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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歐語電子報

小編的話
    秋 意 漸 濃 ， 1 0 月 已 不 知 不 覺 來 到 尾 聲
～ 距 離 開 學 已 經 過 了 一 個 多 月 ， 不 論 是 初
入 歐 語 系 的 新 生 們 ， 還 是 系 上 的 同 學 們 ，
相 信 大 家 的 學 業 狀 況 隨 著 跟 暑 假 分 手 道 別
的 時 長 都 已 漸 入 佳 境 。
    雙 輔 是 不 少 學 生 學 涯 規 劃 的 重 要 環
節 ， 尤 其 在 這 個 斜 槓 且 快 速 變 動 的 時 代 ，
培 養 除 了 外 語 專 長 外 的 第 二 甚 至 第 三 專 業
變 得 至 關 重 要 ， 如 何 找 到 感 興 趣 的 學 系 並
成 功 申 請 上 呢 ？ 本 期 電 子 報 特 別 邀 請 經 驗
豐 富 的 學 長 姐 們 ， 進 行 毫 不 藏 私 的 全 面 分
享 有 關 不 同 學 系 的 雙 輔 經 歷 ， 相 信 大 家 都
能 從 他 們 的 分 享 中 汲 取 靈 感 和 感 悟 ， 對 自
身 學 涯 規 劃 有 更 清 晰 的 認 知 。
    希 望 看 完 本 期 電 子 報 的 各 位 不 僅 能 更
有 目 標 方 向 的 投 入 學 業 ， 更 能 在 生 活 中 以
愉 悅 自 在 步 調 走 出 自 己 的 花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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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編輯
歐德三 楊定昇

歐 德 二  

汪 吟 樺

      學期已經過了一半，想必

大家都先後的開始與期中考的

廝殺，最近天氣變化大，颱風

頻繁，小編提醒大家都要注意

身體健康及人身安全！本月德

文組的人物專訪我們邀請到了

大一申請到金融系雙主修的歐

德二汪吟樺， 她在德文科目表

現非常優異的同時，也踏出了

她在金融領域的一大步，「魚

與熊掌，不可兼得」在她身上

根本不適用！學妹將在此篇訪

談中分享她寶貴的經驗和建

議，與我們討論維持系上成績

對於雙主修的重要性，並分享

在學業以外她所遇到的困難以

及克服這些困難的心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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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可以先簡單介紹⼀下你的雙主修科系嗎？
       我雙主修的科系是金融系。原本我是歐語系的學生，後來在大一時決
定申請雙主修，並最終選擇了金融系。這樣的選擇讓我能夠同時探索語言
學習與金融市場的知識領域，對我而言是一個非常豐富且有挑戰的學習過
程。

Q�: 為什麼會想要申請⾦融系呢？你是在什麼時候決
定雙主修的？
       其實我從高中時期，選擇科系的時候，就有一些初步的想法。當時在
決定選組的時候，我選擇了文組，因為我對商業、管理等領域有興趣，想
要朝這個方向發展。後來，我在考分科測驗時，決定如果沒有考上政大的
商學院，我會選擇歐語系，因為我本身對語言學習有興趣，特別是德文。
       然而，在進入政大之後，我有機會與學長姐交流，他們建議我可以嘗
試雙主修這個選項，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發。當時，我已經對金融有些興
趣，因為在高中時期我開始接觸基金交易，對於證券市場的運作和投資有
一些初步的了解。於是我進一步決定雙主修金融系，這樣不僅可以延續我
對金融市場的興趣，還可以利用政大商院的資源深入學習更多專業知識。

