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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领取成绩单时的小结已经分享了衣食住行相关的攻略，这次的小结我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收获和感悟。			虽然短短的交流已经结
束，如今回味起来却依然令人感慨。8月末到3月初这半年时间，我成长了很多很多，完成了交流学业，去了六个国家旅行，在美国医院
完成了见习。出发前我曾精心计划了整个行程，结束后我才发现，我不但完成了计划中的自我发展任务，更是有不少意外的惊喜。这次
决定交流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作为临床医学院的学生，交流意味着延毕；而美国本科不开设医学课程，这意味着我将不能转换
学分。即便如此，在同班同学都摸不着头脑的情况下，登上赴美飞机，14个小时后登上这片的土地。			在纽约短暂停留后，我来到圣塔
芭芭拉，和同校交流的校友们见面。初来乍到，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由于扩招，学校旁边海滨社区的房租飞
涨，甚至已经到了无房可租的地步。同行的同学有的虽然预先订好了房子都被毁约。就这样，一到达圣巴巴拉我就开始找房子的旅程，
每天早上起来就出门挨家挨户地问，晚上还要上各种网站发邮箱求房。日子一天天过去，房源越来越少，自己的确还没找落。更有传言
称，找不到住处的交流生将被UC从项目名单中移除，需要立即回国，这下更是人心惶惶。在寄人篱下一个星期后，我们找到了一户
homestay，虽然价格高昂，但是终于在开学前一晚有了自己的房间，也算送了口气。后来经过打听，居然有交换生因为无处可去不得
已在快捷酒店度过了一学期，更有无数找不到住处的学生在各种论坛发帖抗议，一片喧闹。			学期终于开始了，UCSB实行10教学周小
学期，各种小测节奏可谓紧凑。			本学期我修读的课程是心理学，种族与人种（社会学），西班牙语，帆船。这些人文学科的课程我没
有任何基础，自然要付出加倍的努力。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这些课程，早些时候，一位旅美医学教授曾和我讨论过中美医学教育的差异和
中国医患矛盾的成因。美国的医学生在本科阶段需要修读非医学相关的课程来丰富自己的“专业外知识”，同时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义
工，比赛等来丰富自己的社会阅历，除此以外还可能需要体育，艺术方面的特长来脱颖而出。。。只有做到上述全部他们才能入选医学
院。这也难怪美国的医生给人的印象是风度翩翩，多才多艺，博闻强识，侃侃而谈。病人在和医生沟通的时候常常慨叹医生丰富的学识
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信任感。这些“专业外知识”中人文知识则更为重要。心理学，社会学都是“人”的科学，探索人性与人际关系。了解相
关知识可以帮助医学在医疗伦理，医患沟通方面做出更好的决策。在美国这个种族，宗教状况复杂的国家了解人文知识的意义更加重
大。在交流结束后，我有幸去美国两所著名医学见习，也看到了美国同行们令人钦佩的工作态度。反观国内的医学院，一入学就仿佛进
入了“开刀开药职业技术学校”，对专业知识，考试成绩非常重视，关于如何与患者沟通，如何促进相互理解这些“软技能”却一带而过。
此外，长期在象牙塔内啃书的医学生社会经历不足，言谈举止过于“学生气”，不但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可能应对失当，更难以让病人产
生信赖服从的心理。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选修了以上的课程。			心理学课程和我的专业相关度很高，让我更深地认识了人类，认识
了自己，老师风趣的谈吐更也让我印象深刻。这是一门800多人的大课，有自己的TA时间，是我所选的最“典型”的美国大学课程。也是
在这门课中我体验了美国大学生最典型的“学习小组”模式，第一节课就和邻座的同学结成学习伙伴，平时互相抽问，讨论难以理解的问
题。			社会学课程则深刻地分析了美国种族问题，在这里不得不感慨美国文科课程课外阅读量之大。课程在探索过程中将主题上升到种
族问题的本质是人类通过异化其他社会群体来获得自身利益的行为。回顾人类历史，宗教冲突，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等级制度。。。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究其根源都是社会优势群体为确保自身固有优势而创造出的文化概念，所谓的“差异”都是人为了利益而创造的——
只要在系统上承认这些“差异”，男人就能在同工的情况下“理所应当”地获得比女人更多的报酬，奴隶主就能“理所应当”地剥夺奴隶的人
