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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電⼦報的採訪主題為:交換。 儘管交換⾨
檻從B1上升到B2，仍不能阻⽌學⻑姐們想出國留
學的⼼，與此同時，我們有許多學⻑姐正在為交
換前最後⼀次檢定努⼒，儘管能參加交換的⼈數
必將因此減少，但學⻑姊們還是在這段艱難的時
期裡，不畏艱⾟，逆⾵⽽前，並願意向⼤家分享
他們寶貴的經驗。本期採訪到了⾄德國柏林⾃由
⼤學⼤學參加歐盟學分學程簽約的夏⽇學校的周
芯瑜學姊、⾄法國巴黎政治學院交換的鮑峰懋學
⻑、⾄布魯塞爾EPFC學院與列⽇⼤學擔任助教的
廖俞函學姊，以及⾄西班⽛⾺德⾥卡洛斯三世⼤
學交換的李家⿑學⻑。希望透過學⻑姐的分享，
能讓讀者對於交換⽣活有多⼀些認識;⽽對於即將
開始申請交換的讀者，期許本⽉的報導能讓你有
所收穫。

小 � 的 話



         交換不僅能夠提供⼀個好的語⾔學習環境，更可以培養
我們在⽣活上⾯的技能還有解決問題的能⼒，離開台灣看了
更多不同的⾵景之後，許多⼈也對於未來的發展有了更清晰
的規劃。但並不是所有同學都有經濟上或時間上的餘裕，為
此本期電⼦報邀請到了今年暑假參加參加柏林⾃由⼤學夏⽇
學校的歐德四周芯瑜學姊來分享這個交換以外的另類選擇
�以及對其的看法與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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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夏⽇學校，部份⼤學也提供冬⽇學校。其課程安排多半為
⾼密度、⾼強度的主題性課程外加強制性語⾔課程，通常為期7-28
天，同時在有締約的情況下，也能申請學分認證（學姊⼀共被認證
了7學分），期間學⽣會住在對⽅⼤學的宿舍，可以短暫體驗當地學
⽣的⽣活。課程之外會有數次的校外教學，也提供同學出城遊歷的
機會。此外，與純粹的語⾔學校不同，學姊所參加的夏⽇學校便是
以歐盟事務為課程核⼼，讓同學能在德國（亦即國外），學習、進
修⾃⼰在國內本系或雙主修專業所學，並跳脫純語⾔學習的框架。

         學姊從⼤三開始修習政⼤國際事務學院開設的歐盟學分學程，⽽
該學程今年簽約的夏⽇學校有荷蘭的⾺斯垂克⼤學和柏林⾃由⼤學，
前者課程時間較短，約5-14天不等。強度較⾼，但學費較為便宜，後
者課程時間較⻑，強度較低，但學費較貴，折合約12萬新台幣（含
保險、宿舍費⽤、校外教學、課程、報名費），上午必須上德⽂課，
下午則上歐盟事務相關，涉及歷史、政治、社會、經濟、⽂化，也有
部份主題專⾨圍繞德國。學姊考慮到今年年底，計畫報考德⽂檢定，
必須增進⼝語與聽⼒兩個弱點，外加對歐盟政經、德國⽂化極富興
趣；同時柏林⾃由⼤學在政治科學與國際關係這塊相當有名，也正好
符合學姊外交系雙主修的學習重⼼，故選擇了後者。

Q：為什麼要選擇柏林⾃由⼤學呢？

德國夏⽇學校介紹

申請攻略

國⽴政治⼤學國際事務學院歐盟學程移地學習計畫申請表(要貼
兩吋⼤頭貼)
該學期在學證明⼀份
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中英⽂都要)
英語檢定證明影本⼀份 (若無英語檢定成績，可以校內英⽂成績
或免修證明替代)

需要繳交的⽂件包括：
1.

2.
3.
4.



