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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簡介 

 

維也納經濟大學(以下簡稱 WU)於 1898年創立，擁有超過百年的歷史。在商

管領域的許多世界排名也都排名非常前面；學校的國際化程度也非常高，校內的

國際學生就佔了約 30%，海外姊妹校更多達 240 間，每年約有 1000 名的交換學

生至此交換，可以說是歐洲非常著名的商學院之一。 

在校園環境的部分，除了位於兩個地鐵站之間方便的交通位置之外(見下面

校園地圖)，整體校園環境非常具現代感，所有設備、大樓都非常新穎，代表性

的圖書館大樓除了是知名建築師設計的之外，更是擁有全奧地利最大的商業經濟

圖書館；春天時的校園更是充滿了各種花草，非常的漂亮。只可惜我這次的交換

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奧地利政府在 3月初開學一周後就下令關閉全奧地利

的大學，全面改為遠距教學，所以我幾乎沒有使用到校園的設備和環境 QQ……，

但根據當地同學的說法，WU 的校園環境非常的適合學習，是學生們非常滿意的

校園，所以有興趣來此交換的同學可以期待一下喔! 



 

▲校園地圖:校園整體雖不算大，但卻非常新穎。各大樓前的地面也有註記大樓編號，

不太可能迷路。地圖左手邊出去步行約 3分鐘不到即為地鐵 U2線 Messe-Prater站、校

園另一頭的出口則是靠近 U2線 Krieau站。 

二、 課程資訊 

1. 學期:spring semester是三月第一周開學，六月最後一周結束。pre-semester 

German course和 cultural program則會從開學前一個月的 2月初開始。 

2. 選課:基本上只要照著 WU提供的選課流程走就不會出錯，WU會於選課開始前

寄送 Email說明提供課程查詢開始時間、選課系統 LPIS的使用方法和選課時

間。WU 選課方法和政大不同，選課是在一個指定的時間開始大家同時登記，

也就是先搶先贏，沒有搶成功的話就到 waiting list。但我很幸運，所有想

上的課都有登記成功，所以沒有被排到 waiting list。 

3. 學分: WU使用的學分計算方式和政大不同，是使用 ECTS，學分的轉換方式在

商院 OIP 的交換說明會提到，所以只要留意政大和商學院這邊對交換同學的

選課要求和遵守 WU的交換生選課 ECTS數上下限規定去進行排課、選課就好。 

4. 課程時間: WU的課程時間安排和政大非常不一樣，不同於政大每周固定同一

時間上同一門課，大部分的課程可能在幾周甚至幾天內就會結束，或是不會

連續每周都上課，所以建議大家在課程開放查詢後就趕快安排課程。LPIS系

統不會像政大選課系統一樣自動排除衝堂、時間重疊的課程，所以在排課時

要特別留意。也因為課程都是先搶先贏的關係，建議大家可以把 back-up 

course schedule也排一排，以免什麼課都沒有選到。 

5. 課程評分方式: WU 的課程評分不像政大一樣是給分數，而是給予 1(nicht 

genügend/fail)~5(sehr gut/excellent)的評分且不會提供排名。大部分的



課程評分項目都會由出席率、課堂參與、小組報告/活動和考試所組成，占比

則因課而異。這次因為皆改為線上授課的關係，我所修的課程中，教授們都

因考量到已返國同學們時區差異的關係而在出席率方面比較寬容，但其實課

程都還是很注重出席率，所以最好不要缺席。而課程參與的部分，若授課教

授有特別強調或是有一定的分數占比的話就表示課堂中會有不少的討論，最

好多參與發言和討論。考試的部分，一樣因為線上授課的關係，我有一半的

課都從原定的紙筆期末考試改成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個案閱讀回答問題、寫

short essay的形式，算是一個滿特別的學習體驗。 

6. 教材、學習資源: 大部分的課程的教材都是以教授的簡報、講義或是提供的

個案為主，所以基本上不需要另外購買。如果教授有提到需要使用課本的話

可以去圖書館借，因為授課期間較集中的關係，通常借閱期限到期前課程就

會結束。不過期未還書的話好像會被罰錢，要特別注意。有些課程中教授可

能會要求要使用線上資料庫收集資料，只要連上 WU的 VPN，就算不在校園內

連校內 Wi-fi也可以使用 WU圖書館的線上資料庫。 

詳細關於我這學期所選的課程及課程資訊和上課心得收穫我會在電子報(一)中

做詳細的介紹和說明，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參考一下。 

三、 生活資訊及注意事項 

1. 交換前 

1) 簽證:去奧地利交換 3~6 個月的話是申請 D 型簽證，費用為 150 歐，詳細

需要準備的文件、資料和注意事項在奧地利駐台辦事處的網站都有說明。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關於保險證明的格式和財力證明的部分，保險證明的格

