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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秋季学期赴德国富特旺根应用技术大学学习交流项目 

——刘泽南出国学习交流报告 

这趟出国学习与生活和我想象之中的完全不同。方方面面都出乎自己的意料。一路上见

到的许多小事都让我感到很新奇。但若事无巨细地都写下来，内容将会太多太多。所以我将

从以下几个方面，抓住一些主要感受来叙述自己出国一个多月以来的心得体会。 

 

一. 交通出行： 

德国的交通和国内有很多不同。德国的交通主要依靠火车，公交车也比较普及但如果是

在小城镇内就无足轻重了，相比花那么昂贵的价钱坐 10 分钟的公交车，人们更愿意徒步欣

赏一下小城的静谧美景。确实，德国的交通费用是十分昂贵的一笔开销。平均每趟出行百公

里内大约得花人民币 300 元，并且是普通档次的列车。所以这里有很多通票方案，还有团队

票，日票等等。相比国内一个很大不同之处是，国内的火车我们必须提前检票提前候场并且

一张票只对应一个时刻的火车，错过责任自负。而德国没有检票制度，而是在列车上面抽查

检票，所以这里的火车是可以随便乘坐的。倘若逃票被查，将罚款 60 欧元，折合人民币大

约 500 元，并且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交予银行，如果过期未交，则价格翻倍。与此同时，逃票

会将你的个人信息记录在案，并且永远无法抹去。德国的火车每一站只停留几分钟，时间非

常短，有点像国内的地铁。如果我们不小心错过一班车，我们可以乘坐下一班，票依然可以

使用，但前提是这不是最后一班。而且很奇妙的是，火车基本都在票上所写的时间到站，不

多一分不少一分钟，我们初来乍到很多站都是通过对时间的查看来决定是否到站。所以整个

德国交通出行给我的感觉或者说德国人做事在这方面给我的感觉是既不拘小节又严苛。当

然，严苛的同时也非常友好大度，有好几次我们做错了车，列车员没有刻意为难我们。还为

我们耐心解释。倘若他们件件事都死板的按条律办，我们不知道要承担多少罚金。所以一直

以来说德国人很死板，我觉得是不实的。严谨和死板是两回事。 

 

二. 人际交往： 

首先我最想说的是德国人民都十分友好热情。从机场找火车站开始，一路上有许多人帮

助我们。选票，带路等等，基本上是有问必答。也许之前有的朋友在德国遇到过一些问题，

例如和外来者用德语交流，即使会讲英语也故意不说英语等等。但至少我在从机场到学校的

一路上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并且大家都很耐心地听我不熟练的英语，尽量猜测然后帮助我

们。那种感觉就像当初，我们对德国交流生一样，我们也想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正如我

们的一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接受陌生人帮助时的那一刻我觉得全世界人民的

善良都是一样的，无国界之分。 

其次很幸运地，我住到一个充满生气的学生公寓，遇到一群很热情也很投缘的舍友。其

中有西北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几位同学，也有世界各地来交换的国际友人。来自印度的，来自

孟加拉的，法国的……在这里，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大家会有文化习俗差异，生活上会有

许多不适应与尴尬。相反我们十几个人打作一团，仿佛没有什么区别。尽管语言有不通，但



是都能理解彼此的表达，最重要的是愿意耐心去理解对方的表达。有时甚至毫无顾忌地开着

玩笑。也是在这个生活环境中，我再一次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是没有国籍地域之分的。 

来了这里一个多月的时间，令我比较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学会做饭。以前在家时候从来没

做过，即使 20 岁上了大学，开始了自理的生活，但在学校依然有食堂有外卖，从来不会考

虑柴米油盐的事情。经过这段时间的大胆尝试和不断学习，我不但饿不着自己，还越来越像

模像样了，接下来由于上课时间的关系，我在朝着将伙食精简化的目标前进。人还是得逼自

己一把才行。 

除此之外还想说一些篇外话，关于德国的消费与国内的差别。我个人觉得是消费观念的

差异导致许多东西国内国外的价格有很大区别。比如，德国的食材与衣服都比国内要便宜很

多，每每去超市购物我们都像捡到大便宜似得。而电子设备就比国内贵很多，这次出来我的

电脑坏掉让我更加体会到在这边修一台电子设备或者买一个是有多贵。按照当地的朋友说

法，德国的人工费用十分昂贵，其中机械电子的技工费用又尤其昂贵。听到这个说实话心里

还是有一点窃喜的。就好比在国内我们总听人羡慕在证券金融行业的白领，而说起机械就是

当工人，在这边感觉作为一名技术人员更自豪。不过凡事都在自己的努力。 

 

