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1學校簡介 

 浙江大學，簡稱浙大，位於中國浙江省杭州市，現有玉泉、西溪、華家池、之江、紫金港、舟山 六

個校區。其前身是成立於光緒 23 年(1897 年)的求是書院，是中國最著名學府之一，是被認 為僅次

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華東五所大學之一，名列首批 211 工程和 985 工程建設名單中， 被英國

著名學者李約瑟譽為「東方劍橋」。在一些老校友的倡導下，同源的四所高校——原老浙 江大學、

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浙江醫科大學於 1998 年 9 月 15 日合併，組建為今日的浙江大學。 

紫金港校區，是浙江大學的主校區,位於杭州市西湖區的三墩鎮。紫金港校區學生住宿區共分七 個

學園，自東向西、自北向南分別名為「白沙」、「翠柏」、「青溪」、「丹陽」、「藍田」、「紫雲」、「碧 

峰」。因管理需要，青溪學園與丹陽學園已合併為丹陽青溪學園，簡稱丹青學園;紫雲學園與碧 峰學

園已合併為紫雲碧峰學園，簡稱雲峰學園。 

 

26-2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1）訓詁學（秋） 

  訓詁學是中文系學生的必修課，不論是在浙大還是中山。這次來浙大交換，一方面也了解兩岸的

教學方式，浙大的訓詁學老師是方一新老師，在我們剛開始上課時他便要求我們展示，也就是台灣

所說的 ppt報告的呈現。老師上課時不習慣照著課本上來說，反倒是用他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來告訴

我們該如何來看待訓詁學這一門專業課程。輔以一些古書典籍，讓我們自己去發現問題，試著用自

己的理解去解決問題。這門課的小考很多，內容大多也是課本上找不到的，剛開始接觸會有些辛

苦，分數也不是很容易拿，除了課堂上的展示老師也要求要在期中時繳交一篇論文。但大陸的人文

學院中的課程，大多數都要繳交論文當中成績考核的一部分。他們似乎都習慣了這種模式，但對初

來乍到的我確實是一堂十分具有挑戰性的課程。 

 

（2）中國現當代小說賞析（秋） 

  因為所在的校區是西溪校區，離主校區紫金港校區有近一個小時的車程，於是我大部分的課程都

選擇在西溪校區中。這門課是一堂通識課，開放給所有校區的同學來選擇，我之所以選擇這門課主

要也是因為想了解中國現當代小說和台灣的現當代小說有什麼差別。黃擎老師是一位知識非常豐富

的老師，她在講授課程時會參雜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專家學者的說法，供大家參考。而不是一味地去

下定義。這堂課也和我想像中一樣，老師提供我們讀的書籍大部分是台灣不會去讀或甚至根本沒聽

過的書籍，有些課堂上出現的作家也十分陌生。但這門課非常有趣，我也因此認識了很多不同創作

背景的小說，也藉著小說認識當時背景的中國。喜歡小說的交換生選這門課一定不會後悔，感謝黃

擎老師帶給我們的知識，讓我受用無窮。 

 

26-3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課外活動的時間，我大部分都在旅遊，中國電商發展迅速，很多東西只需要一台手機就可以解決

問題。像是旅遊的安排，只要下載窮游的行程助手，它會自動智能優化最快最方便的路程，甚至會

自動幫你安排好當地旅遊的最佳行程，讓你省下很多安排行程的時間。連交通票，舉凡火車票、機

票等都可以用一個 app解決訂票的麻煩。公交車如果忘記帶卡，也能用支付寶付錢，這真的很方

便。（但僅限實名用戶） 

 

