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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伦多的交换生活已然一个月有余，希望借此机会稍作小结，并谈谈感受。	学业上，与复旦相比稍有轻松。因为转学分的限制问
题，我所选的课程严格按照所规划的4门专业课进行选择，作息上相当于做三休四，基本等于半养老状态。之所以没有称之为“全养
老”状态，是因为我将GRE单词计划严格排入时间表，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英语学习上，故而成为了所谓的“半养老”。上课有讲义的帮
忙我能够懂得老师的讲课内容，但遇到某位语速非常快的和某位带有土西亚口音的老师我的听力则显得有些无奈。课下阅读量较复旦明
显增加，我的阅读速度和词汇掌握也不足以让我非常轻松的应对。这让我深知，我的英语水平还差得远，听和读这种基本技能依旧不够
过关。	在英语之外，我改变自己最多的一点是，问问题比国内更多了。我想这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是，大家都乐于问问题，老师都
乐于回答问题。无论你是因为真的不懂，还是上课走神了导致不懂，还是故意跟老师套近乎，老师都会以相同的认真态度来回应你。这
就自然引出了第二个方面：我在复旦时总是觉得自己的问题过于幼稚过于简单，以致于问出来会显得我非常之菜，以致于担心别人不屑
于回答或别人回答一遍我还不懂（实际上这经常发生）。但来到这边之后，我发现我好像并不是最笨的，甚至有点聪明，因为总有人能
问出我觉得蠢的问题，比如方程移个项都有很多老外反应不过来。虽然这么说很不好，但这的确让我在复旦被压抑已久的自信偷偷地高
涨上来，以致于敢于去问些问题。毕竟，即使问得幼稚不过是跟大家一样嘛，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社交方面，也有一些欠缺的地
方。虽然我以所谓的开朗性格交了不少这边的朋友，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亚洲人。日本人最多，东南亚和南亚也有，当然中国
人也不少。悲哀的是，其他人种少之又少。即使是在party上，黄种人都会不自觉的聚拢在一起；同样，白人在旁边围成一个圈子，往
往拉丁裔也会混杂其中；黑色人种的同学们也会在另一边聊天。三个人种并非完全隔阂，我们会互通有无并握手致意，但这之后也就静
静地躺在Facebook的列表里。相反，亚裔族群则会经常约着见面，相互沟通学习内容，甚至一起出行。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这
个现象让我意识到人类会更容易与长相肤色接近的人类相互亲近。这不免让我思考种族问题。对于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发达社会而言，
多民族共存已经是一大典型特征，移民对国家和社会有着巨大的贡献。但是，即使表面上的人权、平等得以被倡议和保证，实质上的种
族隔阂并不会消失——因为这是人的天性决定的，而这或许体现在很多社会细节上。比如，控制其他变量，北美白人的工资上涨速度是
否比其他人种更快？我的这些思考令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可能会在美国读书留学，但一定会留在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大陆则最好。因
为，对于个人发展而言，如果想要个人能力对于个人发展结果有足够的积极影响，种族这个变量相信没有人不想控制住它——谁想仅仅
因为长相不同而将机会拱手让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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