了我一个小时，被她的热情感动得不知所措的我只好连连道谢。虽然后来没能再遇到，但在与她的交谈
中，我了解了当地人十分热爱锻炼，一到假期和好天气，没人能在家里呆着，老老小小没人愿意落后，虽然生活节奏松散缓慢，却处处
充满动感！	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很多，哪怕是刚刚见面的陌生人，都能十分亲切。每天来去医院的公交，总能见到每位乘客与司机打招
呼、说感谢、说再见，不是因为熟识，只是因为遇见，只是因为希望彼此每天都有好心情，而且，每一辆车遇见什么样的司机都充满了
惊喜，有白种人、有印度人、有亚裔，还有裹着头巾的阿拉伯大叔呢。在温哥华最繁华的一条街道上，路边一个水果摊总是也坐着一位
缠着伊斯兰头巾的老人，几次路过后我终于没忍住去跟他搭话：”先生，我每次都看见您坐在这里，请问这个地方对你有什么特别的
吗？“他十分热情友善地答道：”这是整个温哥华我最喜欢的地方，喝一杯果汁，晒晒太阳，我的肚子里很凉爽，同时身体又很暖
和。“对于他十分美丽而且每天颜色不同的头巾，当我问道是否可以拍照，他十分荣幸的样子，还问我需要摆什么pose。	文化的差异和
社会种种条件的不同让国外这样亲切的社会氛围更像了我们中国人说的”大同社会“，虽然回国后没有了路边不管遇到哪个陌生人都可以
打招呼的习惯，不过我觉得从耐心和和善做起，只要每个人努力一点点，就能改变整个社会。	【收获成长】	温哥华是一个小城，短短
一个月就可以几乎逛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什么压力，尽情肆意地享受生活，极其缓慢的生活节奏有时让人有些受不了，与加拿大
东部的一些城市不同。我想这次交流还给我一些关于生活的思考，在享受中生活与在苦闷中生活，同样是生活，每当学习的节奏太过紧
张，我就会想起在医学书店里遇到的那个即将进入医院的UBC医学生，在和他的聊天中，他不仅给我推荐了一些实用的书籍，还与我聊
到做医生和学医都应该是抱着一种理想主义来做的事业。我想，他在国外的学习，从辛苦程度上绝不亚于国内，时时想一想原点和初
衷，以及永远不忘享受生活的每一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