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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上海已经有两三天了，感受着上海闷热的梅雨天，心里想念着南半球舒适的温带海洋性气候。我非常感恩过去的四个多月，感恩遇到
的朋友、同学，感恩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学习体验。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次的交流体验对我而言非常不一般，虽然我以延迟毕业为代价，
但这确实对我人生中一段宝贵的经历。	我时常想起离开新西兰前一个月在网上听到的一句话“The	people	you	meet	in	your
journey	help	shape	you.”，这句话非常贴切得形容了这次交流的经验。这次交流我于2019年2月至7月赴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大学
（以下简称“维大”），下面将分学习、生活等方面总结我的本次交流。			惠灵顿	惠灵顿（Wellington）是南半球国家新西兰的首都，
也是我这四个月以来生活的城市。惠灵顿与我印象中“城市”的概念略有差距。作为全球著名的最小的首都，它的“迷你”也使我十分震
惊。但是正是它的迷你性，我体会到了不一样的舒适与安逸。	惠灵顿是世界有名的“风城”，可以感受到过山车般的飞机降落体验。防风
衣是必备的，雨伞却是可有可无的，狂风肆虐的时候雨点仿佛是从四面八方拍打过来一样，毫不夸张地说行人是被推着走的。除了风大
以外，惠灵顿的气候还是非常好的，冬暖夏凉，大部分时候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	惠灵顿有不少特色景点。首先作为法学院学生，最
应该介绍惠灵顿的国会大厦。国会大厦属于惠灵顿的特色景点之一，也位于维大法学院的对面。这四个月里，我也目睹或者耳闻了国会
大厦举行的大大小小的活动，包括了倡导保护地球的大会、要求提高教师待遇的游行等。其次是法院，在法学院附近有地区法院和高等
法院，非常方便我们旁听感受英美法系国家的的庭审程序，只需要带上护照就可以旁听了。最后是惠灵顿的市区海湾，天气暖和的时候
可以看到划船队的训练、青春期疯狂的男男女女在海边跳海（当地一项特色的运动）。					维大的学习生活	维大是新西兰有名的大学之
一，它的法学院也是新西兰顶尖的法学院之一。维大有三个校区：Kelburn,	Pipitea,	Te	Aro。法学院及法学院图书馆位于市中心的
Pipitea，主校区是Kelburn，我的交流学习也主要在这两个校区。	选课	首先是选课。需要提醒的是，新西兰移民局规定了在新西兰持
有学生签证的同学在每个学期必须至少选3门课。每门课的课程压力不同，大概是每周10-14小时左右，在维大官网course	finder都可
以找到相关信息。我选的课有：西班牙语入门课（Introduction	to	Spanish）、商法（Introduction	to	Commercial	Law）以及
国际贸易法（International	Trade	Law）。维大对交换生选课还是很人性化，虽然限制了交换生选课的学分要求为45分-60分（一般
3-4门课），但是如果学生能应付得了课程压力，学校会同意学生略超出学分限制来选课，但可以转换的学分不得多于60分。这对于想
要更多接触国外教学的同学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下面我评价以下我所选的课程，供大学参考。	西班牙语：因为交换之前，校外事处的老
师在交流动员大会上极力推荐同学们尝试一下国外的小语种教学，会收获到不一般的语言教学体验。我在此强力推荐下选择了一门西班
牙语入门课。经过12周的教学，这门课已经成为了我最喜欢的课程，并且也是成绩最好的课程。国外的语言教学更偏向于实用性教学，
12周的课程非常充实，包括了发音规则、常见对话、常见动词及组句、天气、购物、家庭成员、时间、数字、餐厅点餐、社区问路等主
题，主题学习的形式不仅体现了语言的实用性，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对西班牙语入门的学习。由于受众学生大多数为英语母语者，西班牙
语的课程节奏比其他小语种更快些，但是每周有辅导课和听力课可以加深我们对语言的应用，提高我们的听力和口语的能力，巩固对课
程内容的理解。总体来说，国外的语言教育非常不错，值得体验一下。	商法：这门课均属于case	study,阅读量巨大，一个学期36节课