式是有特別規定(見下圖)，我那時候不知道，所以第一次去申請時就被退

件了；至於財力證明的話，以去交換五個月來說，只要提出約有 20 萬台

幣存款的存摺就好，存摺最好是自己名下存摺，這樣在申請時會比較方便。

基本上只要資料正確齊全，簽證不算太難申請，大約一週後就可以拿到了。

而且代表處的工人員也很和善有耐心，所以不需要太擔心會被刁難。 

 

 

 

 

2) 衣服準備:對於像我一樣第一次去歐洲的人來說，一定會擔心歐洲的冬天

會很冷，而想帶一大堆的保暖衣物(可能吧)。但其實奧地利沒有想像中的

▲保單格式: 一定要有”CERTIFICATE OF SCHENGEN MEDICAL 

TRAVEL INSURANCE” 才可以。此為我第一次被退件時奧地利駐台代表

處所提供的 Sample。 



冷!我是 2月的時候抵達維也納的，當時的氣溫基本上不超過 10度，不過

奧地利因為是乾冷而且城市裡也不太會下雪、積雪(聽當地的同學說維也

納已經好幾年沒下雪了，就算有也是小小的、短時間的，不會造成積雪)，

所以體感上並不像在台北濕冷的冬天一樣是冷到骨子裡的那種冷，而且室

內也都有暖氣，因此不需要帶太多像是發熱衣之類的貼身保暖衣物(我當

時帶了一堆發熱衣幾乎都沒穿到)，以超級怕冷的我來說大概一件厚長袖

加毛衣就可以了，外出時在加件羽絨衣和防風大衣就好。我覺得在當地冬

天的穿著比起”保暖”，”防風”更為重要!維也納的風很強，尤其在 WU

校園更是如此(可能跟校園設計有關吧)，強風完全不輸給下雨時颳強風的

政大，所以最好準備一件可以防風的大衣和一雙保暖手套(我一開始去的

時候不太戴手套，但過沒幾天手就被風吹到乾裂，很痛 QQ)喔! 而天氣大

概在五月就會開始慢慢回暖，整體的天氣非常的舒適宜人，白天大概

18~25度左右，入夜太陽下山後就會變比較涼，而到了六月天氣就會更熱

一些，有幾天甚至會到 28度以上所以也要記得帶幾套夏天的衣服喔! 

3) 住宿: WU 沒有自己的學生宿舍，但是有提供一些住宿的建議，其中大部

分的交換生都會選擇住 OeAD 的學生宿舍(這是一個奧地利的學生住宿機

構)。申請住宿的部分，WU會發送 e-mail告知有關生活資訊的懶人包(pre-

arrival guide)，其中有關於住宿的申請，建議想住 OeAD的話，可以依

據懶人包中的申請時間開放時盡快申請，因為有可能會額滿。以我自己當

初的選擇為例，我是選擇住在 OeAD Molkereistraße 的宿舍，大部分的 WU

交換生都會選擇住在這裡，因為離學校最近，步行約 5分鐘就能到學校。

我住的房型是 495 歐元/月，有自己的寢室，並提供基本的餐廚具，衛浴

廚房則是和另外兩位室友共用。以 OeAD Molkereistraße 的宿舍 495歐元

/月的房型而言，就是你會有自己的寢室，然後衛浴廚房會和 1~3 位室友

共用，看被安排到的房間而定，我很幸運被安排到 4人房，但因為有一間

房間是空的，所以我只有兩個室友，一開始以為我們房間人多會比較不方

便，但因為我室友都是歐洲人，生活習慣(e.g.洗澡時間、用餐時間)和我

差異都蠻大的所以基本上使用公共空間的作息不太會有衝突。而且也因為

有兩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室友，所以可以認識兩個不同國家的文化，真的是

很有趣體驗! 😊然後環境清潔的部分，每週會有打掃阿姨到房間做一次

打掃。 

-宿舍生活機能: 

