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交換學生赴國外研修計畫 

心得報告 

姓名 梁 o筠 學號 - 

性別 女 就讀本校系所 歷史學系三年級 

研修學校 清華大學 研修系所(學程) 歷史學系 

研修學校獎學金補助

經費 

無 實際教育部/本校補

助經費 

(領取者填寫) 

無 

實際花費金額 

(新台幣) 

學費：16861 

學雜費:7562 

住宿費:2025 

（大陸交換-宿舍類別：一般生宿舍） 

生活費：50000 

來回飛機票：24700 

合計:101148 

國外修讀學分數 15 薦送學校採認 

學分數 

15 

實際出國日期 2022/1/21 實際返國日期 2022/6/27 

心得內容(1000-1500字，請附照片 1～3張，至少含上課照片 1張) 

一、 緣起 

每個人在剛進入大學時總會對自己的大學生活有所期許，也許是社團、實習或其他學業上或

學業外的預期理想。然而突如其來的全球疫情打亂了無數學生的活動安排，也改變世界各地人們

生活的方式和節奏。出國交換一直在我的大學清單上，不管有無疫情，在學校和姐妹校的合作沒

有喊停之前都不會影響我執行這個計畫。疫情之下的出國成本驟升，同時也注定我這短短年內所

能探索的地方會受當地政府的政令限制。但也因為這此機會，讓我能深入了解中國在全球化下的

後疫情時代是如何管理國家、執行政令和進退應對。 

二、 研修學校簡介 

清華大學前身是游美預備校，在清末列強環伺、風雨飄搖的情況下於清室園林之一的清華園

中成立。中華民國遷臺後在新竹復建國立清華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原址的清華大學繼續

開課，之後便一直是中國重點發展的高校。不論是國立清華還是清華，兩間大學都以理工科研究

著稱，但在清華甫成立不久便創辦國學研究院，請來當時文學、哲學、佛學、歷史學研究非常著

名的四位先生任教，分別是：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這四位先生在各自領域各有建

樹，被尊稱為四大導師。近年來清華大學也致力發展其人文、社會科學專業，人文學科方面先後

成立古文字學、科技史等本科專業，試圖提升人文領域競爭力和一旁的北京大學並駕齊驅。 



 
清華園二校門 

 

清華園工字廳 

三、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本次交換共選修五門歷史相關科目，分別是：魏晉南北朝史、中國歷史地理、清華簡與古代

文明、考古學概論、古代中國文明。當中魏晉南北朝史、中國歷史地理、考古學概論是清華歷史

系的必、選修，清華簡與古代文明、古代中國文明是開給部分學院學生選擇的通識課。和其他交

換生相比，我所選的課都和本科專業相關，而且都是三學分的課，在學習、作業、考試上所佔的

比重都較大。這些科目的授課老師都是該領域研究的翹楚，上課內容都很扎實，而且十分重視歷

史研究之餘對既有材料的反思。訓練學生要適時的質疑史料，從一些不起眼的字句或材料中推敲

出當時的社會或政治面貌。在作業方面，有些老師會限制學生的作業字數，以防學生之間有太多

的比較之心，同時訓練學生在行文用字上學習精簡幹練。同時對於抄襲這件事是非常嚴肅看待。

在臺灣時雖然老師也會叮囑學生不能抄襲，但抓抄襲的力度逺不如中國高校來得高。 

另外，清華大學本身是中國投資最多金錢支持的高校，校內的軟、硬體設備無疑全中國最頂

尖的。由於歷史系沒有什麼進實驗室的機會，所以對我而言最能感受到清華的高水準教育資源是



從其圖書館的規模和藏書。清華關於文科藏書地至少便分散在校內四、五處圖書館，所購的書

籍、古籍、圖錄、地圖、電子書、電子資料庫等更是不計其數。這些完全是中興圖書館所無法比

擬，不僅需要充分的巨額資金，還要有寬大的建築物才能隨時購入和收藏只會越來越多的圖書。

這點也大大體現清華做為中國第一志願高校被重視的程度。 

 
古代中國文明課 

四、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北京做為元明清三代的古都，所保存的歷史建築多得不勝枚舉。走遍北京的歷史名勝便是我