Q�: 那你是在⼤學之前就接觸到⾦融領域了嗎？
       是的，我在大學之前就開始了解一些基金和證券交易。最早是因為家
裡的一些長輩在進行投資，我也因此耳濡目染，開始對投資感興趣。我花
了不少時間在網上查資料，學習各種投資策略和市場動向。 
       但我發現，光靠自己查資料或是聽別人的建議還是有點不足，特別是
想要深入理解的時候，會感覺到知識的局限性。因為金融市場和產品的運
作非常複雜，有許多專業知識是自學無法完全掌握的。我當時就想，如果
能夠進入像金融系這樣的專業學習，透過系統化的教育來提升自己，這會
讓我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更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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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在⼤⼀上學期，你做了哪些準備來申請雙主修
呢？例如修課安排、課外活動等？
       在大一時，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希望能在學術上為雙主修做好準
備。當時我修了一些商院的必修課程，包括經濟學、會計學和微積分。這
些課程對我來說都非常基礎且重要，因為它們構成了金融知識的基礎。  
       不過，當我選課時，只上到了微積分，經濟和會計沒能選上，這對我
來說有點遺憾。不過，我並沒有因此放棄，反而更加專注於微積分的學
習，這也為之後的筆試奠定了基礎。  
        在課外活動方面，我當時也參加了許多與金融相關的活動。比如說，
我會 聽許多與金融相關的Podcast，這讓我能夠隨時保持對金融市場動態
的了解。此外，我自己也有在進行一些基金交易，這不僅是理論學習，也
是實踐經驗的累積。這些活動和經驗讓我在申請雙主修時有更多的實際經
歷可以支撐我的申請。

Q�: 申請⾦融系雙主修有什麼限制嗎？例如需要先修
哪些課程或達到⼀定的分數要求？
       金融系的雙主修申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篩選成績，這是一個
很關鍵的環節。系上會先看申請者的學術表現，特別是必修課程的成績。
當時我修的微積分就成為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考量指標。  
       第二階段則是筆試，這是我們這一屆才新增的考核方式。筆試的內容
是微積分甲，這對很多申請者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因為它的範圍非常
廣泛。當時看到考試範圍只寫「微積分甲」，我有點措手不及，因為並沒
有明確的範圍和題型說明。我記得微積分甲和一般的微積分還是有一定差
異的，特別是在計算量和範圍上，所以我也花了很多時間去準備。

Q�: 你有推薦的微積分參考書嗎？
    當 時 我 主 要 使 用 的 是 微 積 分 (Larson/Calculus: An Applied
Approach 10e)這本書。這是一本很經典的微積分教材，很多教授也會
用這本書來教學。我覺得它對於微積分的三角函數部分講解得特別詳細，
這部分對筆試來說也很重要，所以我著重學習了這個部分。此外，我還會
去找一些考古題練習，讓自己更加熟悉考試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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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除了篩選成績和筆試，還有其他的申請標準嗎？
       主要就是篩選成績和筆試這兩個部分，沒有其他的特殊限制。不過，
筆試的難度還是蠻大的，特別是對於那些沒有數學背景的學生來說，微積
分的考試可能會成為一道門檻。

Q�: 你覺得有先修過微積分對申請雙主修有幫助嗎？
       非常有幫助。我覺得微積分不僅是金融系申請的必要條件之一，也是
日後學習金融課程的重要基礎。特別是在準備筆試時，如果對微積分不熟
悉，應該會感到非常吃力。即便已經有了一些基礎，像我這樣修過微積分
的學生，面對筆試也還是需要花大量時間來練習和準備。

Q�: 在時間安排上，你認為修雙主修會影響到你原來
的歐語系課程嗎？
    老實說，這是我一開始比較擔心的問題，因為金融系和歐語系的課程安
排有時會衝突。不過，實際情況比我想像中的好。金融系的必修課程開課
時間相對比較彈性，選課範圍也相對較廣，所以課程衝突的情況並不嚴
重。此外，學校也放寬了一些必修課程的要求，比如說有些商院的課可以
用其他學院的課程替代，這讓我們在選課上有了更多的選擇，減少了時間
上的壓力。

Q��: 最後，你有什麼建議想給想申請⾦融系雙主修
的學弟妹嗎？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儘早開始準備。特別是在課程方面，像微積分這種
基礎課程一定要提前修，這樣可以避免在之後的學期裡有太多的課程壓
力。此外，我也建議大家多參與一些課外活動，特別是與金融相關的活
動，這不僅有助於增加自己的實際經驗，對未來的學習和職場發展也很有
幫助。  
      另外，時間管理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修雙主修的過程中，課業和課
外活動之間的平衡是必須要掌握的。系上的活動固然重要，但自己讀書的
時間也要規劃好，這樣才能在學術上有所成長，同時也能享受大學生活的
多樣性。