三. 课程学习： 

关于这个话题确实有不少想说的。以前就一直好奇国外的教学方式是怎样的，这次是真

正体验到了。并且很符合我心中的设想，也打消了我之前一直在犹豫是否要出国读书的念头。

现在我是真的很希望能来到德国潜心学习几年。 

首先说说课堂模式，德国的课堂人不是很多，大约 20 个人，教室更像是一个小会议室，

大家围坐在一起。不论是偏理论科学性的课程还是交流互动型的课程，老师与学生的互动都

十分丰富，并且很多问题以开玩笑的形式在不知不觉中就做了探讨。课程时间相比国内教学

单次时间更长，有的课常常一整个下午甚至一天，但课程次数少。这一点也十分符合我的习

惯。个人觉得这种方式可以让我对知识点的整体构架有个把握，下课后我可以自己去琢磨具

体的知识细节。 

其次是最近上过的一些课程，都很有意思。我们大约是在 10 月初才正式开课，两周的

试听时间。原本打算少选几门机械专业课，听听国贸的课程。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我对

这几门机械的课充满兴趣实在不忍心取消掉。分别是以下课程：1.等离子薄膜技术 2.精密制

造 3.可再生能源  4.机器人与自动化。其中可再生能源类似于科普课程，我们主要是听一些

概念性的讲解，从而对可再生能源有个初步了解，所以在此就不多作阐述。 

等离子薄膜技术听起来很深奥其实是一门很常用的技术，日常生活中的玻璃，显示屏，

甚至饮料瓶上的 logo，方方面面都在使用着薄膜技术。教授在课上以一些简单的概念入手，

都是我们本科学过的一些基础知识，其中涉及化学的又很多，也使我第一次明白那些基础学

科的意义。除此之外还为我们播放一些三维动画和实例视频，更加直观的解释薄膜的形成原

理和应用方法。虽然这门课感觉与我们机械的相关性不是特别大但是也为我们的专业面拓宽

了一些，我相信未来做设计时一定会用到这项技术。 

精密制造是这所学校一门非常有名的课程，因为富特旺根应用技术大学有着德国最先进

的精密制造实验室。这也使得我们几个人十分踊跃地报名这门课，希望能一饱眼福。它分为

理论课和实验课，分别占学期的一半。目前在上的都是理论课，主要内容也和我们之前学过

的大致相同，涉及公差技术与测量还有制造技术。知识内容大体都是相同的，但在有些标准

上和国标有很大区别。我们也和教授在课上讨论了一些标注要求。给我的感觉是德国的制图

标准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苛求，反而十分灵活，只要原则上不会影响零件制造的精度就行。 

机器人与自动化这门课是我最喜欢的一门课。令我很惊喜的是，这门课所用的教材之前

在我们学校也学过它的中文版的，课程是工业机器人，是由甘屹老师讲的。但是在这边我的



感觉却截然不同。记得在国内时甘屹老师主要以机器人设计的原理为主线，分析它的自由度

以及相关的算法，除此之外会为我们介绍一些行业情况，介绍一些新的机器人及其应用。最

后以三篇论文和一次台讲结束课程。而在这里，这门课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教授主要以互

动的方式，和我们探讨许多现代自动化线上的机构设计和应用。其中有许多都是我们曾经见

过但却没有留心思考的设计，原来里面有很多细微的讲究。比如我们在机场过安检时行李的

滑轨，在转弯的地方其实是有很巧妙的设计的。由于转弯时有半径差，所以为了保证货物平

稳转过，这里的滚柱设计成锥形，外大里小，轴安装成倾斜的，这样锥面和倾斜的轴相互可

以抵消掉两端的速度差。关于这个转弯内外半径的速度差我之前还是真没有想到的。再比如

大量生产瓶盖后需要对瓶盖排序整理打包，这里就不要使用机械手，一次又一次的翻转瓶盖，

而是在传送滑道上开一个特殊形状的槽，使得口朝下的瓶盖会由于重心偏移掉落，二口朝上

的瓶盖则顺利通过。这样既能提高效率又能节约成本。在课堂上诸如此类的设计实例讲了很

多，每一个巧妙的设计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我想实现自动化一项很重要的元素应该就是这