此次交換的目標之一。在京期間走過故宮、圓明園、頤和園、北海、景山、天壇、地壇、恭王

府、國子監、孔廟、先農壇等皇家相關建築園林；參拜過雍和宮、妙應寺、大鐘寺、五塔寺、香

山寺等香火鼎盛的寺廟；參觀過國家博物館、首都博物館、清華博物館等藏品豐富的博物館；爬

過鳳凰嶺、香山等風景秀麗的山頭。雖然受時間和政策限制，我所到訪的景點不算太多，但也大

致將北京市中心各大著名景點走過一輪，深刻感受到老北京的歷史深度和文化內涵。 

 
故宮博物院 

五、 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一）、 體驗不同的學習資源、環境、教育方式、師資 

交換學習最重要的莫過於體驗不同的學習環境，和一些在其他國家、其他學校所佩有的

不同教育資源。接觸不同的學習資源或最近的研究成果無疑能給學生有多方面的衝擊和



啟發。不同國家的師資、治學理念和研究所關注的面貌都不盡相同，透過課堂上老師的

講授和所佈置的功課，也能從中了解不同地區在做學問時所關注的主要是什麼。 

（二）、 體驗不同的風土民情、社會文化 

不論是在課堂上和不同省份、地域的同學進行小組討論，還是走出校園到各景點參觀，

都是一種交流和體驗。小組討論中可以感受到學生們面對同一個問題時，思考的深度和

廣度。走出校園後，各式交通工具和不同胡同中的飯館，人來人往的商場和街道，都是

很值得靜靜觀察的地方。在這些時候可以融入當地人的生活步調和生活模式，所接觸的

是比校園內更鮮活生動的北京。 

（三）、 認識不同地區的同儕朋友 

課堂上、小組討論以及一些其他交換生的活動，都可以接觸到來自不同省份或地區，年

齡相仿的人。透過和這些人的交流互動，可以了解到各地的風俗民情，各地人的生活習

慣和所思所想。即使離開後仍保持聯絡，在此可以交到不同國家的朋友，機會難得。 

（四）、 提高獨立自主、遇事處變不驚、冷靜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交換畢竟是支身一人至人生地不熟的國外，即使有認識不少同路朋友，但每個人的交換

計畫都不太一樣，還是有單獨行動的機會。要在短時間內熟悉一個陌生的地方，面對許

多臨時的突發狀況時只能靠自己臨場的反應。這時冷靜分析，並想辦法解決才是當下能

夠脫身的最直接方法。抱怨問題是沒有用的，能夠想辦法解決問題才是重要的能力。 

（五）、 養成隨遇而安的處事心境 

到國外交換總會充滿變數，尤其像是中國這樣對疫情尚未鬆綁的地區，所有的事情安排

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並不是有完整規劃就必定能成行。因此就需要養成隨遇而安的心

情，什麼樣的情況做什麼樣的事，這樣既不因計畫被打亂而破壞心情，也能更靈活調整

生活節奏，心情也會較愉快。 

六、 感想與建議 

選擇中國交換就表示在事前就已經知道可能會深受疫情影響而有所不便，但我沒有想到的是

中國政府控制疫情的手段遠比想像中得還強硬。在開學後一個半月左右，北京市的疫情升溫，為

了防止學生感染會影響整個學校的運作，清華遂進行了長逹兩個月左右的封校。封校期間是最單

純的日子，每日上圖書館閱讀、寫作業或上課，雖然作息規律，但於交換而言還是少了大半的時

間可以出校走訪。北京上半年雖然不似上海那樣有十分嚴重的疫情，但因本身是政治核心所在

地，在疫情有升溫跡象時便鐵腕封控了市內的大部分區域和交通，也因為這樣置身於事的機會讓

我體驗到截然不同的防疫政策和理念。 

整體來說，這次交換仍是收獲頗豐。在校期間充分利用清華的學習資源，也體驗到不同學校

的課程。在校外走訪各地名勝，雖然不能出省考察是比較遺憾的地方，但留些念想讓人有再度造

訪的理由。同時深刻感受到兩岸政治文化的差異，以及透過和當地人交流時間接了解到人們對臺

灣、兩岸關係的看法，這些感受都是在臺灣都不會體驗到的。雖然出國一次成本特別高，但還是

收獲滿滿，對之後的人生規劃、處事方法都有重要的影響！ 

* 請於返國二個月內將本報告繳交至 oia@nch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