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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秋季，在复旦大学和管理学院的帮助和支持下，我有幸来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度过令人难以忘怀的三个月
交换生活。作为一名在此之前从未出过国的学生，我对于交流有憧憬、有喜悦、也有担忧、有惶恐，不过回忆大概是自带过滤功能，回
国后的我留下的都是对那里人、事、物的怀念之情。			戴维斯是靠近加州首府的一座小镇，生活平和宁静，当地人十分和蔼，犯罪率比
美国大城市低很多，小镇最大的特色是无人不骑自行车。关于自己在那里的交流经验分享，大体上能归为日常学习、校园生活这两个方
面。	一、日常学习	在戴维斯的秋季学期结束得比我想得要快，突然间，就戛然而止了。回国前的最后一天，虽然定的八点的闹钟，但
是还是在七点半自然醒了，心里空荡荡的。突然告别了六点半起床做早饭和室友一起赶公交的日子，也不用优哉游哉地钻到图书馆的固
定座位上呆一上午，没有了傍晚时分的讨论课，也不需要坐晚上八九点的班车回家了。																			

吃完早饭不愿意待在家里，总想去个热闹的地方，就和室友在downtown的商店里好好地逛了逛，好好地吃了一顿中餐。逛着逛着，又
到学校来了。这天风很大，但是走几步还是可以遇到一只松鼠在不知疲倦地找果子吃。图书馆关了，只有24小时自习室还开着，人不
多，清清静静的。								Peter	J.	Shields	Library																										清净的校园一角												我这学期在UCD一共选了三门课，分别
是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和属性数据分析，外加旁听了一节美国老师Professor	Melcon的回归分析。三门课课程量不大，作业量会
比复旦多一点。三门课堂上我都坐在自己习惯的“安全”位置——第二排，既不离老师太近，又能很好地参与课堂。老师们隔一段时间就
会问“questions?”，然后把大家对刚讲的一小段知识点的疑问解决了再往后走。我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但是在课堂上，我尽量让自
己活跃起来，再加上经常去office	hour串串门，一学期下来，和四位老师也都相对熟络。	时间序列分析这门课，毫不夸张地说，是我
遇到的最有含金量的课之一。这门课的老师是Alexander，一个德国教授，非常亲和，上课时的口头禅是	“tell	me,	are	you	with
me?”我们的助教Ozan是统计系的PhD，给我们上讨论课，逻辑相当清晰，把复杂的编程步骤讲得简单清楚，据说我们的一部分作业题
也是出自他手。这门课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在于作业，每隔两周一个project，真实的数据和案例，需要根据所给出的题目进行深挖，
用最好的方法visualize现象规律以及找出数据背后的原因，再形成不超过规定页数的报告上交。四个平时作业加一个final	project下
来，锻炼了编程能力，统计学思维以及写作能力，在这门课上，我花费的时间最多，也是最值得的一门课。	回归分析我听了两位教授开
设的课程，一位是来自中国的教授Hao	Chen，偏重数理证明，据说她本科是清华的计算机，然后斯坦福直博，数理基础自然相当厉
害；另一位是美国教授Melcon，偏重统计学意义上的解读。两位教授都是我至今为止遇到的最负责任的教授。上课内容充实，作业题
目、讨论课题目都完完全全自己编写，并随时在类似elearning的线上教学平台上回答同学提出的问题，实现了很好的沟通交流。同
时，他们讲的内容侧重点不同，但是相互补充，有时甚至会相互解释，让我对回归分析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除了课程，我这学期最大
的收获可以概括为友情，厨艺和眼界。	二、校园生活	因为学校没有给交换生提供宿舍，我和其他五个从复旦交换过来的小伙伴在校外
合租，距离学校大概二十分钟的骑车距离，房内设施齐全，周边有一些超市，因而生活也算便利。一开始在国外的生活难免会让人有些



不适应，但是我们六个人总能像一家人那样互相帮忙选课、交保险费、租自行车，让三个月的交流生活无比温暖和充实。晚上从图书馆
学习回到家，一起看看电视聊聊人生规划；每周总要留出个时间去采购一些食材，一起做一顿丰盛的火锅尝尝家乡的味道，都成为了承
载了满满友谊的难忘回忆。																																									

一家人围坐吃火锅	我还参加了学校为帮助国际生融入校园生活的一个项目Global	Ambassador	Program，它经常组织些小活动讨论
UCD的某一个话题，具体包括学习、交通、学校部门、与人交往要点等等，目的是为了让交换生和转校生更加了解学校和当地生活。
我遇到了日本人、印度人、瑞典人、墨西哥人等等，大家每次都会发表自己的一些见解，让我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有了新鲜接触。此
外，万圣节、感恩节的时候还会举办一些party，比如感恩节邀请大家吃苹果派、万圣节带着大家雕南瓜灯，真是十分的有趣。	在校
外，接触到的就不只是学生了，超市的售货员、路上开车的人、餐厅的服务员等等，与形形色色的人接触会更加了解一个地方的人的性
格。戴维斯的居民真心十分和善。这一点表现在方方面面的细节上，但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每位车主谦和谨慎的开车习惯。因为戴维斯
以自行车城著称，所以骑车的人会很多，尽管小镇总的人口量并不大，但路口总会出现骑车人和车主的正面相逢，尤其是在一些没有红
绿灯的十字路口，我时常会担心会不会出现交通事故。但事实证明是我多虑了，所有的车主，毫无例外，都选择先让自行车走，有时甚
至会在十几米开外就开始放慢速度，默默地等着自行车过了路口再走。有时，我还想让让他们，然而很多车主会像我打手势，意思是我
先走，这时候我才不好意思地快速骑过，内心留有一丝感激。尽管这是很小的细节，但却让我对当地人产生了很好的印象。	从UCD交
流回国后，我发现自己产生了一些变化，更愿意与人交流、去尝试新鲜事物、也对未来有了更明确的方向。我很感谢学校和学院为我提
供了这次宝贵交换的机会，让我在正值青春的年纪开阔了眼界，也对今后在复旦的生活有了新的期待。饮水思源，我希望能将这份经历
分享给学弟学妹，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UCD这所宁静而多彩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