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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隆大學介紹     

科隆大學建於 1388 年，為德語區

年齡第四的大學，目前有將近五萬

名學生。其為一所以文理科為主學

校，有點類似政大，沒有工科專

業，最著名的專業是經濟學和法

學。科隆大學總體排名在德國 15

名左右，因為偏重經濟管理類科，

學科較不廣泛，所以在排名上不佔

優勢。科隆大學設有八個系中，其

中經濟系（Wirtschaf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akultaet）在德國享有

盛名，有一萬多在校學生，為全德國最大的經濟系，也就是和政大簽約的管理

經濟社會科學院（WISO Faculty）。 

    德國的大學以治學嚴謹聞名於世，各大學的師資力量雄厚，教育設施齊

全。嚴謹的學風體現了德國高水準的教育，「德國製造」幾乎成了高品質的代

名詞。德國大學文憑也正如他的工業產品一樣，受到世界的肯定。世界各地的

學生紛紛來德國求學，不僅是因為其優質的教學質量，而且更因為德國各大學

免收或僅收取極低的學費。來到科隆大學交換時，一開始學校會請你繳交一筆

social service fee，有點類似雜費，過不久你就可以拿到學生證。 

    科隆大位於學德國第四大城市科隆，坐落在美麗的萊茵河西岸。相較於其

他歐洲城市，科隆的建築似乎少了點歷史文化，據說是因為二戰的摧殘和戰後

短時間內的重建，使這個城市的建築不像其他歐洲城市那樣古典，唯有科隆大

教堂佇立在這現代的城市中央，保留了一點歷史文化的痕跡。 

二，課程介紹 

我這學期修了學期前德文課、學期中德文課、Managing Organizations & 

Supply Chains -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和 Connecting Across 

Culture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for the workplace，以下我將分別介紹

這四門課。 

1， 學期前德文課 

在還沒開學前學校提供了為期五週的學期前德文課，大概在二月中會寄信通

知申請時間，但這堂課非常搶手所以想要參加的話就要在電腦前等著搶課。

我當初也是時間一到就馬上點進去，但第一次忘記勾選某個項目，結果第二



次點進去就額滿了。那時候真的

很絕望，但大家別擔心，如果沒

能搶到名額記得在德文課報到去

現場詢問。我當初去辦公室問並

留資料，不久後就收到錄取通知

了。我雖然在政大有先修過一學

期德文課但我還是選擇Ａ1，因

為是每天上的密集課程，課程開

始後大概過一個禮拜的上課內容

就已經超過我在正大學的內容了。學期前德文課每班人數不算多，可以認識

其他學院的同學，所以如果能上千萬要把握。Ａ1 班的同學程度不會差太

多，每個人都有跟老師互動的機會，老師會用德文混英文授課，是個很棒的

德文課。 

2， 學期中德文課 

學期前德文課結束後會有一個期末考試，如果順利通過就可以進入下個等

級。我幸運地通過考試後進入Ａ2，但 A1 和 A2 之間好像有個極深的鴻

溝，難度瞬間倍增。學期中德文可不像學期前一樣每天上課，而是採一週兩

天的方式。A2 的老師完全使用德文授課所以對想我這種沒有太多德文基礎

的人來說十分困難，而且不同於學期前課程，A2 的同學程度差異甚大，常

常我都無法理解老師和同學在談笑些什麼，但這樣上課過一學期後德文聽力

的確有些許進步。我個人比較喜歡學期前德文課，因為同學間的程度差異沒

這麼大，每個人和老師互動的機會比較平均。且學期間的德文課人非常多，

同學間的互動就不比學期前來的密切。 

3， Managing Organizations & Supply Chains -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這堂課開始於六月，也就是學期的後半段。因為期間較短所以上課的次數較

密集，為一週兩次加一次 exercise。這堂課的教授上課說明的很清楚，教授

的英文也很好理解，有時候還會有點幽默，是個很不錯的教授。上課內容主

要在介紹全球化之下的供應鏈，我當初會選擇這堂課是因為這個主題是近年

大家都應該關注的，對於全球化的局勢我也十分感興趣，因此選擇這門課。 

 

 



