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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习内容：(不少于 3000 字) 

尊敬的钱老师、吴老师： 



您们好!在德国交流学习近四个月，我明显有了与初来乍到不一样的感受。下面请允许

我向您们谈谈简要谈谈我这两个月的生活学习情况及心理感受。 

首先我想向您们谈谈我的学习情况。经过近三个多月的学习，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有用的

课程为《自动化与机器人》和《磨削实验》这两门课。《自动化与机器人》这门课在经过最

初的几节绪论讲述，给我们介绍机器人发展的现状及其应用后，从如何解决实际问题逐渐向

理论控制方向靠拢。比如在前期的几节课中，我知道了在自动化流水线作业时，为了保证产

品的运动状态及摆放样式有一致性，会使用一些非常巧妙的简单机构来进行筛选（比如在进

行瓶盖盖口朝上的运输过程中，会使用一个凹槽机构，使盖口朝下的瓶盖由于重力自动掉

落），这一个个小巧精妙的机构，不仅结构简单，易于加工，相比于为此专门开发的机械手，

更是低成本，而且准确性高，让我进一步懂得了机械设计中的一种思想：在机械设计中，在

保证可行性的条件下，机构越简约好。接着，在随后的理论学习中，逐渐学到了机器人的位

置转换运算（就是通过计算一个转换矩阵 T，建立起机器人原始坐标 home point 与末端操纵

部位 end point 之间的联系）。由于我的毕业设计有涉及到机器人视觉显示问题，需要用到机

器人各部位间的坐标矩阵转化，所以我觉得这门课对我未来开始做毕业设计也有很大帮助。 

  

 

在《磨削实验》这门课中，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是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在前期的理论教

学环节，教授为我们介绍了许多我从未见过的加工方法。比如在磨削方面，我印象中的磨削

就是在一个工作台上，磨具高速转动，工件相对于磨具来回做相对运动，而在这里看到的磨

削方法却颠覆了我的观念，在数种非常先进及新颖的磨削方法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种

叫做“自然磨”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灵感来自于德国工程师对于自然界中风和水对于石头及

砂砾的磨蚀。将待磨的零件通过传送带运送到磨削部位，通过磨削部位内无数像水晶一样的

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磨块地磨削，黯然无光的工件出来后个个都充满光泽，更神奇的是，有些

“自然磨”的磨削精度，达到了精加工机床的水准。这种方法看似简单，我认为实现起来却

很难。因为我觉得这种方法如果要达到高精度，不仅对均匀磨削的要求很高，而且对磨石的

材料及形状都有很高的要求。但德国的一些公司恰恰掌握了这种方法。因此，我觉得这种方

法在一个方面是德国尖端制造的一个体现。 

接着我想谈谈《德国欧洲政治社会文化导论》这门课。我选择这门课，纯粹是由于自己

的兴趣。我发现上这门课，最有趣的一个特点是老师很喜欢让我们自己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让我们在诸多主题中（政治、哲学、美食、音乐、绘画等）慢慢了解欧洲特别是德国。比如

