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報告 

由於一直想去歐洲交換，故在排姐妹校志願序時，一律以歐洲學校為優先考量，

再加上學了兩年德文，但並不確定可以流利的與德國人溝通，故英文普及率極高

的荷蘭，便成為我名單上德語系國家外的首選。 

交換學校介紹及課程 

 
我交換的學校是位於荷蘭的鹿特丹管理學院(Rotterdam School of Management)，
隸屬於 Erasmus University， 
Erasmus University 底下有很多學院，RSM 底下又有分 BA(Business Administration)
跟 IBA(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BA 是以荷蘭文授課，所以絕大部分

都是當地學生，IBA 是以英文授課，故會有許多其他國家的同學。 
 
交換生是被分配到 IBA 底下上課，在確定交換名單後，RSM 方面會寄一封關於課

程資訊的 Email，你可以根據查到的資訊和本身興趣，針對開出的課做志願排序，

比較麻煩的是，開課時間並不會附在那封 Email 上，所以可能會有衝堂的情況，

但是學校有 Sin-online 的系統，有點類似政大的數位學習網，可以在上面查看老

師發佈的訊息跟繳交作業，如果你對哪一堂課有興趣，可以 subscribe 該堂課，

就算是登記要上了，24 小時後該堂課就會出現在你 Sin-online 的系統裡，比較不

一樣的是，即使你登記了該堂課，並不代表你就在考試名單裡，在考試日期前的

7 到 35 天內，學生必須至 Orisis 系統註冊考試，如果在限制時間後忘記了，仍然

可以到學生中心做人工註冊來補救，只是必須繳一筆為數不小的罰款。 
學分方面，歐洲是以 ECTS 來計算，不同台灣以上課 18 小時作為一學分，1ECTS
代表著除了上課以外，學生查資料、討論和寫作業所必須花費的時間，通常 1ECTS
為 28 小時，平均一學期每個學生的修習量是 20ECTS，而休息的上下限分別是

30/15 個 ECTS。 
 
課程部分，秋季班的同學會收到 RSM 寄來的 Email，分成 A&B 兩部份，A 為 15ECTS
的 minor，是必須修習的部份；B 為選修，大部分是 RSM 大二學生的必修課，3-6
個 ECTS 不等，交換生可選可不選。我在這四個月分別選修了 Minor：Experiential 
learning: Service through consulting, consulting through service 及兩個選修：

Business and Society Management 和 Philosophy of Science. 同學可以參考我的電

子報，裡面有課程的相關介紹。 
 

在開學前 RSM 會準備一個 Orientation trip 給交換生參加，因為是強制性的，所

以等於會在這三天見到全部的交換生們，不像台灣的營隊每個活動時間都卡的蠻

緊，RSM 的文化之旅有很多自由活動的時間，鼓勵大家可以在這段時間多多認識

生活及文化交流 



每個交換生，因為其中有些人會成為往後交換日子裡，出外旅行的良伴、煮飯的

幫手、思鄉時的傾聽者和跨國界的好朋友。Orientation trip 主要會有一些

workshop，可以促進交換生間的互動，或透過遊戲來討論團體內不同的思考模

式，當地的 buddy 們也會準備節目來介紹荷蘭，第二天晚上會要求交換生準備晚

會節目，我們台灣的學生和韓國的同學一起表演了跆拳道跟太極，並且準備象形

字小測驗講解給其他外國同學聽，建議同學可以準備一些台灣特有的東西過去當

作獎品或是介紹，因為我的經驗是除了相鄰的亞洲學生之外，歐美學生對台灣真

的認識不多。 
 
學校有 ESN(Erasmus Student Network)，是類似學生大使的組織，會舉辦 party 或

是鄰近城市的一日遊等。每周 ESN 會固定有一晚舉辦 Social drink，剛開學時抱著

認識新朋友的心態到酒吧喝幾杯，隨著天氣逐漸變冷，加上不甚喜歡酒吧的氣

氛，去的次數也越來越少。鹿特丹到晚上六點之後幾乎是死城，大部分的商店只

營業到晚上六點，要在晚上跟朋友們聯絡感情，不是到對方的房間，就只能到酒

吧了。到了交換後期，不喜歡去酒吧的朋友們會互相約在其中一人家煮飯，共進

晚餐、一起消磨時間，分享交換和旅遊的心得。 
 
到歐洲交換，一定會到其他國家去旅行，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經驗：我在西班牙時，

碰到假警察在暗巷要求出示護照，因為在出發前曾在旅遊書上看過相關案例，所

以我假裝聽不懂英文，要求走到廣場上說，後來到廣場上就溜之大吉；在義大利

公車上，我們一群台灣女生也碰到羅馬小混混叫囂；在愛爾蘭碰到酒醉男人硬要

搭我們的肩…等，除了要隨機應變保護自己之外，也要適時給於反擊，以前覺得

歐洲治安蠻良好，這趟回來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畢竟東方人臉孔的我們，在那就

是一張觀光客的臉，奉勸大家出遊在外，小心為上，但還是要保持著一個開放的

心，享受可愛的國家和人事物，這些種種的冒險，會是很棒的回憶！ 
 

 
其它須注意之事項 

前置作業 
交換的前置作業相當多，如辦理出生證明、財力證明、簽證、選課和申請宿舍等，

由於荷蘭方面表示申請居留證時，有可能會需要出示出生證明，因此要求我們在

台灣申請好帶去荷蘭，但此過程相當繁複且必須花費大筆金額，收先需要到戶政

事務所辦英文版的戶籍謄本，接著必須到聯合事務所、外交部及 NESO 辦理認證，

由於我暑假期間都不在台北，來回奔波耗時又耗錢！因此提醒大家，能儘早辦理

就儘早辦理，但奇妙的是，到荷蘭後我認識的交換生裡，沒有任何一個被要求出

示出生證明！簽證的部份，荷蘭簽證費約莫是 430 歐，RSM 方面會先代墊，到

荷蘭時再付給他們即可，開學約一個月後會退一半的費用回來。 
開戶 



我是在 ING 開戶的，學校會提供兩家選擇，一家要求開戶費 20 歐及每個月會收

帳戶管理費，ING 開戶手續比較簡便，只要攜帶護照跟居住證明(入住宿舍時辦公

室會給你)即可辦理，開戶費仍然會收，但是管理費是三個月收一次，比較低的

價錢，ING 在荷蘭點蠻多的，行員很親切、英文也都蠻好，之前在火車上皮夾被

偷，必須重新辦卡，可是因為他們系統錯誤導致我一個月沒卡用，後來打到客服

申訴，隔天卡就來了，也算是效率一百！順帶一提，ING 的卡也可當做小額現金

卡使用，到超市消費只要輸入密碼也可以直接從帳戶扣除你的消費額；另外，圖

書館的影印機也可以直接插入 ING 卡，只是需要先到附近的 chipknip 機器裡將帳

戶裡的錢轉過去當做影印的額度。 
 
學分抵免 
強烈建議大家在出國前先問好學分抵免的問題！我當初自作聰明，以為政大是以

交換學校的授課時數抵學分，所以選了剛好可以抵六學分的兩門課(一門抵四學

分、一門抵兩學分)，到荷蘭才發現，一門課不能兩抵，導致我必須再多選一門

以避免學分不足…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重蹈我的覆轍，問清楚再出國。 
附上學校湖景一張，希望大家也能夠順利出國交換，欣賞各地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