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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以下分享的內容都是根據我自己的生活經驗，如有說錯或不妥之處，還麻煩您告知我，謝謝。 

 

  離開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讀書 ，離開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讀書，會遇到甚麼樣的問題?，我是一個符合

前者敘述情況的學生，依我的經驗我可以告訴你，當你外出讀書時，甚麼事情都可能造成你的困難，例如:該去

哪裡吃晚餐，該去哪裡買東西?，但唯一一個不會是你困擾的問題就是"語言"，在台灣，從北到南，從東到西，

從巷口的老王到隔壁村賣菜的阿好嬸，在不會講台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的情況下，只要來幾句國語，照常可

以跟 99%的人對答如流。 

 

  此現象照就了"愛台灣"的我，雖然出國前自己也不間段的學習著英文，但始終沒有用英文與外國人對談過的

經驗，但我的生活卻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還是繼續用中文溝通、學習知識，照常生活，但出國後卻發現原本

在國內絕對不成問題的問題，卻成了出國後第一個困擾我的問題，在此先與各位分享學習的經驗。 

。 

學習篇 

 校內方面 

  在大學方面，jku 校方提供了 kusss-選課系統(http://www.kusss.jku.at/kusss/index.action)及 moodle 資料

系統(https://moodle.jku.at/jku2012/)，建議開學前可以上 kusss 系統遊覽一番，了解課程資訊及課程內容是

否符合抵免長榮課程的標準及規定，而 moodle 系統的功能有點像教學平台，功能是下載及上傳作業。 

 

  觀察後，我認為國內外最不同之處在於"發言權"的部分，國外的學生比較喜歡表達意見，相較之下，台灣的

學生顯得不踴躍，但這與上課方式的不同有關，我們大學的課程大多是以大班制的方式上課，大多時間我們都

很難在 30.40 人的課中發表意見，一來會緊張，二來會怕答錯，自己覺得台灣人都很注重"面子"，當你答錯時不

僅會沒面子，有時更會被評論為不懂裝懂，因此開口困難，還有每當分組上台報告時，在面對台下全班的同學，

更是難以開口報告。 

  當時上到一堂"Media and Societies in Europe"，打破我對一貫報告分組的模式，我所認知的報告方式，都是以"

一組"為單位報告給全班聽，但此堂課中卻是以"一個人"為單位報告，每一次上課報告的人數為四人，老師會將

全班分成四個組別，分次聽取每個人的報告，不僅可以避免"搭順風車"的問題，在報告期間，講者也可以依照

同學給的意見，去調整下一次的演講內容。 

， 

  還有分組的部分，我們都喜歡與熟悉的朋友同一組，因為了解彼此的個性及做事方式，但久而久之，反而造

成了與同班其他同學關係的疏遠及沒有新的創意產生，在 "Special Topics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課程中的

分組方式既不是老師指派 也不是自己選擇，有時會依照姓氏、血型、出生日期等有趣的想法去進行分組，進一

步碰出新創意。 

 

 

 

 

 

 

 

 

 

 

http://www.kusss.jku.at/kusss/index.action
https://moodle.jku.at/jku2012/


交通篇 

  你知道搭乘火車睡過頭的下場嗎?，在台灣睡過頭的下場頂多是坐過站，此情況不會對你我造成太大的恐慌， 

但如果有天，當你睡醒時 ，你能想像當你完全聽不懂旁人在說甚麼的時候，那會是怎樣的情況? 

(圖一) (圖二)  

(圖三) 

 

  歐洲的地理情況(圖一)不同於台灣(圖二)及美國(圖三)，想要體驗不同文化及語言的生活，必須坐飛機才能抵

達，在這邊往往只要一車或一卷在手，就可以到達 20 幾個國家，這情況造就了歐洲多元文化的情況，每一個國

家都存在著自己獨特的語言及文化。 

(表一)  (表二) 

 

 但就台灣而言，就像之前所提及的，雖然我們也有原住民、客家人等等不同的民族在台，但因為漢化程度高，

早以不需要以其他共通的語言溝通，此現象造成了台灣語言政策單薄的問題，後果有可能造成表二的現象，到

了最後，有些文化可能會就此消失。 

 

還有一個特別之處，就因為歐洲坐火車容易橫跨二個國家的現象，當你從不同的窗口購買票時，所得到的

價格不一樣，例如從德國出發到奧地利，在德國的 DB 鐵路系統與奧地利的 OBB 系統，特價票促銷的時

間也不同。 

 

 

 

 

 

 

 



 

 

生活篇 

 保險與就醫篇 

  保險服務分為二類，一種是在台灣投保生根保險，另一種是投保當地的"OÖ GKK"公司保險，投保 OÖ GKK

每個月需繳 50 歐元(每年價格都有更變，收費標準依照網站公告)。 

  就醫方面，Linz 的醫院及診所系統不同於台灣，在台灣街上隨處可見小兒科和皮膚科等等的診所，Linz

的診所部分大多設立於住宅區內，沒有在地人告知，其實很難知道在哪裡，官方得知的辦法有 1.國際事務

室 2.學校的保健室(需注意:開放時間不是每天)，看病方式與台灣類似，不同的是保險範圍只包含看診方面，

去藥局買藥的錢不包含在內。 

   

