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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期的交流生活以飞机晚点开始。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在赫尔辛基入境申根、又在斯德哥尔摩转机之后，终于到达了将要
生活五个月的城市——哥德堡。没错，就是这么艰辛，因为晚点导致错过了最开始直接从赫尔辛基飞哥德堡的航班，同时也错过了对方
学校的接机时间（sad）和到公寓管理处领钥匙的时间。幸运的是，之前在FB上加入一个针对交流学生组织的buddy	group，通过和
小组的组长联系并说明情况后，对方热心的帮我们领了钥匙、联系了接机的车，让本以为要露宿机场的我顺利回到了公寓。于是，北欧
人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那种“帮人帮到底”的热心了。之后采购各种生活必需品时更对此深有体会：在第一家看到路由器的商店觉得
价格太高，店主便主动告知了更便宜的地方并且在地图上标明路线。很多人说北欧人冷漠，其实不然。个人觉得只要敢和他们说出自己
遇到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比预想中多得多的帮助。	先从交流期间的学习说起吧。瑞典的学期设置非常奇特，一个学期分为两部分，每
个部分由一前一后两门课或并列的两门课构成，前者往往占多数，因此一个月一门课、上完一门考一门再开始下一门就成了最普遍的情
况。因此，在这里没有那种有着大把时间复习可以“一天一本书，一周一学期”的期末季，更加需要把功夫花在平时。此外，虽然一个月
只上一门课，但每门课的课时数并没有因此减少，有两个月的课程都是一天六节课，一周上三天。在课时安排上，主要有lecture、
seminar和lab三种：Lecture和复旦大多数课程一样，主要由教授讲，区别在于这里的课堂气氛更活跃、教授也非常鼓励大家随时提
出问题；seminar类似复旦的讨论课，但讨论的氛围更浓，做pre的情况不是很多，一般都是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轮流发言，教授只起
一个引导作用，同时他会比较注重你提出的问题和思考的过程；区别最大的是lab类课，理工科方面，这里往往不会设置专门的实验课
程，实验一般都与lecture结合构成一门课，其他课程同样也会设置lab，比如我第一个修读的计量经济学课程就有每周一次上机学用
stata的课，这里的教学确实更注重实际运用一些。由于一个学期只能选四门课（30学分），整体来说上课的时间会比在复旦少很多，
但所要付出的学习时间并没有少多少，往往有许多文献需要课后进行阅读，因此泡在图书馆成为了大多数同学的选择。	在哥德堡的五个
月，变化最大的还是生活方面。在北欧这个几乎全球最贵的地方，顿顿在外面吃大概等于在烧钱吧，迫于生计只能开始自己做饭。从最
简单的西红柿炒鸡蛋和土豆丝到用各种各样的东西炒肉，同时还组建发掘了厨房烤箱的好用之处，从烤鸡翅鸡腿到烤排骨三文鱼，吃的
越来越好，同时也一步步把自己喂胖。由于所租的公寓是公用厨房，这个厨房也成为了这几个月和邻居们友谊的基石。出国之前从未想
过会遇见这样一群可爱的邻居：来过中国旅行、超爱看《甄嬛传》的捷克老姐，幽默风趣的意大利老哥，对各国语言充满兴趣的土耳其
小姐姐。两周一次的international	dinner，大家总会一起聊很久，学几句各国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文化、给他们讲讲神奇的中国文
化。	此外，旅行也是交流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于瑞典属于申根国，拿着瑞典的居留卡就可以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畅通无阻了。
从临近的北欧，到物美价廉的东欧，再到晴空万里十分暖和的南欧和繁华的西欧，还有自然风光最美的瑞士，都留下了一点我的足迹。
每次旅行前订机票、订车票、订住宿、安排行程都是一次学习和了解别国文化的过程，真正到了旅程中又常常会碰到各种各样有趣的
人，在不知不觉中开阔了自己的眼界。	最后，讲一些来哥德堡交流的攻略吧。	1.							拿着对方学校的offer办瑞典的居留卡很方便的，
其他资料只需要财产证明；需要注意的是去领事馆录入生物信息有邮件通知，但这以后居留卡送到领事馆是没有通知的，最好是三周后
主动去拿；并且办好的居留卡不能代领。	2.							哥德堡大学的选课问题。原则上每个时间段学习量不能超过100%，但实际操作中是可
以的；同理30学分的上限其实也是可以超过的。因此如果有较多的旅行计划或者想早点回国参加寒假实习，可以尝试着把四个时间段的
课程压缩到三个，只是平时稍微累一点。	3.							住宿方面，校方合作的租房公司会提供一系列公寓，olofshojd规模最大设施也最齐
全，有免费的羽毛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离市中心的距离也比较近。	4.							旅行最好早点做计划，机票早点买或者买往返和多程会比较
便宜，瑞典国内的火车票一定要提前两周以上买啊，临近了非常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