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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秋学期，我有幸通过学校的项目去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交流。在这一学期的时间里，我体验了美国学校的教学方式，也感
受了美国的生活，同时也与同去的朋友们结下了友谊。	先说说美国的教学。我在UCSB遇到过很幽默风趣、待人和善的老师，遇到过相
对严肃、口音古怪的老师，也遇到过很关心学生感受、常常担心自己做的不够好的新老师。我选了四门课程，三门专业课（有机、无
机、生化），还有一门德语。有机课的难度不比复旦的弱，可能因为它是进阶课程。无机课则相对基础，但老师会时常要求我们去办公
室找他交流。生物化学因为专业词汇较多、老师带有爱沙尼亚的口音，学起来相对吃力。德语课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一方面，老师
会设计很多有趣的游戏帮助我们记忆和理解；同时因为她是新老师，上课会很注重学生的感受，有时我会因为没有玩过美国的一些互动
游戏而感到迷茫，这时她常会仔细给我再讲一遍规则。另一方面，因为这是一门语言课，在这门课上我与旁人的交流相对较多。我有认
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从他们的口中了解了美国的一些风土人情，也与美国的学生聊过一些感兴趣的话题，比如他们似乎很不喜欢特朗
普。在国外学德语的好处是，很多德语和英语关联的词汇老师都会有所提及，还有就是不像复旦本校的外语课会有很多大佬（笑）。	在
生活上，美国给我的感觉总体上是比不过国内的（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拿圣塔芭芭拉一个小城和上海比吧……其实感觉洛杉矶也没
啥）。美国菜的味道不太合我的口味：那里很多肉菜都有一种奇怪香料的味道，蔬菜也基本上都是吃生冷的，直饮水里也会残留一些消
毒剂的味道（不过我在那里似乎没有拉过肚子）……像我这种口味比较挑（或者说奇怪？）的人，平时就基本依靠披萨、subway和麻
辣米线度日。美国的中餐馆子以川菜馆为主，味道都还不错。我们去洛杉矶考GRE-化学的时候遇到过一家，那里面的老板还说中文。
加州城市之间会有铁路连接，那是一种双层的火车，可以带自行车上去，它在小城市的站台就长的和我们的公交车站差不多。美国地方
很大，没有私家车出行会相对没有那么便利。平时往来Tropicana	Garden（我们住的地方）和学校，我们会骑自行车。戈利塔的路边
都会有专门的自行车道，且会在路口给自行车道专门划出过马路的地方，不用停下灯汽车；有时还会专门修建小型的隧道供自行车通
过。我觉得国内人流不密集的地方可以参照这种规划试一试。美国的公交车有时会比较不方便——特别是对当地不熟悉的人来说——因
为它在很多地方不是双向的，在那些地方下车之后想在原地往回坐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的线下购物有时会遇到一些麻烦，比如有时需要
跑几个超市才能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然而它们彼此间隔很远），可能是因为当地人生活习惯和我们不同吧。黑色星期五和感恩节的联
合购物活动相对还是比较良心的。很多东西都是真的在打折（不像国内有些电商喜欢先太高原价）。不过不知道为啥，亚马逊和沃尔玛
时常会拒绝订单，可能是因为用了国内的Visa卡。比如我想给室友带一台笔记本，结果被拒了。我拜托在美国上学的朋友帮我下单，结
果也被拒了（？）。	我们住的地方有一个娱乐室，我和同去的人们经常会在那里打台球和乒乓球，也因此结识了一些新朋友。空闲时候
我们常会去海边闲逛，吹吹海风，徘徊于废弃的小码头，也时常会勾起一些探险的感觉。加州的空气环境比上海的要好一些，我们曾在
晚上驾车去海边游玩，看满天繁星，听涛声拍岸。	我们在从戈利塔去洛杉矶准备回国的时候，找的是一个华裔司机。一路上他和我们聊
了很多。他说美国人都按规则办事（就比如高速公路上基本没有人随意超车），这一点比国人好；他很推崇这一点。我心中有些存疑。
我个人感觉上那一路遇到的情况并不比国内少。美国给人的安全感并不强，至少我在那呆的一段时间里，是有过持枪人员在街上游荡、
住的地方有人吸大麻、罢工游行的情况存在的。	去交流了一学期，开了眼界，再结合最近一段时间的情况，我感觉还是国内的生活好。
疫情使很多人取消了出国深造的计划，转而选择在国内攻读硕博，我想这未尝不是中国科研飞速进步的一次机会。未来或许我会出国去
学习，但我终不会归属于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