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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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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回飛機票：27,000 

合計: 235,480 

國外修讀學分數 29 etcs 薦送學校採認 

學分數 

 

實際出國日期 2/19 實際返國日期 8/31 

心得內容(1000-1500字，請附照片 1～3張) 

一、 緣起 

朋友總有能力影響，那些會改變你一生的選擇。一開始會申請康斯坦茨大學其實是因為結交到

從那邊來中興交換的好友，我們常常聊到關於德國和他大學生活的一切，聊中西教育、文化上

的大小異同，他不斷和我說，能有機會到一個遙遠國度交換是多麼值得。這個人讓我開始感到

好奇，到底外面的世界長怎樣、那世界看我又是什麼樣子，甚至，我自己有沒有那個能耐，到

世界的另一端獨立生活一段時間? 

 

二、 研修學校簡介 

康斯坦茨大學位於德瑞邊界，緊鄰連結德瑞奧三國的波登湖，是德國最南端的一座大學城。雖

然才創校五十年，卻在今年(2019年)德國菁英大學評鑑中獲選，正式獲得菁英大學的稱號! 校

園面積小雖小但真的五臟俱全，色彩繽紛的建築和很特別的排列設計，雖然找起教室很像迷

宮，但習慣後就發現其實全部都有邏輯的相連在一起。康斯坦茨大學的特色除了上學前需要爬

坡的山路，他們還有 24小時永遠開放的兩個圖書館，隨時可看到學生甚至教授在不同角落進

行討論，看報紙或是躺著睡覺。學校中堂也總是會有學生聚集宣傳各式活動，學餐甚至廁所也

貼了滿不同活動的 flyer邀請大家參加，可見學校對多元活動的推廣。 

 

三、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學期前密集德文課程(為期一個月) 

 學期間德文課(B1/1) 

 Semantics 語意學 

 Basque 巴斯克語 



 Working with Refugees -project seminar 

以上為我在交換期間所選修的課程，每一堂課的共通點就是學生都很活躍，對提問和發表意見

都相當有自信，這點與台灣教室的不同應該眾所皆知… 儘管我已經盡量多發言，但還是在課

堂中相對安靜的一位，我也開始很好奇許多德國同學的腦袋怎麼可以轉這麼快，總是迅速發現

許多問題並挖出一件議題的另一面，或是另一個解決方法，這點是我還必須多加學習的。 

課程方面我想特別提出德文課和 Working with refugees這兩門課來說，因為習慣老師總是照

著課本做練習的教法，一開始好不適應總是要自由發揮的上課方式，可能今天的主題是德國歷

史，老師就會引導我們分享我們知道哪些重要事件或是各自國家的歷史，每次被叫到回答這種

問題都超緊張，還時不時隔周就要做個 ppt來報告，但其實這些都是學習、練習一門語言最重

要的部份，去聽、去說，學會表達，其實很感激這樣的體驗，因為說出來後老師才有機會更正

你的錯誤，我也越來越不怕說德文或說出自己的想法，也因為全程德語的教學，在聽力方面跟

在台灣比也是進步不小。 

那，與難民合作這門 project seminar我們被分成不同的志工小組，每組參與的難民計畫都不

同，像是有人去咖啡廳服務，有人去修腳踏車，而我這組是負責難民青少年的戲劇及藝術計畫，

主要是和弟弟妹妹們玩、陪他們畫畫、做道具等，我認為收穫最大在於跟他們聊天的過程，除

了進步我的德文，同時也更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故事，例如一個羅馬尼亞來的弟弟他跟我說他以

前都會去偷東西，警察追他很好玩之類的，雖然現在講起來只是一般的玩笑話但背後其實帶有

無法言喻的悲傷和現實，很值得社會學或心理學的深入探討，但我能做的也許只是陪伴和聆聽

吧。這門課在教室的時間不多，主要是志工服務學習的部分，但在課堂上老師提供較學術的資

料和文獻，例如收容難民的最大國其實是約旦和土耳其等發展中國家，德國也只能望其項背，

而逐年增加的難民人口帶出的人道資源相關議題也在我們的討論範圍。 

 