i.洗衣服:宿舍的洗衣房在 B1，洗一次 2.5歐，洗衣機只接受 1、2、0.5

歐元的銅板，所以要自行備好零錢；洗一次約 40 分鐘~1 小時。烘衣機

則是可以免費使用，但烘衣服卻要 3 小時左右，所以很常會要排隊。所

以雖然 OeAD 規定不能在房內晾衣服(這個規定只是要防止濕衣服滴水造

成木頭地板變形)，但我還是我都會把衣服晾在房間裡(反正脫水過的衣

服也不會滴水)，因為奧地利氣候很乾燥，所以其實衣服晾在室內也是兩



三個小時左有衣服就會乾了(只要不要被打掃阿姨看到就好)。 

ii.購物:OeAD Molkereistraße 宿舍的樓下就有一間超市(Billa)和一間

小小的亞洲食品商店。步行可達距離內也有好幾間不同的超市、藥妝店、

雜貨店，對於日常的 Grocery shopping 而言可以說是滿方便的。但要

注意奧地利的商店星期日和國定假日都不會營業(除了在 Prater 車站裡

的 Billa之外。但它似乎是維也納少數在星期日/國定假日營業的超市，

所以人非常多)、平日超市也只營業到 20:00、週六超市只營業到 18:00，

因此不像在台灣一樣隨時想買什麼就可以買的到，要有為假日儲糧的習

慣。然後也可以先查一下有哪些國定假日，因為奧地利在五、六月有許

多的國定假日(大部分都和宗教有關)；我就曾在某個 workday 時想去

grocery shopping卻碰上所有的超市都沒有營業的狀況，回去一查才發

現原來那天是一個國定假日的窘境。 

※宿舍鑰匙:OeAD 有規定領鑰匙的時間，所以建議可以請自己的 buddy 先

幫忙代領鑰匙。 

4) Buddy Program: WU的 buddy program和政大不一樣，不是每個交換生都

有 buddy，而是要自己申請。在大約交換學期開始前幾個月會收到 EBN(WU

裡類似政大 SA的一個組織)通知可以開始申請 buddy，只要照通知的流程

申請即可。有 buddy幫忙的話在出發前認識環境、剛到時辦理一些行政手

續上真的會方便許多。(也強烈建議可以在出去前一學期參加商學院的

buddy program先認識交換學校來的學生!OIP 很貼心，都會盡量幫忙安排

交換學校的學生當你 buddy。我交換前一學期的 buddy就是 WU來的學生，

我的那位 buddy在我去交換前的準備上給了很多實用的建議呢!) 

5) 變壓器/插座:歐洲的電壓和插座形狀都和台灣的不一樣，歐洲的電壓為

220~240V，插座形狀為兩個圓圓的、像豬鼻孔一樣的形狀，所以要記得準

備正確的變壓器、插頭。(但像手機充電線的插頭我記得在維也納的一些

捷運站好像有自動販賣機在賣。) 

6) 其他:基本上只要照著 WU 寄給你的 email 指示去進行行前準備就不會遇

到什麼大問題，但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在奧地利、維也納的生活資訊或是

得到奧地利當地重大新聞的第一手消息的話可以加入像是<台灣人在奧地

利>、<旅奧維也納台灣同學會>等臉書社團，或是追蹤< Taiwan in 

Österreich 駐奧地利代表處>和< C'est la Wien :: 無糖綠微糖少冰>這

兩個粉絲專頁來獲得更多奧地利的生活相關資訊喔! 