         此課程教材⽅⾯選⽤了Hueber的學術德⽂課本，雖然在課堂⽤
德語學習政治⽂化⼗分有趣，但課程本⾝缺乏系統性卻是不可否認
的事實。因此學姐在⼀共上了⼗⼀堂德⽂課，也無法由衷推薦此類
課程。故上述⼼得請各位德⽂組的同學斟酌參考、⾃⾏定奪。

語⾔課�⼼得

申請動機
希望把本科系的德⽂專業與雙主修的外交專業結合
實地體驗交流，借鑒歐盟施政⽅針，未來期待為我國做出貢
獻
培養獨⽴⽣活的⾃主性與敏銳的觀察⼒

相關經驗：
修課經驗：課程反思
旅外經驗：遊學或海外參訪、⾃助旅⾏等等

課程期許與期間規劃
結論：修畢此夏⽇學校的學程，必能滿載⽽歸，甚⾄回饋學校與
社會

以學姐的⾃傳架構為例：
1.

a.
b.

c.
2.

a.
b.

3.
4.

⾃傳101

      Studentendorf Schlachtensee是⼀個⾃成⼀格的社區，裡⾯
有健⾝房、洗⾐間、Biergarten，同時鄰近兩間平價超市和診所與 

宿舍開箱

    5.個⼈⾃傳⼀份(格式不拘，但須敘明曾經修習過的歐盟學程課
程、論壇演講等活動)
    6.其他語⾔檢定(德檢、⽇檢等等你認為有利的都可以附上)
評分標準：修習歐盟學程所開設之課程科⽬30%，在校成績30%，
個⼈⾃傳30%，語⾔能⼒10%
此外，確認通過後需繳交6600台幣左右的保證⾦，同時建議先⾏開
設郵局帳⼾，以便校⽅後期補助⾦匯款。

https://www.hueber.de/akademie-deutsch


         本篇採訪不同於平時，主要節錄⾃周芯瑜學姐的網誌，對於選
錄的內容⼩編也是各種難以抉擇，還請對課程內容和學姐出遊經歷
有興趣的同學請點擊連結，以獲取更多資訊！（⼩編本⾝也是獲益
良多呢！ ⼤推！）

⼩編的⾃⽩

        “希望妳們都能有勇氣踏出舒適圈(但拜託安全第⼀)去冒險。 ⼈
在年輕的時候，尤其在校園內，犯錯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除⾮你作奸
犯科)，別怕失敗或浪費時間， 重要的是不要後悔。 坦⽩說我的⽣
活費在第⼆周就不夠⽤ (Dresden花很多錢也是真的)，看著單薄的
存款曾經有⼀刻… 想認命⼀點當個真正的窮學⽣不觀光了， 每天讀
書吃飯睡覺就好。 但抱持著錢可以再賺、回台灣可以勒緊褲帶⽣
活， 我還是把⼝袋名單上超過2/3的景點⾛遍，⼀點也沒妥協。 也
曾經後悔來柏林幹嘛，幹嘛不去⽇北旅遊都⽐這個好― 物價很⾼、
遇到種族歧視、還被搶劫ㄟ、搭機24⼩時😊但我在看到那些城堡和
意識到德⽂進步後，就沒有後悔。 說真的如果我當初被勸退了，也
許現在才是真的後悔。”

給學弟妹們的建議和⼼得

藥房。⾄於治安⽅⾯，此區主要居⺠都是富⼈或教職⼈員，因此相
對單純，不過考慮到主要公⾞118可能會停駛再加上路上路燈稀少，
晚上10:00後還是建議結伴同⾏。衛浴⽅⾯則為男⼥混⽤，對亞洲學
⽣來說是個不⼩的挑戰。此外，宿舍亦有公共區可以⼀起做飯和吃
飯，很適合喜歡熱鬧的⼈。 通勤⽅⾯距離公⾞站也⾮常近，離上課
校區⼤約50-60分鐘⾞程，需要轉⾞1-2次。

https://shell-factory-cc6.notion.site/87a9be924167493583a865d59ee52d04?v=9a9097f2814e4b9ca77461f224422bcf


         不知不覺，學期已經過半，萬聖節已經到來，期中週
也隨之⽽來，對⼤三、⼤四的學⽣來說，是申請交換的季
節，想必同學們透過國合處提供的交換經驗分享平台，已
經略知⼀⼆，但對於另⼀個選擇�華語助教，仍是霧煞
煞，因此本次邀請了曾經在布魯塞爾EPFC和列⽇⼤學擔
任助教的廖俞涵學姊為同學們解惑，內容豐富度相當地
⾼，請各位多加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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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助教

