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受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交流心得  

姓名:梁韡纯    学号:2019251014 

学院:音乐学院    年级专业:2016 音乐教育 

交换学校与专业:台北市立大学  音乐学系 

交换时间:2019年 2 月至 2019年 6 月 

    这是一个科技化的时代。打开计算机、电视就可以看到网络及新闻媒体

在报导大陆怎么样、韩国怎么样、美国怎么样,各方说词都不一,每个人都站

在自己的认知角度说话,要如何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或许最好的办法就

是抛开固有的成见,深入当地文化,真正体验到该国的风俗民情,才能给出最

客观、最正确的评论。以前的我,内向、害羞,不擅与人交往,「她很安静、

很乖」,这是大多数同学及老师给我的评价。所以,我决定给自己一个机会,

踏出我的第一步,离开舒适圈,离开我从小到大成长的环境,选择到大陆交换。 

 

一、 武汉与华中师范大学的初次见面介绍:  

    刚到武汉天河机场时,由于时间已经很晚了,所以我当天就夜宿机场大

厅。本来初来乍到,对武汉机场的状况以及安全问题有所疑虑,既害怕又尴尬,

但后来看到每到一个点就有警察巡逻,也有许多半夜或一大早班机的乘客夜

宿机场,顿时放心不少。而在机场短暂的这几小时,我听到来往的人们几乎都

讲着武汉话,这与我的认知有很大的出入,印象中大陆的人们都是讲着普通

话的。      



    隔天早上就有学伴来接我到华师,到学校大门后司机还绕了一下才到达

我的宿舍,华师是那么的大,像是一个大社区,而台北市立大学可能比华师的

一个区还小(东西南北区)。于是,就这样开启了我的交换学生生活。 

 

二、华师的学习:  

    在台湾,大部分人对大陆学生的印象大多是,"上课很准时"、"上课很认

真"、"会抢坐前面的位置"、"图书馆的人都很认真的在念书"、"对老师的提

问积极回答",认为台湾自己的学生相对懒散、随便。而来到华师,进入课堂

后,慢慢地体会到了这所学校的风气,最认同的就是"上课很准时"、"图书馆

的人都很认真的在念书"这两点,其他的固有印象似乎没有完全体现,只是相

较台湾来说,大陆学生还是较认真。至于听课时,由于老师以及学生都来自各

省,多少有点口音,但并不影响我听课,就是专业课程的专有名词、以及一些

生活上的词汇有些微差距,最为印象深刻的像是台湾说的"推荐",在这里叫"

安利",而"外带"要说"打包",老板才听得懂。刚听到这些词语会有一些反应

不过来,但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了。反而觉得这些文化差异,变成了生活上的

小确幸,好玩又有趣。      

    在课程上,经过各种复杂情况后我最终只选择 6 学分。最遗憾的就是没

能修习我的术科专业课程-小提琴,以及来这里最想学的声乐,在台湾就听闻

大陆的声乐人数众多、相当竞争。虽然没能修习到声乐课程,但在我一门名

叫”歌曲写作”课的中后段老师为我们请到了一位网红老师,在所剩不多的

课程里为我们带来结合声乐以及流行唱法的精辟演说,还提供了抖音上的教



程,让我们有机会学习一整套课程。而为了在华师能维持运动的习惯,我选修

了羽毛球课,在这里每个修习体育课的学生都必须通过 800 公尺长跑的考试,

让我回想起了台湾的国中体适能,以及高中的路跑,可惜在台湾,大学后,学

校就没有组织过类似的活动了。更让我惊讶的是晚上的华师操场,竟然到处

都是在运动的学生,有人在打羽毛球;有人在踢足球;有人绕着操场慢跑,而

在我台湾学校的操场上,却只能看到零星几个人在走路。希望以后在台湾一

般大学的操场上,也能看到这番光景。 

 

三、生活(食) : 

    刚来武汉最不能适应的就是食物,台湾的食物相较武汉清淡,武汉的食

物重咸重辣又重油,而且每间分量都很大,没想到在女生中食量还算中等的

我,有时候还会有吃不完的窘境。  

    我最常吃的就是学生食堂,食堂真的比外面便宜太多。华师目前有 5个

食堂,桂香园、博雅园、东 1、东 2、学子餐厅,在学校的东、西、南、北门

也有一些小店。我最喜欢的是博雅园的黄焖鸡、博雅园上面小店的干拌麻辣

烫、学子每次都大排长龙的鸭腿香肠饭,以及学子超市旁边的易和堂饮料店。 

而因为国际学生众多,华师还贴心的为不能吃猪肉的回教国家学生设置东 1

这个食堂。       

    虽然很多大陆人都跟我们说外卖不太卫生,不建议吃,但在华师的后期

因为受不了武汉炎热的天气,有时候还是会点外卖。大陆的外卖真的很方便,

不用凑人数也不用高单价,都可以外送,有时候想吃一些特别的食物,又不想



出远门,这时候外卖就是个好选择。      

    来大陆后,发现很多大陆学生都有吃水果的习惯,华师有很多卖水果的

小摊贩,水果都可以一次只买一点点,穷学生也可以负担的起,不像在台湾,

水果都要一次买一定的份量。所以我也养成了吃水果的习惯,常常早餐就是

一小份水果。 

 