採訪編輯
歐法二 郭珈穎

歐法三

林彥均

      還在為時間安排和日後的

課程規劃煩惱嗎？這個月邀請

到了橫跨多項領域的時間管理

大師 (嗚呼 )，他是位主修歐

法，雙主心理，輔廣告和日

文，外加師培的風趣學長，估

計大家從文字就能感受到學長

的幽默。想學習課程安排和時

間規劃的大家記得看下去！小

叮嚀：本文以雙主修科目的討

論為重；另文中的(括號)是前

情提要或小補充的部分，大機

率是可以跳過的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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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法⽂的動機
       因為家人從事旅遊相關行業，所以我從小就較常接觸外國的文化、文
學，對我而言外語是一種可以瞭解外國文化的方式。我會學法文是因為我
對法國的文學作品和音樂劇感興趣，此外我在高中時發現法語是除了英語
之外最多國家使用的官方語言，也是聯合國、北約等國際組織的行政語言
之一，而我在看完這些資料後就覺得「喔！法語好厲害喔！」，所以從高
中就開始學習法語。

為何選擇就讀政⼤歐語系
       大家應該都知道政大有非常豐富的外語資源(嗯對工商一下)，且政大
和其他學校的語言類科系相比來說我們的相關必修是相對較少的，因為要
鼓勵歐語系的學生培養第二專長；另外我們的交換機會相對多很多，我年
輕時就想說我都讀外語了，之後一定要去交換一下，所以就選擇就讀政大
外語系。

申請雙主修的動機與科系
       如同前面提及，我們歐語系其實是比較鼓勵大家去培養自己的第二項
專長(嗯對再次工商)，而我也認為無論從哪方面來看，基本上都不能只有
外語能力，一定要去學其他的，如果單只有外語這個能力，一定要非常非
常非常專精才行，而我則是覺得我沒有辦法。
      我從高中時就有在做心理學相關的研究，(然後因為有人說過學心理學
的人往往都是先在為自己找答案,我覺得學心理就是你會想要去探索自我，
然後你先探索完自我之後，你會發現你也想去探索身邊的其他人。)而我
就是純粹把心理當作是我一個非常濃厚的興趣去申請。

遇到課程衝堂時如何安排時間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無解的命題，除非在大一時就已經想好要雙輔的科
系並開始修習課程，不然基本上每個科系的必修時間蠻固定的都會撞到，
而其他時段又會是通識和體育之類的。所以我認為在申請雙輔的時就要去
參考往年那些必修或是你要修的課開在什麽時間，會不會跟你本系的課一
直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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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發現會跟本科系的課程衝堂，但你還是真的有興趣的話則要思考哪
個課程比較重要，你比較想要專注在雙輔的科系還是本系的科系；以及課
程是否有擋修，如心理系的普通心理學擋修後面一堆課，你就要去思考若
我現在不修，所有後面所有的課都沒有辦法修，且一延後就是一年，可能
會讓你之後的規劃有困難。

申請雙輔時需要特別注意的地⽅
優點：能學習到更多科系的知識和提升競爭力
缺點：
1. 考驗時間管理和學習能力
    多數雙輔者每學期都是25學分以上，個人時間一定會被壓縮。
2. 成績也較難兼顧
    本系的課程在升大二、大三之後難度會提高，再加上雙輔的課程，你的
    成績也許會被下拉。
3. 容易延畢
      先想清楚你是否真的想要去雙輔，修讀的課程要以興趣還是以職涯規
劃為導向，選擇好預計修習的科系後我認為要先排至少一到兩年的課表，
確認時間的安排和課程強度都可以接受後再去申請。
       注意雙輔時程和查詢預計申請科系通過的%數和是條件是什麼以及是
否需要繳交學分費，如日文輔系從今年開始擴大輔系就要加收學分費；師
培也是要收學分費的(一個學分的學分費是一千多元，要修習三十幾學分
才能畢業,所以就要再多付三萬多)