Ｑ1：請問學姊當初是什麼樣的理由決定申請擔任
華語助教的呢？⼜為什麼選擇⽐利時呢？
         因為系上是有法國助教，所以我原本是想要去法國，但在⼤⼆
時，若缺⽼師說之後也可以去⽐利時，所以當時就覺得好像去⽐利
時也不錯，加上在⼤三下的那⼀年，有⼀段時間疫情很嚴重，開始
了遠距，我那時候有點迷茫，但⽐利時的計畫剛好出來，所以我就
申請了，然後就上了。另外，我其實從蠻⼩的時候就想當華語⽼
師，所以那時候認為這是個機會試試看⾃⼰到底想不想、適不適合
當華語⽼師。

Ｑ2：當交換學⽣跟擔任助教的差異是什麼呢？
         當助教跟交換學⽣是很不⼀樣的，當交換學⽣會保留學籍、會
蓋註冊章，但當助教是全職⼯作，必須休學⼀整年、放棄那⼀整年
的學分跟上課的機會，也就是⼀定要⽐別⼈多唸⼀年，因為⼤學必
須要集滿8個註冊章才能畢業。另外，以⽐利時來說，助教拿的是⼯
作簽證，所以像是羅浮宮學⽣簽免費的⾨票，以我的簽證來說，就
無法以歐盟學⽣的⾝份購買，所以這是⼀個必須要注意的事！

Ｑ3-1：請問學姊認為擔任華語助教的必要能⼒是
什麼呢？
         其實申請的資料⼤綱上，法國要求的語⾔能⼒是B1、⽐利時是
A2，但是！到最後他們選⼈時，法⽂越好的⼈越容易被選擇，因為
法語區有⼀個很現實的問題是很多⼈不喜歡講英⽂，所以會講法⽂
是件很重要的事，可以全法⽂溝通是必要的能⼒，因為這是⼀個⽣
存上的問題，他們沒辦法挑不會講法⽂的學⽣，可以不會教書，但
不能不會講法⽂，因為以法語區的環境來說，不會講法⽂的話，⼤
使館就必須要當保姆了。



Ｑ3-2：當時有為增進法⽂能⼒額外花時間學習嗎？
         其實我覺得還好，因為到⼤三⾄少會有B1的程度，有基本會話
能⼒，但如果你必須要在那邊住下來，有辦法交朋友、處理⼀些⾏
政相關的事務，有B2是最好的，會過得⽐較舒服。

Ｑ4：在擔任助教的期間，⽣活⼤致上是什麼模樣
呢？會因為助教的⼯作佔⽤到很多時間嗎？
          我那時候的⼯作時間是禮拜⼀、⼆、三。 禮拜⼀必須要很早
起，因為我那時後住布魯塞爾，去列⽇要花⼀個⼩時搭⽕⾞，在列
⽇上課到12點，就必須殺回布魯塞爾，因為晚上6點要在宿舍上遠距
離的課，所以要在這短短的時間內，回到家、煮好飯、吃完飯，再
上晚上的課。 禮拜⼆跟禮拜三是晚上的課，所以早上通常都⽤來完
成⽼師給的任務。 禮拜四、五的話，如果有⽐較⼤的課程的話，我
會確認學⽣、課程的進度，基本上就是在家⼯作。禮拜六、⽇可能
會跟朋友出⾨，有⻑⼀點的假期才會跑到更遠⼀點的地⽅，⽐如說
在復活節的時候，我就去⾥昂找我朋友，她放假的時候可能也會來
找我，但總體⽽⾔假期的時間並不多。
         我⾃⼰覺得可能會需要花不少時間準備課程，當時負責的是語
⾔課，有點像我們的法⽂課，舉例來說教授可能會請你下堂課帶同
學們看⽣詞及課⽂，如果真的需要教授的話，再請他幫忙；教授會
給你⼀個範圍，但如果你講完了或是同學想要問其他東西，就要⾃
⾏發揮。但⼯作量跟課程⾃由度還是因⽼師⽽異。授課語⾔上，因
為那邊的學⽣太習慣只⽤法⽂，所以我會迫不得已⽤法⽂教中⽂，
因為如果⽤中⽂教，他們會⽤「我聽不懂」的眼神望著你。

