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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企管四的王荷茜，於 2020 Spring的時候去荷蘭的

University of Groningen交換一學期，很不幸地遇到了 Covid-19，讓整個

交換生活變得很不一樣，大部分這個學期出去的交換生都在出去一個月

後就選擇回台灣，但我選擇繼續待在荷蘭，因為這是我期待了整整一年

的交換生活，我不想要輕易放棄，而我很高興我做了留下來的這個決

定，非常值得。雖然因為疫情關係，大部分的交換時間都待在宿舍，也

就是所謂的 quarantine，但因為我很幸運的住在一間溫馨的宿舍，所以

禁足生活並沒有很無聊，反而是我交換生活最快樂的時光。 

在這篇生活報告會簡單的對 Groningen這個城市的生活和學校的課業做

個簡單的介紹，關於我的生活體驗分享會在電子報裡面，我不會介紹行

前辦理簽證的部分，除了因為時間久遠我不太記得以外，也因為在之前

的學長姐心得報告中都有提到且很詳細的說明。因為疫情的關係，我相

信我對於這個城市的理解和體驗應該相較於以往的交換生多更多（因為

都沒有出去旅遊哈哈哈），所以主要會展現這個城市所帶給我的感受。

如果有甚麼問題都歡迎問我，我很樂意回答^^ 可以加我的 FB：王荷茜

(Catherine Wang)  。 

二、 交換學校簡介 

葛洛寧恩大學（University of Groningen），荷蘭文為 Rijksuniversiteit 

Groningen，簡稱 RUG，位於荷蘭北部最大城 Groningen，創校於西元

1614年，是荷蘭第二古老的學校，封面的照片就是學校的主要建築，充

滿歷史風情，很美的學術殿堂。RUG同時也身為世界排名百大的大學，

在學術界享負盛名，尤其在歐洲幾乎是大學生都會知道的一間學校，因

此也可想而知在裡面學習的課業負擔不小。 

荷蘭的大學學制和台灣不同，在荷蘭通常一個學期會再分為 2到 3個

block，而 RUG則是分成 2個 block，1個 block為 7週，並在 lecture結

束之後會有 2週的考試週。課程運作的方式也和政大不太一樣，FEB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商學院的每一堂課都會以

lecture+workshop的方式進行，必須將一門課的內容在 7週內結束，可

想而知課程的密集程度，以及學生所需投入的心力，對我而言幾乎是在

政大的兩倍，真的不愧是世界百大。 

三、 城市介紹 

（一）簡介 

Groningen位於荷蘭北部，是北部最大城，離首都阿姆斯特丹距離火車

大約 2.5個小時。整個城的分佈其實很廣，除了主要的市中心區域，也

就是 RUG的所在區域，還涵蓋了很多其他郊區部分。市區的人口組成主

要為學生，除了 RUG以外，Groningen還有另一所大學 Hanz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在宿舍生活和一開始的迎新週活動，都會認識到很

多 Hanze的學生。其他關於交通、宿舍、葛洛寧恩景點、商店，都可以

看看我的電子報。 

（二）生活所需花費 

荷蘭整體的平均物價水準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其實高上許多，尤其是在

住宿、交通、餐飲的部分非常明顯。 

房租方面，以我住的學生宿舍為例，雙人雅房，一個月也會需要約台幣

14000的房租，若選擇單人雅房，一個月則需要約台幣 16000。 

交通方面，火車、公車等都非常昂貴，但由於 Groningen屬於比較鄉村

一點，主要的交通方式是腳踏車，因此若不常離開 Groningen到其他地

方，這方面的開銷就不用太擔心，這方面在電子報會再詳細說明。 

餐飲的部分，歐洲的餐廳其實都很貴，但荷蘭相較其他國家又更貴了一

些，外食的話一餐至少台幣 500起跳，所以基本上三餐其實都是自己烹

煮為主，只有偶爾會出去吃一下，如果自己煮的話就不用擔心開銷太

大，超市各種食材應有盡有，且價格實惠，尤其是奶製品部分，甚至比

台灣便宜許多，因此這部分其實也不用擔心，在來荷蘭之前可以先在台

灣練習煮飯。 



 

