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范洁家门口的“洋大学”

! ! ! !“!!世纪的风
筝是什么样的？”每
队 "# 分钟时间，用
彩纸、竹签等尽显
创意。一旁，“观察
者”不动声色，客观
记录每名应试者的
表现：陌生环境如
何破冰、遇到分歧
怎样处理、扮演团
队什么角色……

这是刚结束的
上海纽约大学“校
园日活动”，中国高
校群首个“中美混
血儿”，迈入招生第
三年。合作办校的
模式，带来哪些变
化？最初尝鲜的学
生，就读体验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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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界希望了解更多“新视
界”报道内容,欢迎关
注微信公共账号“新
民锦读”。

遇强更强的拼劲儿
从欢迎晚宴的热身，模拟课堂

的专注，“二对一”面试的紧张，到团
队合作的比拼，经过 !$小时全英语
竞逐，小应试者们显得有些疲惫。
“加油，别紧张”“做自己就好”，身边
的志愿者不时低声鼓励。
这些由在校生担任的“同龄大

使”，还陪伴应试者参观校园，结合
亲身就读体验，分享学校的资源与
特色。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双向
选择”，而每一名大使、志愿者都是
上海纽约大学的活名片。
“我当时就是被在校生的氛围

感染，更加坚定报考的想法。”王丹
妮负责活动摄影，眼前场景让她想
起去年的自己。在七宝中学就读时，
她曾赴美交流一年，偏爱美式教育
理念，但高中一毕业就出国留学，家
人难免担心不舍。“上纽大，给了我
一个两全的可能。”
回想应试表现，王丹妮的秘诀

是“放得开，冲得出”。欢迎晚宴上，
每人有 "#秒时间，展示一件代表
“家庭”的物品。她准备的是卡通睡
衣，由于座位靠近角落，小个子的她
更不显眼，于是索性站上椅子。
果然让人印象深刻，这段插曲

至今还被同伴称道。“有时课业陷入
困难，他们就会开玩笑说，你当年椅
子都敢站，现在还怕什么？”

六七十页的全英文预习资料，
怕看不完；上课时每次发言都计入
学分，怕答不出；开学才两周就要交
一篇小论文，怕写不好……校方规
定一学期只修四门课，但每堂都是
“干货”，$楼的图书馆彻夜通明，凌
晨 !时埋头苦读者众，“每一天都比
高三更拼”。
“为什么这么拼？遇强则强！大

家都在卯着劲儿向前冲，缓慢进步

都像是退步。”与之相对，是清晰的
生长感：起初写英语邮件斟酌半天，
现在能顺利完成 %页纸论文；从片
面追求发音与辞藻，到注重观点的
深度；曾经压力太大沮丧崩溃，逐渐
学会平衡享受忙碌……
“每晚入睡前，回顾这一天的经

历，扪心自问：有没有获取新的知
识？有没有结识新的朋友？希望这四
年，你们每天都没有虚度。”新生开
学典礼上常务副校长杰弗里·雷蒙
的致辞，王丹妮至今记忆犹新。“上
纽大的选拔，既强调优秀，又强调适
合，适合比优秀更重要。”

无所不在的使命感
初建两年，上海纽约大学更像

新生的婴儿，一次又一次摸索、一轮
又一轮调整。幸运的是，你会发现，
这里的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地“找
茬”，寻找贡献智慧的机会。
食堂不如人意，在校长面前“点

名批评”；没有自行车棚“坐骑”日晒
雨淋，在校报上公开吐槽……即使
是刚入校的新鲜人，也怀揣一种“元
老”的使命感。“无论学习还是生活，
每发现一处瑕疵，我们都乐于提出
建议，而不是听之任之。”
大一学生王孙怡仅用一周时间，

就为自己免去了一学期的英语课。
原来，根据入校前的在线测试，

她需要攻读一整年的英语课程。“本
身所有科目都是全英文授课，为什
么还要花一年专修英语？每学期课
程数有限，我想尝试其他兴趣科
目。”
询问其他同学，发现不少人有

