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換心得 

 

捷克科技大學(Czech Technical University)坐落在布拉格 6區，鄰近布拉格市中心，

生活機能與交通都相當便利。該校以理工相關科系聞名，是捷克共和國內首屈一指的

學校。雖然該校名為科技大學，但並不是只有理工專業學院，我所交換的系所 MIAS就

是該校的商學院。在這裡修課算自由，或無特別門檻限制就算非就讀學院的課也是能

修。 

本次交換我總共修了兩門商學院的兩門課，分別為專案管理(Standards of Project 

Management)以及城市競爭力 (City Competitiveness)，由於衝堂的關係因此沒有修

捷克文，若有機會則是非常推薦，畢竟英語在捷克並不算流通，若會些許捷克文則對

生活會有相當的幫助。 

 

 專案管理(Standards of Project Management) 

這門課主要學習如何從實務與學理上完成一份專案，上課時間不固定，依課

程大綱指定日期上課，時常是兩三個禮拜才上一次課，但會是整天課。 

老師上課方式雖然自由且注重思考，但課程講解不算清楚，不只是課程內容

連帶課程授課方式以及報告繳交方式等都不算太有規劃，雖然課程大綱落落

長很多頁，且有英文及捷克文版，但實際詢問捷克學生解釋他們也常常不懂

內文想表達的意思，雖然感覺得出來授課者有心要讓整門課活潑，但對學生

而言其實上課起來相當沮喪。 

但或許現實生活中的專案就是如此，必須要應付掌權者的不清不楚及突發狀

況，但以上課內容來說這門課的授課內容過於廣泛且讓學生找不到學習目

標，建議對專案管理有特別興趣的同學再選修。 

 

 城市競爭力(City Competitiveness) 

很有趣的一門課，是固定的每周上課且授課者相當在乎出席率。一開始聽到

課名會以為是一門較為商業導向的課，如可能與投資與房地產或科技有關，

但這門課的內容實則相當哲學，帶給學習者面對城市發展的議題時有不同想

法。最有趣的是授課者是布拉格前代理市長 Tomáš Hudeček，他常以自己擔任

市長時的經驗講述議題，且對於學生非常用心，會特地記起每位學生的臉與

名字，且細讀學生的報告，雖然上課內容到後期有些過於深奧難解，但整體

來說有相當好的學習體驗。上課負擔普通，但這門課的出席率相當重要，不

只是因為攸關成績，而是因為上課內容的連貫性很高，若錯過了某一小部分

則會讓自己寫期末報告時無法發揮，因此是一門投入與付出很平等，會讓學

生想努力的課。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m%C3%A1%C5%A1_Hude%C4%8Dek


 

 

 

 

 

 

 

 

 

 

 

 

 

 

 

      ．授課者布拉格前市長 Tomáš Hudeček 

 

雖然因為衝堂而沒有修到捷克文，但學校的國際學生處（ISC, International Student 

Club）則是有捷克學生自願舉辦語言課，上課為自由參加，雖然參加沒有學分等但不

失為一個學習基本捷克文以及認識朋友的地方，上課時間通常是晚上，閒暇之餘建議

未來同學可以參與。 

．ISC學生志工舉辦之捷克文課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m%C3%A1%C5%A1_Hude%C4%8Dek


 

ISC是一個對交換學生相當有幫助的社團，除了提供學伴幫助你在捷克的生活以外，印

象最深刻的便是他們每年都會舉辦的 InteGREAT Party，這個派對主要是針對每個國家

的人舉辦，幾乎在每周都會在固定地點(通常是 pub)讓每個國家的學生上台介紹自己的

國家，很有幸的這一次是由我上台介紹台灣，雖然報告時因硬體出狀況而發生一些小

插曲，但能代表台灣學生上台介紹自己的家鄉仍然感到非常榮幸。 

做這份報告最有趣的便是要如何在有限時間內不枯燥的呈現台灣的美，同時為了避免

尷尬在政治議題上也不應激進，各種考量間的游移是我覺得生出這份報告最有趣的地

方。當然當晚的成功不是我一人的努力，是因為有一群努力的台灣學生與我一起讓當

晚精彩。有人負責煮出道地的台灣美食，有人做出令人驚豔的宣傳影片，有人提供台

味十足的小紀念品，還有人帶了文房四寶在現場大秀書法，寫出令各國人都有興趣的

春聯。 

 

 

 

 

 

 

 

 

 

 

 

 

 

 

 

 

．於 InterGreat Party上介紹台灣 

 

交換學生的好處其實跟大家想到的都差不多，尤其來歐洲交換最好的一點就是旅遊。

而我認為交換的好處依序為以下： 

1. 累積經歷 

交換學生已經日漸風行，其實在未來履歷上雖然有加分，但也不必然是決定

條件。但不能否認的是你做出要出國的決定，這段經歷的含金量取決於你自

己對它有多少期待。建議未來同學在交換抑或是交換國家的選擇時要選擇自



 

己真正有興趣的地方，在那裏你會很有熱情的體驗生活、學習你在台灣學習

不到的事，最後化為你人生重要的經歷。這樣的經歷對我們來說才有價值，

而對你的未來才有加分的作用。此外，交換學生是保有學生身分才能做的事，

許多人到了出社會後才感嘆學生時期做得不夠多，過得不夠精彩，因此善用

你的學生身分，好好體驗，好好增加經歷，會是學生時期最寶貴的事。 

 

2. 學習成長 

國外生活必然的需要逼自己脫離舒適圈，最明顯的就是生活上必須打點所有

食衣住行育樂，在處理這些事情中經常會發生所謂的爛事，例如帳戶不能使

用、與室友生活習慣不同、吃不到想吃的東西、買不到需要的材料等。處理

這些是不盡然會讓你學到甚麼技術，但歷經這些生活瑣事於我而言是一種修

行，將這些事情解決了，未來你在處理瑣碎爛事時便能用冷靜的心去面對它，

心態的成長是最重要的事。 

 

3. 旅遊 

這也是大家覺得最重要的一點，也可以說是大家交換的目的。年輕時把握時

間將那些被稱為必造訪的景點好好看過一遍絕對是值回票價的，尤其出社會

後你將只有有限的時間能旅遊，以歐洲來說這麼多景點要年年請假看一次是

相當不容易的，因此善用你的學生身分好好遊歷世界絕對不會是錯的事。 

由於大學時有到歐洲交換過，因此這次到捷克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在旅遊上，

建議大家可以有目標的旅遊，畢竟歐洲雖然美麗，但各國間時常建築與文化

類似，後期你會感到去了哪個地方好像都不再驚艷，因此在旅遊前好好地問

自己想要看甚麼，會是更有效率的開眼界，而非盲目出國。 

 

最後，捷克是一個相當適合交換的入門地，由於捷克物價便宜，地理上又位處中歐這

個交通樞紐，不管要去西歐還是東歐都很方便，很適合初次來歐洲的大家。尤其捷克

科技大學又鄰近布拉格市中心，生活上相當便利。唯一要考慮的是，捷克人的英文並

不算好，許多留學生常認為外國人英文就是比較好而抱持只要會英文變可通行無阻的

心態，這種想法實則相當不尊重當地，所以有時受到店家冷漠對待並不算倒楣，鼓勵

未來同學到當地時有機會要學習基本的捷克語。最後感謝中山大學以及國際事務處的

努力讓我們有機會體驗交換學生這麼難得的經驗，也鼓勵未來同學多善用學校努力爭

取來的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