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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秋天，我作为交换生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计算机学院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交流学期。希望借由这篇小结能够对这次的交流做一
个总结并对之后到曼大交流的同学可以所有帮助。			一、							曼大学习	1.1		英语要求，TOFEL和IELTS均可。	曼大的每一门课都对
同学的英语成绩有所要求，即使是同一个学院的专业课也会有不同。在选课的时候选课老师会先根据课程要求判断你的英语成绩是否达
标，在这一点的检查上和大多数的英国大学都是一样的严格，有的甚至对听说读写的小分都有要求。语言成绩要求可以在官网上查到。
		1.2		Computer	Science	School	曼大要求每个交流生选择50-60学分的课程（每门课10-20学分），我一共选了5门课。幸运的
是，CS的课程安排在不同的学校都很类似，因此可以比较准确的找到转学分的课程，但是在确认选课之后最好还是和复旦的老师确认
一下学分转换的事情。	我选择的5门课分别是：Probability	、Operating	System、Fundamentals	of	Database、Machine
Learning	&	Optimization、Cryptography	&	Network	Security。都是很常见的计算机专业课，因此让我对于英国和国内的教学
情况和理念有了一个比较强烈的对比感：						课程形式绝大多数均为'lecture+lab'的形式：	授课形式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最大的差
别可能就是曼大的每一门课都要求必须有lab课而且保证提供1周1个小时以上的上机时间。考虑到曼大计算机学院庞大的学生人数确实
难能可贵了。						课程量和课程难度的降低。	在曼大上课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课程涉及的内容确实难度不如国内对应课程的难度要
大，而且所涉及到的知识量也会小很多。我觉得这里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曼大一个学期只有12个教学周（其中第6周是
reading	weak不用上课），有限的教学时间让老师在课程设置的时候有意控制的教学量，很多课程甚至需要lecture以外的专门时间
来进行答疑或者是测试；	另一个我觉得是因为大多数的CS课程设置都以应用为主，而并不对理论背景，尤其是数学推理的过程做过多
的要求。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Machine	Learning	&	Optimization这门课，这是曼大的本科生ML入门课，在讲到SVM支持向量
机的时候就完全的使用的是几何的解释方式，而将数学上的证明和推导全都放在了Optional	Reading中。当然这种方法能够在有限的
时间内帮助同学更好的理解SVM的优化目标，但是这种偏向于engineer而非scientist的教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内外至少在
本科阶段的一个教学的差异。	再举一个可能CSer会更熟悉的例子：OS这门课在国内不仅仅有大量难懂的基础知识，而且lab一周可能
要花上八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是在曼大OS的lab难度降低了很多，一周可能只需要一两个小时，lab设置上更注重说给你写好一个大
问题让你阅读代码读透代码中的trick，让我们对OS机制有更直观的理解，具体的实现细节并不是课程重点，这一点在最后的期末考试
中也可以看出来。				Make	Sense就好：	这里以Fundamentals	of	Database这门课为例。数据库是一门和实际生活联系比较多的课
程，在lab中需要我们根据给出的信息设计数据库结构。但是实际上在答题过程中会有很多不严谨的细节脑洞，每次询问TA都会得到类
似的回答：你写个注释在旁边，说的有道理就好了。这种情况在期末考试中也很经常出现，老师提供的期末考试feedback（类似于参
考答案）中往往也不会有过多的答案限制。						硬件方面	如上所述，学生机房加起来就有足足一整层，几乎任何工作时间你都可以到机
房使用学校机器。和大部分国外高校一样曼大使用	(Scientific)	Linux系统，可以使用SSH远程登陆，摆脱虚拟机的困扰。令人惊奇的
是Piazza在曼大并不普及，曼大使用自己的在线课程系统blackboard（和elearning类似），这同时也是曼大机考在线测试所使用的
平台。			二、							曼大生活			2.1	住在曼大	初到曼城时已经是九月份的中旬，就已经刮起了秋风；离开的时候曼城则刚下了今年的初
雪，虽然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一个南方的孩子来说就已经可以说是欣喜若狂了。当然最可恨的还是我们一离开英国曼城就下了一场异
常好看的大雪。曼城是典型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入秋很早但冬天也并不是很冷，虽然下大雪但是大部分时间气温仍然保持在0度以上，
和上海的冬天比起来可以说是温和许多了。

我们并没有在曼城租房，而是选择了申请较为方便的学校宿舍。曼大并不像复旦校园一样用围栏围出一个小社区，曼大校园实际上是融
合在了曼城的街道当中的，教学楼的分布仍然密集，但是南北跨度极长，分为南北两个校区，其中北校区主要是各种工科专业而南校区
主要是理科和文科专业，南北校区距离大概是20-30分钟的路程。	我们一行人来自不同的学院，因此也就选择住在了不同的宿舍。在这
里特别推荐北边靠近市中心的Weston	Hall，一个是因为地理位置特别好，不管是向北到市中心采购逛街，还是到南校区上课都只需要
15分钟的路程，离曼城的几个中超、汽车站、火车站都很近；另一个是因为Weston	hall是独立房间卫浴，共享厨房和公共空间的，而
且设施都比较新，定期还有人来打扫公共区域，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选择。			2.1	文化交流	在曼城一个学期能真切地感受到曼城不仅仅
是中国人特别多，也是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生，以我自己的套间为例，我的舍友有两个英格兰人，一个法国小哥，一个西班牙小
姐姐，一个巴基斯坦人，一个英籍印度人和一个中国人。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大家的相处都很愉快，在学生中并没有所谓的
文化歧视的现象存在。			2.2	玩在曼城	曼城作为一个传统的工业城市，确实保留着很强的近现代气息，这一点在去过爱丁堡之后会有更
强烈的对比。曼城的博物馆，美术馆，大小教堂都是人气很高的游玩去处，而且大部分都不需要购买门票。	说到曼城，最著名的当属它
的足球文化。坐拥两支世界级的足球强队，一支在东，一支在西，曼城是红还是蓝一直是曼城人民争论的话题。曼城市中心还有一个足
球博物馆，记载了英国近代足球的发展历史，博物馆内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英超奖杯，可以近距离的触摸，那个感觉厉害炸了。	我在
reading	weak到曼城主场Etihad	Stadium看了一场比赛，虽然只是和富勒姆的联赛杯比赛，但是曼城球迷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孔帕
尼的每次成功防守都能得到全场'Come	On	City'的呼声，德布劳内的每次传中都能让你屏气凝神心头一紧，那个晚上迪亚兹连进两球
锁定胜局。比较遗憾的是没有到老特拉福德球场看一场曼联的球赛，曼大的International	Society会组织参观老球场的活动，有兴趣
的话可以参加。球票的话曼大的SU和当地的中国学生会都会有定期的学生活动。	此外就是曼城在特殊节日比如万圣节、圣诞节、跨年



夜都会在市政厅举办独特的庆祝活动，人山人海之时，更能让人感受到在异国的节日魅力。	在曼大的一个学期虽然短暂，回国之后却经
常会回想起当时的点点滴滴。那种置于异国他乡独立生活的成就感将会是我一生的财富。感谢学校的交流机会，丰富了我的阅历和见
识。希望自己在接下里的学习和生活中能够继续努力前行，今日我为复旦骄傲，明日复旦为我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