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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西——巴黎交换小结	交换城市：法国巴黎	交换学校：巴黎高等政治学院（SciencesPo）	交换时间：2016年8月-2017年1月		
2016年8月到2017年1月期间，刚步入研究生二年级的我在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院European	Affairs专业进行了一学期的交换，下面
就从行前准备、巴黎学习、欧洲旅游这几个方面总结一下这次经历，是对自我的一个回顾同时也提供一些信息希望对今后赴法学习生活
的同学能够有哪怕一点点微小的参考。			行前准备	行前准备的内容重点主要包括机票住房、签证办理和注册选课这三个部分。法国的学
生签证在递签时要求提供已经签署的住房合同，所以寻找合适的房子这个过程可以和申请签证的材料准备过程一起进行，这样基本能在
时间上保证递签时可以上交签订的住房合同了。	1、		机票住房	如果在出发前3-5个月就已经着手购买机票的话，国内的国航、东航、
海航等以及国外的法航、俄航都会有比较优惠的价格，可以根据出发地选择最合适的时间和价格。如果是出发前1-2个月考虑机票问
题，阿联酋航空是一个更加实惠的选择，并且阿联酋航空会提供非常棒的客舱服务。总的来说，虽然一次性购买往返机票相对会便宜一
些，但是因为期末考试以及学期结束后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个人安排，身边大多数人行前还是选择买单程机票。	我交换所在的巴黎政治
学院是没有宿舍的，需要自己在递交签证申请的所有材料之前确定好住房、签订合同。当时找房子的时候大概用了以下三个途径：个人
中介，包括新欧洲论坛上面和之前在法国读书的朋友推荐的，一般通过微信或者邮件和他们沟通房屋状况；Airbnb，适合几个月的短
租，一般月租会有优惠，具体价格可以在Airbnb平台上和房东商量；网站，也是中介的一种，但是相比个人中介房源多，服务也比较
有保障，我们当时用的是Lodgis网站，比较顺利地找到了合适的房子。	2、		签证办理	交换生需要办理的是学生签证，这一类签证在正
式递签前需要经过“法国高等教育署”的材料评估环节，这也是材料最繁琐、过程最折腾的一段时间。由于高等教育署审核需要的材料经
常隔一两年就会有稍微的调整变化，除了参考网上别人整理的材料清单最好还是根据教育署网站上的要求再核对一遍，比如学历认证需
要哪个机构出具的、在读认证和成绩认证是任选其一还是指定必须某一个等等，否则将材料递交给高等教育署之后再被通知需要补交材
料就会浪费很多时间，可能会耽误最后签证。从准备材料开始到拿到法国高等教育署签发的评估完成通知，大概需要20-30天的时间。
完成了评估环节之后按照申请签证的材料要求递签就可以，法国学生签证出签速度比较快，基本一周左右就可以出签，不需要面试。
3、		注册选课	注册这个环节时间点应该是在递交签证申请之前，因为递签时必需的材料包括在法国学校的注册证明。巴黎政治学院会
给学生发送英法双语的注册邮件，里面会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和注册系统操作指导，其中要上传签证页的部分可以暂时选择“以后补交”选
项。对于注册只要注意deadline，在时间节点内完成即可，注册成功后可以下载注册表，用于递签材料。	研究生选课是不分专业和学
院的，即注册的时候选择了一个学院和专业，但是最后所有课程都是可供选择的，并且每个课程后面都会标注是法语授课还是英语授
课，英语课程会比较快被选完。选课之前学院会给每个人以邮件的形式发送一个选课指导，里面会有每个课程的说明和教学大纲，有的
课程甚至会有期末考核方式等，可以在选课时作为参考。选课大约在7月份，要注意东八区和东一区的时间差。研究生选课系统开放的
时间很短，大约还不到24小时，但是其实不论是补选还是退课，在开学之后两周内直接给巴政教务处老师写邮件标上课程代码就可以完
成，老师回复邮件的速度也非常快。			巴黎学习	在巴黎政治学院一学期的学习生活大致可以从课堂学习、课后延伸和日常生活三个部分
来总结。	1、		课堂学习	巴黎政治学院的研究生课程类别分为lecture、selective、seminar三种，其中lecture课程的规模最大，会
有100到200多人不等，selective和seminar则是小规模课堂，一般不超过20人。	作为交换生大多数人不可避免的就是语言问题。巴
黎政治学院是一个以多语言、多种族为特色的人文社科院校，全校有来自150个国家的43%的国际学生，所以巴政会提供许多英语授课
课程供学生选择，我这次交换所选择的课程就全部都是英语授课。由于我本科时就有在伦敦做交换生的经历，所以一开始对于英语授课
并没有太紧张。但是第一周上了几门课后就发现法国老师说英语的语音语调还是有很强的法语习惯，如果没有比较好的法语功底的话一
开始还是比较难完全跟上的，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经过两三周的适应之后状态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总的来说没有感觉到语言障碍对课
堂学习有比较大的影响，一方面研究生的课程都会有一定量的课前阅读材料，只要认真阅读提前稍作思考，上课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跟
上核心内容；另一方面，老师大多使用PPT辅助教学，并且课前会将PPT上传到校内学习平台上供下载，PPT也可以帮助理解上课内
容。	巴政的课程评价机制中非常看重出勤率，一般来说一门课被记录两次缺勤就会直接fail，尤其是selective和seminar课程由于人
数比较少，老师会直接记住每个人的名字，所以即使不点名缺勤也有被记录的可能，lecture课程经历过直接点名、Google问卷点名、
扫二维码点名等各种方式。	在学习方式上，我选的课程都比较注重实践研究，理论性不是很强，但是阅读材料和课堂讨论是上课的日
常。考核方式上我经历过交论文、当堂笔试、口头问答这几种，总的来说课程学习压力不是很大，学习内容还是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