格，白人就能在各种社会领域“理所应当”地限制黑人。。。当课程引导我走到这一步，我突然感到看世界的角度都展开了，很多复杂的
社会问题一下就显露了本质。这一点一下子激发了我对这一主题的探索热情，启发了我新的思考。在学期中，我向教授提出了自己思考
很久的问题，没想到教授竟大为激动，在包里翻了半天一定要给我一个奖励，随后一直到下课都在讨论我提出的问题，甚至发邮件感谢
我为他的课程带来的“来自中国的独特视角”。作为一个医科生，在高阶社会学课程中获得老师的赞赏，对我来说意义独特。			西班牙课
程是全外语授课，加上繁多的测验和作业，可以说是压力最大的一门课。第一节课一上课“噼噼啪啪”语速惊人的西班牙语就向我们袭
来，从头到尾我竟然一个字也没有听懂。吓得我一下课我就和老师商量，表达了我作为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西班牙语，连英语都不是母语
的国际学生对自己学习这门课程的担忧。老师鼓励我，分享了她自己的经历。原来她来自伊朗，不要说西班牙语，出国前连说英语都很
勉强。在这种情况下她却仍然决定跟随自己的兴趣，只身前往西班牙苦读西语文学，经过不懈努力达到了今天的水平。老师的一席话让
我感到非常振奋，定下了在学期末掌握基本的西语会话的目标。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课前就练习本章的听力，争取上课时更上老
师的语速；平时有空就和西裔同学用西语聊天。西班牙语的发音很有特点，其中的“大舌音”让很多亚洲人头疼不已，我就在坐车回家的
路上练习颤舌。终于，在第一次写作测验时老师告诉我我的进步让她惊讶，甚至使用了她没有教过的句式。期末考试交卷后后她则叫住
我说：“看吧！你可以做到。”	在学期结束后因为签证原因，我独自前往墨西哥和古巴旅行一个月，当在聊天过程中得知我学习西语只有
10周时，当地人都惊讶地睁大眼睛，让我一下飘飘然了。结果在古巴和当地人闲聊时一不留神手机遭窃，凌晨3点被送到警察局做笔
录，我用尽“平生”所学，连指带画，终于把整个经过讲了清楚。第二天被警车带着在全市寻找“线索”。这种经历恐怕不是每个来古巴的
游客都能有的。			帆船课则是圣巴巴拉的特色课程，毕竟，全美也没有几所大学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每周一次来到美丽的
圣巴巴拉码头，扬帆驶向无边的太平洋，与海湾内成群的鹈鹕和海狮亲密接触，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体验。			除此之外，我在学期末还前
往奥克兰参加社区志愿活动。奥克兰是全美最为危险的社区之一，天黑以后不能独自出门。然而就是在这个地方，大量社会弱势群体渴
盼着社会的帮助。短短六天，我们参与了数种针对不同群体的社区服务，比如在免费食品仓库分拣食物，在福利中心为低收入家庭分发
物资，为被领养的孩子们举办庆祝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了美国社会福利制度，也看到被称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社会中弱势
群体的群像。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最后一天。在美国期间我为了节省开支用电推刀给自己理发，不料有一次在理发途中推
刀不能使用了，导致我的头发参差不齐十分滑稽。当时我们在无家可归者的福利中心工作，一个寄居于此的单亲爸爸竟然提出要帮我免
费理发。他是三个小女孩的父亲，平时做一点杂工度日，不得已全家寄住在福利中心。但是他相信自己受到帮助是因为上帝的关怀，因
此，他也要将这份关怀传递下去。理发后，他见我的衣服上有不少碎发，还让我换上他的衣服。在那一刹，我们已不再是志愿学生和低
收入群体，只要有这份热情，每个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可以给他人带来温暖。			总的来说圣巴巴拉分校并不像伯克利等名校那样
学业繁重气氛紧张，来美国前我对美国的大学生活充满期待，充满想象，真正如何只有来亲身体验才知道。作为party	school，这里有
下午4点就开始豪饮的传统。另一方面，UCSB的学业水平却并不输人。这里是一个百宝箱，你可以找到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同校交流
的一位公益事业爱好者在这里了学习了美国公益组织的管理方式，学霸们在这里学习了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对美国文化，美
国社会生活有了自己的认识。初入校园，面对众多选择，我们可以会不知所措，但是只要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选择交换，盯准自己的
目标，相信所有人都能满载而归。			最后真的很感谢学校给予的这次机会，感谢在UCSB认识的各位朋友们，希望新一届交换的同学们
回归之际也能像我们一样满足而留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