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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及課程介紹 

 

在學校資訊及選課方式的部分，我覺得 2019 年春季班的柯凱元已經寫得很清楚

了，如果還沒看過的話可以先去看一下。也如同他所說，我們這學期的最低學

分要求要 16ECTS，所以最少也得選個三門課。下面就比較詳盡的介紹我選修的

三門課在做什麼、還有它們的優點跟缺點。 

 

 

 

Strategy Management 

這堂課演講的部分主要在教一些策略擬定相關的理論，討論課則是透過解

案例的方式進行。課堂上交換生和本地生大概各佔一半，如果想要了解真

正的奧地利大學生上課模式的話，這堂課會是不錯的選擇。 

 

討論課每週都會有一組要負責報告，主題就是呼應演講課時講的理論、以

及相對應的案例分析。當週沒報告的組別們也需要繳交一張案例的分析結

果，所以每次討論課前都還是需要閱讀案例、和組員們討論。在課堂上，

老師會延伸報告的內容，引導大家做更多的討論，也滿常有課堂上當場給

題目，快速討論後要上台簡短報告的情況。整體來說並不輕鬆，但需要花

的時間在合理範圍內，也學得到一些東西，算是我滿喜歡的一堂課。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歷屆來 Innsbruck 交換的政大生們幾乎都有選這門課，爬文的話可以看到各

種正面跟負面的評價。我自己算是不太喜歡這堂課，作業超級多很花時間

外，學到的東西也很少，唯一的好處就是需要去學校上課的次數很少，我

們這學期只有兩堂，而且沒去好像也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課程進行方式主要是以閱讀文本和寫作業為主，整學期我們會拿到兩本厚

厚的文化理論書，每兩週會有規定的閱讀章節和一些額外的影片等，然後

會有個人作業和團體作業兩部分，不過團體作業的題目和個人作業一模一

樣，就只是組員們要選出大家覺得這題誰回答得最好，把所有人的作業濃

縮成精華的一份而已。通常個人作業除了評分外老師不會給予任何回饋，



所以如果真的想從這堂課學到「跨文化溝通」的話，最有機會的應該是藉

由和組員討論作業的過程中，去理解不同背景的人如何詮釋文化中的各種

面向，但能不能有這樣的討論就要碰運氣了，大多數的組別可能都只是把

答案拼拼湊湊就交作業，真的每個人都有耐心慢慢討論、理解彼此文化的

情況並不常見。指定閱讀的部分我覺得前期的內容還算有趣，但後面就比

較無聊生硬一點。這堂課雖然不需要考試，只需要完成一個叫做 Country 

Profile 的期末報告，但秋季學期繳交的死線會設在年底，而且報告需要花

不少時間完成，所以聖誕連假如果想去各地旅行的話時間會有些衝突。 

 

 

德文課： 

就是德文課，雖然說難度設定在 A1，但老師並不會從最基本的開始教，進

度相比台灣的語言課快很多，而且除了前幾堂課老師會用英文講解外，後

面幾乎都是用德文在教德文，所以對於完全零基礎的人來講並不怎麼好吸

收。我去交換前沒上過任何德文相關的課，只有出發前一個月自己買德語

書來學，但大概學個字母發音跟數字後就放棄了，所以來這裡上課時大多

都是有聽沒有懂的情況。如果想修這門課的話，先在台灣學一些基礎會比

較好，雖然完全沒學過要通過這門課也算輕鬆，但如果有些基礎後再來應

該會進步比較快。老師 Anna 很可愛也很認真，會設計很多遊戲讓我們練

習講德語，除了每週固定要上兩天課、不太方便安排頻繁的旅行外，其他

部分都還不錯，很推薦！ 

 

 

二、生活及文化交流 

 

住宿： 

我的宿舍叫做 Dr. Herta Firnberg Heim，應該是歷年政大交換生第一個住這

裡的。大約在交換學期開始前的四到五個月，我們就會收到申請宿舍的

信，宿舍相關事務是由一間叫 OeaD 的公司管理，只要上他們的網站、排

好三個志願、上傳它指定的一些文件就可以了。當時排志願序時，我依循

大家的心得填完前兩個後，就突然覺得應該不會那麼倒楣分到最後一個志

願吧，所以我第三志願就隨便填了一個官網上縮圖很美的宿舍就交出去

了。結果呢，我就被分配到了 Dr. Herta Firnberg Heim，一間在機場旁邊的

偏鄉宿舍，在分配結果出來前我甚至不知道它在哪裡。下面就講一下這間

宿舍的優缺點。 

 

我住的宿舍位在機場旁邊，只有唯一一班公車 F 線可以抵達，而 F 線並沒

夜車，所以晚上十一點過後就只能騎腳踏車或是走路（從市中心大概 50 分



鐘腳程）回去，這大概是最明顯的缺點。我們的宿舍人口密度極低，常常

會有一整天煮飯遇不到人或是只遇到一兩組人的情況，冰箱也沒有像其他

宿舍一樣每個人有自己的分區，而是一整層（約十初頭個人）共用一個大

的，大家就各自找空間塞，然後廚房裡並沒有冷凍櫃，只有在一樓的地方

有兩個整棟樓共用的（所以通常很…擠），一樣是各自找空間塞就對了。聽

起來有點危險，但我五個月來沒遇過食材被偷的情況，整體氣氛也很安

詳，應該是不用太擔心。 

 

