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1 學校簡介 

  中央大學為韓國名牌私立大學，據中央日報 2013年韓國排行榜，中央大學整體第八，戲劇系、

電影系和攝影系最負盛名，均名列第一，藥學亦排第四；據 2014年 QS世界大學排名，位列全韓國第

11，亞洲排名近於台灣國立中山大學和中國哈爾濱工業大學。2013年起校長為明尼蘇達大學統計學

博士李鎔九。中央大學在 1953年升格大學，前身是 1918年成立的教會幼兒園，1922年轉型為幼兒

園女教師訓練學校。大學官方以 2018年為百周年慶典。有 33600本科生，5200研究生，700專任教

授，500教職員。首爾南岸銅雀區為主校舍，京畿道的安城市有分校舍。 

 

26-2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我在韓國修習了五門課程，以下我會以三個分類來介紹： 

(1) 理學院專業課程：(物理化學、無機化學) 

  在介紹韓國修課之前我想先介紹韓國大學課程的潛規則：如果某堂課一個學其翹課三次的

話，就會有被教授當掉的風險，但是如果你全勤的話，基本上教授不會當掉你。所以在韓國雖然

身為交換生，我也是盡量地保持我的出勤，在整個學期也僅一次的缺勤，而那次的缺勤是因為簽

證的問題所以我晚了一個禮拜到校。 

  對於我化學本科專業我覺得中央教的比中山要簡單一點，範圍也不大，考試也比較簡單。所

以準備起來相對容易很多。但是因為即使課程為英文授課教授還是以說韓文為主，只是英文教材。

所以要花比較多心力去自習、寫題目，然後找時間去問教授。 

(2) 工學院專業課程：（線性代數、機率統計） 

  我覺得韓國跟台灣一樣工程學的地位比理學還要高，所以工程學院的教授對於學生要求會比

較多，不僅僅是小考、作業還有期中期末，連上課都要求學生要參與課程回答問題。回答問題本

身不是難事，但是對於韓文沒那麼好的人，回答問題往往會引起全班哄堂大笑，當下真的會有點

尷尬，但是久了就習慣了，而且大家也會因為這樣認識到你這個人。然而說白了，工程學院比起

其他學院的課程相對是比較硬的。但只要把老師指派的作業都完成，基本上要達到一定的成績是

沒什麼問題的。 

(3) 經管學群專業課程：（商業經濟學(碩)） 

  我覺得經管學群的課程相對來說是比較追求國際化的，不只外籍學生多，而且基本上英文授

課就是全英去進行，不像我修的其他課雖然標榜英文授課，卻也只有教材是英文而已。然後如同

中山的商管課程，中央的商管課程也是很多作業和報告，同時也穿插著小考跟大考，但比重都很

分散，所以對於每件事也都是平常心去應付就可以了。但說實在的，我覺得中山商管的課程還是

學得比較扎實的，所以我覺得在這邊學習還是蠻輕鬆的。 

 

  不過或許是因為我是交換學生的關係，學校對於課程抵免的規定讓我對於成績的追求沒有那

麼大的壓力。但是就我對韓國學生的觀察，他們追求的不是過而已，他們是要平均 90分以上的均

分。因為唯有這樣才有機會進入大公司，所以韓國學生真的非常非常認真。對於他們在學習上的

態度，我覺得是很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26-3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在中央的課外活動其實非常的多元，而且因為地理優勢，中央在首爾的中心，所以到哪裡都很近，



 

甚至到機場不用換線地鐵坐到底就到了。因此我在中央除了上課外，還到處去非觀光景點觀摩韓國人

的生活習慣還有他們的做事方式，並且對於還韓國企業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交換的時候我利用課餘的時間走了韓國其他的城市一覽韓國的全貌，也因次對韓國的了解更加

深層，也在旅程的途中認了許多朋友。但其實我最主要課外的活動還是對於研究所的準備，在中央有

很多資源可以讓我好好的準備，例如我住在國際村，當我準備的材料還是念英文有問題的時候，我可

以很容易地找到一個英文母語者去問他問題。而在我寫研究計畫的時候，我也可以與系上的教授和其

他的國際研究交流學生去討論。這對我有非常大的幫助，因為如果只有我自己一個人我沒辦法去準備

那麼多的事情。特別是有一個教授讓我進他的實驗室觀摩學習，也讓我看到了韓國人是怎麼做研究

的，與台灣的差異在哪裡，這之中也讓我學習到了非常多。並且可以讓我未來在做研究時，對於國際

研討可以更有一個雛形。 

 

26-4 交換/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1) 更具國際觀 

  因為我是高雄人並且在高雄讀大學，所以我二十幾年都一直待在高雄這個海港城市。如果我

不出去看看的話，眼界可能就走不出去台灣。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次的交換讓我看到很多