着相似感受与困惑。于是，王孙怡与
&#余同学联名上书，对课程设计提
出质疑。“很快，我就收到回信，这是
我收过最长的一封邮件！教学组详
细解释了教学目的和理念，同时认
可我们的判断，认为有些学生已经
达到了课程要求。”

调整与改进，比她想象来得更
快。先是任课老师挑选、再是教学组
重新考核、最后教授组织面试，客观
评估所有提出申请的学生，从而审
定免修名单，整个流程只用了一周
时间。“最终通过的同学并不算多，
相比之下，给教学组增加了很大的
工作量。这里的老师都是学术大腕，
但对学生意见的重视，处理问题的
高效，让所有人都很感动。”
在上纽大，课程设置并非一蹴而

就，更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校方标
准与学生特点中不断修整，不断磨
合：数学系觉得自然科学课太多，教
学组重新调研，调整必修科目；人文
类学生对社会科学感兴趣，学校便向
纽约本部申请，拟增设该专业……
生活方面亦是如此，食堂菜色、

寝室条件、医务室环境，再细微的谏
言都能得到回应。这是一所全新的
学校，一切都没有先例和传统，没有
前车之鉴，而正因为学校新、有不
足，催生了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挖
掘每一处细节、期待每一次进步。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在塑造它、

改变它，现在我们的点滴设想，或许
就是上纽大的未来。”王孙怡感慨。

突破自我的创造力
元宵节教国际学生包汤圆和猜

灯谜、“我眼中的上海”绘画摄影展、
邀请美国天合汽车首席财务官讲
座、在源深体育中心举办羽毛球比
赛……在学校的每个角落，贴满了
缤纷海报。
几乎每天，都有学生自发组织

各类活动，无所谓规模大小、人数多
少，比的是创造力与用心程度。对自
主与创新的鼓励，也为上海纽约大
学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去年组织国内首个大学生编程

马拉松“创客上海”，今年杀入全球

最大商学院学生竞赛“霍特案例挑
战赛（'()* +,-./）决赛”，大二男生
黄瀚涛敢于尝试：“只要你有一个创
意，这里就会有人陪你点亮。”
能不能把风靡海外的大学生活

动引入上海？就是黄瀚涛谋划“创客
马拉松”的动因。这项连续对抗 !$

小时的竞赛，每年吸引成千上万大
学生，相聚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
顶尖高校，切磋创新能力与编程技
艺。“这一次，请全球高手来上海！”
事实上，国内多所高校学生有

过承办尝试，却因审批、财务等原因
搁浅。在上纽大，对学生活动鲜有限
制，但从筹备到运行都得靠自己，黄
瀚涛鼓动十几名同学入伙。假期里，
小组成员散布各大洲，克服时差每
周一次视频会议，出方案、拉赞助、
做宣传、找志愿者，分工明确。
半年内，他们面向全球知名高

校，发了 0!##封“英雄帖”，最终吸
引 1###多名大学生报名，筛选出
!&#人赴沪参赛；在陆家嘴，他们穿
上西服正装，登门拜访有潜在合作
企业，最终赢得 "2家赞助商，承担
参赛者交通费用。
“看到来自哈佛耶鲁、北大清

华、复旦交大的同龄人涌入上海纽
约大学，梦想成真激动人心！一份份
申请，一封封邮件，一条条微信，我
们的所有努力都值得了。”
“从无到有，困难可想而知。还

记得开始设计‘创客上海’标识时的
斟酌，记得面谈第一位赞助商前的
焦虑，也记得那段忙到天昏地暗的
日子，我们挺了过来！”
黄瀚涛与成员们相信，“创客上

海”将成为上纽大的品牌活动，“愿
意赞助的企业已经在排队啦！”而有
了这次突破自我的办赛经验，以后
面对国际会议、大型活动都能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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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成员在讨论作品设计方案 高宇辰 摄

! 上海纽约大学图书阅览室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