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睜大眼睛看世界 

——赴國立臺北科技大學交流學習中期彙報總結 

 

用一句很俗氣的話開頭，時間過的真快，一眨眼，兩個月——我作為臺北科

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理系交換學生的時間已經過去一半了，快的讓我感覺還來不

及反應，就已經過去了。 

這兩個月，收穫頗多，感慨頗多的交換生生活。 

初來乍到，最首要的問題就是適應，在這一點上，我首先要很感謝臺北科大

研發處的老師和工管系的老師和同學們。對來初來臺灣的我們，他們給我們介紹

種種生活和學習中要注意的細節。小到宿舍空調遙控器的電池，大到如何去感受

和北京不一樣的臺北，如何更便利地生活和學習，事無巨細，面面俱到。讓我們

過來的這幾個學生能夠儘快地消除了對於異鄉的陌生感，更好地開展交流學習。

記憶最深刻的是才來沒多久，就是中秋節，系裏的同學和老師陪我們一起過中秋，

賞月、烤肉、吃月餅、吃柚子、玩遊戲，讓我們感受到節日的快樂氣氛，不會在

異鄉覺得孤獨，不會在團圓佳節過度思念親人。就這樣，我們很快度過了最開始

的適應期，逐步進入了正常地學習和生活狀態。 

在學習方面，在爭取了學校導師的意見和建議的基礎上，我選聽了這邊的一

門課程，書報討論，課程的形式就是學生分組準備，各自報告一個 Topic，然後實

現這種資源的共用，讓大家都對比較時新的問題有所瞭解，擴展自己的視野。除

了上課以外，我固定每週五會與這邊的指導老師吳建文老師以及他的學生

Meeting，與他們一起共用和討論一些熱點的研究話題，跟老師彙報學習最近的研

究進度。在此，要非常感謝吳建文老師，不僅在學習和研究上給我提出了很多很

好的建議和意見，也很關心我平時的生活，也經常提供給我很多出遊的很好的建

議。對於每週固定的老師和自己研究所學生的 meeting，我非常推崇。以吳建文老

師的實驗室為例來說，他今年帶了六個研一的學生，從開學一初，老師就開始給

學生隨機地分配一些題目或者一些領域的經典的英文文獻去看。每週都會有學生

來做報告，但是和我們那邊不同的是，他們要求的報告很簡單，就是大概講清楚

這個領域或者這個理論的定義、輸入輸出、主要應用領域、實例或者相關理論的

類舉。然後老師會引導學生說，去找尋各個領域或理論間的結合，或者各個應用

之間的轉化，就是這樣從研一開始引導學生，這樣就很容易找到自己的感興趣點，

也很容易找到研究的落腳點。我覺得這種方式很好。而且，感覺上這邊的研究所

的學術研究氣氛也比較純淨，不太會像我們那邊總體感覺上就有些浮躁，這個可

能是和我們那邊還沒畢業就急著要找工作有關係吧。在這一方面，因為他們的男

同學都要服兵役，所以相應地不會有那麼大的壓力。還有一點就是我現在想北科

大管理學院到研究生學習第一個學期結束才開始分導師，這讓本來兩年的研究生

生活意義又少了些，第一個學期過得基本還是本科生的生活，然後研二的時候又

都跑出去實習，這樣，能純淨地做研究的時間就很少。我原來也認為兩年的研究

生生活是做不了什麼深入研究的，但是我覺得現在感覺，合理地安排時間和改變



研究方式，也能很好地做些事情。 

此外，在兩校導師聯合的指導和幫助下，我還順利完成了研究生論文的開題，

結合了自己來臺灣的特殊經歷，又結合自身研究領域，確定了自己的研究題目，

而且開始了進一步的論文原始資料的收集和整理工作。 

在生活上，不同的經濟發展情況，不同的人文精神，更讓我感受到了兩岸的

不同。我感觸最深的是生活中隨處可見的細節之美。細節之一，乘電梯。同學第

一次帶我們出去，在進入捷運口的時候，同學告訴我們，做電梯要站立在右邊，

左邊是供急行的人用的。我當時想，嗯，這個北京也是有規定這樣子的。然後在

那之後的生活中，每次乘電梯，我都會注意觀察這一點，到底是做的怎樣。觀察

的結果讓我很讚歎。因為不管是老人還是小孩，不管是人多還是人少，大家幾乎

都一致地遵守著這樣的規定，很少有人會站在左邊的急行道上。此時，我想到了

北京地鐵上的電梯擁擠的場面，這讓急行的人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爬樓梯上

去。細節之二，排隊。對於這一點，感觸也是頗深。不管是乘車、坐捷運，還是

在夜市買小吃，人很多，沒有人組織，可是卻很少見到擁擠的場面，看到的都是

自覺排起的長龍。那一種自覺意識，真的是讓我有些汗顏，想起來自己曾經的時

候，為了某些事情或者某些東西，也可能會像眾人一樣，不按順序，隨便亂擠，

實在是慚愧。細節之三，“謝謝你！＂這在我的交換生活中是用的也是聽到的最

頻繁的三個字，老師交給學生一些任務或者工作，會首先說謝謝；到便利店或者

用餐完畢付賬單的時候，店員找回零錢的時候，雙方都會客氣地說謝謝；等等。

這讓我感受到了人和人之間相處的和諧，要隨時懷有感恩之心，生活才會更美好。

細節之四，環保意識。吃飯用的便當盒，幾乎沒有塑膠的，都是紙質的或者木質

的，這樣既避免了塑膠可能的二次污染，對於紙質盒和木質盒還可以迴圈再利用，

充分利用有限的資源。在超市或一些生活用品店買東西，都不會給準備塑膠袋，

很多人都是自備購物袋，如果需要塑膠袋，還需要另外付錢，但是可以提供紙箱

之類的東西供顧客使用。這在很大程度上節約了資源，對於減少污染也發揮了重

要作用。 

除了這許多的細節之處，對於臺北眾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環境等等很多方面，

都有很多想法。比如他們對於傳統文化的繼承，比如他們不會一味為了物質的豐

裕而忽略了當前享受生活等。 

來了這兩個月，最想說的是，很慶倖自己選擇了這一個學期的交換生生活。

在一個不同的地方，看不同的環境，看不同的人、事、物，體味不同的人文和社

會環境，思考一個不同現象背後的原因，對於我的學習生涯，是一個很大的填補，

對於我今後的生活，也會產生很大的影響。不限制自己於一點，以更寬闊的視角

來看世界，體味不同，體味多態性，真的是人生一大幸事！ 

相信在接下來的日子裏，我也會更加珍惜在這裏的交換生生活，更好地學習

和生活，提高自己，同時圓滿地完成交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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