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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至 2020年 2月，我有幸获得了校级资助，赴日本北海道大学文学院交流学

习。留学期间，掌握了许多宝贵的知识，体验了日本独特的社会文化，开阔了看世界的视野，

并积累了当地的生活经验。半年的留学时光令我收获良多，我将从专业知识学习、社会体验

感悟两大方面进行交流心得总结。 

在留学项目的申请阶段，我选择了北海道大学文学院 SAS（特别听讲生）项目。项目要

求是与日本同龄学生一同选修文学部的课程，从而对于日语水平有着很高的要求。对于大二

刚结束的我，也是极具挑战性的。为了更好地参与文学院课程，消化知识，我提前在网站上

就了解了大致的开设课程，根据课程内容和难度，选择自己心仪并且能力符合的课程。最终，

我选修了九门课程：“日本文学”、“文化人类学”、“英美文学”、“英文写作”、“博物馆经营

论”、“经济地志”、“德国文学史”、“中国语言学概论”、“中国思想”。在日本文学的课堂上，

小川佐和子教授主要讲解了有关日本传统艺能与日本影视文化方面的知识。从传统艺能的原

点旧剧歌舞伎，到人形净琉璃，再有后来的时代剧、新派剧、连锁剧、纯电影运动改革，我

了解了日本活动写真影视剧文化的历史经纬。课堂上，具体分析了《忠臣藏》、《崖之下》等

极具代表性的日本电影，分析传统艺能（如歌舞伎文化）在电影中的作用与地位。此外，还

从中熟悉了日本茶道、琳派艺术、节日祭典等日本传统文化。在聆听老师的课堂讲解，搜集

课余信息之后，选定了期末论文电影《残菊物语》，分析长镜头运用特色以及歌舞伎表演『関

の扉』在剧情中的重要作用，并谈了谈剧中体现出沟口健二个人特色的细节。最终，课程获

评 A-的优良成绩。 

在“外国地志”一课上，我从日本国家的角度再次了解世界金融危机、日本泡沫经济及

其崩坏的历史细节和根本原因。这门课堂把经济和地理知识相结合，内容新鲜有趣，别开生

面。作为课程的期末报告，我撰写了关于日本电影产业的万字期末论文。其中，回望二战前

电影产业的发展，研究电影产业市场的变迁、受到西洋电影的影响、日本独特的制作委员会

制度等等。通过撰写报告，对于日本大众文化产业的历史以及未来发展，建立了系统的了解

和独立的思考。课程最终获评 A+的好成绩。 

在“文化人类学”的课堂上，我拓宽了自然文化领域的视野，了解了世界范围的原始狩

猎民族的活动轨迹，探索日本岛国上最开始的人类活动，寻找日本唯一的少数民族——阿伊

努族人民的历史与现今的生活。我对于日本特有的捕鲸文化颇感兴趣，撰写研究报告，获得

了优良的评价。 

通过学习“博物馆经营论”课程，我对于日本社会公共事业有了较为清晰的整体认知。

以北海道大学博物馆为例，教授讲解了博物馆的基本运营理论，每个博物馆不可或缺的灵魂

理念与愿景，博物馆的社会盈利，为居民及游客带来的外部便利等等。期末报告以北海道道

立文学馆的例子，分析博物馆的运营结构和创建理念，并着重解读博物馆为社会带来的非经

济性的“看不见的益处”。为了完成报告，除了线上访问博物馆的官方网站，还去到博物馆

本馆实地调研，搜集资料，对于日本社会公共事业的现状感受颇深。 



由九门课程学习组成的为期六个月的留学经历，提升了我分析问题、撰写外文报告等学

术研究能力，为未来的学术深造打下了基础。 

学业之外，我还积极参加了当地的社会活动，切身地体验日本社会文化。我加入了中国

驻札幌领事馆“熊猫计划”志愿者组织，参与了三次以上的志愿活动，感触颇深。其中，一

场与札幌居民共同制作料理的中日友好交流会的志愿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勇敢开

口与日本人日常沟通，不仅锻炼口语能力，还能学到日式烹饪的小技巧，切磋厨艺的同时，

还可以亲自动手，真实地了解有关中日饮食文化的异同。 

札幌冰雪节是一年之中非常重要的节日庆典，我也有幸申请到了冰雪节的志愿者，帮助

工作人员堆砌雪像，为节日活动的顺利开展添砖加瓦。志愿活动还具有一些挑战性，需要带

上安全头盔，身系安全绑带，在两三层楼高的手脚架上，帮助移送冰雪。虽然体力活对于女

孩子来说略为辛苦，但在志愿活动当中，与身边的日本学生弟弟和冰雪节长老级别的志愿者

爷爷开怀地交谈，也觉得时光飞逝，即使手脚微微酸痛，也感到内心无比的轻松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