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Fall 九州大學商學院 QBS 

交換生活報告 

 

一、 九大與 QBS 課程相關介紹 

 

九州大学介紹 

九州大學創立於 1903 年，其前身為京都帝國大學附屬福岡醫科大學，後來政府正式將其設立為九州

帝國大學，因此九大與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等屬於同一等級的頂尖學府。也因其前身為醫科

大學，因此九大向來以其優秀的醫學院出名，不過現在已發展為一所國立研究型綜合大學，其學院包

含了醫學院、理學院、工學院、文學院、法學院、經濟學院、教育學院等，每年也收了許多海外留學

生，學校更設有 HALAL 食堂、語言交換中心等，國際化程度高。各學院分別位處不同校區，九大的

校區包含病院校區、大橋校區、筑紫校區、伊都校區等。而九州大學商學院(簡稱 QBS)平日上課的地

點則是在博多車站九樓的會議室，方便上班的同學就近進修。 

 

課程介紹 

九州大學商學院的課程有分為英文授課與日文授課兩種，這兩種課程交換生都可以選，不過英文授課

的課程每年大概都只有 5-6 門，日文授課的課程較多，也有比較多和日本同學認識交流的機會，特別

是 QBS 的大家都是有工作經驗的前輩，所以如果日文程度夠好的學弟妹千萬不要錯過日文授課的機

會呀！可惜因為自己日文程度不夠好，所以交換期間主要以英文授課的課程為主。以下會介紹我選擇

的課程： 

 

  Global Logistics 

這門課由星野裕志先生授課，課程內容和政大供應鏈課程的重心不太一樣，這門課主要介紹目前物流

系統、陸海空運以及貨櫃碼頭運作等等，上起來特別有趣！但這門課相對其他英日文授課課程而言，

loading 算是較重的，雖然沒有期中期末考試，但整學期需要讀 5 篇個案，並繳交 2-4 頁不等的個案

報告，同時還有小組團體報告與期末紙本報告等，儘管相對辛苦，不過一定會有所收穫，所以對物流

有興趣的學弟妹，很推薦修這門課。 

另外，星野先生很注重課堂上發言，所以修課的同學基本上都蠻積極表現，也因為這樣，所以相對於

其他課程，老師與學生的互動很頻繁，甚至還有從東京遠道而來的老師前來觀摩課程教學呢！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聚焦在如何應對跨文化差異，協助同學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事。

課程由會 15 種語言的 Tim Keeley 老師授課，會說超多語言的老師可以用不同的語言和來自各地的

交換生說話。所以雖然老師主要以英文上課，但遇到同學聽不懂的狀況時，老師可以用同學的母語解

釋一次，超級 nice！同時，老師也很鼓勵同學分享自己國家的職場文化或經驗，所以針對課堂上不同

的小個案，可以一次聽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學想法和處理方式，是一堂很有趣又可以大開眼界的課。 

而這門課的作業也相對輕鬆，沒有考試，只需要針對每周課程內容寫下自己的意見即可。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雖然這門課的名字乍看之下和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內容很像，但是實際上是透過英文了

解日本知名企業的發展史，每堂課老師都會給同學一個問題或社會議題，需事先準備討論內容，下次

上課時進行分組討論及發表分享。課程本身沒辦法帶給同學太多的專業知識，但我覺得這是一門練習

英文口說、簡報和培養自己思考特定社會議題的課程，不過也可能是因為需要大量進行英文口說，所

以上課的日本同學並不多，如果想多認識日本同學的學弟妹可能需要考慮一下。 

順帶一提，上課的鈴木右文先生超有活力，肢體語言很多很可愛，同學們常常被老師的動作逗得哈哈

大笑。老師本身是英語專業出身，加上熱愛英國，所以比較沒有傳統日本人的口音，甚至還帶有一點

點英國腔。 

 

 Asian Business Strategy 

這堂課剛好由一起到九大擔任客座教授的國貿所老師蘇威傑老師授課，所以對學弟妹而言參考價值比

較不大。不過因為老師上課方式及帶討論的方式很有趣，針對不同的企業議題援引許多新穎的企業個

案分享，也因為老師講話風趣，很鼓勵大家發言，深受各國同學喜愛，甚至有九大其他研究所的同學

前來修課，日本人和交換生的比例幾乎剛好相同，是所有課程中最國際化的一門課。 

 

選課方式 

一般九大的學生是透過學校的網路系統登記選課，不過因為交換生身分特殊，所以選課是採取紙本填

寫的方式選課，填寫完畢後交給教務課就行了。而在正式選課前，有一段試聽期約 1-2 個禮拜，學弟

妹可以把握這段期間多去聽聽看有興趣的課程，不過要注意的是，想選 Global Logistics 的同學務必

要出席第一堂課，錯過了老師可就不再收學生了唷。另外，無論有沒有領到 JASSO 獎學金，QBS 要

求每位學生至少要修習 4 門課。 



 

 

 

 

 

 

 

 

 

 

 