平時在台灣看不到的東西，也讓我更有國際觀。因為我打算之後去國外讀研究所，所以這對我來

說是很重要的一個經驗。 

(2) 學會獨立 

  也因為我是高雄人，所以我一直住在家裡。大一的時候我就沒有住宿而是住家裡。所以對於

獨立的能力我真的需要增進，畢竟在未來的幾個月我就要到國外去唸研究所，如果到時才學生活

技能的話，那真的會應付不來。而這次的交換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可以讓我對於未來讀研究

所時先鋪路。 

(3) 增進外語能力 

  我一直以對於語言學習都很有興趣。在大學的時候我自學日語一段時間，對於這種漢語系的

語言，我覺得很容易上手。所以我前陣子就一直想學韓文了，因為我曾經看一些節目介紹韓國時

都有說到韓國以前是書寫漢字的，但是在 1970年時去漢化。所以我覺得，既然韓文文法和日文相

似，字元又源自於中文，那我學起來應該會相對容易。而去了韓國確實是如此，我覺得我又多會

了一種語言，這種感覺真的還蠻好的，而且也讓我跟之前韓國的朋友有更深度的瞭解與認識。 

(4) 了解了自己的不足 

  在交換的這段期間我認識了很多厲害的人。這讓我知道我必須更努力，不能就此自我滿足。

提醒了我要不斷的精進自己，不然在未來就無法競爭。我覺得要有這種體悟是很重要的，因為台

灣的學生就是太容易自我滿足現狀，追求小確幸，並且對於自己的未來沒有規劃和想法。所以這

次出來我也對我的未來更有規劃和想法，讓我知道我應該怎麼做才能成為我自己想要成為的人。

並且做事也更有組織性和規劃性，我覺得在這短短的半年我成長了非常多。 

 

 

 

 

 

26-5 感想與建議 

   記得在剛上大學的時候，因為那時新聞報導的關係，我其實非常的討厭三星。覺得為什麼台灣企



 

業都拿三星沒辦法，台灣一直輸韓國。但是在我觀察之後，我覺得對於韓國的成功和世界各國人對韓

國的尊敬是他們應得的。比起台灣大學生，即使沒有考試，韓國學生也都在努力地念書，積極的準備

對於大學畢業後的職涯規劃。因為韓國學生大部分的人不讀研究所，所以他們比台灣人更早去思考自

己的未來。反觀台灣大學生，大家平常都在玩，玩社團打系隊，把大學念的本末倒置。甚至很多人還

覺得讀書無用論，我覺得這是很荒唐的。尤其是在理工方面，大家都要考試了才唸書，為了應付考試

而應付，我在韓國沒看過一個韓國學生是這樣的。韓國人的生活雖然壓力很大，但也相對的很單純。

對於學生就是一直念書，進好大學，然後在好大學得到很高的分數進去大企業。對於這種高壓的環境，

我覺得台灣的環境是完全無法比擬的。大家在大學的時候都覺得反正工作還很久，我之後還要念研究

所，所以大學都在混學分而已。所以我覺得台灣企業輸給了韓國的企業，不僅僅是中小企業跟大企業

比較的原因，還有其他很多的因素。 

  雖然在我交換的這段時間，韓國經歷了很多低潮，包括了韓國最大的貨運企業韓進破產、三星手

機爆炸事件、韓國總統朴槿惠的醜聞等等，但我可以看得出來韓國的民族心，還有那份團結的力量。

每個韓國人都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前景而去團結一心去改革讓自己的國家更好。但反觀台灣，政黨讓台

灣人分裂，統派獨派讓台灣人分裂等等，這讓台灣一直紛亂不平，大家都無法團結一心為自己的國家，

為自己的人民去努力。就算有人為了台灣去努力，也常常被套上政治框架，還是被另外一方為了反對

而反對扯後腿。我覺得看了那麼多國家，只有台灣人不敢把國旗掛在自己街上，甚至很多人不承認現

在的國旗是代表台灣的國旗。其實往往看了我是非常的感嘆和難過。 

  一個國家之所以興強不是沒有原因的，我們只會說韓國一定是一直搞小動作才那麼強的。但事實

上並非如此，一個亞洲僅五千萬人口，土地是台灣兩倍大的國家怎麼能在世界前二十強國的行列？韓

國人在體育賽事大放異彩，韓國人在工業上領先世界，韓國人在國際參與上積極進取，這絕對不是搞

小動作就能做到的。我在韓國的半年間，我看到韓國人的民族性，看到他們如何愛國，看到他們如何

為了國家的未來而去努力。所以我希望有一天台灣能像韓國這樣，上下齊力扭成一心為了台灣這片土

地而努力。我們並不輸任何其他國家的人，缺的只是那份團結。 

 

 

 

 

 

 

 

 

 

 

 

 

 

 

 

 

 

26-6 相片（2～3張貼進 word檔案，含說明，並 Email原檔給國際處承辦人） 



 

 

這張是拍攝於中央大學辦的 Global fair的活動，大家都不約而通的帶了國旗來。也讓更多人看到並認識台灣。 

 

 

我在中央大度過了秋冬，我覺得非常的幸運，因為真的很美。圖中是我最喜歡在學校思考的長椅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