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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申請海外研修/申請該研修學校動機) 

申請出國交換的念頭始於剛上大學的時候。大學教育和高中差異甚大，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大學教

育秉持開放式的學習，並且要求學生能從中學習自動自發的獨立思辨能力，而大學與國外學校合

作機會又甚多，因此便奠定了我想吸收學習不同文化教育的念頭。然而直到在修微積分時碰到阮

金祥阮老師之後更篤定了自己的想法。老師不僅分享他曾經在國外求學的經驗，更鼓勵我們必須

拓展國際視野，有機會就要去國外走走學習他人的優點反省自己的缺點，因而三不五時就叮嚀我

們要去申請交換學生。但由於系上必修直至大四上學期才結束，因此決定運用大四下學期最後一

年出國交換。 
二、 海外研修課程學習經驗(請就您研習期間所選修課程內容與經驗進行敘述。若有特別需要注

意之修課事項，亦請於此處呈現) 
當初在確定交換學校之際就已聽聞這間學校課業非常嚴謹，不出所料，在正式上課的時候就發現

的確和東吳大學的教學方式差異甚大。首先以課程方面來介紹，舉 International marketing國

際行銷這門課程為例，課程分為教授全體授課的 lecture和分時段不同小組討論的 tutorial。

lecture主要是由此門課主要的主教授或其他教授對所有選擇這門課程的同學在同一時間點進行

課程整體大綱以及內容的介紹和講述，因此往往在同一間教室就會聚集一兩百名同學共同聽講，

然而 tutorial就是將所有修這門課的同學依照人數(group20~30人)分配到不同時段，並且在更

細分為小組(subgroup4~8人)，分別由不同的教授帶領課堂以及報告的討論。通常 lecture為一

週一次而 tutorial就依照科目的不同有所差異，但基本上來說大多也是一週一次。 

 

接下來是課堂參與方面，通常在 lecture的時候與教授互動較少，但偶爾教授還是會問一些問題

請在場同學舉手表示贊同或是不贊同之類的，當然如果在當下有所疑問的時候也可以舉手發言表

達自己的意見，然而在 tutorial方面基本上就是必須全程參與討論，通常教授會點名要求你對

於正在討論的課題進行一些想法或是意見的敘述，或是教授會丟一些問題讓小組討論過後由各個

小組舉派人員輪流發言，因此 tutorial對於了解課程內容非常有幫助。 

 

再來就是其他同學的表現方面，雖然出國交換碰到的大多也是非當地國家的交換學生，但能從中

發現外國學生對於表達自己的想法踴躍許多，不像在東吳上課時幾乎沒有同學會想主動舉手發

言，而在交換的其間也有碰過學生和老師當場辯論以及交換想法的情況發生。 

 
最後則是有關考試與報告的方面，這裡報告的頻率與東吳大學差不多大多都為學期一兩次的報

告，而其中根據課程的不同也會參雜一些作業或是課程之前的文章閱讀等等。而在撰寫報告方面

我發現西方國家更為嚴謹，嚴格要求有目錄、撰寫動機、頁碼，以及最重要的就是要標明出處，

如果在內容中有引用其他人書籍或是講談內容時務必要標記，因為在最後繳交報告的同時學校會

使用電子系統檢查是否抄襲。通常繳交時都會繳交一份紙本檔案給教授，然後再經由學校系統上

傳一份電子檔，而上台報告部分倒是沒有想像中嚴格不能看稿，有時候教授也會在你講的途中直

接與你互動。而考試方面依照不同課程有分為只有期末、期中期末都有、沒有考試這三種，答題

方式也有分為選擇題、簡答題、以及申論題，最值得注意的是申論題方面，此種題型雖然與東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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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課程依樣採取開放式自由作答，但內容更為活躍，通常題目並不會直接提及課本內容的論

點而是教授自行創造一個題目來要求學生作答，舉例來說行銷考試時他在開頭就給你一篇小小的

公司介紹，當初作答時是一間德國的有機牛奶公司，接下來所有的題目都是依照這個主題要求你

運用課本內容或理論來替這間公司提出解決方案等等，也因為如此在考試之前並不會知道所將面

臨的主題是什麼，只能將課本中理論熟記，因此我認為在準備的時候最好可以多記一點例子不僅

能提高準備的效率，也能在作答時將之融入題目之中。 

三、 海外研修課外生活經歷(可自由抒發於修課外之食衣住行等面向的生活體驗) 
首先由食開始，如果三餐要自行烹煮的話其實各種超市遍布(當地和中國超市都有)，採買方面很