Ｑ5：以個⼈經驗來說，擔任華語助教為學姊帶來
什麼樣的收穫呢？
         第⼀點最⼤的應該是發現我真的蠻適合做華語助教，在教書的
時候，⽐學法⽂的時候還要快樂（笑）。第⼆點就是可以從⽼師的
教學過程中，真正了解到學⽣在學習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
並且知道該怎麼解決、回答問題，讓他們記起來這件事情，我覺得
這點是以實習來講，⽐較可貴的。



Ｑ6：請問在⽐利時⽣活後，請問學姊認為哪些東
西（⽣活⽤品、⾷物等）建議學弟妹們要從台灣
帶去呢？

衛⽣棉 | 如果是⼥⽣的話，衛⽣棉⼀定要帶，歐洲雖然有賣衛⽣
棉，但聽說形狀不⼤對，可能會⽤不習慣。
隱形眼鏡 | 如果有習慣戴隱形眼鏡的話要把⼀整年份的都帶去，
因為有些國家需要處⽅籤才可以買隱形眼鏡。
個⼈藥品 | 可以帶⼀些個⼈藥品像是特定牌⼦的⽌痛藥或是抗⽣
素，因為像抗⽣素必須要看醫⽣之後才能獲得，⽽且醫⽣也不⼀
定會開給你。
⽂具 | 歐洲的原⼦筆很醜、很不好寫，所以可以多帶⼀點，若缺
⽼師建議帶三格紙，如果是學⽣的話會需要，但當助教就沒差。
⾷物 | ⾷物看個⼈的情況，以我⾃⼰來說，我覺得可以帶⼀瓶醬
油，因為我那時候覺得那邊醬油的味道很奇怪。其他東西我覺得
不是⾮常⾮常必要。

⽇常⽣活

Ｑ7：請問哪些⾷物、地⽅是學姊認為⼀定要在
⽐利時（或是歐洲的其他國家）嘗試或造訪呢？
         以⽐利時來說，巧克⼒！巧克⼒⼀定要吃，⽐利時的巧克⼒是
全世界最好吃的。然後我不覺得布魯塞爾是⼀定要去，但如果你住
在⽐利時那麼久，你還沒有去過根特跟布魯⽇的話，真的是不算去
過⽐利時（笑），這兩個城市真的很漂亮，雖然也是很多觀光客會
去的地⽅，但如果可以⻑待，我覺得是蠻有趣的體驗，春夏秋冬都
可以去⼀次，體驗同⼀個地⽅不同時間的景⾊，因為歐洲春夏秋冬
的變化其實很明顯，不同季節景⾊會很不⼀樣，尤其是春天，很漂
亮。



         布魯塞爾離阿姆斯特丹很近，我真的很喜歡阿姆斯特丹，因為
它是⼀個很包容的城市，有⾮常多奇怪的東西（笑），除了⼤⿇，
紅燈區也是⼀個蠻有趣的地⽅，你不會覺得⾃⼰在那邊亂看很奇
怪，但離開之後就會覺得⾃⼰好像有點奇怪，是⼀個蠻奇妙的經
驗。我覺得任何⼈去歐洲都會在阿姆斯特丹待個幾天，它很有⽣命
⼒，感覺什麼事情在這邊都有可能，也不會有⼈⽤異樣的眼光看著
你。

Ｑ8：在歐洲時，請問有有趣或可怕的事件讓學姊
印象深刻嗎？
        ⼼理上最可怕的事件，發⽣在回國之前，在回台灣的⼀星期
前，我去了西班⽛，但從西班⽛回布魯塞爾的⾶機被取消，那時候
很怕⾃⼰回不了布魯塞爾，因為剛好歐洲的旅遊業剛復甦，航空業
開始瘋狂得罷⼯，所以找不到其他機票回布魯塞爾，那個晚上都在
我可能搭不上⾶機的恐懼中度過，直到坐上⾶機，起⾶後才覺得⾃
⼰⾃由了。
         回到布魯塞爾後得了重感冒，但之後還去英國玩了⼀圈
（笑），從英國回來的後⼀天就要坐⾶機回台灣，所以去做了
PCR，果不其然中獎了，這邊可怕的是，因為我知道⾃⼰確診，但
當時台灣邊境管制還沒公佈什麼時候才可以不做PCR上機，所以那
時候我很害怕⾃⼰回不了家，最後先把⾶機延後2個禮拜（7/1＞
7/14），雖然我不知道2個禮拜後有沒有辦法篩出陰性，但只有7⽉
14⽇有機位，所以我別無選擇，當時花了⾮常多錢改機票，但是是
明智的抉擇。