2. 抵達時 

1) 戶政登記:奧地利的戶政登記規定(Meldezettel)非常嚴格，必須在抵達維

也納的 3 日內親自去辦理。我那時候是因為有我 buddy 先幫我在 OeAD 領

申請表並協助我填寫(申請表沒有英文，只有德文)、帶我到區辦公室辦理，

所以沒有碰到什麼困難，就帶著填寫好的申請表和護照到區辦公室申請就

好。 



2) 銀行開戶: 我是在 WU校園旁的 Erste Bank開了一個 student account，

這個戶頭不會收保管費，而且到申請人 27 歲前都可以使用。開好銀行戶

頭之後會收到一張 credit card 和 debit card，而 debit card同時兼

具有國際學生證的功能(所以 debit card 製作上也較耗時，因此會比

credit card 晚個一週左右寄達住處)。我當初開好銀行戶頭之後就將戶

頭資訊告訴家人，然後將我交換 5個月的生活費一次匯進來這樣就只要被

扣一次跨國轉帳手續費就好。然後只要下載 Erste Bank的 George app(開

戶時銀行人員會教你怎麼用)就可以在手機上看到轉帳紀錄、查詢銀行卡

PIN 碼和進行轉帳(我都用這個 app 轉帳交房租)，真的超級方便的!而且

在奧地利幾乎每個地方都可以刷卡(尤其是疫情期間店家都鼓勵盡量不要

用現金交易)，所以在當地有一張可以刷的卡真的方便許多! 

3) 手機門號申請:我是使用 EBN 推薦的 educom sim 卡，9.99 歐/月(合約的

第一個月未滿 30 天不會收到 9.99 歐，而是依實際使用天數收費)，費用

每個月會直接從提供的銀行帳戶扣款。一個月有 10GB 的網路流量，在歐

盟其他國家也有 3GB的漫遊流量，算是夠用的。只是要注意，雖然 educom

的 sim卡很好取得，但開卡卻有點小麻煩，要到攜帶護照和銀行帳戶資訊

到 educom 的門市辦理註冊開卡，不過門市的店員很親切、英文也講得十

分流利，會仔細地說明電信方案內容、扣款方式、扣款日期和最後取消門

號的方式，大概 10~15分鐘就可以完成整個流程。 

4) 交通票:維也納市區內的交通非常方便，而且學生交通票的 semester 

ticket也非常划算!一學期(五個月)用的 semester ticket只要 78歐(大

概捷運搭個 20 趟就回本了 XD)，不過要在拿到戶政登記的證明之後才能

去辦。這張交通票可以搭乘維也納 Wiener Linien 的交通工具，包含捷

運、公車和路面電車(tram)。而那張交通票其實就是一張紙(票)，只要搭

乘時帶在身上就好，上車時不需要特別給誰看或是刷過任何閘門，只有在

車上遇到查票員時才需要出示(我是沒遇過查票員，但有其他交換生朋友

有遇過)。 

3. 離開時 

1) 取消戶政登記:只要在離開前三天帶著當初拿到的戶政登記證明回到當初

申請的地方辦理取消登記就好(或是其他的區辦公室好像也可以)。如果是

住 OeAD 宿舍的話要把取消登記的證明傳到宿舍服務平台才能拿回押金

喔!(押金大概一個月後會退回) 

2) 取消手機門號:因為作業流程的關係，所以要在倒數第二個月的發票日前

寄 email 告知並附上手寫的聲明文字和護照照片給 educom 的客服信箱申

請註銷手機門號即可，或是也可以直接到門市辦理。 

3) 關閉銀行帳戶:其實因為一些原因，我在奧地利的帳戶在我寫這篇報告的

現在還沒辦法關閉，但我在回國前有去詢問是否有在線上關戶的辦法，得

到的答覆是只要寄 email並附上要關閉的帳戶資訊、護照、銀行卡照片和



接收餘額的帳戶資訊給給客服 email 就好。(可以在辦戶頭時順便問一下

關戶辦法) 

四、 文化交流 

1.Pre-semester German Course & Cultural Program 

WU 在開學前會有一個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要參加的 Pre-semester German 

Course和 Cultural Program，兩者都是需要另外付費的。我兩個都有參加，

雖然費用不便宜，但我覺得很值得(謝謝我的父母願意出這個錢讓我參加 QwQ)! 

Pre-semester German Course的部分我會在電子報一的修課心得裡做更詳細

的介紹，這邊主要想分享一下 Cultural Program。Cultural Program 為期兩

周，費用是 260歐，會帶參加者參觀一些維也納的著名景點(含導覽)、團康活

動、Vienna walking city tour和兩天的 one-day trip(分別去奧地利的第

二、三大城 Graz 和 Linz)，算是認識維也納和其他交換生的好機會。而我之

所以覺得滿這個 cultural program滿值得參加的原因是因為維也納真的是一

個充滿很多故事和藝術文化的城市，如果沒有人介紹真的就不會知道，有些地

方(像是著名的金色大廳)也是因為跟著團體才有辦法進入參觀，而過程中也可

以認識其他參加 cultural program的來自世界各地的交換生，尤其是這次因

為疫情的關係，奧地利所有的大學在開學一周後都被政府強制關閉校園、全面

改為遠距授課，根本沒有機會面對面認識其他人，所以我在這趟交換中所認識

的人都是透過參加 cultural program 認識的，然後也因為這個 cultural 

program讓我在疫情爆發前的歐洲能享受一小段歡樂的出遊時光。 

 

