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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经历了半年的交流学习生活后，我认为“最宜居”名副其实。便捷的交通，慢节奏的生活都令人
难忘。			关于生活	
维也纳坐落于多瑙河畔，整座城市小而精致，从城市最南边到城市最北边乘坐地铁只需一小时左右，整体规划十分合理，据说无论在何
处，十分钟步行范围内就会有车站。一区为老城区也是整座城市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在一区可以感受到奥匈帝国遗留的辉煌，而且几乎
所有景点和购物街都集中于此，维也纳大学主楼也坐落于一区和九区的交界处，在市政厅旁边，而其余大部分院系教学楼散落于九区各
处。在欧洲大多数城市，乘坐火车和地铁都无需安检和检票，大家自觉购票，维也纳也是如此。学生可以购买学期票，一学期78欧元，
地铁站内会有不定期查票，逃票罚款100欧，没带车票或是车票过期均算逃票，尤其是学期票过期后的第一天，一定会有人查票！购买
学生票后，可以任意乘坐市内公交车、电车、地铁和火车市内路线（不包括马车哦）。	

住宿方面，学校不提供宿舍，因此我们都需要提前联系和预定住宿。维也纳有很多由私人房产商运营的学生宿舍，学校也会推荐一些，
可以适当减免房租，宿舍费用一般包括电费、暖气费以及网络费用。饮食方面，不是所有院系教学楼都有食堂，而且食堂价格不算便
宜，且味道一般，每天就是不一样的肉，一样的酱。当地学生习惯吃冷餐，比如冷的三明治面包（维也纳没有加热三明治的习
惯！！！），对于我这个中国胃来说实在有点难以接受，所以我一般都是在café解决午餐或者自己在宿舍做。维也纳物价在欧洲算中等
水平，一般超市可以买到大部分食材，乳制品十分丰富，但蔬菜水果种类较少（我大概吃了半年大白菜），如果想要更符合中国人口味
的食材，可以去亚洲超市，火锅底料、调味料、方便面等一应俱全，还有青菜，老板说着亲切的中文。在出国交流前我可以说是一点都
不会做饭，五个月后变成了厨艺高手。除了选择自己做饭，中餐馆、韩料日料、奶茶店也很普遍。维也纳菜可以说只有三样：炸猪排、
烤肋排和牛肉汤，我觉得算是欧洲美食里比较符合中国人口味的。当然也可以点外卖，但由于我德语不佳，既看不懂德语外卖app，更
不知道怎么和外卖小哥交流，便没有尝试过。	
生活中最大的障碍应该是语言问题，奥地利官方语言是德语，生活中所有标识也都是德语。我初到的时候因为也遇到很多语言相关问
题，比如第一次逛超市逛了一小时，因为需要一个个查单词，但一个月后基本就能认识生活中常用的词汇，学校也有开设基础德语课
程。	
最值得体验的应该就是圣诞季的圣诞集市！欧洲每个城市都设立符合当地特色的圣诞集市，售卖圣诞特色食品，比如可丽饼，热巧克力
和水果红酒，在维也纳的圣诞集市可以买到盛在面包里的牛肉汤。圣诞和新年假期大概持续两个星期，大家都会充分利用这段假期去欧
洲各地旅游，也可以感受不同城市的圣诞美食。在新年过后，市政厅前会开设滑冰场，也是非常值得尝试的一项活动！	



关于学习	
维也纳大学是德语区内规模最大的大学，校内课程多为德语授课，因此在选课时需要授课语言为英语的课程。因为我是英语专业，所以
很幸运的是所有开设课程都是英语授课，使我具有较多的选择。维也纳大学选课制度是博弈制，在开学前，学校也会下发很多材料为学
生详细讲述选课规则，一步步教我们使用学校网站。与复旦选课最大的不同是，维也纳大学允许课程时间重叠。由于选课时涉及转学分
问题，因此需要反复和当地老师以及本校本院系教务老师沟通，确定是否能够转回。	
我一共选择了八门课程，其中一门德语基础课，虽然课程数量较多，但学业负担较在复旦减轻了不少，主要是因为其中六门都是授课型
课程，只有一门是讨论型。学校课程主要分为两类，授课型和非授课型，授课型课程只根据期末考试成绩评分，一考定分，而非授课型
则会由不同种类的考核要求综合评分，比如出勤分（大部分老师只允许缺勤三次）、平时作业，presentation，期中考试，期末考试
和论文。但需要注意的是，授课型课程考试时间统一集中在学期最后一周，也就是说，如果选择了六门授课型课程，需要在一周内完成
六门考试，负担较大，可能出现连续通宵的情况，因此需要合理分配两种课程的数量，避免期末压力过大。虽然在维也纳期末考可以考
四次，但由于是交换生，受时间限制基本只能参加第一场考试，所以需要一次就通过。而且维也纳大学评分标准十分严苛，40分总分的
考试，只有36分及以上才能拿到最高等级1分，31分及以上是2分，拿到高分有一定难度。我选择的课程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收获，虽
然我在维也纳认识的很多人都很疑惑为什么我一个中国人要去欧洲学习英语（甚至有很多人第一直觉都是学习音乐），但我在维也纳感
受和复旦完全不同的教学风格和考核方式，也从不同的角度去再认识英语语言和文化。在讨论型课堂上，老师鼓励我们自由发言，即使
是离题的发言也是自我的表达，而在复旦，我们往往准备充分后再进行有条理有依据的论述。	
我选择的唯一一门非授课型课程是电影与文化，每周我们都需要就上周的阅读材料进行讨论，然后观看一部电影。老师会从电影的拍摄
手法和技术入手，并结合具体电影片段，讲述电影拍摄手法和表达内容的关联。而在讨论时，老师非常注重对学生的引导，对每一次发
言都会表示鼓励。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讨论是谈论最喜欢的电影，我介绍了《我和我的祖国》，这是我在维也纳看的唯一一部电影，
远离祖国，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观看70周年献礼片，反而对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更深刻的认识。	
后记	
在课余生活中，我也切身感受异国文化，由此也产生了许多关于文化冲突的思考，经常发出维也纳人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的疑惑。比如校
内教学楼很多厕所都是男女公用，虽然维也纳人少，厕所无需排队，但还是令人十分不习惯。又比如地铁上座位与列车行驶方向垂直，
大家相对而坐，一个急刹车就可以冲到对面人怀里。	
尽管并不是第一次去欧洲，但之前从未有过长时间居住在一个陌生城市并试图融入当地生活的经历。当我以一个游客的身份在欧洲旅
行，我会将自己放在一个外来者的身份中，只需要去关注获得的体验，而当我试图融入一个城市，我便需要去更多的思考和反思有关文
化冲突和身份认同的问题。我在维也纳认识了很多人，有在当地留学的中国学生，有二代甚至三代华人移民，也有像我一样的交换生，
甚至还有驻奥地利外交官的家属，我发现所有人都经历着来自不同价值观，生活习惯和文化差异的冲击，而在这过程中，我们的自我身
份认同又不断得到强化。而且我也惊讶的发现很多欧洲人对中国相当陌生，或者他们的认识还停留在数年前，在我和同学的交流中，我
发现大部分欧洲人认识的中国可能来自多年前移民的华人，而他们口中的中国或许又与当下的我们有所区别，与当地学生的交流加深了
我们对彼此文化的认知。我想这可能也是交换的意义，不仅是感受异国文化，也是自身文化的输出，这样的经历比一门文化相关课程更
深远也更具冲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