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東華大學交換學生心得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Exchange Student Report 
 

姓名 Name 李芷安 學號 School No 410885027 

原系所 Home Department 幼兒教育學系 

前往國家 Nationality 波蘭 

前往學校 Host University 亞當密坎凱維奇大學（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交換系所 Host Department 教育系 

交換交流期間 

 Exchange Period 
自 From _2022__年 year /__10___月 month  

至 To  _2023__年 year /__2___月 month 

電子信箱(供未來有興趣的

同學與你們聯繫，非必要) 

Contact Email (Optional) 

outofyourheadd@gmail.com 

住宿費用(新台幣) 

Accommodation Cost(NTD) 
約 4800/月，28800（涵保證金） 

機票費用(新台幣) 

Airplane Cost(NTD) 
48062（機票）+4562（行李加購） 

生活費用(新台幣) 

Living Cost(NTD) 
10000 元/月 

其他費用(新台幣)請註明 

Other Cost(NTD) 
簽證費用：2548 元 

1500~2000 字 

1500~2000 word 

緣起: 

    從名字來看，大家也已經知道這是去了哪裡，可是到底為什麼要選這裏呢?是亞洲不香?

美、加不好?再不濟英、法也好啊，連附近的丹麥被提到的次數都比較多。 

    這是個好問題，首先，我們學了多年的英文，可惜在台灣並沒有合適的環境讓我們練習，

我們考試成績或許不低，但是真的在使用這個語言的時候，不得不說，我們都是菜雞；其次，

距離相近的國家，彼此學習對方的教育制度和想法，就會跟自己的國家相差不大，所以去遠一

些的地方會是不錯的選擇。 

 

行前準備: 

    申請簽證需要去 OO國 XX地方辦事處的網站填寫資料(OO是你要去的國家，XX是你所在的

城市，如果是台灣，通常就會在台北)它會要求你預約面試時間，如果有任何問題請先利用 Email

寫信詢問，畢竟到了現場，人家也會要求你回去寄信提問，更有很大的概率可能碰到心情”不太

好”的櫃台人員。面試當天記得帶上所有的資料，不用按照預約的時間，面試當天先到先來，也



不需要太擔心，面試很簡單，就是問你是誰?要去哪?去幹嘛?簡單地用英文回答就好。 

    有趣的是，雖然我們經常把歐洲和美洲說在一起，稱為歐美國家，但是歐洲人不一定會說英

文，因此 Google翻譯器是你的好朋友，不要忘了它。 

    在歐洲使用紙幣的機率並不高，但並不代表沒有，所以還是在身上備幾張歐元吧。 

 

學習生活: 

    提到握自己本科的部分，不知道是由於這所學校沒有幼教系，還是我寫的任務企畫書等太

貼近教育系，我在這所學校被分配到的系所是教育系。有趣的是，其時被分配到的系所與我們

選課之間幾乎可以說是毫無關聯，學校會寄信告訴你今年開放了哪些課程是給交換學生的，就

算最後選的課程一堂自己系上的課都沒有也無所謂；但是比較特別的是幾乎每堂課都會寫一些

限制，像是英文程度要到達 B2、要有小學相關知識之類的，所以在選課之前要詳細閱讀。 

    評估篩選過後，我最終選了四堂課，比較教育-波蘭教育與其他地方的比較、皮拉提斯、波

瀾音樂傳統、古希臘文。 

    關於在任務企畫書中提到的比較教育以及實習等等的相關觀察，在比較教育的課程中，除

了波瀾，我也聽到很多不同國家的教育方式，也是在這個時候才知道不同國家之間的升學分級

其實是不一樣的，學習的內容也有不同的差異。 

1. 在歐洲大部分的國家中學習的時間都很短，詢問當地學生的反應，他們說政   

府會更願意給孩子時間，讓他們去發展自己的興趣，給予他們更多的選擇；我覺得這點恰

恰是亞洲國家所缺少的，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們可以全然的抄襲，我覺得可以試著放一些權

力給孩子做選擇，因為項是我這一代，常常會面臨著家長決定了大半的人生，卻在高中、

大學時突然要求我們要想想自己要什麼，很多人會因此而迷茫；但是由於孩子是喜歡玩耍

的，因此全權放給孩子做選擇也不好。 

2. 歐洲國家普遍都有宗教教育，這對他們來說是很正常的事情，雖然各國家之間介入的時間

不一樣，但在求學生涯中一定會出現，也跟我們一樣有宗教學校，很多法律上無法限制的

點也會由宗教教育傳達給學生；但是各國宗教選擇權在政府手中，大家學的都是一樣的，

沒有選擇權，不過有些學校會設置一些地方幫助不同宗教的同學，如方便穆斯林禱告的小

場所等。 

3. 由於地界相鄰與歷史因素的關係，歐洲多數國家都要求學生除了英文之外，還要再多修至

少一樣外語，通常是德文、法語、西班牙文，甚至是不學英文，但除了母語之外，還要具

備兩種不同的語言，分別在不同的年齡階段介入，甚至會直接使用該語言授課，如數學

等，在波蘭更是有 4、5歲就可以用英文簡單的溝通，而其他語言則多是在國、高中時選

擇。 

4. 在波瀾有不同的教育選擇，有些可以透過甄選進入特殊選才的學校，但這有一部份的風

險，因為這等於是早早確定了自己的未來職業，向是我去參訪的足球學校，進去學校時就

有簽約，國家會給予很多很多的補助，享有很好的待遇，但同時也表示不能跳槽或輕易違

約，不過在練習足球的同時，學校也不落下教育，這些學員在練習之餘還是要撥出時間來

聽課，只是體諒他們練習的辛苦，沒有作業；這樣一來，就算未來某一天基於各種原因，

學員想要回歸普通教育體系的時候會走得比較順利；雖然當地人吐槽”或許就是兩者兼顧的

心態導致波蘭的足球不怎麼厲害。”但第二條路的準備，這樣的心態可以當作參考。 

    有些人可能會好奇我為什麼選擇古希臘文，說好的波瀾文去哪裡了?也是到了這裏我才知



道，歐洲國家語言其實都奠基在拉丁文和古希臘文上，因為英文以及中文是非~常~難體現歐洲

語言想表達的東西的，雖然歐洲自己也有共同語言，但是根本沒有人在用，因此我決定先領解

古希臘文。 

波蘭生活: 

    在任務企畫書中我提到想體驗不同節日，但各節日之間其實大同小異，當有不同的時日出

現時，各地的老城區就會出現一堆攤販，內容會有些微不同的差異，有時還會有遊行，如大型

木偶、牛群、羊群，十分有趣，在一開始碰到的聖馬丁節，會有很多人賣一種非常傳統可頌，

這在以前是只有在這個節日才買的到，聖誕節會有很多薑餅小物，情人節則有很多氣球，還有

節日時市場必備的熱紅酒，各地區的紅酒味道都不同，我最推的還是芬蘭的草莓熱紅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