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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在科隆大学为期6个月的学习生活，回想起来满是永生难忘的经历。从一开始的初入陌生环境的不知所措到后来期待未知的心态
上的转变，在外生活自理能力的快速提升，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国际化的学习环境与视野开拓，无疑都是此次交流经历带给我的宝贵
财富。			关于作为交流学生的心态——“未知的东西最美”	这部分我个人认为最重要，自己对于交换经历的期待、目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此次交换的价值程度。以积极的心态去解决问题，以享受的姿态去体验过程算是我对自己交流生活的总结。以一种好奇的心态去迎接新
的知识，新的学习模式，新的环境，新的面孔，这个过程充满未知，如果被眼前的困难恐吓住而无法敞开心扉迎接接下来的挑战未免有
些遗憾。认真学习课程，积极参与每一次讨论是基本素养，除此之外多参与校园活动、加入学生社团、组织，结实当地的好友，真正将
自己融入当地环境，将自己作为两校之间的桥梁砖瓦之一的身份发挥得淋漓尽致，能够为之后再来交换的同学尽可能地提供一些便利和
机遇也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学校——“历史悠久的现代学堂”	科隆大学位于科隆市比较中心的地带，到各处经典（大教堂、路德维希博
物馆、霍亨索伦桥等都很方便）。科隆大学是德国最大的大学，德语区年龄第四的大学，在德国则只比海德堡大学年轻两岁。除此之
外，科隆大学的WiSo（Wirtschaf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alkutät）经管学院在全德可以排名前三。科隆大学也是德国
最大的大学，德语区年龄第四的大学，在德国则只比海德堡大学年轻两岁。德国DAX指数中30家世界跨国上市公司高管，大部分毕业
于科隆大学经管系，教授在每门课程之初都会强调WiSo的地位之高以及任职教师资历之深，毕业学生能力之强。	科隆Albertus
Magnus	Platz主教学楼有信息中心，计算机可以自由使用。教学楼内的一体式自助打印机非常方便，只需办一张打印卡，每次只用带
着优盘直接去打印机上即可。			关于选课与课程——“有问题就找ZIB”	由于对方学校没有直接对口的学院（我在复旦是新闻学院广告
系，在科隆有两个学院都开设一些与我专业相关的课程，因此同时被录入WiSo经管学院与人文学院进行学习）。科隆大学的选课分为
两轮，第一轮在学期开始前开放，跟复旦的模式很像，多了waiting	list的功能。在选课系统（KLIPS2.0）上自主选课，由系统决定
第一轮选课结果，第二轮开放后作为交换生可以自己再接再厉继续选，也可以直接去找学院国际交流中心（ZIB）的老师帮忙选课。
WiSo学院比较严格，外系交换生想上WiSo课需要额外申请，严格意义上不允许本科生修读研究生课程，但说明情况也允许，总之交换
生有很多小窗可以开，想要学习怎样的课程，得到多少收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主动性，学校的老师会尽己所能帮助你最大程度地
提升此次交流的价值。ZIB的老师都很热心，有任何选课、课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邮件沟通或者去ZIB办公室直接解决，办事效率
通常都很高。

																																（科隆大学选课系统KLIPS2.0）	
科隆的课程分Lecture,	Seminar,	elearning三种，lecture一般还配备tutaorial,	所以以6分的课为例，每周有3天（6个课时）需上
课，1天lecture,2天tutorial。KLIPS2.0同个时段是允许几门课程同时存在的。	科隆也有Elearning系统——ILIAS,	每门课程的课
程资料老师都会及时上传至ILIAS,	也有很多门网课，网课学分相对较少，一般在2分左右（其他课一般为6	ECTS）,名额也相对较少，
一门课程20人。网课一般为老师上传文献，学生回答相关问题上交答案文档，时间灵活度很高，可以自由安排完成课时的时间，只要在
截止日期之前上交所有文档就可以，不过网课也还是蛮有挑战性的，文献很多，问题设置也比较有挑战性，但是认真读完所有文献真的
很有收获，会对这门学科有很多不一样的、从新视角观察的感悟。	科隆也有不少中国留学生，有科隆中国学生会，春节期间学生会会组
织中国学生聚餐（火锅会之类），初抵德国也会有一些科隆市政府联合组织的新生欢迎会，有很多中国小伙伴在国际交流中心帮忙，如
果学习、生活上的问题找他们帮忙也是极好的，找到正确的组织还是蛮有归属感的。	科隆的德语课程是免费、自由选择的。提供假期/
学期间德育课程，通过最后的考试即可拿到德语等级证书。值得一提的是在科隆上德语课老师坚持全程讲德语，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语
言学习方式，一开始还会觉得不适应要求老师适当说英语，但学到后来发现好像真的不用借助英语也能懂老师的意思。非德语系同学如
果在抵达德国之前可以提前学一学期德语会更好，对生活、德语学习都有很大帮助。	



