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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駒過隙，一下子又過了四分之一年。今年的春天來得特別的
晚，原本就潮濕多雨的政大，又多增添了幾分陰鬱。在這多雨的
天氣之下，不妨看看來看看本月的歐語電子報吧！
    本月人物專訪的主題是雙輔，我們分別在三個語組中邀請了三
位學長姐，分別是歐德三雙廣電輔韓文的范語庭學姊、歐法五輔
日文系的學姊以及歐西三雙國貿的王曉柔學姊。希望藉由他們對
於申請過程以及修課安排的經驗，讓有興趣雙主修或輔系的大家
有更深入的參考資訊，並且對未來有規劃有更明確的想法。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月歐語電子報的內容！

小編的話



歐
德
三范
語
庭

王
君
慧  

採
訪
編
輯

很快的，又到了一年一度要申請

雙主修或輔系的時候了，大家

都有想要申請的科系嗎？歐德三范語

庭在去年申請了廣電系的雙主修也申

請了韓文系的輔系。大一下第一次申

請廣電系時，因為全校競爭太激烈而

沒有申請到資格，但她在大二下時還

是決定再申請一次，究竟廣電系對她

有什麼神秘的吸引力呢？真正進到廣

電系之後跟她憧憬的畫面比起來是更

夢幻了還是幻滅了呢？希望讀者們如

果對申請廣電系有興趣的話，看完這

期電子報能對於這個科系更加認識。

想請問為什麼會選擇廣電系作為雙

主修？又為什麼會選擇韓文系作為

輔系呢？

想進入廣電系的這夢想是在日常生

活中漸漸產生的。平時無論是傷心、

無聊或是空閒的時候，我只要看綜

藝節目就會覺得很幸福也很輕鬆，

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成為一個

優秀的製作人，製作出那些讓人看

了會跟著幸福的節目。從高中開始

我就想要進入廣電系，為此我還參

加了政大廣電系舉辦的廣電營。但

因為在填志願時，家裡考量到未來



可能會進到電視台或是演藝圈工作，

環境會變得複雜，所以一開始並不

支持我讀廣電系。進入歐語系之後，

也還是懷抱著要進入廣電系的夢想，

所以才會下定決心一定要申請到廣

電系的雙主修，好在申請到之後家

人的態度也從反對轉為支持。

會選擇韓文作為輔系，動機就比較

單純，純粹就是因為我喜歡韓文。

顯然，語言跟傳播是非常不一樣的

兩個專業，是如何在課業中平衡呢？

的確，這兩種專業是天差地別的，

而需要費心思的地方也不太一樣。

在讀語言的時候，因為我們沒有特

別良好的語言環境，所以就是把所

有上課教的、課本上寫的都吞進去

然後背起來。但傳播不一樣，比起

坐在書桌前苦讀，它更多的是實作，

一個作品幸運的話兩三個小時能完

成，但有時候在外面晃了兩天都找

不到靈感或是好看的畫面，而且傳

院的課會有比較多的小組活動，並

不是完成自已的部分作業就告一個

段落，所以在整體上傳院會花更多

的時間跟心力。

有時候當然會遇到廣電系有作品要

交，歐語這邊又有考試或是作業等

等要完成的狀況，我平衡這兩門學

科的方式就是利用瑣碎的時間將德

文和韓文念完，在那種不可能可以

拍到好作品的時候複習德文韓文，

周末再將大部分時間留給廣電以爭

取更多能拍攝好作品的時光。

在廣電課的課堂上，與在德文課或

是韓文課最不一樣的是甚麼？ ( 氛

圍、授課方式等等…)

