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秋季中國⼈民⼤學交換⽣活報告 

⼀、課程資訊 

中國⼈民⼤學位於北京海淀區，臨近北京⼤學、清華⼤學等學校，算是座

落於校區之中。商院交換⽣在⼈⼤是不受限於院系的區別，可以⾃⾏選擇有興

趣的課程修課。在開學前⼈⼤的⽼師有給我 excel 檔的開課清單，但是看起來非

常眼花撩亂，且除了上課時間、課程名稱、授課⽼師等最基本的資訊外，想要

看⾒教學⼤綱必須登入校園網站「微⼈⼤」，但當時並不知道學號及密碼（我也

忘記初始密碼了）不過不⽤擔⼼！開學第⼀週相當於政⼤加退選的階段，可以

⾃由在各堂課上旁聽以便⽇後做決定。通常這⼀週⽼師都會闡明成績結算的⽅

式、這學期的考試與報告內容、課程是輕鬆還是比較重的，交換⽣在決定後使

⽤如同加簽單的東西到各堂課上請⽼師批准，根據我⾃⼰及身邊同學的經驗，

沒有⽼師會拒絕。要注意的是，⼈⼤的課程安排與政⼤非常不同，通常是兩學

分的課，時長為 1.5 ⼩時，最早的⼀節課會是第 1 節 8:00-9:30，往後的上課時間

分別為第 2 節（10:00-11:30）、第 3 節（12:00-13:30）、第 4 節（14:00-15:30）、第

5 節（16:00-17:30）、第 6 節（18:00-19:30）及最後⼀節 19:40-21:10。如果是三學

分的課會上⼤概 2.5 ⼩時，例如 14:00-16:30，但因為不會有鐘聲所以主要就是看

⽼師⾃⾏宣布，中間也不⼀定會休息。我⾃⼰很喜歡這樣短時間不休息的課

長，可以很聚精會神的上完課，不會因為過長的時間或是中間的下課⼲擾思

緒。在來交換之前⼀直聽說中國學⽣很認真，但我個⼈觀察的結果是，他們會

很重視成績，但不⼀定會認真上課和讀書，通常都是考研究所的⼈很拼，也不

少⼈會遲到進教室，只是真的沒有⼈會上課吃東西。不知道是不是我上的課比

較屬於講課形式的關係，在必修課上⼤家都滿認真抄筆記的，基本上都是使⽤

電腦做筆記，很少⼿抄，課程上的互動也不算是很多。因為我的課都沒有期中

考，記憶中好像期中考就⽼師⾃⾏宣布在課堂上考。但期末考會統⼀安排在學

期末最後兩週，必修課考試時間、地點會另外通知，可是不會告訴交換⽣，可

能要⾃⼰跟別的同學拿，不然找不到在哪有公佈。我當時學期末最後⼀週是到



1/17 號，⼤概在 12 ⽉中會公布考試⽇程，因為是由教務處統⼀安排考試時間

所以沒辦法提早確定，有點難抓回程機票的時間。選修課依然是上課考，因為

最後兩週是考試週，所以要在課堂上考試的話就會提早結束課程，如果是想把

期末留給到各地旅遊的話可以避免選必修課。⼈⼤的課程整體來說我覺得算是

不會太重，許多選修課的⽼師會開放開書考，只是因為課堂時間較短所以會有

點匆忙。基本上中國⼈都看得懂繁體字，所以我都直接寫繁體字。比較有趣的

是，上課抄筆記時很容易被他們的⼜語影響，導致打注⾳時會有錯誤，像是他

們都說企（ㄑㄧˇ）業、質（ㄓˋ）量，導致在需要快速打字時很混淆。 

⼆、⽣活及⽂化交流 

每⼀位交換⽣都會有⼀位學伴在⼀開始幫助你認識校園，不過院級的學伴

並不會義務到機場接機，⽽且院級學伴的體系跟校級的也不太⼀樣，接收到的

資訊也會差滿多的。我的學伴當初並沒有到機場接機，但是有跟我說好等我到

學校會來接我然後帶我到宿舍。不過因為我剛好遇到校級的接機，所以就直接

跟他們坐⼤巴⼠到學校了，推薦⼤家可以先問好校級的接機時間搭他們的順風

⾞！基本上他們並不會拒絕讓你上⾞，後續也會帶你到宿舍、發學⽣證（校園

⼀卡通）給你。剛到北京的時候會有許多東西需要辦，好像有些學伴會帶交換

⽣⼀起去處理，但我是跟室友⾃⼰去辦完了，只有簡單跟學伴在食堂吃個飯、

逛逛校園，之後就是有問題可以問他。我在交換結束時有把我的床墊被⼦等⽣

活⽤品轉賣給之後的交換⽣，當時是有聯絡他的學伴將東西寄放，雖然這並不

是他們的義務，但好像多數都會同意。如果你在去之前有買東西的話，也可以

問問看能不能解放在學伴宿舍！ 

聽說，以往⼈⼤都會舉辦很多給港澳台交換⽣的活動，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2019年就減少非常多，⽽且有些活動會優先開放給校級交換⽣，比較臨時才通

