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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月，我结束了在德国汉堡大学为期一个学期的交流，返回上海的时候，看到满眼的中文和拥挤的人群突然有一种陌生感。能够
得到到德国交流的机会非常宝贵，在欧洲的半年让我非常难忘，下面我将分享一些交流的体会。	一、申请时的材料准备和办理各种手续
时的手忙脚乱	1.对方学校要求材料：汉堡大学对交换生所提交的材料有严格的要求，除了正常的动机信、简历、预选课程、已修课程成
绩单、语言成绩，还需要两位老师的推荐信，在这里真心感谢帮我写推荐信的老师，如果没有他们帮忙，我就不会有这个机会去交流。
（1月份左右对方学校会发送所需材料的邮件）	2.APS审核：交换生使用的是德国短期交换程序的签证，首先要通过APS的审核（中文
官网：https://www.aps.org.cn/zh/）。由于政策变化，我当时适用的条件可能不再符合，短期交换程序须知链接如下：
https://www.aps.org.cn/zh/verfahren-und-services-deutschland/austauschverfahren	3.交流期间生活费：首先要在德意志
银行开户，需要很早很早到德意志银行上海分行排队，因为每天只有30个左右的名额，所以一定要早点去。开户之后就可以到任意一家
银行转账了，大概一个月左右会收到两封信，表明开户已经成功，钱已经到账。	4.办理签证：需要至少提前一周预约，最好再提前一
些，因为预约的人比想象的多得多。不过也有人说没有预约直接过去也可以。资料要多准备几份，以及要准备几份空白的表格，如果填
写有错误不用在楼下花大价钱打印。说真的，打印各种文件和表格的钱不知道花了多少。办签证的人还是很多的，所以也要早点去排
队。（这个在abcdv网站上可以查到攻略，不过也有可能政策改变）	5.在办理以上材料的同时还要和对方学校的coordinator保持联
系，及时办理宿舍、保险、居留等。	办理上述材料的同时刚好是期末季，所以会整个人都很焦躁，很慌乱，但是每件事办完都会觉得特
别有成就感。	汉堡大学开学比较晚，学期安排跟国内也有很大不同，10月初才开始迎新周，2月中旬期末大概能考完，所以去程机票可
以定在9月份，提前过去办一下居留和住宿，顺便在欧洲先旅游起来(	̀⌄́)	二、上课与生活	1.在德国当然还是要借助语言环境好好学习德
语，我本身不会说德语，所以过去学了A1.1和A1.2。不过德国的英语普及率是很高的，大多数人都会说英语，但是公交地铁站、超市
一般不会有双语标注，所以在超市买东西我都是靠看图和问同行的同学的:D经过半年的熏陶，虽然语法和词汇量还是很垃圾，但是大概
意思能够看懂。	2.汉堡大学面积不大，应该还没有我校本部的面积大，里面的学生各个年龄层都有，也有很多从不同国家来的同学。上
课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老师提问后就直接发言，也没有什么顾虑。课上的氛围很好，大家都会非常尊重别人，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会
注视他，同意的话会点头示意。	3.汉堡大学的教学周是16周左右，每门课可以有两次无理由缺席。12月25日圣诞节会有两周的假期，
所以其实实际上课时间并不是很多。	4.汉堡的天气不是很好，除了9月份，其它时候基本见不到阳光，阴雨天很多，日照时间也很短，
所以容易发生情绪上的波动，可以和同行的小伙伴聊聊天、约个饭什么的。	5.在国外是对自己自理能力极大的锻炼，最重要的是要学会
做饭。平时喜欢烘焙的同学可以大展身手了，德国物价基本跟上海持平，在超市也能买到各种食材。喜欢中国菜的同学可以到亚洲超市
买东西，虽然样式肯定比不了国内，但是做火锅绝对没问题。说实话，总是吃西餐很容易吃够，而且德国人对吃的东西不是很讲究，食
物热量也很高，所以最好还是能自己做饭。对了，可以带一个小型电饭煲，多功能非常方便。	6.在国外最怕的其实就是生病，不仅医生
不好找，一些医用名词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治感冒、腹泻、过敏的药一定要备着。	7.现在的国际形势比较紧张，所以不论是上下学还是
出去旅游，一定要结伴而行，晚上尽量不要出门，安全和健康是第一位的。	还是非常感谢能够有这次机会到德国交流，也要特别感谢外
事处的老师一直以来的帮助，他们一直都在关注着海外学生的动态，哪里出了事故都会第一时间关照学生的安全。	在欧洲最大的好处就
是可以凭借一张申根签证走很多地方，在二十岁的年纪能有这么多经历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