（科隆中国学生会微博）	另外国外的教材都比较贵，德语教材大家可以关注语言学习中心墙上贴着的二手书信息，一般书都很新，价格
是新书的一半，需自行联系书主交易。	
关于餐食——“最爱咖喱肠”	科隆的学生餐厅有好几处，最大的MENSA餐厅人比较多，菜品也相对较全，在食堂就餐也并不是特别贵，
一般3-5欧就可以。除此之外就是自己做饭比较多，亚超去得比较勤，火车站的咖喱肠（currywurst）也还是很喜爱的。		关于出门在
外必不可少的中餐，科隆其实还有蛮多中餐厅的，火锅餐厅“同乡会”，上海菜“小南国”等亲测都挺不错。HBF附近有两家面对面的亚
超，很方便。	
关于住宿——“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这部分不是吐槽，而是想提醒即将外出交换的同学们初到他乡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你所从未经
历过的事，然而现在看来，它们不是倒霉透顶的经历，而是学期交换中除了知识学习外最宝贵的财富，独自面临未知的，随时可能发生
的难处，最终依靠自己和他人的力量解决，“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算是此次同去科隆交换的同学中的“不幸运儿”之一，科隆大学
今年的学生宿舍很紧张，我们同去的8个人中只有4个分到了宿舍，并且科隆的宿舍区有很多，即便分到了宿舍也有可能是在离学校非常
远的地方。其余同学科隆大学的International中心的Mrs.Conde会帮忙协调找到可租的住房。这一过程可谓异常艰辛，Mrs.Conde
会将收到的住房信息抄送给所有没有分到宿舍的交换生（包括欧洲ERASMUS和复旦这种Partner	school的交换生，人数众多）以先
回复邮件先得的原则“抢”得住宿，但由于时差，很多次当我们看到邮件时早已分给别人，大概经历了1-2个月无房可住的焦灼等待之
后，终于某一天以超快手速回复了Mrs.Conde的房源邮件，当时的想法是有的住就很不错了，不挑剔。	所以尽管后来在地图上查到住
房很远，跟学校所在区域隔河相望时也还是非常感激得接受了。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与房东沟通好一切并且抵达德国大陆时，房东告
知我她第一周有客人不能让我入住，让我先寻他处落脚，这对初抵科隆的我来说算是当头一棒，只得先在小伙伴宿舍的单人小床暂挤一
晚（身在国外，同行的小伙伴永远是最能给与你帮助的亲人），之后几天找了附近的宾馆暂住。然而这段时间每每与房东联络都需要焦
灼地等待1-2天才能盼来回信并且态度恶劣，最终我决定自己在科隆租房。	租房经历又是这部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在Couchsurfing
网站上找到了好心的当地大学生，他们告诉了我当地学生常常浏览的租房网站（https://www.wg-gesucht.de、
https://www.studenten-wg.de）科隆的房源非常紧张，通常比较好的房源都是由房东见过一个个租客后选择他比较中意的，在租房
网站上可以给房东发request，此处需言辞恳切，有礼，谦虚，惹人爱，像极了投简历时的cover	letter…没错，如果你落得自己在科
隆租房行情就是这么夸张。一天内发了大概20封request后收到了5-6个看房邀请（注意：国外的租房网站上常有骗子出没，po一个根
本不存在的地址骗你未见面未看房先交高额押金和第一个月房租，人不在本地要求你用西联汇款的方式转账，通常这种骗子房源都在非
常好的中心地带/离学校很近，房租便宜，天下没有这等美事啊~~~所以只要看到以上敏感词汇，肯定是骗子没跑，大家一定要擦亮双
眼，展现中国人智慧的时候到了！），初到德国就要拖着疲惫的身躯联络一户户人家，走遍全城看房，然后还要等待房东是否最终选中



了你做他的租客。幸运的是我真的找到了离学校非常近的一家自己很满意的两人合租公寓，虽然价格比较高但是房东非常暖，给我提供
了各种生活上的帮助，也算是努力终有回报。	所以总结下来，住房这部分最好的情况是可以分到学校的宿舍，虽然可能会很远但是省心
省力还便宜，其次是学校帮忙联系的租户（但一定要在出发前反复跟房东确认清楚，最好有备用选择），如果决定自己找房，最好再出
发前就通过微博（科隆大学学生会、德国房姐、德国ABCDV网站、德国开元网、德国生活在线等）发帖、华人社区等途径找到靠谱房
源，通常微博上都是当地留学生在找合租，还是比较靠谱的；最次就是到了科隆之后再找房，但也要提前安排好找房期间的住宿）	

