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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換學校介紹 

科隆大學的舊學區在 1388年創立，而新大學於 1919年成立，是德國歷史最悠

久的大學之一。科隆大學設有經濟學與社會學院、法律學院、醫學院、哲學

院、數學與自然科學學院和人文學院。科隆大學開設有多個大學、碩士和博士

科系，包含了理工、人文社會、傳播以及

商學科系等，如企業管理學、經濟學、法

律學和社會學…。在 2007年《金融時報》

公告的管理學碩士排名中，科隆大學的經

濟學與社會學院排在第 33位，在 40個卓

越的歐洲管理學培訓機構之中排名第 2。 

（2） 課程資訊 

甲、選課程序及狀況：選課的時間科隆大學商學院辦公室會寄信通

知，約莫是在開學前的兩三個禮拜，在學校的平台 KLIPS 上進

行。平台的操作方式可以向商學院辦公室預約教學時間，時間在

選課開放的期間，請同學把握。 

乙、上課情形：本學期我選修了四門商學院課程以及一門德文課，大

致上老師們都力求與學生互動，班級人數較少的課程甚至以和學

生討論的方式完成教學。值得注意的是，亞洲學生相較於西學生

在與老師的互動上較為小心謹慎，通常經過較縝密的思考後才敢

回答，也因此課堂中以西方學生與老師對答居多。建議同學們不

妨將這些對答視為學習的過程，而非要給出一次到位的「答

案」，更能享受此類教學中的樂趣，也能收獲更多。 

丙、課程介紹：本學期修習四門課程，分別為通路管理、創業管理、

企業評價及業務管理等。 

i. Entrepreneurship & Start-up Management 

（Jan-Philipp Büchler 授課）： 

授課教授同時致力於一個新創手表品牌的開發，不僅對於商

業模型等創業理論非常熟稔，實務的經驗也十分豐富。因此

授課方式以和同學討論居多，期末除了考試外也要求撰寫

term paper並上台報告。我和一位瑞典交換學生合作撰寫了

「探討成功的群眾募資計畫之重要元素－以生活品味產品為

例」一文。其中包含了統計回歸的量化分析，以及與科隆在

地的新創手表企業長達 30分鐘的電話訪談的質化分析。是



一堂分量不輕，但是收穫良多的一堂課。 

ii. Personal Selling and Sales Management 

（Christoph Karl 授課）： 

這堂課教授內容主要包含兩個層面。首先是身為業務人員的

業務標準流程，第二部分是管理業務人員的學門知識。上課

的方式頗生動，且互動良多，例如老師曾請同學在課後直接

上台演練業務標準流程的操作。課程配合案例進行，且在期

末會請同學針對其他業務相關議題分組簡報，可以學到的業

務相關知識頗為全面且實務，對業務有興趣或好奇的同學十

分推薦！ 

iii. Channel Management（Gerhard Wagner授課）： 

本堂課是我這學期修習的課程中較為沉悶的。老師是科隆大

學的新進教授，因此在教學上還較生硬。雖然有在課堂中加

入問題討論，課程中也常常提問讓學生回答，但是引導的方

式較不佳，很難從單一問答變成來回的討論，以致大致上仍

是單方向的授課居多。但是課程內容仍是充實完整的，且在

教授理論時會輔以實例，頗能幫助理解和記憶。 

iv. Business Analysis and Valuation 

（Soenke Sievers 授課）： 

本堂課教導數個企業評價模型，會需要一些基礎的會計觀

念。若會計觀念較生疏的同學，的確一開始上課時感到些許

吃力，但是老師非常的熱心，有問題可以放心的詢問。課堂

中會穿插操作練習，將適才教授的模型使用 excel 實際計算

操作一次。一來幫助熟悉流程，二來及時發現問題，因而學