語言課比較多的是老師單方面的輸

出，當然會有讓同學練習口說的時

候，但那基本上也都是課本裡的內

容，也就是說在這兩個小時裡面，

你能接觸到的幾乎都是課本上寫的。

在傳院上課時，老師都會很鼓勵學

生們分享自己的意見，像是基礎攝

影這堂課，每個禮拜都需要交一份

作業，你可以去評論其他同學的作

品，但同時你也會被評論，會接受

到很多外在的看法，透過這些評價，

可以讓學生們去思考如何改善自己

的拍攝手法或是精進自己的能力，

也有其他課是要小組討論然後上台

做一個小發表，過程中除了能夠講

出自己的看法之外，也能聽到其他



人的看法，在這樣一來一往的交流當

中擴展自己的眼界還有思考方式。不

同的學科有不同授課方式，沒有哪一

種比較好，只是適不適合的問題而已。

因為藝術是沒有對或錯的，頂多就是

你所認為的美是不是與多數人相同，

如果相同的話會得到比較多認可，但

就算不相同，也不能認為你就是完全

錯的；語言是有對與錯的，文法、單

字、句型結構等等都有固定的公式，

這也導致在上語言課程的時候能感受

到班上同學其實是比較害怕開口的。

未來會想要將自己所學的專業結合

嗎？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呢？

我未來想要到德國工作，也想要到電

視台當製作人，但這兩者結合在一起

是有難度的。如果是在台灣的話會想

要做一些行銷類或是節目企劃這樣的

工作。

認為在廣電系中除了專業知識之外，

獲得最多的是甚麼？

「團隊合作」。一個劇組當中，會有

導演、編劇、攝影、燈光等等這些不

可或缺的角色，假如一個組只有 5 個

人，其中還有人當雷隊友，那剩下的

人就會很辛苦，為了不讓本來就很艱

難的作業變得更加艱難，每個人都要

付出百分之百的用心還有「責任感」，

一個好的作品不會只因為一個人做得

好就會誕生，這與團隊合作還有組員

自己的責任感都是密不可分的。

許多人在第一次沒申請到雙輔就會放

棄，想請問為什麼妳還是選擇繼續爭

取雙輔的機會呢？面對課修不完的焦

慮是如何應對的？

傳院的課跟許多學院不太一樣的是，

很多課只能傳院本院生、雙主修或是

輔系學生才有資格修，所以很難像其

他科系還可以先修會計、經濟學然後

進入開科系之後再跟著繼續修其他課

程。不過幸運的是，傳院大二沒有必

修，可以把握這一年好好地把想要修

的課或是該修的課補齊。也剛好德文

課都沒有跟傳院撞到，順利的話我應

該是可以準時畢業。

第一年沒有申請到的時候真的很挫

折，但我真的很渴望可以進到廣電系，

所以我決定再試一次。可能因為這樣

我在大三大四時，仍要專注在課業上，

無法像其他人一樣在課少的時候去實

習或是累積經驗等等，但我認為，如

果真的很喜歡一個東西，多花點時間

把它學會，其實也並不是沒有收穫。



會建議想要進入廣電系的學弟妹們，

要做甚麼事前準備？或是心態上要怎

麼調整？

在很多課堂上，你會需要接受很多跟

你意見不一樣的人提出的觀點，甚至

會批評你的作品，可以去在意別人的

看法，但不必全盤否定自己所想的或

是能力，要記住很重要的一點，在這

些課堂上遇到的人，他們只是地球上

人口 1/70 億不到的人，即使他們不喜

歡你的作品，也不代表所有人都不喜

歡。授課基影的教授，他非常嚴格，

也有自己明確的喜好，所以他經常會

不留情面的批評學生，但我真的從他

那邊得到很多的收穫，其實只要慢慢

地放寬心，不要把自己逼急，放慢腳

步去找到自己的風格，覺得需要動力

時，也不要害怕去找親朋好友給予你

鼓勵。藝術從來就不是一蹴可及，耐

心等待好的時機、捕捉最珍貴的那一

刻，是傳院學生都需要學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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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的電子報邀請學長姐和大家

分享雙輔的經驗以及過程，而

西文組本次邀請到的是雙主修國貿系

的歐西三王曉柔學姊。透過了解學姊

在大一大二為雙主修做的準備以及她

的修課經驗，相信可以為在思考是否

要雙主修的學弟妹們提供相當多的可

以參考的資訊。

為什麼會想選擇雙輔國貿系呢 ?