四、生活(住)  

    在华师,台湾交换生住在国际交流宿舍,这里住的全是来自世界各国的

华师学生,但因为语言上的障碍,还有更多的是我害羞的性格以及与许多人

只有一面之缘,所以无法深谈。原本以为会和不同国籍的交换生住在一个寝

室,与他们更深入的交流,结果华师安排台湾的交换生住在一起。虽然与室友

相处的很好,也一起旅行很多地方,让我有置身在台湾的感觉,但还是觉得出

国一趟,没有跟外国学生有更多交流有点可惜。 

 

五、生活(行)  

    在武汉最感到熟悉的可能就是武汉的交通了,常听人 说武汉是九省通

衢,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综合交通枢纽。武汉的确交

通便利,与我在台湾生活的城市十分相像,所以没有适不适应这一说。      

    虽然交通工具一样,但有些景象以及规定还是有些微的差距。 先从一般

在武汉生活最常坐的捷运以及公交车说起,最感到讶异的就是坐捷运竟然要

安检﹗虽然大部分的安检人员并没有很仔细的检查;再来对捷运及公交车的



印象可能就剩"拥挤"这两个字了吧 ,很多时候车厢上的人是近乎紧紧贴着

彼此的,有一次还看到捷运的乘客为了挤上车,差点被车门夹到的惊险景象。 

接着是到其他城市旅游必会搭乘的火车,由于中国真的很大,城市与城市间

的距离相去甚远,很多人都会乘坐过夜的卧铺车前往目的城市。而我在去其

他城市游玩的旅途中,也体验到了坐卧铺车。虽然路途遥远、乘坐时间很长,

但因为通常是睡觉时间乘坐,所以并没有想象中痛苦,睡一觉起来可能就到

了,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伸展空间不足,常常只能躺在床上。 

 

六、生活(乐)  

    课间我会到别的城市旅游,秉持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信念,

我走过了上海、四川、重庆、张家界,而室友还去了大西北敦煌、北京。在

旅游期间,我们了解了大陆各个省份的风俗习惯、也了解了大陆旅游业的运

作模式、更对大陆人有了一定的认识。虽然我去过的城市不算很多,但与室

友在旅程结束后,都会相互分享在旅途中发生的奇闻轶事,集结大家的分享,

对整个大陆也有个大体上的认识。大陆城市与城市间的发展还是相差甚远,

就连在一个城市内都可以看到明显的贫富差距,常常繁荣的商业区与老旧的

平民区只有一线之隔,也看到许多城市还在修建、发展当中。到武汉生活的

这几个月,并没有什么不习惯之处,武汉的生活机能与台北相像,交通也十分

便利。所以当我旅游至重庆时,让我十分讶异,因为遇到的人们大多听不懂普

通话,就连在观光密集区的摊贩也都讲着重庆话,听不太懂普通话,这让我庆

幸自己是生活在武汉这座城市。 



                            
            張家界大峽谷玻璃橋                            鳳凰古城  

 

                   

       四川美院                        熊貓樂園                        黃龍景區 

 

               
                 松州古城                                   洪崖洞夜景 

 

                          

         上海迪士尼                   上海迪士尼                     上海迪士尼 

 



                            

                   武漢合美術館                            武漢合美術館 

 

             
          武漢黃鶴樓                   武漢古德寺                  武漢東湖 

 

                             

                  武漢海洋公園                                武漢海洋公園 

 

七、结语:  

    这是一个地球村,各个国家必须互相竞争、互相学习,方能砥砺前行。在

大陆这近半年的时间,我看到了大陆在一些政策上值得台湾学习的的地方。

在大陆,微信、支付宝已被普遍使用,人们不需带着钱包,带着一只手机,就能

做所有的事,就连在乡下地方也相当普及,着实让我吓一大跳。还有捷运、车

站、机场必过的安检,对我来说也是个新体验,虽然当下会觉得很麻烦,但对



我们的人身安全确实增添了不少保障。      

    而到大陆交换其实为的就是让自己有沉淀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到

处旅游,增广见闻;也想清楚自己未来到底想要什么。在台湾,每天练琴、打

报告,就像纺织机一样,日复一日,无法停下。为了不断的考试及报告,让我无

法好好抉择我的未来。而到大陆交换后,加强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认识

世界的途径不只有书本及媒体,就像前面说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旅游是人类可以直接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它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加

强我们对各地风土民情的了解、增加了我们的阅历,甚至潜移默化地增强我

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是我想得到的,来交换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