雙輔帶來的最⼤收獲
       我漸漸可以接受自己其實不需要做得這麽完美，像我剛升進大學時就
想說我要把我的學習搞得很好、分數要衝得很高，但升大二後課變多了我
就沒辦法每堂課都兼顧到，若全部都要做到完美的話會很累。這時我就學
習到如何取舍，適當的放掉一點、不要讓自己那麽累，從一個非常要求自
己的人，變成可以接納自己有不完美或出錯的地方，我覺得心態上的轉變
是收獲比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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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學弟妹的話
      不需要跟風大一三件套(雙輔轉)、不要盲目的申請，你要思考是你是
否真的想要讓這個科系加入到你的生活並開始系統性的學習一堂課，你對
該科系的興趣是否足以支撐你繼續學習下去？ 雙主修和輔系最大的差異就
是雙主修需要把該科系的必修都修完才能畢業，雙主修較適合目標明確的
人，若你只是想去探索那我認為輔系就夠了，因為輔系要求的必修數真的
很少，若你只想輕輕的帶過這個科系的話，你去修雙主修就好像有點too
much。時間管理很重要，因為雙主修一定會帶來非常非常多的課業壓
力，所以要制定學習計畫、掌握好學習節奏，確保自己有足夠的心力和時
間去支援額外的學習是很重要的。
       最後說點好話，我覺得有那個心去學習、探索自己的興趣很棒，要相
信相信自己有能力能夠面對挑戰，不可能一帆風順一定會遇到挫折，但若
挺過去的話肯定能夠學習到很多，這些都是成長的機會。《牧羊少年奇幻
之旅》這本書中提及「當你真心渴望某樣東西時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
助你完成」，就是大家應該都有聽過的吸引力法則。我覺得你只要有盡力
去學、盡力準備、盡力做好每一件事的話，所有困難一定都會迎刃而解
(耶 終於講出一些雞湯了)。

推薦的法文歌：« L'Amour, Les Baguettes, Paris » Stella Jang
喜歡的法文句子：Dans la vie on ne fait pas ce que l'on veut mais
on est responsable de ce que l'on est. - Jean Paul Sartre



歐語系 心理系

旁聽 X O

擋修 X O(需先修普通心理學、教育與心理統計學)

選修方向
專注語言學習

(如:作文、多媒體、戲劇)
選擇多元且廣泛

(如:變態心理學、睡眠異常專題、組織發展)

學習方向 語言實踐與文化理解 心理學理論與實證研究

學習方式
互動式教學

(報告、跟讀、學員對話) 師長單向言語授課、實驗

注重技能 語言靈活運用能力 研究方法、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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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系和⼼理系課程的差異



採訪編輯
歐西三 李旻珊

歐西三

郭庭睿

      相信雙主修或輔系是許多

政大學生學涯計畫中炙手可熱

的重要選擇，尤其之於歐語系

學生，雙輔能拓展在語言主修

外多元發展的可能性，而外交

系更是許多人趨之若鶩的熱門

選項！雙輔究竟有哪些好處

呢？成功申請的關鍵又是如

何？本次邀請到雙主修外交的

西文組三年級郭庭睿學長來為

大家現身說法（不是現場演

唱），並同時呈上滿滿不藏私

外交雙主修秘辛！

�

1 1



1 2

政大歐語電子報

為什麼會想要雙主修外交系∕有哪些好處呢？
       因為我在高中時已經對外交系很憧憬，且對國際事務的處理還有台灣
的外交困境相關研究也很有興趣，所以就讀歐語系之後，就覺得可以去雙
主修外交系，這樣如果結合西語的能力，再搭配外交系的課程，在考外交
特考西文組時更能展現自身優勢並放大跟別人的差異。
       好處部分我覺得是可修習的課成更加多元，因為有些課會限定外交系
學生修習，除此之外也能有更多課外參訪經驗，比如到美國或台積電的參
訪行程，資源方面會更加豐富。

⼤約是什麼時候開始進⾏雙主修申請的準備呢？
       我從大一上選課時就開始準備，首先是去修外交系的必修課程，舉政
治學為例：當初我有爬文哪些老師授課的政治學是真材實料給分又甜的，
會特地挑選給分甜的課程，是因為如果想要申請雙主修，通常會參照大一
上的成績，所以這時候的成績一定要顧好，基於這個考量我當初選擇修政
治學、中國大陸概論還有生活中的數學邏輯與運算思維，而蔡中民政治學
就是只要每週作業有完成，然後課程心得還有國際時事做好，加上考前認
真地把老師的PPT都讀完，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績（學長TMI時間：像當
初老師說學習成績有好幾個100分，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孔雀開屏驕
傲）；另外中國大陸概論雖然只是社會通識，但不論是在中國大陸的外交
政策，或是對理解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上還是有所助益，所以我認
為這堂課也是有益於外交學系雙主修申請的，再來可能有些人也想要去修
國際關係，但是礙於上學期的課程都會跟西文的必修衝堂，所以我是選擇
在大一下才去修，由此可知其實沒有在大一上修到國際關係對於申請不會
有負面的影響。