當初學測進來時就有想過要雙主修一

個商院的學系，我一直以來目標都只

是雙到一個商院的科系，是到大一修

了一些相關課程後，才決定要申請國

貿系的。

會想要申請雙主修的原因是因為考

慮到未來職業發展，我可能不會想

要從事全部跟語言相關的工作，像

是翻譯這類型的工作；又剛好我對

商業類型的工作不排斥，再加上政

大商院的資源是出了名的豐富，所

以才想要雙一個商院的科系來加強

我自身在未來的就業市場的競爭力。

我到大一下綜合考慮了商院不同科

系的課程、與本身科系的關聯性、

申請難易度、以及未來職業想要發

展的方向，申請了雙企管輔國貿，



我一開始努力的方向其實是申請雙

主修企管系的，也花了很多時間在

準備，但很遺憾的是我沒有申請上，

反而是國貿輔系沒怎麼準備的上了。

所以在已經修了許多國貿系基礎課

程的情況下，在大二下時才又繼續

申請了雙主修國貿系。

在申請前做了什麼準備呢？

主 要 就 是 大 量 爬 文， 像 是 Dcard, 

PTT, 國貿系官網、教務處網站 ...... 等

等，上面都會有一些歷年雙主修心

得、申請上的成績大概落於多少、

歷年錄取名額、申請資格、面試題

目以及文書資料，像是成績單、排

名證明、申請動機⋯等等，要看不

同科系的需求。比如國貿系跟企管

系都是要寫申請動機的，大概一頁

左右；那有些商院科系是需要面試

的，像國貿系也是需要面試的，但

我很幸運剛好遇到疫情沒有面試，

所以那年國貿系當初全部採用書審。

另外，成績我覺得至少要控制在

20 ～ 25% 之內會比較有機會，沒

有像 Dcard 上面講的這麼誇張，像

我當初大二申請國貿時候成績也沒

有到真的很好，我覺得可能還是要

透過申請動機和面試，清楚的表達

好為什麼要申請。

雙主修、輔系與修學程對於歐語系

的同學們有必要性嗎？

我這邊以雙主修商學院為例，我不

會說這些雙主修輔系是完全必要的，

這主要是要看你未來職業想要走的

方向，如果你想要走的是翻譯的路

線，那雙主修或輔系商院其實對你

來說可能完全不是必須的；但如果

你以後想要走的是銀行、外商、快

消品產業、會計所、行銷方面這些

跟語言不是絕對有關聯性的工作時，

那麼我覺得雙主修或輔系對你來說

會是一個很好的加分點。雙主修或

輔系最直觀的就是你的畢業證書會

比較漂亮，這可能代表著你比其他

人更有能力，雇主可能會偏向僱用

特定學系背景的學生（例如銀行可

能會要求是商業科系相關畢業），

雙主修跟輔系其實他可以給你的是

更多的資源，像是實習機會、研究

所申請、修課可能會比別人好選一

點點、出國交換的資源也更多，除

了歐語系上自己的交換名額，你也

可以用商院的名額出去交換，也就

是會有更多選擇。



修國貿系課程後的感想

還沒考進政大前就有稍微研究國貿

系的課程，就知道國貿系是學的方

面很廣，但如果想要精通的話，可

能會需要到研究所決定你要走的特

定方向或者是輔其他商院的科系，

讓自己更專業一點；其實國貿課很

多的課程都是比較偏向理論類的，

所以學到最後可能會有點茫然，會

有點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學什麼。國

貿系有很多關於經濟的課程，像個

