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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疫情期间抵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NWAFU）并开启博士生涯。有梦想成真的真切

感悟，但也面临了不少挑战。隔离结束后，我便开始体验校园生活并为之兴奋，但受疫情

限制，学校的很多学术活动都受到影响，阻碍了我与老师、同学们的交流，加深了我的孤

独感和思乡之情。

2022 年 12 月，我对与导师的首次会面充满期待，但由于语言不通，那次会面让我感

到些许沮丧，也让我与中国朋友的交流中变得更加内向。2023 年 2 月份重新开课，我的

第一堂课是汉语课。对于一位习惯说英语的成年人，学习一门新语言并不容易。我在发音

上遇到不少困难，同学们有时会笑我，但我选择乐观地看待这一切。我最喜欢的课程是中

国概论。我积极地参与到课堂讨论中，以课堂为契机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环境。

不得不说，我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深感敬佩。另一门我特别喜欢的课程是包含实地考察历史

遗迹的《中国文化》。

图 1 《汉语》课程 图 2 《中国文化》课程



图 3 《中国概况》课堂展示结束后留影 图 4 《中国概况》课程

然而，在专业课学习过程中，我碰到不少难题。由于国际学生不多，为了等更多学生

加入，原本应该用英语教授的专业课程被推迟到了 2024 年。这一延迟让我感到失望，因

为我希望能尽早接触到中国丰富的科学资源。我时常向动物科学学院提出请求，希望早日

开设英文专业课，但这需要一定时间来实现。

直到 2023 年 9 月，我都是实验室里唯一的留学生，语言障碍让交流变得艰难。虽然

想与大家分享很多想法，但往往因不知如何用中文表达而沉默，这导致同门误以为我是个

内向的人，实则我是个开朗的人。好在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渐渐适应了用一部分中文、一

部分英文的方式交流，实验室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轻松、愉快。我深刻意识到，耐心是克

服这些挑战的关键。

图 5 与毕业同门留影 图 6 与同门的聚餐



图 7-1 开题答辩 图 7-2 开题答辩全景

图 8 与同门在农场开展研究 图 9 我在图书馆



学术上，我一直保持专注。我不时因语言障碍感到不自在，但仍坚持定期参加组会并

与大家讨论我的研究结果。至今，开题报告是学术上遇到的最大挑战，面对一群陌生教授，

我很紧张，但还是尽力做到了最好。

国际教育学院组织了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来帮助留学生适应生活。我也积极参与志愿

活动、文化活动以及郊游。2023 年，我自愿迎接新生，并在文化节上扮演两个角色——

主持人和尼日利亚的模特代表。在 2024 年，我再次担任模特，并积极参加了学院的大部

分旅行活动。

图 10 国际学院户外行之横渠书院 图 11 国际学院户外行之中国青铜器博物馆

图 12 国际学院户外行之兵马俑 图 13 2023 年杨凌马拉松



图 14-1 学校运动会留学生代表 图 14-2 学校运动会留学生代表

图 15 2024 年文化节 图 16 2023 年文化节主持人



图 17-1 春节期间与探访学生的校领导合影 图 17-2 春节期间与探访学生的校领导合影

图 18-1 参与第十七届杨凌国际农业科技论坛 图 18-1 第十七届杨凌国际农业科技论坛

图 19-1 中国同非洲之角国家农业合作交流会 图 19-2 参与交流会



对一个外国人而言，适应 NWAFU 的生活确实不易。宿舍生活的不适应、不通中文及文

化差异，这些都让过渡期变得困难重重。由于我的肤色（黑人），我在中国有了一些独特

经历。在公共场所，人们经常会出于好奇接近我，提出各种问题，甚至出现过一些让人不

太舒适的情况。起初，我感到些许困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会了接受这些互动，并

把它们看作是我经历的一部分。

社交方面，因为我的文化背景更注重个人交流，我发现很难适应本土学生相对内敛的

性格。同时，在学术环境中，我也感到不太适应，比如实验室同伴长时间投入学习的习惯

让我觉得自己不够努力。另外，寒冷的冬季气候和使用筷子也是挑战，但最终我将这些体

验视为我冒险旅程的一部分并欣然接受。

总的来说，在 NWAFU 的日子是一段变革之旅。学术上的严格要求、文化上的深入体验

和个人成长，都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塑造着我。虽然一开始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我逐渐适应

环境，并在学术生活、社交和个人挑战之间寻找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