在申請準備的過程中有遇過哪些困境或做出取捨嗎？
       最大的困境應該是申請文件方面，因為動機字數的限制好像只能 600
個字，但是因為我想呈現的內容太多，所以會很難做取捨，包括是要從高
中的社團經驗、最早萌芽的動機開始提及，或是在整個大一上參加過跟外
交系有關的所有活動也要納入，過於豐富的資歷和篇幅限制的衝突讓我一
度掙扎取捨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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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課業與休閒會如何做平衡呢？
       眾所皆知在大一上的時候，課業成績非常重要，所以我當時兩者平衡
大致上是，課業安排平日一到五晚上讀完，然後六日就是放飛自我，不論
是跑步健身或是去逛街，總之進行跟課業無關的休閒活動讓自己放鬆，而
且我覺得對大一來說，顧好自己的健康很重要，就是培養良好的身體素
質，才能在平日上課讀書或是假日放鬆玩樂時都做到盡善盡美。像我之前
也會去游泳，然後游完可以吃美食、小酌一下好好犒賞自己讀書的辛勞，
所以其實真的不用一整個禮拜每一天都很認真的讀課業而不放鬆，即使是
為了要雙主修也不需要把自己逼得這麼緊，因為這樣只會適得其反。

在⼤⼀的時候除了修課還有參加什麼跟外交相關活動
呢？
       當時除修課之外，還會去讀不管是偏理論類型的國際關係講解，還是
涉獵比較偏實務介紹書籍，像是曾讀過一本外交領事人員自傳，內容有關
他在外派期間於外交方面的實際經驗，幫助我對真實外交部運作形式、潛
在衝突及心酸血淚有具體認知，閱讀相關課外書也可以更確定自己對於走
上外交這條路的決心。
       另外我還是會多去參加貼在學校活動報名官網的講座，我記得當時有
報名「兩岸政治企業」、「台灣對外發展援助的概況」還有「全球局勢下
台美關係」諸如此類的講座，因為通常此類講座都會邀請像是外交部北美
司的司長這類官位頗大的講者，是難得能聽大人物現身說法的機會。除了
聽演講之外 也有報名外交部參訪，就是可以實際進到外交部，了解外交部
內部陳設概況，記得當時參訪是由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的連玉蘋司長，
負責接待並跟我們分享她自身生涯經歷，還有提及經貿合作議題，總體而
言，藉由聆聽演講或者參訪外交部都能對於外交有更深入的認知，而不是
只是一昧的跟風盲從，聽到別人想要雙主修或輔系外交就盲目投身，要真
正的實地了解該學系在做什麼，真的有決心才去申請，這樣做才對未來有
實際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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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審資料是如何著⼿準備的呢？
       在整份雙主修申請文件當中有包含申請動機、歷年成績單、外語檢定
成績及其他優異表現，我覺得其實最重要的是申請動機，這題我分成了五
個段落來寫，第一部分我先寫：「自何時開始想要去讀外交系」，當時是
寫我從高二就對外交系非常嚮往，並列舉出原因；第二部分是寫我高中的
經驗，包括參加過的社團以及參與報名甄選的日本交流旅行，因為這也是
一種國民外交，（學長Highlight：有閱覽一些外交系老師演講，他們有
提到其實有寫「到國外去交流」這件事情是好的，但前提是這個交流經驗
必須是經過報名而且要憑實力去得到資格才行，換言之，有錢就可以去國
外的這一種就不用提，因為「無需經過甄試篩選的國外交流經驗對申請動
機不會有加分效益」）；在第三部分，我寫在大一的課程中修了哪些外交
系的課，以及外交部參訪也是放在這部分，其中包括參訪時提問完司長關
於國際談判經驗後的想法。
       第四部分，我是寫在系上參與的活動，包括像是文化盃、歐語之夜還
有宿營等等的活動，寫活動相關經驗可以展現出自己學習擴大舒適圈和不
畏挑戰的精神，然後在這部分也有寫到自己參加過的跟政治有關的演講；
最後第五段我著重的是把西文跟外交能力做結合，我有提到「當自己具有
西文的能力時，會對外交生涯更加如虎添翼，尤其是在援助外交還有國際
合作方面，能夠以對方的母語深耕敦睦外交」（小編瞠目結舌...）。其實
在做申請動機的時候，大家可以稍微閱覽一下外交部當前的對外政策方
針，因為像我剛剛所說的敦睦邦交，就是從外交部官網讀到的，這一步可
以更顯現出你對外交學系的熱切關注。
