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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海姆是大學城，用英文生活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但很多超市的阿姨、餐廳店員、電車司機等等當

地居民其實是不會說英文的，所以會點基礎德文對於融入當地生活會有莫大的幫助。學校有德語課與

文化課這兩種特別開設給交換生的課程，每堂課 15 歐元，但要注意，這兩種課程選上以後就不能退

選。我個人的學習規劃是上一門德文課、一門文化課、一門正規商院課程。但後來放棄了前面兩堂，

下面會有我個人的一些考量給大家參考。 

 

學校在選德語課和文化課前，會先寄德語測驗給交換生，按你的成績去選擇適合自己程度的德語課。

也可以直接回信說沒有學過德文，直接從 A1.1 開始不用考試。我個人是後者。但我選的是一週只上

一天，一次 3 小時的 A1.1 密集課程。老師大概 80%用德文上課，20%看大家真的不懂才會用英文說

明。密集課程進度非常的快，帶全班一起唸過一次就結束字母發音教學。普通班的進度是第一堂課 2

小時都在學字母發音。強烈建議要有德文基礎再修密集課。德國老師的教學強調用身體記憶的自然學

習法，所以文法並沒有很扎實。我去德國前已經先在台灣學完 A1 的課程，而德國的德文課又教得比

台灣基礎，所以去上課比較像是透過課堂對話複習德文，後來覺得價值不高就放棄此課程了。這純屬

個人經驗，也有其他台灣同學覺得這個老師的教學方式比德國外面的老師教得好太多，給大家參考

個。 

 

文化課有很多不同選擇，有財務、德國文化、行銷等等的類型。我是選擇德國文化這個課題。老師是

法裔德國人，很幽默教學又用心的老師。小班制，大概 15 個人內。課程涵蓋從德國經濟、政治、藝

術、交通、教育、食物等全方位的議題。若是要學分就需要選擇其中一週的主題做 30 分鐘的

presentation，沒有考試。個人覺得這門課非常有趣又有深度，可以知道德國人是怎麼看自己的國家

的。後來是跟別的課程有衝堂，所以決定放棄這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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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門課是學校與 Mannheim 當地新創公司合作，讓學生參與新創公司專案。此堂課整學期只有一天

的整日課程，主要是聽那些新創公司 Pitch，讓學生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專案。最後再由課程助教授

課，介紹創業的基本概念和工具。確定自己分配到的公司後，就會有一次考試與期中和期末的 2 次

presentation。由學生自行跟新創公司約時間討論公司專案內容，時間上非常彈性。但我遇到的問題

是： 

1. 選課前我先確定這門課是全程英文授課，且通常是 Mannheim 當地學生會選的課，比例高達

90%，只有 10%不到會有交換生之類的參與這門課。出於非常想跟德國學生一起合作的想法，選

了這門課。但我選到的新創公司以公司內部 95%資料都是德文的理由，將我們小組分成德國組跟

亞洲組，做不同的專案，失去了我想跟德國同學共識的初衷。聽同學說其他新創公司並沒有這樣

的分組方式，只有我的專案遇到這樣的問題。 

2. 新創公司對於此專案並沒有具體想法，給了我們研究亞洲旅遊市場的題目後，就幾乎跟放生一樣

讓我們自由發揮，讓組員非常的無所適從。因為該公司目前只在德國市場發展，所以創辦人對於

亞洲市場幾乎沒概念。這報告基本上就是吃老本，沒學到什麼東西。唯一的好處大概就是遇到來

自不同背景的組員，討論時有不同想法的火花，大家又同心協力。 

這真的很看你所分配到的新創公司對此專案的規劃，重要的是要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想法。在整個過程

我都非常明確說明我對課程的期待，與希望接觸的事情，但沒有很好的回應。所以我建議在第一堂課

要跟新創公司深聊他們對專案的想法，若覺得不符合自己的期待就盡快退選，因為當專案開始後就不

能退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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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學生組織 VISUM 會安排 Buddy，並定期的宣布有什麼學校活動，是個非常用心的學生組織。