知院級，如果很想參加的話也可以請校級的交換⽣問問看⽼師能不能通融，不

過之前我有聽室友說，因為校級都已經報名額滿了所以就不給院級的參加。我



⾃⼰有參加到的活動是去參觀圓明園，也在當時的活動中認識到了其他的交換

學⽣，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參加。其他還有舉辦過河北⼀⽇遊、參觀另⼀個校

區、期末聚餐，以前聽說過的是還有長城、天壇等活動。 

在⽂化交流的部分，因為室友都會是交換⽣，所以其實不會有跟當地學⽣

朝⼣相處的機會，甚至有可能不會認識到當地學⽣。因為課堂報告的關係，我

有認識幾位當地學⽣，通常⼀聽⼜⾳就會知道你是台灣⼈。他們對於台灣的風

俗民情知道的不多也感到滿好奇的，我⾃⼰遇過不少跟我說很喜歡看台灣的電

視劇、電視節⽬。雖然都是講中⽂，但是絕對不表⽰沒有⽂化差異。像是我在

使⽤微信的表情符號時就⼀直使⽤⼀個微笑的表情，後來經過同學才得知這個

表情代表「我⽣氣但我不跟你說」的涵義，或是東西的命名不⼀樣、習慣的⾳

調語氣不同，容易造成溝通上的誤會。也有認識幾位擔任學伴的當地學⽣，他

們多是之前有去過台灣交換或是喜歡台灣的學⽣，也會抱持著比較開放的態度

來跟你交流，像我有認識⼀位來台灣交換過的中國學⽣就練就⼀身好台語，我

們去唱歌時狂點台語歌，甚至還可以跟我⼀起討論炮仔聲最近的劇情。我也有

遇過⼀直想跟我聊敏感話題的⼈，使⽤各種隱晦的說詞但我們都⼼知肚明他意

指什麼，尤其當時恰逢總統⼤選。我能體諒他們因為⼀直以來接收到的資訊讓

他們篤信台灣經濟很差、未來世界會是中國的天下，但是有些⼈的問話真的非

常不禮貌。慶幸的是，⼤部分的⼈並不會刻意跟你聊起政治，只是對於台灣的

旅遊、⽣活很感興趣，或是很喜歡台灣⼈講話的⽅式⽽已。 

要說的話，⽀付寶跟微信⽀付是我最喜歡的部份。雖然我在台灣時也已經

在使⽤街⼜⽀付、Apple pay、信⽤卡等功能，但是因為許多⼩店是不⽀援⾏動

⽀付的，所以在台灣還是不敢不帶錢包，或是得去領錢。但是在中國每⼀間

店，包括路邊的攤販，都可以使⽤⾏動⽀付，⽅便又快速，也不會有分帳時找

錢的麻煩，透過微信的⼩程序還可以不⽤下載app就使⽤想要的功能，或是購買

其他城市的⾞票等，真的太⽅便了！⽽最受不了的，撇除隨地吐痰、有些⼈上

廁所不關⾨不鎖⾨等衛⽣的問題外，⼤概就是交通了。記得剛到北京的時候完



全搞不懂什麼時候可以過⾺路，因為就算紅燈他們的各種⾞都還是可以右轉，

⽽且又不禮讓⾏⼈，⼀個不注意會直接發⽣⾞禍吧！北京的⾺路很寬，分成好

