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秋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交流小秋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交流小结结

2020-06-25	14:09:59

一个学弟微信和我说：“学姐，我也有幸去UC交流了！”我才意识到，距离去年开始忙忙碌碌准备材料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回国
也已差不多一年。我是在2018年9月至12月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进行了校际交换，这虽已是我第三次到美国进行学习，却也
是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次。	因为是第三次到美国进行交流学习，对事物的新鲜感没有那么地强烈，对于整体环境的适应也更快一些。在这
份交流小结中，我想先从我在UCSB修的课程说起。我在UCSB总共修了四门课程：GER01-Elementary	German,	LING101-
Linguistic	Analysis,	GLOBL02,	GLOBL130,都取得了A+的好成绩。选择前两门课程是出于本专业转学分需求的考量，而选择后两
门课程则是出于自己的兴趣以及和未来发展方向的贴合度。在这里就要提到我在交流期间选课时的一个感受：因为大一大二在复旦修的
课程较多，交流期间没有非常大的转学分压力，得益于此，我体会到了选课的自由度以及广度，可以不用顾虑太多，出于兴趣去安排自
己的课程，自己的时间表，这同时也会提高学习时的动力。虽说只有4门课，17个学分，相比在复旦动辄一专二专相加36学分少了许
多，但是整体学习的过程也没有非常地轻松，还是伴随着一定的压力。好在我是一个喜欢有适度压力的人，若是没有压力人不免懒散，
但压力过度也会觉得很疲倦，在UCSB学习过程中感受到的压力刚好是我觉得“舒适”的那个量。	基础德语课虽说是一门零起点的课，但
是第一周上完几节课后我便发现由于第一语言语种的相似度，一些美国学生会比中国的学生吸收、反应得更快，发音也可以更加标准，
每一次课堂上美国同学的活跃与中国同学的沉默的对比在无形中就给我增添了不小的压力。	虽然身为英语专业语言学方向的学生，但是
此次在美国交流的三个月也让我感受到了国内外语言学教学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首先是语言学这个学科的设置，目前在国内除了北京
外国语大学之外，其余学校并没有将语言学单独设置为一个系。好比就复旦外文学院而言，语言学并非是一个系，只是英语系学生在大
二的时候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向。对于英语系的学生，大一也没有必修的语言学基础课程，（语言学导论一课也仅是作为人文大类选修）
因此语言学基础知识的储备比较薄弱。而对于大二选择语言学方向的学生，可供选择的语言学课程就包含了语音学，文体学等等，可是
大多数课程，例如语音学，都需要基础的语言学知识作为学习背景，但上课时老师与同学们都发现了大家语言学基础知识较为薄弱。但
对比美国的情况，几乎每一所学校语言学都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系设立，学生从大一开始就接受语言学基本知识的教育，而和美国学生一
起上课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语言学的根基打得非常扎实。我曾经和老师开玩笑说，国内的语言学设置就好像是没有一二年级的基础课
程，学生一上来就学习三四年级的兴趣课。因此在我刚开始上LING101时，就感受到了与身边同学的差距，这差距在一开始给我带来
了一定的压力，并且也促使我开始比较以及思考国内外语言学设置的区别。我想在回到复旦后，我也会和复旦的语言学教授谈论、对比
一下国内外语言学的设置，以及形成这些区别的原因，这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	除去课程外，在UCSB期间，我还做了一件非常有
意义的事情，就是科研助理	(Research	Assistant)。在去UCSB前，我便向学姐了解了一下科研的机会，在学期还没开始，我便积极
活跃于job	fair以及research	fair，和同学以及教授进行沟通交流，最后非常幸运加入了国际政治学院一位助理教授的课题组。该教授
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正和她的同学—耶鲁大学国际政治学院的一位助理教授共同研究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于成员国的报告以及成
员国的回应方式。在该教授的课题组中，我深入研究110+份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报告，对加拿大、荷兰、法国、哈萨克斯坦、布隆
迪共和国等国面对酷刑指控的辩护策略进行分析，包含对控诉者的申诉理由、国家的辩护理由、委员会的处理意进数据归类与分析；并
且对控诉者性别、控诉者遭受酷刑的经历、国家的辩护策略、酷刑及受理间隔时间、委员会处理结果等变量进量化与分析。值得一提的
是，和该教授的合作持续到了我回国之后，在回国的大半年时间内，我依旧坚持每周抽出1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参加科研工作，并且每周
二早上5：30和教授进行视频会议沟通，报告最新研究进展，讨论下一阶段的研究方向。教授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近期也接受了为我
写推荐信的邀请，我很感激当初努力寻找机会、把握机会的自己，相信教授的推荐信可以在我申请美国院校时起到一定的作用。	除了学
业与课业外，最后我想提起的一点就是交流期间获得的珍贵的友谊。缘分使然，orientation当天我就认识了一位UCSB就读的印度尼
西亚学生。她曾数次来到中国，对于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几番交谈后，我们便很快成了朋友。在周末，她会带我去探索圣巴巴拉这个
城市鲜为人知的风景，品尝当地正宗的美食，感受到了仿佛在家一样的温暖。就在几天前我还和她进行了微信视频聊天，互相聊了近
况，并且互相激励，还约定说当我去美国读研究生时会再见上一面。	在这次的交流学习中，我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也很感谢学校可以
提供给我这个机会，我会带上这个新的自己，继续前进，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