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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小结	台湾最美的是什么？不是阿里山日月潭，不是垦丁的落日、野柳的海风，而是温暖善良的台湾人。入学典礼时，台湾师范大学
国际交流处的老师抛出了这一观点，而我也用交换的四个月时间亲身验证了它。	当你提着笨重的行李箱探路时，会有阿姨主动问你需不
需要帮助，告诉你哪里可以乘便捷的电梯；当你在郊区坐反了大巴手足无措时，会有大巴司机用对讲机告诉对面方向的司机到站稍稍等
几个小姑娘上车了再发车；当你有事需要求助老师时，他们会毫无架子的回应你“没问题！交给我就行！”……你会发现无论是路边摊卖
奶茶的爷爷，还是西装革履的上班族，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传达出乐观积极的满满正能量；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中“谢谢”、“不客气”成为
了说得最多的口头禅……系所里的同学也都十分热情，会主动和你结成小组，告诉你去哪个图书馆可以借到需要阅读的书。当然，也有
少数同学会和你表明政治观点的不同，你可以从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出发，和他们交流大陆现在的发展，增进他们对大陆的了解和认同。
此外，我和同去台湾交换的几个校内外同学成为了室友，大家来自天南海北，有着不同的年龄和经历，因为交换聚到了一起，一起做饭
包饺子庆祝中秋国庆，一起去花莲淡水旅行，一起看演唱会，一起彻夜谈天说地聊人生聊未来，结成了深厚的感情。	刚进研一时，我就
得知有去台湾师范大学交换的机会。台湾师范大学的教育学专业在全球QS排名中靠前，与台湾大学，台湾科技大学三校共同结盟，成
立公立台湾大学系统，全面资源共享，因此进出三校校园、图书馆、跨校选课等都十分便利，机会也更多。我在台师大修了两门课程，
每门课程的课外阅读量都比较大，小组展示和汇报的次数也比较多，总体感受是“痛并快乐着”。对于每一次小组展示，同学们都是全力
以赴认真对待，提前两周开始安排分工，从阅读资料，到选题、选素材，再到制作PPT，每个细节都得仔细抠，小组讨论个四到五次才
最终形成一次展示。这种非应付敷衍式的小组作业，虽然过程比较艰辛，但是产出的成果是高质量的，更能收获满足感与成就感。	通过
课程学习，也让我深切感受到两岸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一些异同。首先，尽管两岸的研究生教育都重视让学生成为报告者，分享自己的
学习与研究收获，但两岸的报告方式具有一定的差异。可以感受到，台湾课程上小组展示的学生都在尽量想出更加适性的报告方式，让
所讲的东西融入到自己的整个展示中去，而非只是通过讲述让大家了解这样一个知识。我们小组在进行“教学策略的选择与运用”时，就
别出心裁，在阅读了大量书本、文献资料中关于适性教学的策略后，六个成员各挑选了两个自己最感兴趣、觉得最有意义的教学策略，
仔细分析这两种策略的背后的理论内涵、实施流程、具体操作，最后把我们各自想要分享的内容做成海报的形式，粘贴在教室各个地
方，让大家像参观展览馆一样，到每一个不同的站点进行学习。这样新颖的展示方式是我的第一次尝试，也可以说是我真正活学活用了
适性教学的策略。其次，与大陆不同，台湾教育学系所的大部分同学本身是一线教师，大家在课堂上都非常地积极参与互动，同时能够
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提出一些切中要害的问题，提供有建设性的建议。这些问题是我（作为一个没有实际教学经验的学生）没有实践基
础去思考和感受到的。每当同学提出一些特别有意思、有想法的问题，我都觉得有所触发，并尽可能结合自身的受教育经历去谈一谈自
己的观点与想法。最后，台湾的课程学习理论与实际兼顾，尤其重视实践性、应用性方面。我在大陆学习“课程与教学论”时感觉更偏向
于理论学习，很多学生也并没有实际的教学经验，只能靠空想或者回顾自己的受教育经历。但是，台湾课程的学习基本都是需要大家在
了解理论的基础上，去了解某个学校、某个班级、某个教师、或某项适性教学政策、方案的具体做法和优劣得失，从而提出问题，并商
量解决的策略，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更具针对性。	但是我也感受到，台湾的教育研究重心在中小学，对于高等教育层面的关注点较少，关
注程度较低。在课程开展过程中，大多是围绕如何在中小学展开适性教学，但相关理念对我们去思考高等教育如何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
义。大学及研究生教育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适性的教育，但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这种适性体现得越来越不明显。在我看来，高等教育要
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就必须通过适性教育教学，让每一个专业的孩子都能发展出自己的专长。	学习之余，我常爱在台湾走走逛逛，正
如我导师所说“去游玩去感受当地文化本身也是一种体验式学习”，无论是台湾故宫博物馆的人文之旅，还是阿里山垦丁等自然之旅，都
让我扩充了眼界，用心去发现、去体验也总会收获一些意料之外的惊喜。	距离交换结束已快一年，到现在我仍不由怀念去年这个时候在
台湾的学习与生活。感谢复旦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给予了我们交流学习的机会，让我不仅体验到了两岸在专业培养方面的异同，深切感
受到了台湾的暖心人文、秀丽的自然风光，更是结交了珍贵的两岸师生情谊、同学情谊。希望疫情顺利过渡，两校之间的交换延续，让
更多学弟学妹们也有机会去感受两岸的文化与教育，衷心祝愿两校项目越办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