人口稀少的這個特質沒有絕對的好壞，有時候會覺得廚房遇不到人挺無聊

的、但相反地有時候很累不想講話的時候也不用擔心進廚房還要社交，而

且通常廚房的衛生情況都還不錯，畢竟使用的人不多、也不會遇到有人在

偏鄉舉辦派對的情況。所以如果不怕孤單、想要清幽的環境的話，這裡絕

對是個不錯的選擇。再來最明顯的優點就是相較便宜的租金了，我住在雙

人房的月租金是 265 歐，還沒聽過有更便宜的、而且空間也還算明亮寬

敞，所以如果有大量旅遊規劃的話也可以考慮這裡。 

 

 

 

城內交通（公車、腳踏車）： 

Innsbruck 市區並不太大，如果住在市中心、一般上課的區域都是走路可及

的距離，但像是我住比較偏僻的人就會需要頻繁的使用公車。在這裡的公

車票價並不便宜，機台購買的單程票是 2.5 歐、8 次票是 16 歐，如果每次

乖乖購買的話鐵定會破產，想要省錢的話有兩個方法：買學期票或是…逃

票。學期票的價錢是 136 歐，要等到開學、和 Christoph 拿到相關文件後才

能開始跑申辦的流程，所以前面大約還是會有兩個禮拜多的時間是必須從

機台購票。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比較賭博式的逃票了，因為這裡大眾交通的

長期票並不是實體的票券、而是存在手機裡的憑證而已，所以擁有長期票

的人上車並不需要打票，實際搭乘時也會發現上車打票的人少之又少，你

根本不會知道誰有長期票、誰在逃票，而且司機並不負責查票，所以他也

不太管你。總之呢，我因為實際待在 Innsbruck 的時間只有兩個月多一點，

覺得買學期票並不划算，於是就選擇賭運氣，也很順利的省下了 136 歐，

平安喜樂。不過查票的情況還是會發生的，有其他交換生遇過在萬聖節半

夜的公車被查票，所以這裡只做個人經驗分享並不擔保哈哈哈，有餘裕的

話還是乖乖買學期票比較心安。（被查票一次的罰金是 70 歐元） 

 

另外推薦一個合法又舒適的替代方案，就是 Innsbruck 版的 U-bike：

Nextbike. 因為我的宿舍晚上十一點後就沒有公車了，我又常常在外面混

到比較晚，所以那時候就申請了這裡的公共腳踏車 Nextbike。下載他的



App 後，要先綁定信用卡、轉小額的歐元確認卡片可用，之後就只要用

App 掃描腳踏車上的 QR Code 就可租用。30 分鐘內的話是 1 歐元，或是選

擇繳年費 25 歐、30 分鐘內免費，確定會騎超過 25 趟的話就可以選後者。 

 

電話卡： 

我的電信公司是 Educom，它的方案跟其它電信比起來挺划算的，像我選擇

的是月繳 14 歐、網路流量 25GB（含漫遊 5GB）的方案，這個月沒用完的

還可累積至下個月繼續用（最多累積三個月）。當時選擇這家是因為我常有

長時間旅行的規劃，Educom 方案漫遊的流量在不同電信、同價格的方案中

是比較多的，不然在 Innsbruck 時其實也用不到那麼多。 

 

要拿到這張卡通常有兩個方法，一個是在 ESN 的迎新上繳會費 7 歐，它們

給的組合袋裡就會包含一張尚未啟用的 EduCard，再去網路上申請啟用即

可。另外一個方案則是自行去它們的官網填表單、申請卡片，大約兩三天

後就會收到。我是用第一個方法申請的，但過程實在太不順遂、我花了一

個月才成功啟用電話卡，所以強烈建議大家用第二個方法，簡單輕鬆又不

會多花錢，我也就講第二個方法怎麼做就好。 

 

官網上申請的流程是德文比較麻煩，但也沒什麼好解釋的，克難點用

Google 翻譯慢慢翻就能挺過去了。在這個階段我們就必須填之後自動扣款

的帳戶，需要注意的是它並沒有支援台灣交換生很喜歡用的 Revolut，像我

沒有在歐洲開戶、只用 Revolut 的就得跟其它有開戶的交換生借帳號、再每

月轉給她。如果有其他人已經使用 Educard 的話可以用他的推薦碼去申

請，這樣雙方都能拿到一個月免費的優惠。所有我認識、用第二個方法申

請的朋友都有用推薦碼，所以可能是因為首月免費的關係，收到卡之後便

立即可使用，之後只要再照公司的指示把填好的合約用 Email 寄回去就可

以順利繼續用下去了。沒有用推薦碼申請的情況我沒遇過，所以不太確定

會不會也這麼簡單。 

 

 

三、交換注意事項 

 

有些人來歐洲時會對這裡有點恐懼，覺得這裡治安很糟、小偷很多之類的。但

Innsbruck 的治安算是公認的好，基本上不太需要擔心。在歐洲其他地方旅遊

時，我覺得也不用過度緊張，了解一些歐洲常見的坑人手法、表現得不要太粗

線條應該都會沒事的。 

 

如果來 Innsbruck 有像我一樣租用腳踏車、或是自己買二手車的話，轉彎時記得



要用手當作方向燈，左轉就舉左手、右轉就舉右手。平時走在路上時也不要走

在自行車道上，不然很容易被騎車的人白眼或是嘖。 

 

這裡的公車也不像台灣一樣會自己開門，如果沒人剛好下車的話就要自己按門

旁邊的按鈕才會開。然後如果是奉公守法的良好公民，打票的機器是一台正方

形黃色的機器，通常會在一上車旁邊的柱子上，把票插進去機器唯一的縫隙就

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