 住宿篇 

Linz 

JKU 周邊宿舍資料: http://www.jku.at/content/e213/e175/e6850/  

  宿舍硬體設備與台灣大同小異，不同在於第一，廚房的配置，舉例:RAAB 的廚房分為在三人房內(不推

薦住，因為廚房沒有抽油煙機)或是樓層內使用，ESH 宿舍廚房內有電視及冰箱有冷凍區。 

和硬體設備折舊費用，ex:RAAB 宿舍會從房間的保險金中收取此項費用。 

 

外出旅行時 

 

  出國前以為全世界的住宿系統都是相同的，以"一間房"為住宿最小的單位，像是日租套房及商務旅館，但 

出國後發現有以"床位"為單位的住宿方式，剛開始與陌生人睡覺真的很不習慣，一來與女生同住感覺不自在，

二來怕個人財物不見及失竊，但後來深深的喜愛上這種住宿方式，是省錢和認識朋友的好辦法。 

 

 信用卡服務及金融系統 

 一開始在學校內可申辦及提供信用卡服務的銀行分別有 Sparkasse、Austria bank、斧頭銀行這三家，建議

申辦此三家的服務，原因如下，第一，因為銀行會設定每個禮拜你可提領的金額數目(EX: Sparkasse 為 300

歐)，在提領金額超額的情況下，還有另一家銀行帳號可讓你提領錢出來，第二，出門在外旅行如果不幸

皮包被偷走，還有備用的卡可以使用。 

 

 因為我本身使用 Sparkasse 銀行的服務(跨國匯款、信用卡服務)居多，對於其他二家不太了解，在此僅分

享此銀行的服務，國際匯款部分，手續費有二種收費標準，第一會依照匯款金額的多寡去收取，第二是在

台灣當地銀行匯款時告知需全額到達，以彰化銀行為例，需收取 25 歐的手續費，哪一種收費標準划算還

是得依匯款次數及金額而定。 

http://www.ooegkk.at/portal27/portal/ooegkkportal/start/startWindow?action=2&p_menuid=143&p_tabid=1
http://www.ooegkk.at/portal27/portal/ooegkkportal/start/startWindow?action=2&p_menuid=143&p_tabid=1
http://www.ooegkk.at/portal27/portal/ooegkkportal/start/startWindow?action=2&p_menuid=143&p_tabid=1
http://www.jku.at/content/e213/e175/e6850/


  

信用卡服務部分 

  網路訂購出外交通、住宿，繳費方式需用信用卡線上刷卡，不管是用台灣哪家銀行服務的卡都會被收

取國際手續費， 但當你的銀行戶頭中有達到 1000 歐的金額， 就可以到申辦 Sparkasse 銀行收取信用卡

服務。 

網路銀行部分 

    不論你在台灣何處領錢，領完錢後都可以知道餘額，但在歐洲只會告知你提領金額，此系統有二個好

處.第一.當你到其他國家旅行可確認銀行帳戶，第二.當你卡片失竊時，可以上網申請鎖卡服務，處理的速度比

打電話的方式還要快。 

     密碼更改部分 

         申辦奧地利的銀行服務需特別注意，銀行的卡片密碼不能自己設定密碼，而是系統本身決定決定你的

密碼，需特別注意銀行密碼紙的保管。 

     提款收取匯差的部分 

 基本上，在台灣島上是沒有匯差的問題，因為大家所使用的幣值都是台幣，而當你出國旅遊需要用到錢時，鄰

國不一定跟奧地利所擁有的銀行系統一致，固領錢時須特別注意各家銀行的兌換匯率是多少. 

 

感想與建議 

  對我而言，語言是甚麼? ，如果以演唱會來舉例，語言就像是進去演唱會的門票，但不過是張坐位在最外圍

區域的門票，出國前總認為讀語言是翻譯系的工作，但經過這一年，大大的改變了自己的想法，更正了自己的

想法，語言是與世界接軌的橋梁，這個專業會決定你是否可以從門口進入演唱會的搖滾區。 

 

  海島是一個海島，島的四周圍都被海圍繞著，好處是此地理位置培育了我們擁有獨特的文化，但在某些角度

看來，台灣海峽是護城河，作用就如同井底之蛙故事中的井，讓你以為世界就這麼大，殊不知那只不過是冰山

一角，出國前從沒想到在上課期間會扮演著一個此生中想沒想過的角色"啞巴"，腦子想著想法，但嘴巴卻說不

出來，當然真的感到受挫許多，但現在想想沒有受挫，哪來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