 

 

 

二、 生活與文化交流 

 

語言課程 

如果想加強自己的日文能力，九州大學有提供免費的日文課程，而且會根據不同的語言程度進行能力

分班(選課前須參加線上能力測驗)，對想學日文的學生來說是很棒的學習機會。而九大在不同的校區

都有提供不同程度的語言課程，所以交換生可以就近選擇與自己能力相符的課程上課，且授課的老師

多會說英文，所以比較不需要擔心聽不懂的問題，另外，九大日文課的學生來自全世界，這樣的環境

反而更激勵自己的學習動力，上課時也會發生很多因為文化不同而產生的有趣的事，所以對我來說，

上日文課反而成為我每周最期待的事。 

 

另外我們居住的福岡國際會館，也提供許多免費或學費便宜的日文課程。這些課程多由當地退休的日

本爺爺奶奶或一般志工來教學，這些老師人都十分友善，而且也很愛台灣，所以會有很多機會分享台

日的生活，也是訓練日文口說很好的機會，不過需要考量的是因為老師多由爺爺奶奶組成，所以在溝

通上英文比較行不通，另外，在能力分級上也比較不像九大分級制度那樣扎實，所以想精進日文能力

的學弟妹可以再評估看看。 

 

上圖為選課單 



文化交流 

在文化交流方面，九大國際學生會和九大都會不定期舉辦日本文化的體驗活動，像是日本茶道體驗活

動、聖誕 party 等，QBS 學生會也會舉辦戶外教學、或是卡拉 ok。像在我的交換期間，QBS 學生會

就舉辦了賞楓賞銀杏的小旅行，日本的 supporter 也熱情的邀請同學一起出去玩，為我們介紹日本

的習俗或歷史文化等。而福岡國際會館更時常提供日本文化的體驗活動，像是日本摺紙傳藝、各國飲

食交流會、運動會、甚至是傳統和食料理課程，學弟妹們都可以把握機會參加，還能認識到一起居住

在福岡國際會館的外籍學生，說不定能因此認識一輩子的知心朋友！  

 

垃圾分類 

由於日本人很怕自己為別人帶來麻煩，所以垃圾桶在日本並不如台灣普及，多數日本人都會把垃圾帶

回家自行處理，而日本的垃圾分類方式也和台灣很不一樣。垃圾主要分為可燃垃圾、可回收的塑膠瓶、

和玻璃製品等類別，大家需要自行購買不同用途的垃圾袋將垃圾分類(一般便利商店都有賣)，不同類

型的垃圾也需要按不同的回收日期進行清理。相對台灣來說，日本的垃圾分類制度複雜許多，不過別

擔心，入住福岡國際會館時，會館的人員會發給大家分類說明，大家照著說明操作就可以囉  

 

行動支付 

由於日本算是比較保守的國家，相對台灣，日本行動支付仍處在發展與擴大普及率的階段，不過也正

因如此，各行動支付公司會推出許多很棒的消費回饋，預計來日本交換的學弟妹不妨可以使用看看。

目前日本主要的行動支付平台有 line pay和 pay pay 兩種，因為本身平台的優勢，line pay 在日本

當地的普及率較高，但對交換生來說，申辦的方式比較麻煩，pay pay 只需要提供郵局帳戶及相關身

分資料即可使用，對交換生來說是個還不錯的支付選擇，也能省去很多找零錢的時間與麻煩喔。 

 

三、 其他注意事項 

 

QBS 的學生與其他國際學生相比很幸福，能住在離博多車站和天神走路約 15-20 分鐘的市中心，房租也相對

便宜，會館內還提供了公共廚房供大家使用。不過想提醒學弟妹的是，使用廚房後務必將流理台的垃圾清乾淨，

千萬不要因為是公用的就隨意擱置自己的垃圾不處理，不僅造成其他使用者的困擾，對怕為他人製造麻煩的日

本人而言更是很難接受的事，甚至會影響其他人對一個國家的印象呢。我在交換期間，好幾次碰到將廚餘直接

傾倒在流理台的狀況，超級噁心，造成日本打掃阿姨很大的困擾，而且其實同一層樓的住戶多少彼此熟悉，真

的很容易知道兇手是誰，大家千萬不要存有僥倖的心態亂丟垃圾啊!!!!! 



另外，來日本之前，我的日文老師告訴我，通常日本人剛搬進新住處的時候，會帶上伴手禮和鄰居分享，有助

於打好關係，而同樣的態度也適用在與自己的日本老師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喔，像我和一起來交換的學弟都有準

備台灣的伴手禮送給指導老師和鄰居，加快熟悉彼此的速度，同時也能藉機宣揚台灣的美好，增進國民外交(笑，

不過也不必特地準備太高級昂貴的禮品，因為日本同學多會回送價值相當的禮品，送太高級的禮物反而會造成

困擾呀。不過，總歸一句，學弟妹如果有餘力的話，準備一些台灣的伴手禮和大家分享，不失為一個結交國際

朋友的好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