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大學返國報告書 

    浙江大學是一所歷史悠久、聲譽卓著的高等學府，坐落于中國歷史文化名城、風景旅遊勝地杭州。

由 1897 年的求是書院演變而來，現有玉泉、西溪、華家池、之江、紫金港、舟山、海寧七個校區，

並擁有學科門類齊全的大學專業，學科涵蓋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藝術學、

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 等十二個門類，屬於綜合型大學。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浙大學期分為春夏秋冬四個學期，我在交換時期為秋冬學期，因為學期末打算回臺灣投票，無法

待到冬學期結束，因此只修習秋學期的課程，其他如冬學期與秋冬學期課程則以旁聽為主，此外選課

時務必注意上課的校區，與期中、期末考的時間。我修習與旁聽的課程中，有趣的課程為: 

    1.《照相機與攝影技法技巧》，此課程為攝影的入門課，可以學習到相機的發展、構造、功能，

以及拍攝的技巧，會有幾次的實習課，依照所規定的手法，拍攝作品上交，也會有一次實習課為進暗

房，沖洗黑白照片，非常好玩，推薦此課程。 

    2.《大眾傳播通論》，老師非常親切，上課會請同學發言，很會鼓勵學生，尊重每個學生的發言，

也常常給予很棒的建議跟觀點，此外當提到媒體自由、媒體自律，與媒體報導應公正客觀不應隱瞞事

實，偏頗時覺得諷刺並有趣。 

    除了上述兩門課外也可以去修習或旁聽思政課，這種課程是在臺灣比較少或幾乎沒有的課程，在

中國則大多數是他們的必修課，如；《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和《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論》，當初只是好奇這些課在教授什麼內容，如果跟我一樣好奇的可以

去旁聽看看。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在食的方面，中國食物味道普遍比臺灣重，但是大部分臺灣人都能適應食物的部分，當初要去時

擔心太多，帶了很多腸胃藥，但之後完全沒吃到，所以不用太擔心食物的部分，學校食堂也非常的便

宜，或是去學校外的墮落街、銀泰城、天街吃，也可以直接叫外送到宿舍吃，很方便。 

    在衣的方面，杭州 9、10 月時天氣還很熱，注意防曬，11 月後天氣多變，常常下雨，體感溫度

常常只有個位數，注意保暖，大衣、毛帽、保暖褲、手套少不了，隨身攜帶雨具。 

    在行的方面，在校園內/附近以共享單車(哈囉單車)為主，校外長距離則為地鐵、公車、滴滴打車。

校區間的移動可以搭乘校車接駁。 

    在樂的方面，學校附近有銀泰城，東門對面就有 KTV，很便宜，其他酒吧，網咖，電影院等等

也都有。 

 

交換/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1.體驗到不同的社會體制、文化、社會風氣。 

2.獨立自主，各種突發狀況的應對與解決。 

3.大學忙碌生活的解脫，出社會前的放鬆。 

 

感想與建議 

    在去中國前先確認好自己所住的校區以免拖著一堆行李在不同校區間奔走，校區又距離很遠，宿

舍可以提前幾天入住(可以跟浙大負責人確認)，並跟學伴聯絡好，問問他是否能陪自己辦所有的流



 

程，因為學校報到手續很麻煩，如果學伴無法陪同，跟認識的交換生一同行動，並在交換前到網上看

看其他浙大交換生的心得文，有很多手續教學，在這裡就不著墨了，寢具可以跟上一屆交換生買，不

浪費也比較便宜，行李我自己是沒有帶很多過去只有 17 公斤加個後背包，很多都是跟上屆買，或是

缺少的到淘寶買，但要小心不要買太多以免帶不回來，也最好對宿舍房間做好心理準備，我是住在白

沙，交換期間對我很大的衝擊之一就是房間的骯髒，廁所讓人退避三舍。 

    在中國交換時，在校園內，或是出去玩有時會有中國人問兩岸問題，要小心應對，像我就被問過

我是不是中國人，但在校園比較少遇到這種問題，可能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這種問題比較敏感吧，我的

中國室友也不會問這種問題，相處起來也很開心，但住青旅時，當其他人知道我跟其他交換生都是臺

灣來的，很喜歡問我中國跟臺灣的比較，比較喜歡哪裡，哪裡比較好，我們都知道他們想聽的答案，

我們卻偏偏不會那樣回答，但是大家還是要謹慎一點。 

    撇開兩岸政治問題，在中國有許多好玩的點，可以利用課餘時間多多出去走走，我走過了中國十

個省份，推薦可以到敦煌探詢歷史足跡，到重慶四川吃麻辣鍋，當地麻辣鍋真的太香了，到稻城亞丁

(四川西部)體驗高原中的稀薄氧氣，並深入藏族體驗藏族文化，有趣的是中共已經滲透進去佛教了...，

到哈爾濱體驗冰雪大世界，潑水成冰的驚奇，到上海體驗中國的繁榮與發達。 

 

 

 

 

 

 

 

雅丹魔鬼城，位於青海省，四周好幾百公里一片荒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