方便，如果想要外食，餐廳方面依照喜好大多為西餐廳也有些如泰國、印度、日式料理、中餐廳

等等。衣方面，由於葛洛寧恩是一座大學生，雖然有購物的中心但不要期待有高級或是多樣的品

牌能供選擇，但台灣人聽過的牌子如 H&M、ZARA等等都具備，如果真的想逛街的話建議到

Amsterdam或是 Den Haag等其他較為商業的都市去。住的方面，大多都是住 SSH 所提供的宿舍，

宿舍基本上設備都有(檯燈桌椅櫥櫃)，但用具就必須自行添購(鍋碗瓢盆生活用品)，或是向承租

公司購買餐具和床組，鄰近也有 IKEA可以自行購買。行的方面，由於主要的活動範圍並不大因

此搭公車就十分方便，但幾乎所有人都會自行購買腳踏車，這也是最方便和最快速的交通選擇。

如果要搭乘火車往其他城市時就可以使用 NS鐵路網，效率高且準時車廂更備有 wifi。娛樂方面

離市中心最近的就是一間電影院，但裡面撥放的電影通常沒有字幕可以觀看，此外就是市中心各

式各樣的酒吧跟 club，前者比較適合三五好友聚集喝酒聊天，後者雖然不像台灣夜店般但裡面

也是人擠人一樣撥放震耳欲聾的音樂，相較之下比 bar熱鬧許多。 

四、 海外研修對個人的具體效益與感想 
半年一百八十天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確實一轉眼就過了。在經過此次交換之後，深刻體

會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句話的意義，往往我們只能從書籍上看到各國的不同點但卻鮮少有

機會親身體驗，在與自身不同文化語言背景的國家生活確實能夠有所成長，也能了解到原來世界

並非只有自己所想的那個模樣。在課業方面感覺到與以往在台灣學習完全不同的衝擊，在待人處

事方面學習到如何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處，此外由於在國外凡是都要由自己來，因而培養自己

獨立並且為自己所做的決定負責的態度。另一方面，如果能力有餘，非常建議運用空閒時間去歐

洲各國走走，無論將之認為是學習或休閒的一部分，無疑的是，在一路上所經歷的種種無論快樂

或悲傷，都將成為滋養我們繼續成長的養分，每一段旅程的結束都是另一段旅程的開始，與其在

原地躊躇不前，何不勇於踏出第一步創造屬於自己人生的回憶？ 

 

五、 建議前置作業注意事項(簽證申請、申請住宿等) 

領取荷蘭簽證請務必注意盡早，最好在辦公時段一開放就去避免排隊人潮，資料要帶齊全不然他

會要求你隔天再來一次，就我個人經驗領取簽證的承辦人員不太友善。申請住宿方面基本上學校

會提供合作公司的資料，我這次申請的住宿就是學校提供的 SSH公司裡面其中一間宿舍

Moesstraat 16，但由於宿舍有許多選項而地理位置、房型也大不相同，建議是一但備妥資料具

備申請資格時就及早預訂，才能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房型和位置的宿舍，其他如果有不懂得方面也

可以直接寫信給公司客服、學校或是舍監，他們都會很詳細的回答。另一方面就是提早寄包裹的

事項，這點可能依照所選的不同宿舍有所不同，最好的方式就是在確定預定到哪一間宿舍時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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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詢問是否能提早入住或是提早寄包裹等問題。 

六、 各項支出花費情形(此資訊僅供未來申請交換之學弟妹做為參考) 
支出項目 支出金額(單位：新台幣) 備註 

生活費 半年約 200000 台幣 
如果三餐自己煮的話其實花費不多一個月 300
歐即可 

住宿費 每月 300~480 歐元不等 

■學校宿舍(外包的合作公司)   
□校外租屋，租屋單位________________ 
是否推薦學弟妹向原租屋單位申請住宿?  
■是  □否，原因手續簡易、方便安全 

 
▲國王節 Kings day 

 



 

 

▲羊角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