（微博上随处可见的德国求房帖）			一路找房虽然真的很难很煎熬，但当发现自己已经是可以正确解决问题的成年人时内心还是充满了
成就感和满足感的。所以当身处困境时不必灰心，住宿总是能找到的，所有事情也都是可以解决的，只是这些经历再变成美好的回忆之
前需要考验你，跟你开个小玩笑。	另外，如果是自己租房可能垃圾分类的要求会比较高，学生宿舍相对宽松。德国的塑料饮料瓶都是可
以回收的，下次去超市只要在相应机器上扫饮料瓶上的条形码即可获得抵现的小票，方便又环保。			关于交通——“万能的学生卡”				
往返航班我选择了国航，主要原因是可以带两件行李，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相对便宜，直达航班也比较省事，也可以选择直飞科隆伯恩
机场。科隆波恩机场也是德国很大的机场，汉莎航空以及很多廉价航空如eurowings等总部位于科隆，因此飞往各地的航班非常多。第
三个选择是杜塞尔多夫（北威州首府）机场。我是从上海直飞法兰克福后在机场直接坐火车前往科隆，车程1个半小时左右（注：法拉
克福不在学生卡免费范围内）。返程机票通常不太紧张，回国前1个月购买也是可以的。	在抵德之前，学校会帮我们办理一张学生卡
（收取一定费用），这张卡不仅是校园一卡通，还是在北威州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短途火车、地铁、巴士、自行车等）的免费通行证，
并且平时19：00以后以及周末还可以免费带一个小伙伴一起。学生卡一定要随身携带，如果被查票人员查到没带就面临扣护照交罚款
的风险。所以虽然有的学生在科隆上学，却住在波恩，因为往返交通都免费，距离也还蛮近。另外这张学生卡还是欧洲各大博物馆的通
行证，携带学生证及有效签证可免费进入包括卢浮宫、奥赛博物馆、普拉多博物馆、雅典卫城等欧洲知名博物馆。	出了北威州，如果有
在德国或整个欧洲旅行的计划，我的交通推荐顺序是大巴、飞机、火车。欧洲境内的大巴很方便，FLIXBUS、EUROLINES等便宜且
服务周到，坐过几次夜车，睡一觉就到目的地了，座椅安排很舒适，有wifi,	。欧洲廉价航空也是众所周知的常有白菜价机票，多多关
注总有一款适合你。火车如果临近购票会很贵，也有小伙伴选择购买通票，但整体来说火车票灵活度没有大巴高，车速也一般，没有国
内高铁那么快。在这里推荐两个欧洲交通app：goeuro和Rome2rio。	Facebook上有德国的学生旅行社，集合点通常设在科隆，这
种旅行社每次出行价格很低，如果缺乏同行小伙伴参加学生旅行社也是不错的选择。			关于那些意想之外的惊喜——“一生的礼物”	交流
生活中的惊喜体现在各个方面。我的房东是科隆影视艺术大学的教授，因此有很多共同话题，在学科专业方面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帮助；
邻居大叔是电影制片厂的字幕翻译人员，交流期间曾找我为翻译电影“危城”的德文字幕提供一些帮助（问题集中于中英互译后再译成德



文之间的差异点），由此结识了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也给了我一份译制电影的特殊经历（华语电影在德国上映非常少，我的邻居表示
听中国人亲自讲解中国的电影会有完全不同的观影体验，我是他在科隆认识的唯一的中国人，如果不是机缘巧合可能德国观众们看电影
时就会有很多似懂非懂的地方了，并且表示他以后会愿意尝试译制更多话语电影）能为中国电影在国外的传播贡献小小力量这本身就会
一件极具幸福感、成就感的事；通过couchsurfing结识了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素昧相识却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平安夜时门外鞋里意
外塞满了礼物；科隆狂欢节时路边的小姐姐热情的拥抱和洋溢在整个城市的欢乐氛围（科隆狂欢节是继巴西狂欢节的世界第二大狂欢
节）以及圣诞氛围超级浓厚的科隆大教堂门前的圣诞市场；在马德里旅行时正值三王节，亲眼见到了声势浩大的花车游行，异常激动；
有一次坐大巴回家图中路遇火烧云，眼前美好的景象真的给我一种被幸福紧紧包裹的幸福感。		

（科隆大教堂前的圣诞集市）

（平安夜的惊喜）



（回家途中路遇火烧云）	
最后，我的邻居在我回国的前一天晚上问了我一个问题：在6个月时间里，你觉得中国跟欧洲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一时间竟有些语塞，
因为在我看来一切都非常不同。在科隆的时候很想念中国，回中国了又会是不是想起在科隆的小窝，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自己心中
也渐渐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维度，更细致的答案。最后还是发自内心感谢学校提供给我们海外交流的机会，只有出去了才看得到自己跟
别人的差异，也留给自己更多思考的空间，回国之后就会更加关注一些从前忽略的细节，例如会更加关注上海公共场合的国际化关怀程
度，公共设施跟欧洲比优劣势在哪里，对自己想要过怎样的生活以及今后的职业选择也都有了全新的思路，可以说这次交流经历让我
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了真正的理解。就将这一份远处的感动与感恩紧紧藏于心底，一生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