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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7年秋天去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在打算交流的那一刻起，就打算申请一所来自德国的学校，因为从小就有着对德国难以名状的好
感。然后看到与复旦有合作的学校名单，基本就心属哥廷根大学了。哥廷根大学的名声之前就有听说，不过直到这时候才发现有着那么
多在理化文商届鼎鼎大名的人物：在自然科学领域不乏海森堡，普朗克，费米，玻尔，泡利著名科学家；在人文领域哥大也有着格林兄
弟，海涅，叔本华，歌德，J.P.摩根，季羡林等一众杰出校友；在政要界有着俾斯麦，魏茨泽克，施罗德等总理或宰相。至2016年，已
有40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任教或研究，其中大部分为物理和化学奖，其他为医学、和平及文学奖。读到这些名字的时
候，我和一块看百度百科的室友下巴都快掉了。	有幸一切顺利地申请到了哥廷根大学校级项目交流的名额，之后又历时两个月完成了
APS、签证、交流学习安排等手续。然后就是为期五个月之长的游学之旅啦，德国的学制和所有别的国家都有所不同，一年两个学期，
秋季学期从10月到次年2月，所以我出发的时候很多交流的同学已经接近期中考了。接下来我就从学、住、吃为主的三个方面介绍一下
这次游学经历：			学				和整座古意十足的小城相比，哥廷根校园是非常现代化的；主校区坐落在市中心的边缘，校级图书馆和经济学院
图书馆都十分宽敞，记得进去自习的时候需要脱下外套寄存背包，不然不得进入。	我在哥廷根修读了五门课，他们分别是：国际金融市
场、劳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和基础德语A1.1，此外还旁听了R语言入门。上了这些课之后感觉哥廷根大学课程教学的
目标是多方面培养学生的能力，包括做学术报告的口语表达能力。成绩评价方案由于老师侧重点不同而不同，但与国内的教学不同的是
更加侧重于学生的合作能力，会几个人在一起完成一个项目，评分是根据最终的报告成绩给分。并且较多课强调presentation的重要
性。教师上课更加注重与学生间的互动交流，由于是一些课小班教学20人左右，本科生的课程尤其。所以可以做到让每个同学都参与进
来，学生参与度更高。并且讲解知识时强调与最新的论文接轨，告诉学生更前沿的研究；学生与老师交流很频繁，老师们都很愿意解答
学生的问题，并且十分认真，不会嘲笑任何无知问题（上课会耐心地反复解答链式法则是什么哈哈哈）表示很感动。我个人来讲很喜欢
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教育，课堂的参与感很强。接下来记录一下每节课的学习情况:			国际金融市场：	一个大班教学课，老师一头黑色的
卷发男性，口音很德国，是国际经济学的教授（相当年轻的教授了）。讲课使用的课本是泰勒和芬斯特拉合著的《国际宏观经济学》，
这本书深入浅出内容全面，我们经济学系的樊潇彦老师用的也是这本书。老师的课程内容基本忠实于课本的目录编排，讲课非常耐心地
讲解课程中的重点，也喜欢听取同学们上课的意见，尤其是问了很多大家对中美经济的看法，十分有趣。如果要说美中不足的话，就是
最后考试的时间有点太过紧张了…放眼望去本地和外来学生都没有答卷完成的。	劳动经济学	&	城市经济学：	两节课是同一位老师上，
连在一起的，所以也就一块写啦老师曾经上过TED，好像是有土耳其法国血统的很有气质的一位女士。一节小班课，大概20个人左
右，老师很开明地不强制要求出席，不请假也没有问题，觉得她讲得不好可以不去上课自己看书~可是事实上她讲课非常精彩（不过还
是有一些本地同学很少出现），城市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都是微观基础比较强的课，她能够把微观的理论知识串讲在课程中，用来解释
博加斯的《城市经济学》和忘记了作者名字的劳动经济学；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前沿的关于路径依赖、人力资本等相关内容的论文。	同
