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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至西班牙海梅一世大學交換的行銷四邱O家，以

下會分成幾個部分介紹我的交換生準備心得以及交換期間的生活分享。 

交換前準備： 

從申請開始，首先要通過校內的交換生推薦，由興大國際處遴選公布名

單，接下來就是等待姊妹校的來信通知，我認為這也是交換生必須開始自行努

力接洽的部分。還記得八月下旬時聽說交換到各國的同學已經陸陸續續收到

acceptance letter，自己卻連姊妹校的信都尚未收到，當時心中捏了一把冷汗。

到了 9 月下旬時，海梅一世大學國際處終於寄來第一封信，並且我也在接近 10

月底時拿到 acceptance letter。這裡跟當初得到的資訊有些許不同，在與海梅一

世大學接觸時，只有進行註冊的手續，以及回傳護照影本以外，並沒有其他

的”篩選”程序（簡單來說海梅一世大學已經認可興大推薦過去的學生為交換

生，並請我直接填基本資料進行註冊）。 

緊接著我認為比較重要的是簽證的辦理，也是我第一次親自辦理重要的出

國文件。由於西班牙商務辦事處僅在台北設有分處，而且上班時間又特別的短

暫，所以我將所有需要的文件備齊一次搞定，以免來回奔波。除此之外，也要

避免聖誕假期送件，不然前後可能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才能拿到簽證（辦事處承

辦人提醒）。以我的例子來說 11 月下旬送件，12 月初就通知可以領簽證了。 



交換期間心得： 

住宿： 

起初我先預定了幾天的 airbnb 並打算到當地尋找交換生合住，不過正巧遇

上前一學期也到同校交換的北科學生，他建議我到國際處詢問寄宿家庭的資

訊，因為上學期住宿經驗不錯的關係所以推薦我參考。之後我聽了國際處的介

紹也接受寄宿家庭的媒合，至此便定下住宿的事宜。我認為住寄宿家庭之前必

須先瞭解自己想住寄宿家庭的原因。起初我希望藉由與本地人居住能更深入的

瞭解當地文化，並且在生活上也能給我意見或是文化衝擊。然而出乎我意料之

外的是，我的西班牙家媽在我入住的第一天就告訴我，希望我能在這段時間內

學到更多西班牙文，因此即使她有能力用英文溝通，日後我們之間還是以西班

牙文做為主要溝通的語言，也因為如此，我真實的體會最迅速學會一種語言的

方式就是在生活中學習。以下是我居住於寄宿家庭期間感受最深刻的事情： 

1. 飲食習慣：西班牙的用餐時段與台灣很不相同，除了早餐一樣是上班上學前

吃以外，午餐時間通常在下午兩點開始，晚餐則是要到晚上八點過後。另

外，傳統的西班牙飲食還會有早午餐及下午茶，總共有五餐，與台灣的飲食

習慣極為不同。家媽也告訴我，現代人多半只三餐，早午餐主要是工作體力

消耗大（農工階層）的勞工才會進食，因為接近中午太陽漸大，也是一個適

合休息的時段。下午茶則是因為年幼的孩子放學後肚子餓，無法撐到晚餐而

先吃的小點心。所以一般的西班牙人還是以三餐為主，只是時段與各國較不

相同。

2. 教育方式：今年的五月五號是西班牙的母親節，家媽帶著兩個兒子還有我一

起到外面的餐廳用餐慶祝母親節。在用餐聊天時，家媽也一邊告訴我她的教

育理念。她說她從小給予孩子們生活、未來、就職各方面的建議或是意見，

但是關係到選擇、執行面都會尊重孩子們的決定，因為她認為孩子們做了選

擇後就要自己承擔責任，日後做母親的頂多就是給予鼓勵或是提供意見。因

此即使她的兩個兒子發展方向極不相同，她都為他們感到驕傲，因為他們都