 

 

 

  

▲One-day trip to Graz: Graz 部分市景 

▲著名的維也納金色大廳♪ 

 

▲One-day trip o Linz:和在 cultural program中認識

的交換生朋友一起去品嚐當地特色點心٩(ˊᗜˋ*)و 



2.EBN Friend  

EBN 是 WU裡一個類似政大 SA/IY的團體，會舉辦一些給交換生參加的 welcome 

dinner、party、trip和 event，而且只要花 5歐購買 EBN Friend card就可

以在報名 EBN 辦的活動上有折扣(Trip 折 20 歐、event 折 5 歐)，而在

orientation時會發一本 EBN的宣傳小冊子，裡面會列出所有的活動內容、日

期和費用，大家可以自行選擇要參加什麼活動。不過這學期因為疫情的關係幾

乎所有的活動都被取消了☹。但我因為是在開學前去的，所以有參加到開學

前順利舉辦的少數活動—Welcome dinner 和 Night Sledding。Welcome 

dinner 不須事先報名，晚餐內容有一些 Austrian dishes 可自行選擇，價格

也不會太貴，算是一個可以和其他交換生好好聊天、認識彼此的場合!至於

Night Sledding就是一個需要事先報名的 event(應該也是這學期唯一一個辦

成的 EBN活動)，有 EBN Friend card的話費用為 35歐，是一個非常刺激好玩

的活動!我覺得對於身在台灣、很少有機會從事雪上活動的我來說是一個難得

的體驗機會，雖然 night sledding完隔天全身痠痛(這個活動的運動量比想像

中還大許多)還受了一點小皮肉傷，但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特別、有趣的經驗! 

 

 

 

 

 

 

 

 

 

3. 其他 

1)維也納市政廳溜冰 

每年的年底到隔年的 2 月維也納市政廳的後面就會是一大片滑冰場，入場費

也很合理，尤其是要關門前入園的話價格會更便宜。不過因為我是第一次溜

冰，所以只能一直抓著牆壁慢慢前行，還好和我同行的交換生朋友們幾乎都

經驗老道，不但有教我溜冰的訣竅(雖然到最後我還是沒成功)，還牽著我的

手讓我小小的體驗了一下溜冰的感覺，真的是非常謝謝她們!這大概算是我這

次交換最美好的回憶之一吧!😊    

◀Night sledding 前趁還沒

天黑時和其他交換生先拍

張紀念照😊 



 

◀維也納市政廳溜冰

初體驗! (◍•ᴗ•◍) 

 

 

 

 

 

 

 

 

 

2) 音樂劇 

維也納身為音樂之都當然有許多價格合理的藝文表演可以享受囉!不過這次

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所有的藝文表演在 3月之後到我回台前就都取消了☹。

不過慶幸的是在 2 月的時候受到其他交換生朋友邀請有去欣賞一齣音樂劇，

因為是買開演前半小時剩下的票，再加上又有學生優惠，所以花不到 20歐就

買到音樂劇的門票了(而且還不是站票)!但這僅有的音樂劇觀賞經驗卻發生

了一個小插曲，當初會決定要去看音樂劇是因為聽說音樂劇雖然是德文發音，

但是會有英文字幕所以不用擔心看不懂，結果開演後發現那場竟然沒有字幕，

還好同行的同伴有當地人也有德文程度超級好的交換生朋友在中場休息時跟

我說明了劇情，然後我也稍微上網查了一下劇情，最後順利的把整場音樂劇

順利地看完了。雖然聽不懂台詞內容，但很享受整個劇場的氛圍和音樂，是

一個超棒的體驗!推薦大家如果有機會一定要在維也納欣賞一下藝文表演喔! 