的。	2、		课后延伸	巴政的学术奖座和交流会的资源非常丰富，并且向所有学生开放，所有信息都会通过邮件的形式发送到每个人的巴
政邮箱。此外图书馆和网络资源使用起来也非常便捷，尤其是在期中和期末写论文时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当然这半年的交换学习中还有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了对于谷歌学术的搜索和利用效率，这对回国后的学习研究也是非常宝贵的能力和经验。	课后学习中还有比较重
要的一部分就是group	research。在我所参与过几次的group	research中所遇到的组员虽然来自各个大洲各个国家，很幸运的是性
格上都比较容易沟通，而且也都能在小组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思维上大家取长补短，既能够互相激发灵感也会互相为了把一个课题做
好而妥协让步。总的来说，group	research的流程以及主要方式和在复旦学习时大体相同，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在不同教育文化下成长
起来的我们运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朝着一个“把我们的课题做好”的目标走的时候，大多都显示出了善于合作的特质。	此外，课余时间学院
或者某一门课会组织一些野餐和晚餐会的活动，都是自愿参加，也是一个可以交到朋友的方式。	3、		日常生活	在巴黎的日常生活是充
满乐趣的，就像海明威所说“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
盛宴。”	下课后无论是背着书包逛一逛奥赛美术馆还是和朋友约在咖啡厅随便聊聊天，或者仅仅是在卢森堡公园里面坐着，翻一翻书，
享受一下冬日午后两三点的太阳，巴黎都能给你惊喜。这是一个古老厚重而又生机勃勃的城市，既可以享受丰厚的艺术文化沉淀又能够
感受到最新的时代潮流，体现在文学、影视、时装、饮食各个方面。	巴黎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即使环境和设施不怎么样，地铁和巴士基
本可以到达小巴黎任何地方，并且每一站间隔只有几百米，经常站在一条路的路口往前看，就可以看到不远处下一站地铁的进站口路
标。	在生活上，巴黎高昂的人工费用让快递、外卖这样的服务远远很难和国内的便捷相比，尤其是刚开始在巴黎生活时还是会有一些不
习惯。巴黎没有24小时的便利店，商店不论大小基本在晚上7点前就会全部关门，餐馆和酒吧倒是会营业到凌晨。此外，巴黎的超市和
商店在周日都是整天不营业的，只有少数比较大的超市会在上午营业几个小时。			欧洲旅游	由于在学期中的时候巴政会有一个10天左
右的秋假，以及期末完成所有考试后大多数朋友并不会直接立马回国，所以旅游也是这半年交换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宝贵经历。	因为
持有法国学生签证在达到法国后可以在当地移民局办理长期居留贴纸，所以在申根国家内旅游就不存在签证方面的障碍了，但是要注意
在出发前过滤欧洲非申根国家的目的地。欧盟国和申根国是不一样的概念，比如挪威、冰岛、瑞士等国家不属于欧盟，但是也是申根成
员国，所以持有长期居留贴纸也是可以顺利入境的。	申根国内部的机票和火车票价格都不是特别贵，提前购买的话还经常会有special
offer。而对于几个北欧国家来说，很多火车票甚至飞机票都会有学生折扣，购票时选择学生票，乘车或登机时带上巴政的学生卡备查
就可以了。	由于这是一个交换生的小结，所以旅游的方面还是不作为小结的重点阐述了。			结语	在这个交换的整个过程中，被许多人
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这段交换生的经历？在去之前所有的回答都是一种设想和虚构，在真实在法兰西、在欧洲的土地上度
过了近6个月的时间后，这个问题的答案才算尘埃落定。	交换生的这段经历就像一个人生的混合容器，因为一个人突然进入了一个完全
陌生的环境，这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学习、生活、心理、身体等各种缓慢而潜在的矛盾都激发出来，面对很多全新的要求和挑战，必须
在很短的时间内独自去努力解决。也许最后我想要的也并不是事事完美面面俱到，也没有期待过如同很多心灵鸡汤里面说的“变成更好
的自己”，只是这个过程本身、勇敢去面对问题、努力去解决问题以及和自己和解这些事情本身才是我自己更加看重的经历和经验。	此
外，在国外这样一个完全脱离了熟悉交友圈的环境中我发现孤独并不会让人麻木和失落，适度的孤独感能够让我不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对
待生活的很多事情上变得更加专注和沉静。孤独让我更好地专注自我，进而更好地认知了自我，因为和在国内呼朋唤友相比，在国外的
生活中难免会有一些感到无事可做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就正好被自己拿来思考，做家务的时候，跑步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常常一边做
着这些事情一边在思维的海洋里神游，去触碰各种人类情绪的边界。在这些过程中更明确地了解自己，和自己相处，与自我和解。	而在
这半年的过程里，旅行也让我在自然中获得了很多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种趣味和美丽。在欧洲大陆最西边的罗卡角、在沉寂凌冽的



冰岛南岸，在冬季的亚平宁半岛、在温柔的巴塞罗那海岸，在自然中游历让我心中的一个声音更加坚定：好好活着，去看更多的风景，
去思考更多的未解之谜。			把这次交换的小结的题目起为“一路向西”，一方面是因为西边是法兰西所处的方向，另一方面是因为经过这
半年的历练，也更加清楚，人生需要一个方向，也许这个方向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朝着这个方向往前行走的过程。要一直踏
踏实实勤勤恳恳往前走，快慢无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