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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后后在坡坡呆了有小半年的时间，如果要对这段交流生活概括出一个关键词，我想于我而言，那一定是“值得”。			因为在大二寒假
的时候拍脑袋做出了本科后转专业的决定，补充相应的学科背景就十分必要，于是我的交流之旅就变得相对硬核。不过也正因此，少了
很多与当地学生交流的时间，recess	week和reading	week也没和小伙伴出国浪，只在回国前去大马溜了一圈，还是有一些些遗憾。
所以在体验和旅行上我没有特别多的发言权，这里就主要说说学习以及吃吃喝喝的吧。			对于转专业选手而言，选课是一件比较头疼的
事，因为好多课的prerequisites不满足。我第一轮的选课情况比较惨烈，只选上了两门课，甚至都不满足NUS对交换生至少上三门课
的要求。所以又在第一轮之后，发邮件进行了一次补选（还要真情实感地写love	letter），这样才能够勉强符合要求。选课的事情一度
让我有些焦虑，担心自己选不上想学的课，不能完成自己对未来的计划。			到了坡坡以后会进行再一轮选课和tutorial的选课，这时候
还没选上的就需要写request了。我当时写了request但回复很慢，后来索性直接到任课老师办公室上门求课，老师人很好，就帮我给
教务写了申请，最后我如愿选上了课。所以总结下来就是，只要你有心，总是有办法的，别担心～			课程方面，NUS和复旦有一个比较
大的不同是，NUS会安排专门的tutorial讲解习题，一般一节课有好几个时间可以选，然后tutor的话有些是老师直接教，有些是助教
教，分到的tutor讲的好不好看运气。我个人因为想把课程集中安排在某几天，时间安排上非常紧凑，选了很多12:00-13:00的课，这
个时间点就很容易犯困…所以大家如果不那么忙的话，可以选个头脑清醒的时间段会更好一些。关于成绩的话，其他专业的课我不是很
清楚，我上的统计系的课感觉比国内上的简单一些，讲的更清楚些，所以最后结果比较满意。有几个靠谱的课友是锦上添花的事，平时
可以一起交流，一起合作，一起吐槽。我在NUS遇到的几个中国同学都非常nice，还认识了几个可爱的美国小伙伴，他们真的是气氛
担当，我想我会永远记得这段日子的	。话说回来，交流的成绩只能转学分，不算绩点，也大可以无忧无虑地去享受生活，就像当时
Mary说的，在你以后的人生里，可能就不会再有这么四个月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生活了，要珍惜。			另外，我个人还在NUS找了一个
课题组做科研。当时是五月份联系好了课题组，八月份开始做。这个步骤其实跟找暑研是一样的，主要是看老师的主页及课题组介绍，
然后发邮件。可能因为是交换生，没有签证问题需要解决，回复率相对来说比较高。我觉得自己最幸运的一点是，选择了一个氛围非常
好的课题组，老板很可爱，师兄师姐们都非常照顾我。	我一个半路出家的人，是没基础可言的。还记得第一次看师兄发给我的文献，然
后盯着代码傻坐了三个小时，非静止画面。但他们都愿意给我“learn	everything	from	scratch”的机会，基本上可以说是手把手地
教。在坡坡做科研的日子是纯粹而快乐的，现在回想起来，只要一心一意做好一件事真是太幸福的事了。			接下来说说吃吃喝喝！			在
吃方面，我向来不会亏待自己。所以周末的话，基本都是跟室友出去吃。我们不住在校内宿舍（因为没分到。。），而是住在一个离
NUS大概二十分钟公交车程的地方，叫MDIS。MDIS附近的交通还是很方便的，我们常去吃东西的地方有Star	Vista,	West	Gate,
金文泰,乌节路,市中心那块。坡坡美食非常多，还能吃到很地道的中餐，导致我在养膘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如果懒的话，或是遇上暴雨
天（10月以后坡坡进入雨季，倾盆大雨款）可以点外卖，用一个Grab软件就可以解决，当然这个软件也可以来打车。	我一直觉得在坡
坡就像是在另一个上海生活，不同的只是天气。当地的人70%都会说中文，不过NUS上课还是用英文的，也能感觉到在交流的这段时
间里自己的口语有些许进步。我觉得坡坡的语言环境很适合那些英语水平不算好，但是想提高的同学。			在坡坡还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
习惯，只要天气允许，就会去附近的一个操场听听歌跑跑步，虽然强度不大，但非常解压，好几个idea也是跑步之后蹦出来的。当初选
择坡坡是有小小地冲动一下，不过回头看，这大概会是我本科生涯做出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一切都将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所有遇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