Ｑ9：最後，請問學姊會想要給想要前去交換或是
擔任助教的學弟妹們什麼建議呢？
         以當助教來說，建議在去之前，⼀定要先上華語學程，有⼀定
程度的先備知識，教學⽣時才不會有對⾃⼰教出去的東西是不是對
的不確定感，⾄少不要誤⼈⼦弟，我覺得這是當⽼師的職業道德。



         對所有出國的⼈的建議是，必須做好成為完整⼤⼈的準備，因
為出國時，如果只有你⼀個⼈待在那個城市，沒有很多⼈能夠幫你
的時候，必須學會⾯對很多歐洲⾏政效率低落或⼀些⽣活上的問
題，所以出國可能能夠戒掉⼀些王⼦、公主病（笑）。然後，注意
安全！包含像是出⾨不要滑⼿機或是錢財不露⽩，在疫情之後歐洲
治安都有變得⽐較不好⼀點，所以如果有當地帳⼾的話，⾝上現⾦
越少越好（不超過50歐元），可以單純帶⼀隻⼿機就出⾨，也不要
穿得太像觀光客，在台灣怎麼穿，在那就這樣穿。



         交換是歐語系同學們拓展視野並更精進⾃⼰的寶
貴機會，本次採訪很榮幸特別邀請到⽬前於西班⽛⾺
德⾥卡洛斯三世⼤學交換的歐西五學⻑�李家⿑
Hugo，為我們分享交換的準備與⽬前實際交換的⼼路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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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的話是在⾺德⾥卡洛斯三世⼤學進⾏交換。
         ⼤家申請交換的動機應該都蠻類似的，⼤概就是體驗不同⽣
活、練習語⾔，最主要在「體驗」這兩個字。我⾃⼰很想要體驗全
西⽂的環境，因為我個⼈覺得只有在台灣學語⾔還蠻不夠的，最好
的⽅式就是待在全講那個語⾔的環境，所以訓練語⾔是我的第⼀個
動機，想要把西⽂能⼒也提升到跟英⽂、中⽂⼀樣的⽔平。
         第⼆個動機是我本⾝很喜歡西班⽛的⽂化還有⼈⽂⾵情，加上
⼤學四年修課內容主要都是在談論西班⽛的東西，所以想要親⾃看
看。我很喜歡旅⾏與攝影，所以⼀到西班⽛後看到那些景點，直接
是不由得驚呼FANTÁSTICO！我最WOW到不⾏的就是⾼第的聖家
堂，親眼看過的震撼感絕對不是可以⽤照⽚或是⽤網路看可以⽐
擬。
         第三個動機就⽐較個⼈，我想要看看西班⽛的學習與教育環
境，因為我對教育這個領域很有興趣，想看看西班⽛是怎麼做的，
也想要跳脫⾃⼰⽐較亞洲⾵格的思維⽅式，因此我⼤四之後就告訴
⾃⼰⼀定要到西班⽛，並申請⾄學術⾵氣⿍盛的學校交換。

Q：學⻑⽬前在哪裡進⾏交換呢？當初申請交換
的動機是？

Ｑ：當初想要選擇卡三的原因是？
         客觀的話是卡三位在西班⽛的⾸都⾺德⾥，交通也⾮常發達，
⽣活也很好，整體來說算是最⽅便的，⽽且卡三的名聲也⾮常的
好，在西班⽛算是前幾間榜上有名的⼤學，加上看到也在同個地⽅
交換的學姊的分享，覺得⾮常吸引⼈。
         主觀的理由是西班⽛交換的名額有限，有些學校也有科系資格
限制，各個學校間的專⻑⼜不太⼀樣，所以我綜合考慮後覺得卡三
是我最優先的選擇。