習成效頗佳。 

（3） 生活及文化交流： 

科隆大學的學生會對於交換學生十分照顧，也舉辦許多活動讓大家

參加以交流文化。在此介紹幾個科隆大學學生會所舉辦的交流活

動，以及當地的特殊活動，讓大家可以提早留心相關資訊： 

甲、International Dinner：參加者須帶一道屬於自己文化的料理，

例如我做了青椒炒肉絲，另一位台灣學生做了金瓜炒米粉及爌

肉，都讓其他國際學生讚不絕口，在體會到各國飲食文化的同

時，也向他們展現了台灣的美食文化。不過也有很多料理挺雷

的，整體來說趣味程度高於好吃的程度囉！不過現場還有學生會

準備的免費啤酒，光是這點就很值得參加了！ 

乙、Pub Crawl: 簡單來說就是讓大家一直喝酒的闖關遊戲。大家會

分成小隊，到科隆市區的數個酒吧，便且完成小隊輔手中的數個



任務。當然其中不乏向路人求婚、在酒吧內演講等需要稍微大膽

一點的內容，但在喝酒之後也就不難啦！大家都說德國啤酒有

名，參加這個活動可以喝到當地學生所推薦的酒之外，也能熟悉

市區的環境，交到一些朋友囉！ 

丙、科隆嘉年華：每年的 11 月 11日 11點 11分 11秒，科隆就會展

開為期數個月的嘉年華，一直持續到二月初為止。雖說期間長，

其實真的盛大慶祝的時間僅有開始的那天以及結束前的一周。11

月 11日當天，大家會著上奇裝異服聚在街上喝酒狂歡，四處都

是歡騰的氣氛，非常熱鬧。據說二月初嘉年會結束時，大家會燃

燒一個巨型的人偶，象徵把過去不好的事情都做一個了結，以求

新的開始！由於沒有提早準備，我們在科隆的服飾店匆匆買了一

些動物頭飾和衣服參加此盛會。大家不妨在台灣著手準備，屆時

便可穿著帶有台灣文化特色的服裝與會。不但特別不怕撞衫，也

能讓大家知道我們是 Taiwanese！ 

丁、社區烹飪課程：因為我在台灣本認識一些歐洲朋友，也因此到了

歐洲有更多與當地民眾交流的活動。我在一個周末參加了 Löhne

地區的社區烹飪課程，課程中與當地居民共同學習亞洲料理。也

因我是亞洲人的關係，加上當日的主題是亞洲料理，他們便對我

們的文化很有興趣，我也有機會向他們介紹亞洲以及台灣料理的

特色。除了社區烹飪課程，科隆大學也有很多的運動社團，都是

免付費的。同學們不妨先準備好運動裝備，屆時便能參加各種社

團，更多與不同文化的學生接觸的機會。 

（4） 交換須注意之事項 



從科隆回到台灣已兩周有餘，這

四個月中固然在學業上有所收

穫、在文化上有所交流，但於我

而言收穫更多來自於和自己對

話。圖片是一個德國到處都看得

見的東西，它叫作絆腳石。他是

方正的金屬塊，時不時地就會出

現在街道上。從在慕尼黑旅遊

時，以及後來到了科隆讀書，常常都在公寓、門戶前發現這些金屬

塊。上面會刻著看起來像是年份、姓名的註記。當時因為好奇而去

google 搜尋，才發現那些正是當時被納粹大屠殺的受害人所居住的

舊址。事件五十年後，有一位藝術家發起運動在德國各個城市的街

道上，嵌入絆腳石作為受難者的紀念碑，而當路過的人們在低頭看

這些金屬塊時，形式上也類於與之鞠躬致敬，細思當年希特勒政權

的歷史。 

從小到大，我們在生活和學涯中所有的經歷累積，或是錯誤或是體

悟，都應該是我們心中一顆顆的絆腳石，被我們細細的嵌入我們的

心。但是在家鄉的日子十分舒適，而朋友亦眾多。我們大都忙於眼

前的實習、聚餐等事務，而忘了細數我們心中一件件回憶。直到交

換學生的這段時光，在某些獨自烹飪的時候、搭車的時候、走在異

鄉街道的時候，心中那位藝術家才甦醒，幫著你刻出過去的絆腳

石，也刻出你現在自己的模樣。大家都知道出國交換必要多懷著一

顆開放的心，多多體會不同的文化和衝擊。但我更希望學弟妹可以

把握這個機會，不但用心學習外在的事物，更利用外在的刺激多和

自己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