幾道，兩側最窄的好像是摩托⾞、電動⾞、腳踏⾞跟路⼈的地盤，雖然是柏油

路但算是⼈⾏道吧。⾛在路上時會聽到此起彼落的喇叭聲，來⾃汽⾞、腳踏

⾞、電動⾞，但許多時候當年匆忙的閃躲並回頭，會發現他們離你還非常遠或

是他根本不會撞到你。 

北京的地鐵在轉乘時經常要⾛很遠的路，不像台灣的捷運站幾乎出⼜在哪

⼀⽬瞭然，有些出⼜你在這⼀條線上你甚至⾛不過去，⼤概就是每⼀個轉乘站

都像是南京復興站那樣但是又更⼤。相比之下安檢就沒有那麼難適應，如果背

很⼩的包包也可以背在身上讓保安掃⼀下就好，但如果你帶著很⼤很重的⾏

李，千萬別輕易嘗試搭地鐵。公⾞的話，上下都要刷卡，如果沒有⼀卡通則要

跟⾞掌⼩姐買票。公⾞上沒有下⾞鈴，每⼀站都會停靠。 

 

三、要注意的事情 

1.最好先買好幾天的漫遊或是網路，就是平常旅遊會買的那種，才不會落地沒

有網路，尤其是要⾃⼰去學校的⼈ 

2.先辦⼿機再開⼾，⼿機可以買學⽣⽅案，便宜⽽且每個⽉的網路很多（但不

是吃到飽雖然因為很便宜都被當成吃到飽在使⽤） 

*我不確定是不是只有學⽣可以買，⼀年只要200⼈民幣，有30G通⽤流量（就是

⼀般的那種）+30G其他流量（限⽤於特定的app像是微博、優酷、⼤眾點評

等） 

3.隨時帶好你的臺胞證跟學⽣證，有時會與折扣不期⽽遇，有時候是特定地點

要安檢 

4.洗澡必須使⽤校園⼀卡通裡的錢，校園⼀卡通只能綁銀⾏帳⼾或是⽤⽀付寶

儲值，⽀付寶的錢來⾃於銀⾏帳⼾⽽且要綁定⼿機實名認證，所以，如果第⼀

天沒辦法辦好⼿機跟銀⾏的話，可以跟當地學⽣借卡⽚，或是請學伴先⽤⽀付



寶轉錢給你 

5.百貨公司裡有各種推銷，不管他們怎麼說都別⼼軟，假裝沒看⾒沒聽⾒⾛掉

就好，只要停下來就會被纏住 

6.北京真的非常乾燥，每天晚上擦乳液和油已經是我跟室友的保養⽇常 

7.⼤概10⽉10幾號之後北京就變冷了，那時候⼤概12-18度吧 

8.長假的⼈潮真的很恐怖，去旅遊景點都不知道是在看風景還是看⼈，⽽且他

們有可能會推擠前⾯的⼈，千萬要⼩⼼！地鐵安檢也會導致排隊很慢，所以要

提前更多出⾨才不會錯過⾶機或是⾼鐵⽕⾞ 

9.⾼鐵、⽕⾞有提供學⽣票，但交換⽣不在範圍內，因為我們的⼀卡通沒有優

惠條碼，所以也不能⽤校園⼀卡通搭地鐵或是公交⾞ 

10.⽕⾞班次開頭的英⽂字母表⽰不同⾞種，購票前可以留意⼀下，如果搭到⽼

舊的⾞種像是K這種會很不習慣，因為座位很擠還要跟陌⽣⼈⾯對⾯… 

11.「⼩姐」是指特種⾏業的女⽣，也沒有⼈會在⽣活中叫⼈「⼩哥哥」、「⼩

姐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