目前德国的难民问题，怎样理解欧洲女性服饰的变迁（由多变少，再到由少变多）。通过讨

论交流，我忽然发现了我们中国人与西方同学在思维上一个有趣的不同点。也许是处境不一



样吧，在讨论欧洲难民问题时，我们中国学生的关注点更多的是在于难民产生的根本原因，

而欧洲尤其是那些难民聚集大国（如德法）的学生更专注于解决如何是这些难民融入当地社

会。通过这门课，我感觉不同于上述的两门课，学到的更是一种感知认识，从另一个角度来

认识世界。因此，我觉得这门课对我未来的发展来说其实也是蛮有帮助的。 

然后，我想谈谈我在语言方面的学习。在德国学了近四个月的语言后，发现在国内学德

语和德国学德语完全是两种模式。在国内学德语，感觉主要培养的还是对于德语的阅读及写

作，因此会花大量时间在语法阅读及写作上面。而在这里更主要的是培养与人的交流沟通能

力，所以课上大部分时间老师都是在跟学生互动，努力让学生多说，并且每堂课必定会有听

力练习。所以感觉这对熟悉了国内德语教学模式的我来说，还是有点吃力的。最后，我想谈

谈最后一门课《新能源》，也许是由于国内基础教育太强的缘故，在这里上的许多有关新能

源的知识感觉国内都学过，因此感觉有些无聊。个人感觉来说，这门课其实理论的东西并不

是太多，主要是在研究一些统计数据，然后阐明一些结论，因此个人感觉这门课更偏向于统

计学。 

以上便是我主要的学习情况，接下来我想谈谈我的生活情况。说到生活情况，我就不得

不吐槽一下这里的天气状况。虽然知道这里的维度比上海高，但是冷的程度还是出乎我的意

料，从 11 月起，感觉室外气温一直在零度左右徘徊，而这时候室内由于有暖气的缘故温度

一直保持在 30 度左右，所以感觉每次出门都是一个艰难的挑战，所以基本上除了上课以及

去超市买菜以外，我基本不会出去。此外，我感觉我在这里除学习之外最大的收获就是厨艺

提高了很多。从开始什么都不会做，到现在除了会做些中餐外，开始尝试制作一些西餐。除

此之外，我会趁着节假日的时候顺便成为一次背包客到处走走，想趁着这宝贵的时间多看看

世界上不同的风景，多了解一下不同的风土人情。因此这两个月我去了柏林、巴黎。斯特拉

斯堡以及苏黎世，下面我叫简略说一下我在柏林和巴黎个城市的所见所闻。 



 

到我初到柏林的时候，我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就是到处都是战争的遗迹，从选帝侯大

街记忆教堂的废墟，到国会大厦前的苏维埃士兵纪念碑再到查理检查站，即使柏林墙已倒塌

近三十年，但是东西部建筑的差异仍然无形的有一道分界线。在这趟旅行中最让我印象深刻

的并不是雄伟的勃兰登堡门或者是壮丽的的柏林大教堂，而是东部画廊上那一幅幅具有普世

价值的涂鸦：自由与和平。东部画廊曾是柏林墙的一部分，在它的开口处用一段黄线标明了

昔日东西柏林的界限。这段墙不过十几厘米厚，三四米高，但是就是这段墙，成为一个时代

巨大的痛，我轻松跨过的那条线，在四十多年前是一条宪兵戒严的生死线。冷战给柏林留下

巨大的痕迹，却也给与她新生，使她成为西方呼唤世界和平最有意义的城市。但可惜的是，

在柏林的时候我们也遇到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小插曲：在我们进入一家著名餐厅吃饭时，一位

女性似乎很不愉快我们坐在她旁边，要求服务生给她换位，让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一

位在德国留学一年多的中国留学生知道这件事后，对我们说由于现在柏林涌入了大量难民，

所以令一些柏林人很反感外国人。这是我在国外第一次遭遇所谓的“种族歧视”，使我对这

座城市的印象没有得过其他城市那么好。 

 

去完柏林后，过了两个多星期又去了巴黎。不过说句实话，我觉得巴黎的现代化完全无

法跟上海相比（感觉自己真心应了一句话，“出国前是美分，到国外去全成了五毛”）。在巴

黎刚出火车站，我们就被吓了一跳。在地铁站入口的闸口出正上演着一幕幕壮观的逃票大戏，

有的人直接从闸口下钻过去，有的直接从闸口上跳过去，有的直接打开绿色通道大摇大摆地

走路过去，而旁边的售票员一个个熟视无睹，让刚到巴黎的我们目怔口呆，怀疑自己是否是

到了浪漫之都。不过当自己踏上巴黎的地面，在那一条条古老的街道上行走时，去发现了这

个城市独有的韵味，从蒙塔马特高地上眺望白天的巴黎，在埃菲尔铁塔上俯瞰夜晚的巴黎，

都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对我来说，巴黎虽然算不上浪漫之都，但一定是文化之都！不说

卢浮宫里那一幅幅旷世神作，就连宛如地宫的地铁隧道里，都充满着美妙的歌声。当我看到



卢浮宫内无数临摹的画家和上课的孩子时，忽然觉得巴黎人之所以充满艺术气息，与他们从

小就开始培养一定有关。巴黎也许不是我见到的最繁华的城市，但一定是我见到的最有艺术

气息的城市。她宛如一座宝库，埋藏着西方古典艺术的精华，等待着人们的发掘。艺术是这

座城市的灵魂，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仿佛都散发出艺术的气息，巴黎对于欧洲。就如同北京

对于中国一样，是一个文明文化的聚集地，一种历史的印迹。 



 

以上就是我这两个多月来的交流感受。这两个越来，我不仅在学习上有很多收获，更有

来自文化方面的不同体验。最后，在此之际，祝老师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

事如意！ 

祝好， 

杭志诚 

2016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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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注：实习结束后，填写考核表一式一份签名盖章后‚交学院统一保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