（每节课50分钟），阅读材料约有900页A4纸。新西兰的商法与我国的商法还是很大区别的，但是一学期下来，可以发现某些法条背
后的逻辑与精神似曾相识，因此学习后期相对会比较顺手。每节课老师按照自己的上课大纲，不仅要介绍相关的法律规则，还要讨论相
关的案例，理顺案件是如何推理的，争议焦点是如何一步一步论证的，最后还会讨论老师的改编案例。期中考试是一篇论文，学校可以
利用的教学资源非常丰富，可以预约教授讨论论文写作、可以参加一些学术论文写作的workshop、还可以预约学校的论文批改服务。
期末考试是开卷，四道案例分析题，每道的阅读量大概一面A4纸，答题时间非常赶。	国际贸易法：同样是case	study，阅读量大约一
学期1000页A4纸。这门课与国内的国际贸易法非常不同。国内的国际贸易法教学广而浅，包括国际货物买卖、国际货物运输、国际运
输货物保险、对外法律管制等等；而这门课主要是深入学习《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
（SPS）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比如案例探讨关贸总协定中“relating	to”、“necessary	to”该如何理解、应用上，而
这些似乎在中国的法学院的课程上有提及，但并非学习的侧重点。期中考试与期末考试都是开卷考试，有辨析题和案例分析题，阅读量
相对较小。期中考试只涉及前六周课程，期末考试只涉及后六周课程，这门课的考试都很难。但如果对国际经济法领域感兴趣的同学，
非常推荐修这门课。	总体来说，体验英美法系这种案例式、钻研式的学习使我明白了自身法学素养和逻辑推理能力的不足。在考试方面
我的总结是平时上课笔记要整理好，期末复习期间按照老师的知识框架整理自己的笔记和课件，整理消化成自己的资料，越精简越好，
因为根本没时间翻资料。	课程以外的学习	维大的学习资源非常丰富，教学服务水平很高，教授、讲师是“服务者”的姿态，而不是“老
板”姿态，非常建议多与他们沟通，及时解决学习上的问题，也建议多参加感兴趣的workshop，利用好教学资源。	Orientation期间
有非常多的workshop，但是大多针对刚入学的大一新生，适用性不是很高。我在学期中参加了一个Academy	Presentation
Workshop，为期六周，每周50分钟，最后展示5分钟的学术演讲，可以锻炼自己的英语口语和学术演讲水平，氛围比较轻松。	维大的
语言中心资源丰富。因为我选修了西班牙语，参加过西班牙语角，但因水平实在太低，阅读口语水平不够而放弃了。但是有同学选修了
日语，有经常借阅日语绘本、参加一些日语活动，趣味性不错。除了西班牙语外，我还利用全英的交流环境，报了一次雅思，英语角的
雅思资料非常丰富，还可以贴公告找对应语伴。			假期生活	交流学期的中间有一个长达两周的复活节假期，当地的学生大多选择兼职打
工（因法定节假日工资更高），我选择了在新西兰附近游玩一下，了解新西兰的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	新西兰最有名的是自然风光，有
可爱迷你的霍比屯、充满硫磺味的罗托鲁瓦、南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皇后镇、茂密连绵的农场、神秘壮丽的库克雪山等等。新西兰的极限
运动也是非常的有名，我在生日的当天体验了一次跳伞，提醒自己未来要做一个勇敢的人。附近的一些海岛国家也不容错过，如斐济、
汤加等。			总的来说，这次赴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大学的交换经历让我体验了不一样的学习生活，感受了西方法学院的教育，让我认识
到自己的英语水平以及法学素养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加强锻炼。在日常生活方面，感受了发达国家的慢节
奏生活，乐观的处事心态，学会调节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压力。虽然这种悠闲的心态在快节奏的中国并不总是好的，但是至少乐观豁达的
心态是可贵的收获，尤其是面对我未来的生活。最后还是要感恩复旦大学给我的这次交换的机会。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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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的夜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