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方式。我想也因為這樣，他們家的成員之間都像朋友一般

的相處，彼此尊重彼此關心，卻又各自承擔自己的人生。我覺得台灣人在某

些時候，還是會受到家庭成員的影響而改變自己對人生的選擇，這是我感受

到十分不同的部分，沒有比較好或是壞。



學校課程： 

這學期我修習了三門的課程，主要是西班牙文以及行銷課程，其中有很多與

台灣不相同的地方讓我印象深刻，以下是對各課程的學習心得： 

1. 西班牙文課程：

首先在課程進度的部分，出國前我在興大外文系修習了一學期的西班牙文，

然而課程的進度大概等同於在西班牙的兩堂課。當時十分慶幸自己在台灣有修

習過西班牙文課程，否則肯定趕不上進度。我想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在於西方國

家的學生在學習西文時比亞洲學生快很多，雖然課堂已經過分級，但老師為了

能使每個學生都能在課堂中成長，因此速度上帶的比較快。另一方面老師十分

重視口說的練習，每堂課都會與每位學生進行問答以及學生之間的口說練習，

在他們的教學觀念下，口說應用是最重要的也是能夠最快學會的方式。一開始

對我來說非常的不習慣，因為在台灣的課堂氛圍下，發言似乎不是如此的自

在，而我也習慣了聽講的上課方式。在西班牙的課堂，每個人可以毫無顧忌的

與老師、同學對答，並且同學也會仔細的聽其他人發言，同時訓練聽力。如果

有講錯或是達不出來的情況，老師也會即時糾正或教學，在課堂上就有學以致

用、現學現賣的效果。經過這兩門的西文課之後，我深深的體會到，口說是最

直接也是最快學習語言的方式，因為在溝通的過程中，我們運用腦海中的單字

與句型到生活中，自然就創造了屬於自己的使用經驗，也就很容易能在需要的

時候喚起記憶，能夠學的很快，也能靈活運用。反過來說，學習語言本來就是

一種溝通的工具，用來與人交流、表達，而不僅是為了閱讀或是寫作等目的，

這是我感受到最深刻的部分。 

2. 行銷課程：

這門課程一部份是我曾經學過的內容，會想選修這門課除了希望能複習以

外，也想藉由修課的過程中瞭解西班牙的教學方式與台灣有何不同。然而在一

開始我遇到一些阻礙，由於過去在系上修習課程時，觀念或是專有名詞多半是

用中文教學及解釋，雖然我很幸運的選到了英文授課的課程，但一開始接觸還

是要從頭開始翻譯成自己熟悉的內容才能融會貫通，這是在這堂課遇到的第一

個難題。此外在西班牙的課程多半都分為理論課與練習課。理論課顧名思義就

是聽講學習，而練習課就是每堂課分組報告，因此以單一門課來說，報告的量

是比在台灣還要來的多，因為幾乎每個禮拜都要上台報告，由於過去我也沒有

英語報告的經驗，這門練習課也讓我有了新的嘗試。另一方面，西班牙的教授

在聽學生報告時也與台灣有所不同。老實說我認為在西班牙的課堂上，同學們

的報告相較之下是比較參差不齊的，但老師多半是給予鼓勵，並且提供學生大

方向的建議，我想這也跟一份報告所能準備的時間有關，老師在品質的要求上

是比台灣低的。最後我也感受到西班牙的學生在報告的靈活度與應變能力是比

台灣好一些，因為學生會傾向天馬行空的創作出自己滿意的報告，在台灣教授

通常會給予比較明確的報告方式與內容，所以組別之間的同質性就比較高了。 



文化體驗： 

我認為交換過程中最寶貴的部分是文化衝擊及民俗體驗，因此我想分享在西

班牙所參與到的節慶與民俗活動。 

1. Las Fallas:中文翻譯為法雅節，又稱為火節，是為了紀念基督教聖人而創造

的節日，也是西班牙三大節之一，每年舉辦於 3 月初至 3 月 19 日，舉辦的