       接下來除了動機以外的其他部分，這邊我不建議只單純放上成績單跟
修課紀錄，意思是說建議根據成績單和修課紀錄多做一點相關闡述，舉例
來講：我修習政治學、中國大陸概論這些跟外交有關的課程，除了特別強
調具體分數外，還有寫下政治學能讓我了解其基礎概念還有理論歸納，而
中國大陸概論可以讓我更了解中國大陸，畢竟先理解中國大陸後方能面對
中國，等等諸如此類的心得總結。即使在文件裡成績單跟修課紀錄只會有
大一上的，但我有在旁邊補充加註說明大一下學期有修國際關係這門課，
這樣子也可以讓教授們清楚了解，我下學期仍有進修外交系相關課程，動
機更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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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的內容都不包含在動機裡面，所以也不會受字數限制影響，這
部分我則是放上外語檢定成績跟其他優異表現。跟成績單修課紀錄一樣，
我覺得除了放證明獎狀之外也要多加敘述。第一個是多益證書，雖然我的
分數其實沒有非常高，但還是放上去，因此大家不用擔心說自己英文能力
沒有那麼好就決定不放，反而我覺得有放就有機會；第二個是之前參加過
的全國文學比賽，大家應該會覺得文學比賽其實跟外交沒有太直接的關
聯，但我覺得這部分闡述的重點是：你要如何把經歷去跟外交系做連結？
當時我敘述透過這個文學比賽，可以學習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寫作手法，
進而訓練如何有溫度的對談，而這邊提及的「有溫度的對談」，其實我是
從先前提到的外交官自傳去理解的，所以我覺得多看外交官自傳、外交系
官網，可以有更多的靈感；第三是我的英國皇家鋼琴檢定證明，這邊其實
看似跟外交系連結更弱，因此我強調的論點是音樂為世界的共通語言，其
實外交系老師也曾提到，外交系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學科，舉國際會議、談
判為例：在跟國外談判的時候，我們並不會一開始就單刀直入，而是會先
聊天熟絡，所以如果有音樂或運動專長作為文化交流媒介，那麼這就成為
雙方溝通的加分依據，可以成功塑造比較友好的氣氛再進行活動；再來第
四個是高中的社團幹部當選證書和班級幹部經驗；第五我放的是日語學習
交流證書，剛剛在動機部分有提到甄選並代表學校去日本進行交流的經
歷，在那期間有學習日語然後拿到學習證書，此處我幫這份證書下的註解
是：「藉由日本交流的旅行，在外交實務上可以體驗國民外交，學習適應
他國也可以幫助理解彼此的文化。」；第六我還有寫到高中時參加全國管
樂的大合奏（約1000個人在台北體育館裡面合奏），看起來也似乎跟外
交無實際關聯，但我連結的論點是：「不畏懼舞台勇於表現，可以用音樂
交朋友」，因為我認為在外交實務上交朋友其實也是重要概念；最後第七
是放校內辯論比賽的得名獎狀，雖然規模只是校內的，感覺不夠盛大沒有
足夠優勢，所以如果大家也有類似經歷，並糾結是否放入資料中，可著重
自行評估要不要，當時我的論據是寫：「這項辯論經驗能夠精進自身表達
說服、構思談吐和資料整理的能力，學習掌握對文字的銳度」。
       整份備審文件大概是這樣，總共做了八頁，如果大家有想要參考的話
可以私訊我ig或fb。（小編：饗食天堂等級有料～有興趣瞭解者可禮貌性
請郭學長上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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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交換的計畫呢? 雙主修是否有影響此項決定?
       其實大一時就想要去西班牙交換，雙主修跟交換一直都在心願清單
裡，後來成功雙主修到外交系之後，我有去看國際事務學院的院級交換，
然後我發現其實他們也可以用西班牙文組身份申請交換去修外交相關的課
程，所以對我來講無疑多了一個選擇跟希望，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既要雙主
修又要準備交換，會需要修很多課最後大延畢，但我覺得實話來說不會多
很多，以修課數目來説，因為正常如果沒有雙主修，還是有選修學分～但
是如果雙主修外交系，那麼外交系的必修就可以來補歐語本系的選修學
分，所以我覺得不會因為去雙主修，學分就多了一大堆修不完，這點大家
可以不用太擔憂。