（三）課程分享 

如前面第一部分的簡介所說，RUG的學期分為 2個 block，1個 block為

7週再加上 2週的考試週。一個 block通常最多修 3門課，一門課為 5 

ECT，修超過 3門的話可能會無法負擔龐大的課業壓力。商學院的交換

生除了可以選 FEB(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的課外，也開放選修

Faculty of Art開放給交換生的課，課程主要和荷蘭文化相關。商學院的

每堂課都會有 lecture和 workshop。lecture為選修這堂課的學生共同參

與的，通常都會有幾百個學生在課堂上，每週會有指定閱讀的 paper 2~3

篇，也會是之後的期末考內容，閱讀量非常的龐大，因此建議一定要留

夠多時間準備，千萬不要到考前一週之類的才開始讀，是絕對讀不完

的。Workshop的部分，一堂課會拆分成很多組的，小班制，因此在課堂

上認識的同學通常會來自 workshop，相較於 lecture主要的負擔為閱讀

paper，workshop的負擔就是報告，並依照不同課程的規劃，期末考除

了 paper外，也有可能考 workshop的內容。 

我在第一個 block修了 3堂課，兩堂商學院的課，一堂藝術學院的課，

這堂課其實還貫穿到了第二個 block。由於我是大四下學期出去交換的，

已經在出來交換前修完所有的畢業所需學分，因此我其實不需要任何在

交換學校的學分來抵免，考慮之後我選擇想輕鬆一點，因此在第二個

block並沒有多選修別的課。 

我選修的三門課分別為，屬於商學院的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Supply 

Chain Marketing和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 Multinationals，和屬於藝術

學院的 Dutch Studies，由於上下學期開放給交換生選修的課程不同，因

此這兩門商院的課只會在 Spring的課表裡。 

考試的部分，RUG的課都有補考的機制，由於期末考都相當不簡單，因

此 fail的機率其實很高，所以在這間學校，補考是常態，也就是就算你

第一次 fail了，還是有機會再考一次，這邊要特別說明 RUG特別的機



制，就算你的 workshop成績過了，lecture的考試沒過，整堂課還是算

是被當掉，兩邊的分數是獨立的，彼此不能互補、互不影響。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Supply Chain Marketing  

這堂課是結合了 Supply Chain 和 Marketing，上半部分為Marketing，

下半部分為 Supply Chain，其中Marketing的部分佔比較多一點。

Lecture的部分如前面所說，paper的閱讀量很大，不過教授會在課堂

上彙總每個禮拜 paper的重點，上課的內容大部分就是在講述

paper，課堂結束之後也會提供上課錄影的影片，對於之後考試的準

備幫助非常大。Workshop的部分，上課會是一些比較實作的內容，

以小組的方式進行，課後大約每週都會有小組報告要交，也是和當週

paper的內容有關。 

2.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 Multinationals  

這堂課的內容是在講述企業創新的方式，Lecture的教授很幽默風

趣，上課方式輕鬆，也是每週有指定 paper並且和 lecture的內容相

關。而這堂課的重點比較著重於 workshop，每個班要選擇一個企業

做創新產品的提案，會從班級中選出一位同學當 CEO，之後的每週課

程其實是由這位同學組織且帶領，老師就在旁邊監督和給予建議，然

後再把班級同學分為五大部門：R&D、Manufacturing、Marketing、

Finance、HR，整個班級就很像一間小型公司，以創新的產品為目

標，每個禮拜由 CEO訂定組織目標並在課堂上報告進度，需要和同

學進行大量的互動及討論，因此英文建議要有一定的程度，最後再繳

交一份小組報告。 

3. Dutch Studies 

這堂課屬於 Faculty or Art，課程就只有 Lecture沒有 workshop，課程

長度超過 1個 block，大約到第二個 block的中間，內容部分，每週

會有不同荷蘭文化相關的主題，因此若想好好深入了解荷蘭，可以考

慮選修這門課，不過就如這間學校課堂平均所需投入的心力，這堂課

也很不輕鬆，同樣閱讀量非常龐大，我這個學期考試都是考申論題，



不過以往似乎是選擇題，不管是哪種方式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時間，沒

有報告，就只有最後的期末考。課中會有 excursion，也就是戶外教

學，只是因為這學期因為疫情的關係取消了，不然非常推薦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