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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我们看海去	——2018年秋季学期悉尼大学校际交流小结	才结束2018年上半年在复旦的春季学期，一周后又飞入南半球的暮冬初
春气候里，在澳洲开始了为期半年的交流生活。这篇文章将从多个方面对我作为悉尼大学交流生的半年生活做个记录——走，我们看海
去！	
一、学在悉大	不忘初心，先谈学习。地处澳洲的悉尼大学（以下简写为“USYD”）作为校际交流项目虽热度不比北美，但由于她的法学
院质量很高，对于法学生而言，不失为曲径通幽的宝藏交流项目。USYD的学期设置与国内大多高校不同，如果同我一样，选择在秋季
学期进行交流，那么正好能够不紧不慢地以新生身份开启USYD的第二个学期。	USYD的课程设置分为Lecture	&	Tutorial（一周一
次的老师大课堂授课和由助教教授的小班复习讨论课）/	Seminar（法学院特有的研讨课，学生人数在30-60人之间不等）。	虽然本科
交流生的选课在法学院会受到一定限制，但是可供选择的法学课程都架构完备、十分成熟。悉尼大学几乎各学院开设的课程都配有授课
结束当天及时更新的课堂录音与视频，但是！法学院为了保证学生的出勤率，概不提供任何课堂录音。所以，在选课时候需要根据国内
学院的培养方案以及个人的英语能力，再结合自己选择出国交流的目的（求学为主还是体验为主）避免在选课阶段出现眼高手低的情
况。根据本人的经历，法学院的课堂上本地学生与国际生的占比较为平衡，亚裔面孔出现频率远远小于商学院开设的课程；老师的语速
与口音在可忍受与能够适应的范围内；但是并不十分建议直接选择法学院开设给高年级本科生的课程。	悉大的退课与换课时间与复旦类
似，在开学的头两周内允许调整，对于交换生而言，需要及时与自己的联系老师进行邮件交流（虽然不用自己拼手速抢课但选课仍然遵
循先来先得的规矩，换课申请是否通过也要基于新换的课程时候是否还有多余名额）建议提前备好一份选课的Plan	B，避免退课后未能
及时选上课致使修读学分不足的情况。	那么，一名法学生在谣传“U	sleep	U	die”的USYD中的学习生存环境究竟如何？论文与相关的
课程作业贯穿分布整个学期，要求在学期的每一阶段都对所学内容温故知新。突击学习对于念人文社科的学生们完全不可行，理由显而
易见——在没有认真听课的情况下，在三天内使用非母语完成晦涩的500页阅读并用英语写作一篇千字以上的规范学术论文，难于登
天。一般而言，课程会较为严密地依据选课时的课程大纲开展，老师们会当堂并以邮件方式提前至少三周对作业与考试的日期与相关要
求进行通知，所以，在做好时间规划的前提下，保质保量地完成并通过考试不成问题。	个人而言，很喜欢讨论小班课（Tutorial）的氛
围，Tutorial的授课人可能是主讲老师本人也可能是助教，助教们都是曾经在这一节课/专业上表现十分出色的学生。积极参与互动、说
出自己的想法，在课上与老师或同组的同学们一来一回地进行头脑风暴十分有趣。	所以，深吸一口气，安心地在后门紧邻着公园的悉尼
大学图书馆开始新的一天吧！	
二、玩在悉尼	在这样一个常年气候极舒适、阳光烂漫的国家，若终日关在屋内苦读，是不是太可惜了？虽然仅停留了半年，关于在澳洲
的吃喝玩乐，我可以不夸张地打下万字的吃喝住行指南，不过，为节省阅读时间，便主要说说我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悉尼。	悉尼的多
元性极强，这种多元性是以世界为范围的，以在街上接触的人与食物为例，作为一位中文母语者，越往悉尼市中心（CBD）走，越会惊
奇地发现自己根本不用说英文，浸润在粤语、普通话的环境里，十分容易产生“我是谁，我在哪”的错觉；食物上，在这座城市中能够吃
到十分正宗的广式早茶、中国面食、日韩料、东南亚菜、法餐、意大利菜等等（唯独就是没有悉尼或澳洲自己的菜式…）。	身处一个多
元国际化城市，悉尼的生活费比上海略高；占每月花销大头的是房租与餐饮消费，若在外购买成品食物，以学校的餐厅为例，每顿的花
销至少在8刀（约为40人民币）以上，上不封顶；且外购的食物大部分由甜食与简餐组成，相较之下，在超市购买新鲜食物原材料、自
己掌勺，能够省下近一半的食物开销：超市中的所有乳制品相对在国内显得物美价廉，十分推荐耐乳糖的人们把牛奶当水喝或者开发一
百种与乳制品相关的饮品/菜式喂饱自己；一些原产于澳洲与新西兰的新鲜水果，如猕猴桃和牛油果，也是价廉物极美；学习之余，不如
逛逛超市、拎着战利品徒步回家。	悉尼的交通，不夸张地说，日常的交通基本可以步行，悉尼大学离市中心不远，华人超市和各种本地
大超市遍布市中心和学校周围，步行上下学是我每日较为享受的有氧运动。悉尼最宽阔的主干马路止于六车道，城中绿地十分多，步行
沿途能看到不少有趣的景色、高楼林立是仅在CBD能够看到的景象，一旦离开CBD，一般的居民生活住房都有楼层限制，得益于此，
走在平地的视野十分开阔。但若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公交车与火车都有供查询的明确时刻表。	在社交方面，在国际生占比丰富的USYD
中完全不用担心没有社交活动参与（且活动中一般会提供免费美食），本地学生也十分友好，建议交流生们大胆参与各类正规渠道举办
的活动以及悉尼大学学生会主办的语言伙伴项目（与说另外一种语言为母语的学生结友）。若是住在学生宿舍，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
更有大把的机会与来自各大洲的学生们一起谈天说地，学习几门欧洲小语种，一起切磋厨艺，甚至一起结伴游澳洲。	旅游方面，交流生
的另一个身份无非就是一位兴致盎然的游客，澳洲有许多城市规划出彩的城市，以悉尼为例，虽然悉尼的CBD区域颇为繁华，但是悉尼
凭借临海靠山的优越地理位置，城中与周边的景点之多，可能在小半年的交流时间内仍探索不尽——看海、跳伞、看袋鼠、登山、徒
步，在艺术馆耗上半日，频繁地出入歌剧院（学生可以购买当日的25刀优惠票），去酒庄品红酒，探索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咖啡店、
甜品店与小餐馆…	
在澳洲待的小半年中，可能是受到结识的朋友和当地人的生活观的影响，我自认为也活成了一个拥有了自己偏爱的咖啡小馆子、报得出
每周超市的果蔬肉类价格、在澳洲度过了中秋节与二十岁生日的“半local”，向着“平时学习或工作得有多认真，玩儿得就能够有多认
真”的生活无限靠拢。虽然如何培养惊人的自律与行动力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与坚持的主题，虽然在USYD	中的学习生活远非一帆风
顺，这半年的澳洲生活给我带来了很多不止学习的启发，令人飞速成长；回国后机缘巧合下能够在上海再次与在悉尼大学结识的伙伴们
重逢也令人既兴奋、恍惚又感触良多。文末，想好好感谢我旦，这段南半球的交流生活是复旦送给我的一份美好礼物。	最后的最后，传
递一份带着澳洲特色的温暖问候：Good	day,	M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