地點在瓦倫西亞省的各個城市與鄉鎮。這是我在西班牙所遇到的第一個慶

典，當地的藝術家或是居民會創作巨大的木製藝術品（falla），通常是人物

為主，並在法雅節的最後一天晚間依序的放火燃燒，象徵帶走不幸與災噩。

其中我認為最有特色的部分是，藝術家們會用這些藝術品來反應當時的民生

或是諷刺時事，讓前來觀賞的民眾能瞭解世界上不同的聲音。最後只有當年

度第一名的藝術品能被放入瓦倫西亞博物館而不被燃燒。在參與這項節日的

同時我深深的感受到西班牙的熱情與享受活在當下的人生態度，因為街道上

充斥著遊行隊伍、玩鞭炮的小孩、行走的樂隊以及觀賞藝術品的民眾。起初

我們猜測燒掉這些藝術品難道藝術家不會感到難過嗎？但據說他們認為燒掉

這些藝術品就像帶走厄運同時也象徵將最好的作品獻給神，藝術品們的任務

隨著慶典的結束而完成，他們為自己的作品被燒掉深感驕傲，這是我認為最

印象深刻的部分。



2. Magdalena:這個節日舉辦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同樣是為了紀念基督教聖人而

產生。由於我所居住的城市在一片平原之上，附近有許多的山，相傳一開始

人們是居住在山上的，因為人口漸多的關係而往山下探索，才發現了這片平

原，因此也有一種說法是為了紀念祖先們探索的行動而創造出的節日，也因

為這個緣故，節日中有個登山活動，人們會在一大早帶著古人所使用的竹竿

當作柺杖，並出發前往有著歷史遺跡的山，山的名字正是 Magdalena，紀念

古人下山探索的行為。此外，在節慶期間，也有一個屬於藝術家們的活動，

他們會推著名為 Gaiatas 的藝術作品（類似大型電子花車，僅有燈光秀）參

與遊行，上面會畫出許多基督教聖人、歷史故事或是與節慶相關的背景，十

分的有趣也具有濃厚的歷史意義，雖然對於寄宿家庭的哥哥們來說，是經歷

過好幾年且一成不變的節慶，但對我來說卻是非常的印象深刻，也因為如

此，我認識更多這片土地曾經發生的歷史以及那些有趣的故事，而我也參與

了登山及遊行的活動，像當地人一樣深度體驗傳統慶典。



總結心得： 

這次交換的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語言的重要性，以往我認為西方國家對

於世界共通語言英語並不陌生，但就像台灣一樣，有些人教育程度高，居住的

城市較為國際化，英語溝通不是問題。但也有很多的人只講著自己的語言，就

像偏鄉地區一樣，平時也用不到英語，也就自然的只能用西班牙溝通。我到了

當地才發現，原來他們也只講著西文，甚至有些人只講當地的方言，因為對他

們來說，當地的語言更易於意思表達與更直接的溝通，如果使用英文或是其他

外文，將會是一種隔閡。此外，像加泰隆尼亞地區的人通常都講加泰隆尼亞語

而非西文，因為這樣本土的語言更能表現自己身為當地人的獨特性。對於行銷

系的我來說，瞭解本土語言這件事更顯得重要，做行銷溝通時，如果能用消費

者的母語與消費者進行溝通，可以與消費者更貼近，將會是行銷上的一大優

勢。 

我認為在出國這段期間，我感受到獨立的重要性，當自己一個人在國外

時，要學會照顧好自己並學著與自己相處，因為脫離舒適圈後，很多事情需要

自己辦理，當沒有身旁的人可以幫忙時，自己得硬著頭皮處理，這段時間讓我

成長很多。此外，我很感謝那些一路上願意在我遇到困難時出手幫助的人們，

因為有這些人的幫助，才能讓我在交換期間順利的生活，每一份幫助對我來說

都非常重要。 

（與西班牙文老師 Anna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