四、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在下學期交換的好處之一就是能體驗到德國舒適乾爽的夏季氣候，不像台灣的烈陽令人炙熱難

耐，潮濕的環境讓人在外動一動身子即汗流浹背，六月開始氣溫逐漸升高，朋友們也開始相互

邀約外出野餐、爬山，到湖邊從事水上活動等等，也許是交換生活本來就蠻愜意，與台灣庸碌

緊張的生活步調形成強烈對比，我學會享受當下單純與好朋友在一起的時光，不論在公園樹下

做瑜珈、打排球、偷採櫻桃樹，還是坐在大教堂旁一起喝咖啡學德文，到萊茵河畔游個泳打水

漂，甚至把獨木舟划到湖中央任水帶我們漂流，我更加享受並且珍惜大自然的美，對比下才間

接發現台灣的城市被汙染的有多嚴重，成千上萬的汽機車把空氣搞到令人窒息，在講求便利和

效率的台灣這點習慣已經很難改變，當全世界撻伐巴西正在破壞地球之肺時，我們身處這車水

馬龍又擁擠的城市，相信我們的肺和呼吸道並沒有健康到哪去。在德國這六個月使我更加在乎

環境永續的議題，像是減少塑膠製品的使用、垃圾分類，改靠腳踏車代步，甚至開始效法身邊

的 vegan朋友，更在乎人與自然界相處的模式。(德國朋友十個有八個是全素主義者…) 在交

換時也順便學會享受了三樣食物:咖啡、啤酒和麵包。 

 

五、 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1. 語言的進步(德文、英文)，與外國人士能近乎無礙地溝通 

2. 對德國及不同社會和文化層面有更深入的接觸和了解，尤其對於難民及各國移民在德國的

處境和德國當地組織的幫助其社會融合的方法。 

3. 專業知識的習得(語言學) 

4. 自我適應力的提升以及自我能力的探索認識 



 

六、 感想與建議 

作為外文系的學生必須推薦所有正有心學好第二外語的同學出國交換一次看看，因為去當地學

習當地的語言我認為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是教科書無法比擬的，能與人互動、溝通不就是我

們學一門語言的目的嗎? 那就算出國的學生對學習當地語言沒有興趣，我的經驗告訴我，你英

文再好，非英語系國家就是會有不講英文的人，有時是公務機關裡的承辦人員，有時是餐廳的

服務生，也可能是你的室友，你必須跟他們溝通，才可以點餐、辦事情等等，當每次他們說不

會英文時，我總覺暗自慶幸我還是會講一點德文或法文，可以表達自己想要的是甚麼，例如說

我們去說法文的國家當背包客，深入當地的 local小店吃東西，就像在台灣小巷口吃麵一樣，

老闆很少會講英文的，但只要你多少懂一點法文並嘗試去說，他們態度都相當友善且很有耐心

地想知道你需要甚麼，重點是 local小店的食物總比較便宜又有獨特風味，也是體驗一地文化

生活最直接的方式，所以當你要深入旅遊或在當地交換、學習甚至生活時，在任何國家都一樣，

還是多少學習一點當地語言為妙！ 

我認為使許多台灣學生想出國進修的原因之一就是想跳脫我們所謂的舒適圈，第一次一個人到

國外生活，學習獨立，學習自己面對許多不同在台灣不會面對的難題，但我開始反思，為甚麼

去國外就是脫離舒適圈? 我們應該想的是:擴大自己的舒適圈，而不單單只是跨出去，把國外

也變成我舒適圈的一部份。交換的體驗生活給了我人生不同的選擇，我初步了解到當地的文化

及社會運作模式，也對德語有基本認識並能與人簡單溝通，若未來仍有機會回到這裡繼續升

學、工作或生活，我知道我不會害怕，我還是會好好的。 

 

 

 

 

 

 

* 請於返國二個月內將本報告繳交至 oia@nch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