Ｑ：學⻑認為⼤四還是⼤五交換好呢？
         我主要是參考過往學⻑姐的模式，⼤四申請⼤五出去確實⽐較
多⼈，加上我們者⼀屆被疫情延宕了兩年，所以考西⽂檢定的時間



⽐較晚，我原本希望⼤三就考B1，但到⼤四才去考。另外⼀個因素
是我不想要⼤四出去之後，回來還要再讀⼀年的書，⽽且我熟悉的
朋友們可能都各奔東西。⼤五出去的好處是你的西語能⼒應該會⽐
⼤四就出去還要來得好，所以會⽐較好適應全西⽂環境，我雖然⼤
五來西班⽛但還是受到西語環境帶來的滿滿震撼。

Q：能請學⻑簡略說明交換甄試的內容嗎？
         甄試制度應該都沒什麼改變，我這屆主要看在校成績（參考你
各個科⽬的成績）、備審資料、甄試（⼝試與筆試），後兩者是最
關鍵的因素。備審資料會要求你寫出國交換的⾃主規劃書，有點像
是要你寫⾃傳，說明為什麼想要申請交換以及預期過上怎樣的⽣活
等等，這些都要打成中西⽂兩份。
那時候⾯試對我來說是最有趣的環節，西語組的話就是⽤西⽂，由
兩位考官進⾏。

Ｑ：學⻑當初如何準備書審資料與交換甄試呢？
         主要是⾃傳的部分，我在這裡花了最⻑的時間，因為我以前寫
履歷的時候常常把⾃傳寫得太冗⻑，⽽⾃傳其實需要簡明但是⼜要
清楚地介紹你⾃⼰，還蠻有趣的是我覺得寫的過程中有種好好認識
⾃⼰的感覺。
         另外很重要的是解釋你的交換計畫會怎麼安排，像我就有寫除
了精進語⾔之外也想修讀外交的課，以拓展新的視野與⽤不同的⾓
度看待世界。

Ｑ：覺得⽬前的交換⽣活為⾃⼰帶來什麼改變與
意義呢？
         卡三的⽼師們⾮常具有啟發性，像是我原本以為有正確回答⽼
師的問題但卻被⽼師很直接地說錯，並叫我好好地解釋問題，後來
嘗試了幾次之後⽼師才滿意的點頭，就震撼很⼤，但也會慢慢發現
⾃⼰確實是有在「學習」⽽不是⼀味地背誦，所以有⼼想要交換的
話真的⾮常推薦來這裡，會覺得拋下了在台灣的⼀切還有原先的價
值觀，意義⾮常深遠。



Q：有什麼想提供給學弟妹們的建議嗎？
         還是要很語重⼼⻑地說，要好好念西⽂，然後在台灣勁量把握
開⼝練習的機會，因為我覺得學習語⾔的⽬的不是只有很會寫跟背
⽂法，⽽是將其變成⼀種溝通的⼯具。勇於開⼝就是開啟溝通，不
應該太糾結在能背多少單字⽽且也不太會⽤到所有包羅萬象的詞
彙，也不要擔⼼⾃⼰講錯，這樣反⽽會影響溝通的初衷。
         在這裡推薦⼀個思維：如果你是⼀位⺟語⼈⼠，在聽外國⼈說
該語⾔的時候其實不太可能聽不懂，或是因為講錯就不知道什麼意
思，其實多少還是拼湊得出來，⽽這就是溝通最根本的⽬的，你也
可以從中慢慢找到跟其他⼈侃侃⽽的⾃信與勇氣。我剛來到卡三的
時候最主要認識的是說英⽂的外國⼈，⽽⾃⼰上⼤學後因為很⻑⼀
段時間沒有好好使⽤英⽂來溝通，所以覺得退步很多，就慢慢抓回
語感，不過我⾃⼰也不會很怕犯錯，反正外國⼈其實都知道你想講
什麼，⽽這樣就夠了，然後再推薦學弟妹們加強聽⼒，因為溝通除
了輸出之外也包含了輸⼊，兩者會互相影響。
         最後希望學弟妹們在台灣可以先好好調整⼼態，準備迎接交換
期間為⾃⼰帶來的成⻑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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