  大陸的安檢真的很多，不管是地鐵的進站、火車、機場都是需要安檢，有些觀光景點也會強制要求

安檢（故宮、天安門等）務必配合，也不要攜帶一些禁止的物品，否則後續很麻煩。另外就是火車

站及機場，這些買票都需要實名有效身分證（台胞証）才可以買票進站，請一定保管好自己的台胞

証，如果沒有它，在中國你就是身無分文的人（連買機票離開中國都不能）。杭州的杭州東站是全中

國最大的火車站，如果買火車票請提早到達，杭州東站很大，光是從安檢口走到要乘搭的月台可能

也要十分鐘，而月台在火車出發前十分鐘會停止檢票，務必提早提早再提早到。 

   



26-4交換/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1）電商的發展和支付的便捷 

  中國的電商發展和新支付的方式讓人民的生活方便許多，這樣的體驗是在台灣感受不到的。 

（2）文化交流 

  透過和大陸室友的相處，我們都對彼此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其中還有一位室友曾交換到台灣，分享

彼此的交換生活以及我在大陸生活的感受也是一種不一樣的交流方式。 

（3）生活習慣和語言 

  宿舍生活是群體生活，每個人的作息也不一樣，我在交換期間發現，大部分中國的學生都睡的早，

起的也早，我宿舍的室友都是 11點上床，早上 8點起床，不論週末還是平日。（當然一定也會有例

外）我的室友有來自東北黑龍江的、有湖北武漢的、有浙江杭州本地人，他們在說普通話的時候，

口音都不太一樣，而且一聽說話方式，他們就能知道你是哪裡人，時間一長，走在路上聽大陸人說

話，都忍不住去注意他的口音，猜他是哪裡人。（聽他們的方言也行） 

（4）拼音速度（個人） 

  我在原來的專業有學過漢語拼音，只是學起來卻很少使用它，在台灣學習打漢語拼音的時候速度很

慢。而在中國交換的時候，為了能和室友順暢地用拼音打字（大陸人繁體字完全沒問題，只是不常

用所以有時認字會慢一點。）我練習了一陣子才慢慢快起來。 

26-5感想與建議 

  一開始會選擇交換主要也是想去其他地方感受他們的大學教育，去體驗不一樣的生活，跳脫自己

的舒適圈。在交換的過程中，我收穫的比預期的還要多，在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強迫讓自己快速

適應，雖然我們都是中文母語使用者，但我們在用字上及發音上，都有著很大的區別。藉由和室友

的相處和溝通，我對中國有很多打破以往的看法。我們從政治聊到經濟，再從經濟聊到生活。不管

是他們還是我們，在即將進入職場的心情都是一樣的。而也從他們那感受到文化風俗的差異，例如

說我的杭州室友告訴我他們一般結婚都是吃晚上的，就家裡人一起。這和台灣人結婚喜歡宴請中午

的習慣可就大不相同了，不過一樣的是結婚前都有很繁重的傳統禮儀。 

  在大陸生活讓我感受到最不一樣的是，我一開始以為中國是個很封閉的地方，連政治、思想也不能

表達，否則下場很淒慘。但實際生活在那，我並不覺得這裡是個很不自由的地方，如果我從小生活

在那，我並不覺得那是個共產主義的地方。這裡的很多東西都是被禁止的，比方說臉書、google、 

line等，但很奇怪的是，中國總可以做出媲美它的 app來取代這款 app的必要性。例如大陸人愛滑

微博、使用微信、QQ而非 line。而當我們習慣這些 app，有沒有 line、臉書好像也沒有這麽重要

了。這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在中國方便的事情真的很多，支付方式的便捷以及包裹送達和外賣軟件的迅速是台灣遠遠不能及



的，在中國交換的這些日子，我從不帶錢包出門，支付功能的好處，也是防止小偷吧。浙大校園內

所有一切幾乎只要一張校園卡就能搞定，為交換生省下很多麻煩。而杭州是支付寶的故鄉，可能在

其他中國城市還是有某些時候需要現金支付，但杭州被稱為是零錢包城市，可想見它支付的發達，

不管是路邊的小攤販還是市場，都可以用支付寶或微信支付解決所有問題。 

蘇州火車站 浙江 嘉興 烏鎮 

上海 迪士尼 美麗的浙大  西溪校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