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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师范大学的交流生活很快就过去，一学期的交流生活让我在学业上和阅历上都有很多收获。	交流期间我一共选修了两门课程：
《家庭资源管理》和《社区高龄者服务实务》。前者是有关家庭资源管理的专业课程，在这门课上我学到了有关家庭资源管理的理论知
识，让我对家政教育和家庭管理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此外这门课的老师是一位非常重视实践、关心学生成长、所有事情都会身体力行的
好老师，在她的课上我不仅收获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我收获了很多让我受益终生的经历，例如：老师身体力行的环保理念、为人处世的
原则、老师分享的和家人相处的经验、在老师作业的鼓励下我开始尝试去改善我和家人的关系等等。《社区高龄者服务实务》是一门实
践性的服务学习课程，在这门课上我参与到台湾大学生助老的实践当中，为当地的老年人带去陪伴与欢乐。同时，我还有幸参与了当地
举办的大学生社会责任计划展览，在展览当中我了解了诸如：扶贫、助学、环保、助农、助残等不同领域的优秀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
这些经历对于一个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而言尤为重要，有了这些经历之后，在未来的实践当中我就可以更好地结合自己的专业特色做更
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此外，因为我自己对家庭和教育相关领域有很高的兴趣，所以我还旁听了《婚姻与家庭》、《青少年心理学》、
《儿童游戏治疗》三门课程，其中《儿童游戏治疗》为台湾大学课程。《婚姻与家庭》这门课程我在去台湾交换之前就已经上过一次，
去了台湾之后也算是第二次走进这门课的课堂。师范大学的这门课非常有意思，老师喜欢结合自身的经历出发授课，没有特别严格的框
架的限制，但是老师的每一段经历都与课程密切相关，可以让我了解到理论背后最为真实的现实。在课上老师还经常让同学们实际演
练，在演练过程中我也会结合自己的经历进行相关的学习，和同学们交流大家在亲密关系中的感受。因为对这一领域浓厚的兴趣，在课
后我还经常和老师探讨有关婚姻与家庭的问题，和老师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青少年心理学》的老师既是一名学术老师也是一位带班
的辅导员，老师也很喜欢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来介绍相关的理论，把真实的学生工作与心理学理论联系起来。我所交换的台湾师范大学
与台湾大学、台湾科技大学组成了三校联盟，三所学校的学生可以选择不同学校的课程，我也抓住这个机会去台湾大学旁听社会工作系
的课程（因为台湾师范大学不开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在了解了相关的课程之后，我选择了《儿童游戏治疗》这门课，这门课的老师
也非常重视实践，几乎每节课都会演练相关的游戏，这门课不仅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提升了我的专业素养，还让我在课程上反思自己
的童年，从游戏的视角反思自己的成长历程。	在学习之外，这次交流经历也让我有很多其他的收获。在台湾期间，我抓住了台湾师范大
学有完善的学校心理支持系统的机会，申请了学校的个别心理咨询，去和心理老师谈有关自己人格、经历、困境等相关的话题。这个咨
询对我而言既是一个深入认识自己、反思自己、体悟自己经历的过程，也是一个体验式观察专业实践的过程（社会工作中的个案工
作）。此外在研究生阶段，我也准备申请成为一名本科生辅导员，作为社会工作学系的学生，我深知心理工作的重要性，在台湾的学校
接受心理咨询于我而言也是提升自己未来辅导员工作胜任力的一个方式。	在台湾的几个月中，也让我对台湾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和很多
台湾的同学、老师以及有缘认识的居民进行交流，也在认真的体会在台湾的生活。在台湾四个月的这些经历让我看到了台湾和大陆的同
根同源，很多中华民族的文化其实也深深嵌入了每一个台湾人的内心，所以初入台湾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陌生，但是生活稍久一点就
会觉得越来越熟悉。我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分裂中华民族的言论、势力，坚决支持一个中国原则。不过，我也确实发现了台湾与大陆不同
的一些地方。一方面，台湾近几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确实比大陆要落后很多，台湾工程建设的效率比较慢，所以很多台湾民众
对台湾近几年的发展也不是特别满意。此外，一些台湾媒体的可信度也比较低，在台独势力的影响下，很多媒体会对大陆的发展及大陆
的对台政策进行虚假宣传和刻意丑化，这也导致了一些台湾群众对大陆充满了质疑，但是基本上只要来过大陆的台湾民众都会感受到大
陆发展的潜力和大陆的友好；另一方面，台湾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方面，例如我个人感觉台湾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信任程度更好，尤其是
在陌生人之间，这也是台湾人非常自豪的一点，几乎每一个台湾人都会说：我们台湾人都很友好的。台湾在绿色环保和人文社会建设上
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比如台湾的垃圾分类堪称全球典范，我在台湾期间观察了台湾的垃圾分类和垃圾的处理，觉得有很多值得借
鉴的经验，而深入每一个台湾人心中的垃圾分类的观念也值得我钦佩。再比如台湾保留了很多的夜市，里边售卖各种小吃日用品等，每
到晚上都会特别有市井气息，在繁华的台北也是这样，我觉得有这些东西，可以让城市变得更加有包容性。我觉得两岸之间更加深入的
交流合作，互通有无对两岸发展和中华民族而言都是最好的选择。	总之，在台湾学习的四个月里让我收获颇丰，既有学业上的成长，也
有对台湾的大学、社会文化氛围的体悟。因为两岸大学教育的风格和理念的差异，也让我对大学和教育有了更多的思考，这些经历对正
在面对未来选择的我而言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再去一次台湾，去和这学期遇到的老师好好聊聊天，谈谈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