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但跟實際

上職場的連結會比較少，如果是想

學 case study 類的話，可能企管系

會比較適合。但對於我來說國貿系

比較像是一個頭銜或者是加分點，

如果對其他課程有興趣，像是創業、

行銷或是供應鏈管理，都是可以根

據個人喜好去修一些商學院其他系

開設的選修課。

為了完成雙主修，有什麼修課規劃？

因為當初還沒想好要申請哪一個學

系，所以在查資料後發現，商院大

一共同必修大多相同，像是初會、

經濟學、微積分，這三堂幾乎是所

有商院科系都有有的大一必修，所

以在大一決定先把初會和經濟學修

完，不修微積分的原因是因為怕會拉

低學期平均分，畢竟是因為數學不夠

好所以才沒上商院。大二申請上了輔

系國貿系才後才去修微甲。在大一先

修完這些課程的好處是如果未來大三

大四雙主修的專業課沒有跟本系課程

衝堂的話，基本上是可以準時畢業的。

我自己是沒有很挑老師在上，只要我

那個時段有空我都竟量都把課程先修

了，因為不想要延畢哈哈。

請問如何在課外活動與兩種不同的課

業之間取得平行？

因為我們系上的考試相較下來比較容

易，平時也有小考來檢視你的學習成

效，所以期中期末前兩到三週我幾乎

都是在唸商願的課程，而語言的學習

比較看重的是長期的積累，可以在平

時多念系上的課程，所以平時分配時

間比大概是語言 7 商業 3，到期中期

末可以多花時間在準備商願的考試，

分配比是語言 3 商業 7。其實雙主修

勢必會要犧牲掉很多玩樂的時間，因

為你要唸的科目是別人的快兩倍，就

看個人取捨，想要高分通過或是剛好

低空飛過都是取決於個人的心態。



面對課業壓力通常如何紓解的呢？

我的學習壓力都是一陣一陣的，平

時沒有考試跟報告的時候其實沒有

到真的很有壓力，我通常是靠倒數

學期結束的天數來度過痛苦的期末

週，另外撐過比較痛苦的大一大二

就好了，大三課業壓力會減輕不少。

是否有交換的規劃呢？雙主修是否

有影響此項決定？

如果要申請交換的話，我可能會選

擇的是商院的名額去交換，因為比

較想要去歐美國家，當初想要申請

國貿或企管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商院有自己的簽約學校，是跟校際

交換名額分開的，所以選擇性來講

會比其他系所來得多很多，像是我

們如果有申請到商院的雙主修或輔

系的話，除了歐語系上簽約的學校，

你還可以去多考慮歐美或是中國的

學校。

給學弟妹的建議

可以多嘗試申請雙主修或者是輔系，

不要怕麻煩，畢竟雙主修跟輔系都

不用再另外繳學分費，很划算，也

可以去申請一些有興趣的學程，履

歷會比較好看；也要多聽多看，多

運用學校給我們的資源，可以去多

聽一些講座，聽學長姐的分享，可

能可以從中找到一些未來想要發展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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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大學後，是否要雙輔他系想