4， Connecting Across Culture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for the 

workplace 

這堂課是一門 seminar，也就是同學們要比較參與課堂的討論。這堂課主要

在介紹如何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環境下工作，老師是個愛爾蘭人，常常帶著同

學討論一寫文化差異的議題，班上的同學都是交換生，所以在討論各國文化

差異、如何適應國外生活等主題時特別應景也特別有趣。這堂課每次結束都

有小作業或是小篇文章要閱讀，但主題都蠻有趣的，課程快結束時會有一個

小組報告關於文化差異。我一開始修這門課的時候非常緊張，因為我本身就

不是上課勇於發言的人更不用說英文，而且其他國家的同學真的都非常主動

地跟老師互動，相較之下亞洲學生就比較被動。但應為這堂課的主題非常符

合我的清況讓我也有機會分享自己的經驗，這真的是一門很有趣的課。 

 

三，生活及文化交流 

 

吃：來德國前對德國料理的印象就是德

國豬腳和德國香腸，來之後也的確是這

樣。但這裡有個很經典的小吃組合-薯條

配咖哩香腸，德國人在吃的薯條的時候

常常會搭配美乃滋，而且德國的美乃滋

多了點洋蔥的香味，非常好吃。我一開

始很抗拒美乃滋，覺得是台灣早餐店三

明治上抹的那種，又膩又肥，沒想到一

吃就愛上。咖哩香腸也是經典德國小吃，咖哩香腸的咖哩不同於日本咖哩，吃

起來甜甜的而且顏色偏紅，搭配薯條真是絕配，而且到處都買得到。相較於亞

洲料理，德國料理的確單調許多，常常是一塊肉解決，這對於超愛吃青菜的我

來說真是痛苦。好在德國的超市非常普及，普及率幾乎可比擬台灣的便利商

店，價錢跟其他歐洲國家比起來也不算貴。可以下課的時候去超市買菜回家

煮，如果想念台灣味也可以到亞洲超市買醬油、蠔油或米粉麵線，或是可以去

學校的 mensa 吃一餐，基本上學生餐廳一餐都可以控制在四歐元以下。 

 

喝：德國的喝酒文化真的是讓我大開眼界，覺得在德國天天都可以是啤酒節。

相較於台灣人喝啤酒的頻率，德國人的確高出許多。尤其一到晚上就會看到火

車上很多人拿著酒瓶。而且據說德國人可以用各種東西開啤酒，像我就跟他們

學怎麼用酒瓶開酒瓶，也看過用桌腳或台階開瓶，聽說我的 buddy 可以用厚紙



板開酒瓶。見識德國人的啤酒文化後，真的覺得沒能參加他們的啤酒節非常可

惜。 

 

睡：我非常幸運的申請到德國的學生宿舍，來這裡之後才發現很多同學都沒申

請到，剛來的幾天只能借宿同學家或住 airbnb。大概在開學前二到三個月學校

會通知開始申請宿舍，這時候要趕快填申請表以免越晚機會越渺茫，在填寫預

算時要記得加上 30 歐的費用因為我們是短期租屋，接下來就只能等通知了。 

 

四，交換注意事項 

和其他國家不一樣的是德國學校開學的時間非常晚，夏季學期開始於四月。因

為開學時間比較晚所以入學證明寄出的時間也比別的國家晚很多，但麻煩的是

許多後續流程的進行都必須先拿到入學證明才能開始，因此在看到前往其他國

家交換的同學都已經準備出發，自己卻還在等待入學證明時，難免會有些緊張

不安。要注意的是可以在還沒拿到入學證明前先預約辦理簽證的時間，以免進

入旅遊旺季時預約都滿了。拿到入學證明後趕快開始著手限制提領戶的申請，

因為將文件一來一往德國非常耗時。等待財力證明的時候即可開始辦理簽證，

之後再用補件的方式將文件補齊。 

要來德國交換的同學一定會比別人晚開始很多，但一可以開始辦理相關手續時

一定不能拖延，尤其如果又想參加學期前德文課的話更要加快腳步。以我的例

子來說，我當初應該算是一拿到入學證明就很快開始各種申請程序，但中間又

經過過年、德國的聖誕假期，讓整個程序又被拖延了一些，我訂的機票是在二

二八連假的最後一天，所以又必須在假期開始前拿到簽證，最後是在假期前的

最後一個上班日收到我的護照。整個過程沒有一刻不擔心簽證進行到哪裡了，

另一個一起來的同學就因為簽證問題晚了我們兩三個禮拜才能來，沒能參加學

期前德文課。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能感受到當時的擔心和不安，所以在這裡提醒

各位要來德國交換的同學絕對不能拖延相關手續的辦理，而且相關文件也一定

要再三檢查，以防文件有誤又要再經歷一次文件在台灣和德國間來往耗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