时，她还是研究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学者。我当时对她的研究方向很感兴趣，所以还特意联系她能不能跟着做她的RA。她说她已经有了
充足的研究助理，我在的时间也不够长；但是她为我介绍了在哥廷根教书的一位中国老师，他是一位师资博士后，从诺丁汉大学来到哥
廷根大学教书，同时研究劳动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的交叉关联。他的研究方向让我很感兴趣，之后的四个月，我帮他采集、清洗并处理数
据，主要是关于中国户籍制度和女性就业情况两个话题相关的数据，前者是为他当时的课题做收尾，后者是为他下一个课题的灵感来
源。	时间序列分析：	这是我在那里上的第一节课，但也是让我最不吐不快的课。这门课的任课老师有两个人，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比
较知名的老师和他带的博士学生。从头至尾真正的老师从来没有来过，况且这个博士生似乎并不是对时间序列掌握得很熟练。每次习题
课总是带着一本习题的答案原封不动地在投影上抄一遍，同学上课问的关于权数并不很难的问题她也没法回答。不过，期末的时候看见
各位同学都对这位老师和这节课评分很低，希望之后这位博士生还是不要任教来得好。当然这门课的PPT内容应该是那位没露面过的导
师写的，内容比较全面，从中还是学到了一些不错的知识。	基础德语A1.1：	这节课的老师是一位很年轻英语很好的德国本地老师，好
像不住在哥廷根，是每周坐火车来给我们上课的。上课的内容主要是德语中最为基础的那一部分，包括一些日常对话和单词，动词时态
和名词阴阳性等等内容，也包括了一部分对话和写作的内容。课上的形式是一半时间授课，一半时间朗读书上的内容并应用到对话中。
每两周都会有一次游戏式的联系；比如有一次，每个桌子上有一个游戏，主要是关于单词阴阳性的，一组3-4个人互相抽词做单复数对
应的连连看，没连对就只能把单词反回去，成功配对了一个之后就进行造句对话，在这样的过程中学习真的是挺有趣的~感觉国内的外
语课也可以多考虑这样的形式，让桌椅变得更方便移动一些，而不只是坐着读书听课。					食	午餐品类很多，哥廷根大学的食堂主要分
肉食和素食两种不同的取餐点，其他食物可选种类也很多。食堂里的甜点是让我最觉得最神奇的，去别的同学交流大学的食堂很少会有
甜点窗口，黑森林蛋糕一种别样的纯正味道。香肠配薯条再浇上酱汁也是学生们常有的快餐吃法。想吃点好的每天都会有牛排或羊排可
供选择。德国人的至爱还有土豆君，会天天见到各种土豆做法，甜的咸的糯的硬的。食堂价格很合理，对学生来讲3欧就可以吃的很好
了。小城市内的亚洲菜主要是泰国印度菜比较好吃，中餐馆非常普通；不过听说法兰克福、汉堡、慕尼黑等城市都有很不错的中餐馆。
		住	很有趣的是我租住的公寓不是学生宿舍，而是和当地学生一块住的。三个来自沃尔夫斯堡的小伙一块在这里读研究生，其中一位去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交流去了，所以空了一间房出来，我就有幸能和另外两位德国同学一块住，感受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哥俩平日每
天晚上会在沙发上聊天，如果我加入他们，他们就会用英语一块聊；如果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他们就会用德语聊天，有时候还会帮
我联系德语口语。有时候他们也会在客厅里举办party，早上起床到客厅就会发现地上全是空啤酒瓶，但并不会特别吵地打扰休息。德
国每个地方最爱的啤酒品类都有所不同，在哥廷根大家最喜欢的是Krombacher的皮尔森啤酒，我室友更喜欢lager（地窖啤酒），不
过因为我不擅长喝酒，也没有多研究。而且公寓周围有着EDEKA,ALDI等一众超市，我经常自习回家的路上顺路买菜做晚饭，非常方
便。建议找宿舍的时候，建议离中心校区和市中心或是超市近一些，那样生活会很方便，也就没有购置自行车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