雙主修之後的⼼境跟感想？
       （TMI時間：我是在從山上的宿舍要去圖書館的公車上得知雙主修結
果的，看到之後真的是在公車上痛哭流涕，因為外交系從始至終都是我的
第一志願），取得雙主修外交系身份大二上時，我開始躊躇滿志想要很認
真修每一堂課，不要放棄也不要錯過外交系的每一堂課，但最大的困難點
是，課程很容易跟西文組必修衝堂，所以非常難排課，因此讓我有點煩
躁，不過截至目前還是艱難的修完很多外交系的課；另外，相對於和西文
組同學相處，在外交系修課時我沒有太大的歸屬感，因為課程安排我會去
修外交系不同年級的課嘛～不只課程分佈比較散，且各年級我認識的人其
實都不太多，所以當他們在聊天的時候，自己只能坐在位子玩手機，這也
導致了最大的困難，就是分組時，會因為很難打進他們本系的小圈子，所
以常常不知道要怎麼在課堂上去找人一組，或者即使有些老師已經幫大家
都分好組了，也會因為根本不認識其他的人，就無從找他們會合，尤其通
常老師不會在課堂上讓大家去找彼此的組員，所以我最後通常只能寄
email 跟組員自介並詢問加入群組的途徑，我覺得社交相處這方面雙主修
心境上比較需要去做心理建設的部分，像我可能性格偏內向，所以很難主
動去跟外交系的一直大聊天，變成很好的朋友之類的～所以建議大家要有
一個心理準備但也是不用太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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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有意願雙輔學弟妹的具體建議？
       首先如果想要申請雙主修外交的話，可以建議在輔系欄位也填上外
交，因為輔系可以填兩個，所以可以為保險起見同時申請外交系的雙主修
跟輔系，假設真的不幸雙主修沒有上，那至少可以先上輔系，先上部分外
交系的課，隔年再去申請雙主修，過去就有學長這樣操作成功的經驗。
       另外外交學系推薦課程，政治學的話我推薦蔡中民的政治學，雖然是
政治系的課，可是外交系也承認部分學分，（意即這堂課有分上下兩學
期，所以其實總共要會是六學分，但外交系只會承認三學分的課，這是因
為外交系政治學只要三學分，但政治系要六學分），那我會推薦選蔡中民
政治學的原因，除了分數很甜之外，他的授課會給予你在國際時事或者是
基礎政治學的概念很多不同的觀點，他會不停激發你的思考，他的考試也
不會非常艱澀，只要有讀一定可以，因為他認為考試只是驗收大家的學習
成果並不是為了刻意刁難。
       修課方面我建議不要去修輔系專班的課程，原因是我曾修一堂輔系專
班的課程，必須得說在那堂課我真的學不到太多東西，而同一堂課程我後
來去問非輔系專班同學，他們的內容相對來講就精實很多；通識課方面我
會推薦陳純一老師的國際法導論，會讓大家對於國際法有初步的建構跟了
解，我覺得有助於在未來修課上，比如中國外交史乃至於在國際談判中的
國際法相關概念都能更加穩固，考試也更駕輕就熟；至於外交系的必修
——經濟學是六學分，但因為衝堂西文必修，導致我沒辦法上外交本系開
的經濟學，所以後來去修經濟系開的經濟學，老師是陳心蘋，我覺得他上
課的內容非常淺顯易懂，我這種在經濟學這方面沒有太大興趣的人也能清
楚了解每個概念和整個推導的過程，然後他的所有考試都不會太難，也沒
有像商院經濟學有大會考的需要，再來是上課會錄影片，所以不用實體到
教室去上課，可以在家收看影片，（TMI時間趴兔：因為三個小時的課我
會有一點坐不住，畢竟對經濟學沒太大興趣嘛～所以影片都會2倍速的
看，所以差不多一小時就可以上完課了～CP值巨高！）；最後，我修到
現在覺得有一堂課對寫程式語言不太熟悉的人，會覺得有點困難，是一堂
叫質性與量化研究方法導論的必修，它的前三分之一或前二分之一學期，
有的時候會要用R這個程式進行，它是負責接收輸入的程式語言然後進行
質化的分析，等於會要輸入各種代碼、跑各種研究資料，所以我覺得這堂
課R這個程式部分會特別困難，但是在其他學習方面其實就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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