我的德國 Buddy 非常的活潑開朗，帶我跑遍整個 Mannheim 去買齊我需要的東西，還常常一起去喝

下午茶，非常 Sweet！VISUM 也有些活動是會到漢堡、法蘭克福去參觀的，很快就會被搶光，記得

隨時注意最新活動！去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搶宿舍！下面跟大家介紹交換生最常選擇的宿舍。 

 

學校提供的住宿名額其實不多，通常

會選擇 B7、G7、Ulmenweg 這三間學

生宿舍(右圖)。B7 離學校最近，用走的

跟搭公車差不多都是 8-10 分鐘。B7 宿

舍非常溫馨，每週在頂樓都有 Party，

也有電梯，生活機能很好。我是住在

G7，離學校也算近，沒有電梯，搬行李

有點辛苦。因為 G7 是在酒吧區，而且

房間靠大馬路(房號 201)，晚上會常常

會有酒醉的人在喧囂，一整天也有無

數次的救護車聲，淺眠的人絕對不推

薦這裡。如果喜歡去酒吧的人的話，是

個不錯的選擇，像我的美國室友就非常喜歡。如果搶不到 B7 的話，建議大家可以選比較遠的 Ulmenweg，

因為那邊住的都是交換生，大家常常會相約一起參加學校活動。雖然遠，但搭 Tram 來學校其實也是

蠻舒適的，通勤不會太辛苦。通常 B7 和 G7 因為離學校近，系統開放 10 分鐘內就會被搶光，大家記

得抽宿舍的時間要準時開搶呀～住宿費一個月約 300 歐，跟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德國這價錢真的非常

經濟實惠。房間很大還有洗手台，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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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時期出國交換真的是很難能可貴的經驗，出國前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最想要達成什麼事情。是想

交外國朋友、旅行探索世界、認真學習課程、學好德文融入當地生活都好，列出對你而言重要的

priority，才不會患得患失。因為我是碩二生，回國後就要開始工作，所以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花

時間陪自己，探索這個世界，去發掘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想清楚自己想要的未來。修課、交朋友對

我而言都是其次。因此在時間安排上，我就是盡可能地去一個人旅行。在其他電子報中我會介紹一些

省錢旅行的好方法。這邊先提醒大家一些生活需要注意的地方。 

1. 信箱上要貼自己的名字：搬進宿舍後，記得要在一樓的信箱上貼上自己的名字！！當初我就是沒

有貼，導致一直收不到信件。 

2. 交通誤點頻繁：若是旅行要去機場千萬記得時間不要抓太緊。不管是 Train 或是 Flixbus 等非小鎮

內距離的交通，很大的機率會誤點或是直接不開。最好都要有備案，看苗頭不對馬上換個交通方

式。之前到史特拉斯堡旅行，結果 Flixbus 誤點 4 個小時才來。德鐵則是常常會有什麼系統問

題，導致誤點。 

3. 帶台灣國旗：在歐洲有幾個時刻我真的非常後悔自己當初沒帶國旗。像是學校剛開學有分享自己

國家的食物分享會，這時候就會在台灣的攤位放國旗，還好其他台灣人有帶～還有個交換生趴踢

的主題是 Raise Your Flag，穿戴自己的國旗去 Party。旅行的時候，有些時刻也很想跟國旗拍

照。 

4. 水瓶要回收：在德國超市買水或飲料，通常上面的價格都不是最終價格。根據水瓶大小的不同，

在結帳時會被收不同的環保費用。喝完後記得拿去超市裡面，有機器可以退錢。雖然都是 0.25 歐

之類的小錢，但整個半年下來也是筆可以吃頓好料的費用。 

5. 確定你買的不是氣泡水：德國人真的很愛喝氣泡水。若水上面寫的是 Normal 不要誤會，那不是

正常的水，是一般程度的氣泡的意思。其實一開始我也不太適應水有氣泡，直到歐洲迎來熱炎炎

的夏天時，喝下沁涼的氣泡水才覺得真的很過癮。氣泡水若不冰會有苦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