 

◀Do what Viennese do when in 

Vienna! ♫ 

 

 

 

 

 

 

 

 

 

 



4. 和室友的 Small talk time 

這個是我個人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畢竟這次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實在沒

太多機會和其他交換生相處(第一個月認識的交換生朋友在下個月疫情爆發

時就都回家了 QQ)，因此和我相處時間”最長”的新朋友就是我的室友了(雖

然他們中間 3~5 月的時候也不在維也納 QQ)。我的兩位室友分別來自西班牙

和波蘭，兩位都是非常親切可愛的人。我們只要一起聚在 dining area就會

很自然地聊上個幾句，因為我是第一次去歐洲，而我兩位室友則是都沒來過

亞洲，所以我們的聊天內容很自然的就是在介紹彼此的國家或是在家鄉的日

常生活，像是我一直以為歐洲國家觀念都很開放，但在開學前一週我的波蘭

室友要波蘭參加她朋友的婚禮，而她朋友結婚的原因只是因為想和男友同居

但雙方家人因為宗教信仰理念的關係不允許婚前同居，所以雖然室友的朋友

才 20歲就決定結婚了，這種事在波蘭還滿常見的，聽完波蘭室友的這一席話，

西班牙室友也在一旁附和說這種情況在西班牙很常見，我聽完當下只覺得”

哇，這跟我想像中歐洲不太一樣呢”。同樣的，她們也對台灣的宗教、文化、

特色等事情很感興趣，尤其是在外食文化不盛行的歐洲，她們對於我所介紹

的台灣美食、外食文化感到相當的驚奇，而且因為我有帶一些台灣的零食和

台灣特有的茶包去奧地利，所以有和室友們分享，在我能力所及的範圍內讓

不認識台灣的朋友小小的品嘗一下台灣的美食和好茶。像這樣分享彼此生活

的 small talks在我們一起住的短暫時光裡很自然的一直在我們聚在一起時

出現，和室友聊了這麼多讓我更想去西班牙和波蘭玩了!(其實本來有安排要

去這兩個國家玩的，但都因為疫情而取消了 QQ)而我的室友也很可愛，她們

在我們最後一次的 small talk時說”Ok, so when shall we book our trip 

to Taiwan? I really want to experience all the things you said!” 

聽到這句話時真的很開心，因為又成功讓更多人認識台灣了!同時我也很謝謝

她們讓我在不能出遊的歐洲也能對她們的國家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期待哪天

可以親自去她們的各自家鄉拜訪她們，或是帶她們遊台灣! 

 

◀我&我可愛的室友們!謝謝她們讓我這充

滿”遺憾”的交換生活有一些值得回憶和開

心的事!(๓´˘ˋ๓)♡ 

 

 

 

 

 

 

 



五、 結語-小小的交換心得 

雖然我這次的交換完全被疫情打亂而充滿了遺憾，但我覺得我也因此發

現了一些正因為是這種時候所以才看得到的事物，其中最深刻的就是奧地利

政府和人民之間強大的互信關係，以及奧地利人的自制。奧地利政府的防疫

政策真的可以說是全歐洲做得最好的，政府的決策下的很快、很明確也執行

得很嚴格，像是 3、4 月時的禁足令就明確列出五項可以合理外出的狀況及

外出條件，不符合列出狀況、條件隨意外出者就處以高額罰款，而且真的有

滿多人在政策剛開始實施時因不遵守禁足令而被罰；不過大部分人民對政府

防疫政策的配合度都很高，因此防疫政策的效果十分顯著，連我兩位室友六

月回維也納時也對於奧地利防疫政策的成效感到讚嘆。(這也是為什麼我當

初 3 月時沒有選擇中斷交換回台的原因之一)不只奧地利整體防疫政策做得

很好，WU對於交換生的關心、相關資訊的提供和遠距教學的協助也很及時，

學習品質也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所以整體而言我真的十分慶幸自己當初是

選擇交換到奧地利、交換到 WU。我另外一個很大的收穫就是學會怎麼獨立

生活，身為台北人，過去 21 年來都和父母家人住在一起，所以這是我第一

次自己一個人生活，我從一開始剛去奧地利時連 pasta都不會煮一直到最後

回台前可以煮出一些簡單的料理、懂得規劃自己的飲食營養、如何規劃自己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家事、甚至是該如何處理自己遇到的問題等，這些要不是

因為有這次的出去交換的機會大概到正式出社會前都學不會吧。總之，我覺

得與其說這是令人失望的交換不如說是個難得可貴的經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