些细小又巧妙的设计，光有成套的反馈装置或者精细的程序是远远不够的。我特别喜欢教授

讲的一句话：“The best solution is the easy way”—最简单的才是最好的。这让我联想到刚刚

结束的创新大赛。首先我很遗憾，如果能在做这项比赛前能多了解一些这门课所讲到的一些

巧妙设计，那么一定能给我的硬币分离机改进许多东西。其次我很欣慰自己当初还是坚持了

越简单越好的设计理念，没有随大流。不论比赛是怎样判定一个作品的成绩，我们作为设计

师工程师，对作品，对产品的原则，理念不能改变。 

 

四. 民俗文化： 

我觉得民俗文化除了通过参过浏览一些博物馆，体验一些当地活动可以了解到外。更重

要的是可以从人之间交往时的细节看的到。我相信有很多描述都可以从各种媒介上找得到，

所以在此我只想说说自己看到或者体会的一些小事情。 

德国人很注重环保，每家每户的垃圾都是至少分成 4 大类的，而且人人都严格执行。起

初刚来到这里时我是完全不适应这种方式，觉得好复杂和麻烦。但后来渐渐习惯了之后，每

次投垃圾总会检查一下是否扔到了对的垃圾桶。在这边塑料瓶是可以回收的，我们买的所有

饮料都是含塑料瓶押金的，这样使得人们都会自觉将塑料瓶放回回收箱，十分有效。这使我

不由地思考为什么在我国天天倡导的环保节能没有一个人去执行，是因为自觉性还是方式错

误。我觉得前者比例比较大，或者说是我们社会责任感不强。总是抱着一种心理就是别人不

好我也可以不好，而不是别人好我也要好。在这边成年人给孩子们作示范，当地人给外来人

作示范。总是以好的影响去感染别人，让大家都遵守一个生活原则。 

德国生活给我最深的一点印象是“讲规矩”。所谓的德国人“严谨细致”，我觉得用“规

矩”这个词更为贴切。他们不是什么完美主义者，做事非要一板一眼，也不是什么盖房子刷

油漆要刷个几年，一个月只刷一个门，这些评价和描述都过于武断。相反在我看来很多德国

人该细致时细致，不打紧的事物也不会去在意。但不管怎样做任何事都按一定的规矩去施行，

没有谁会因为地位高低或者性格迥异而坏了做事的规矩。比如垃圾分类是一个例子，再比如

洗完澡一定要把浴缸里的毛发清理干净，这样可以保证管道常年的使用通畅。过马路时汽车

一定让行人，每个司机都能做到，而且绝不会鸣笛催促。我想这也是为什么道路不限速的德

国交通事故率要远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小。同样道理，我相信德国制造的机械产品之所以

领先世界，不是因为他们多吹毛求疵，也不是拥有什么神奇技术，而是在一点一滴的守规矩

中积淀下来的。 

 

五．我的足迹 

除了在学校的生活外，对我个人更重要的是去各地的旅行。用朋友们的话说，我这个月



太“浪”了。没错，截止现在我已经走了好多地方。有德国，荷兰和瑞士三国。走过的城市

有：斯图加特；弗莱堡；乌尔姆；麦琴根；康斯坦茨；海德堡；波恩；杜塞尔多夫；科隆；

布吕尔；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柏林；波茨坦。 

回想整个大学三年，我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各种比赛上面，期间也创业过一小段时间

的，没有持续下去。一直在规划自己的职业，设想怎样在机械行业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看着

身边许多同学的大学都是在欢声笑语有喜有忧中度过，确实像人们说的，谈一场轰轰烈烈的

恋爱，趁着年轻到处走一走。之前我很不赞成这些做法，我觉得是赤裸裸地浪费时间。但是

心里也确实有些小羡慕小期盼，谁不希望自己的青春五彩斑斓。所以一直以来我也有点遗憾，

觉得整个大学就在学校和竞赛一起度过了。但谁曾想这次的交流项目能在我大学快结束时给

我这样一个周游世界到处走走的机会。在每次的旅程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朋友，常常我们

会聊一路，能了解到自己从来没想过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这也让我更加坚定了硕士要出来

读的决心，我计划将来五年在德国把专业知识学好的同时，一个人把欧洲走完，在不断适应

新的环境和新的人群的过程中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 

 

六．旅途的剪影 

这里是旅游的一些足迹，除了有走过的一些美景还参观了一些很酷的工厂，巧克力工厂，

啤酒厂，奔驰总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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