必 是 每 個 莘 莘 學 子 的 一 大 苦

惱，而對於就讀歐語系的我們獲得其

他專業能力的重要性似乎又更為顯

著。本期邀請了歐法 106 級的李品萱

學姊為大家帶來她的經驗，透過參考

學姊的經歷，希望大家對自己的未來

規劃都有更加清晰的畫面。

在輔修和雙主修之間，選擇輔修的原

因是？

申請雙主修所需的成績要求和申請要

求都比較高，名額也少，有些還需要

進行面試，輔系的名額因為比較多，

就比較容易申請上，所以成績不算好

的我就選擇輔系。此外，雙主修需要

修習的學分比較多，課業壓力會變很

重，課表會很緊湊，我因為還修習了

華語文教學學程，所以沒有想要雙主

修。

在政大多樣的科系中，輔修日文系的

原因是？

從高中時期就對日文相當有興趣，

因此在選擇輔系上也選了日文。沒

有想過要輔修其他科系，完全是以



興趣為導向在選擇的，但是歐語系

和 日 文 系 都 是 外 語 科 系， 聽 聞 老

師 們 跟 長 輩 們 的 意 見， 輔 修 選 擇

跟 外 語 不 同 領 域 的 科 系 不 論 是 對

工 作 或 是 研 究 所 都 是 比 較 有 幫 助

的，推薦同學以本科外語作為優勢

並 跨 領 域 找 到 自 己 的 第 二 專 長。 

歐語系和日文系同為外語學系，兩系

課程內容、教學方式最不同之處是？

歐語系課程主要分為聽力會話、文

法、閱讀等等，都是個別開一門課，

日文系則是文法和閱讀放在同一門

課，聽力會話另一門課。教學方式的

話日文輔系的課程會按照單詞、文

法、課文的順序教學，每三週進行一

次筆試測驗，考單詞填空、文法選擇

題 ( 單選和多選 ) 和造句，聽力會話

則以角色扮演或情境對話為主。歐語

系的話比較不會出現選擇題這類考試

題目，考試通常都是聽力測驗、口說

測驗和寫作文，還有手寫文法考卷，

教學語言的話歐語系幾乎以全法文教

學，日文輔系則是以華語教日語。

請問學姊認為在輔修日文系後得到最

大收穫是？

最大的收穫就是學了一些日文，還有

了解到日本文化。雖然日語程度還沒

有很好，但看動漫或日劇會聽到熟悉

的語句或是單詞，遇到不懂的字或句

子也知道要怎麼查，相比之前對這語

言粗淺的認識，輔修日文系後可以對

日本文化還有語言更加理解。

請問學姊選擇輔修後，遇到的困擾、

困難是？（如課程安排、課業負擔）

並且如何處理呢？

困擾的是有時候輔系的課程會和法文

必修衝堂，這時候只能放棄這門課改

選另一個同樣課程名稱但不同老師的

課，有時候換老師很難適應新的教學

方法和考試方式，但為了輔系必修學

分還是不得不修，非常痛苦。最困難

的大概是同時學兩個新語言吧。除了

要花很多時間背單字文法外，還要多

聽各式聽力練習，雖然法文和日文不

太會混淆，但是上完法文後接著上日

文課還是讓我相當疲憊，作業考試負

擔也不輕，解決方式就是周末在家裡

讀書少出去玩，單字和文法還有對於

語句的理解真的不是一蹴可及的事，

都要花時間精力慢慢累積。基本上確

定要輔系或雙主修的話都要有娛樂時

間被稍稍壓縮的覺悟，但是學到新知

識的成就感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獲得輔修經驗後，請問學姊認為輔修

或雙主修是必要的嗎？

我認為一切取決於個人的課程和生涯

規劃，輔系和雙主修意味著課會變

多，每個學期至少要修習 20 學分，

再加上如果想出國交換的話課程規

劃更是要早早安排，仔細制定修課計

畫。但學習另一專長可以拓展職涯路

線，也可以增加自己的興趣和視野。

請問學姊認為準備雙輔時，需要重點

注意的事項、建議是？

申請學程跟雙輔通常是第二學期開始

申請，會需要第一學期的成績作為申

請依據，所以第一學期的成績要盡量

拿高分，才會有機會申請成功。有些

科系需要填寫申請動機，建議可以先

修該系的必修，或是上該系相關的選

修、通識課程，申請動機會比較好寫，

如果要面試的話也比較有話可說。日

文輔系我印象中不需要填寫申請動

機，只要登記申請就行。要注意的地

方是開放申請的時間，還有科系的申

請要求，學校的網站都有寫。

 

 

給學弟妹的話

在大學期間選擇另外一個專業可以拓

展自己的興趣和專業領域，不論是對

未來或是充實自己的學識都很有幫

助，還可以認識其他學系的朋友，拓

展自己的交友圈。如果上了輔系的課

之後發現自己不喜歡，也有放棄輔系

的機會，只要注意開放時間去申請放

棄就可以了，不是像轉系或轉學一樣

麻煩。希望大家都能夠順利申請上自

己理想的雙主修或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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