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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HEC 有兩個校區：Montgomery & Anjou。交換學生的課程大多都在

Anjou 校區上課，Montgomery 校區較新。由於這學期大多為線上課程，我只

有進到 Anjou 校區一次，環境清幽路上相當寧靜，附近就有座大公園。  

 選課的部分在還沒抵達比利時前，Kristien 會寄 “List courses” & 

“learning agreement” 給你。透過 List courses 知道該學年上下學期分別

有那些課程，其中用英文授課的課程也會被標註起來以便你做選擇。選好自己

想修的課，再將課程名稱與代碼填入 learning agreement，回傳給 Kristien。

這時的選課只是個 draft，正式開學第一周都還可以加退選。 

 要特別注意期末考試要額外登記 (register)，即使那堂課沒有期末考。要

先登記才有欄位老師才能填成績，如果錯過登記時間就沒人救的了你。不過也

不需要太緊張，在一開學的 orientation day 中 Kristien 會將所有時程列出

來，同學間也會在 Whatsapp 的群組中互相提醒，到了登記當週學校也會再次

寄信要你登記考試，所以只要把日期好好記下來就可以了！ 

 課程的部分幾乎所有交換生都會選 “Intercultural Topics”，很推薦大家

選，原因是可以認識幾乎所有的交換生。這是一堂探討文化差異的軟性課程，



沒有期中期末考，只有小組報告。老師會將不同國家的學生配到同一組，要求

大家一起完成專案。中途也會打散重新編排組員，讓大家有更多機會跟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相處、共識。 

 

生活及文化交流 

• ESN 社團在一開學前會舉辦蠻多場交流活動，這時可以多去參加。趁一

開學多認識一些朋友，他們會創建群組相約下次出去喝酒、郊遊，有資

訊都會相互分享，有問題也可以在群組提出來。大家都很 open 

minded，也很樂於跟不同文化的人交流。他們大多都有聽過台灣，對

台灣的政治很感興趣，也很好奇亞洲跟歐洲的差異。所以一開始到就可

以好好感受，當有人好奇聊到時也就可以侃侃而談。 

• 比利時不是英語系國家，所以對我來說講英文壓力比較小，不用擔心自

己是不是不夠標準，就更可以放膽嘗試跟別人交流 (我會因為別人強自

己廢而感到心虛的那種，更不敢交流，或再開口前思考更多而錯過說話

機會)。另外，也因為這裡主要語言是法文，所以當你看到英文會覺得特

別親切。假設你今天到英語系國家，看到英文你可能無感，只覺得它並

不是我們熟悉的語言。我認為如果交換的主要目標是想提升英文口說能

力，那這裡非常適合！ 



• 在布魯塞爾這個地區，店家幾乎都會簡單的英文，買東西問事情沒有障

礙，這個城市非常 nationality~ 但我朋友在 Mons 或 Liege 就沒那麼

幸運，當地盡說法文。有次我朋友在超市遇到問題要跟店員溝通，問店

員能不能說英文，店員用英文回他：我不說英文。 

• 歐洲學校大多行政效率真的很差，但我非常幸運~ICHEC 負責國際生的

老師 Kristien 回信速度超快，基本上隔天就會回了！有問題他也相當熱

心會協助你，不論是關於選課、找住宿、或是任何關於交換事項的疑問

都可以寄信詢問。之前我們去辦公室拿文件的時候，還問他有沒有推薦

哪些海鮮餐廳，他立馬上網查給我們看 XD 

• 我修的 intercultural topics 遇到了一群很棒的組員！不確定是不是因為

疫情 這學期跟 Amsterdam 的學校合作，我們分組當中有一半的學生是

ICHEC、一半是荷蘭的。荷蘭的學生英文水平很高，小組討論時組員也

給予同學許多肯定跟鼓勵，認同你的點子並加上一些他們的想法，整堂

課修下來是覺得很開心也很幸運。另一個在列日的同學，說他的小組討

論，組員都說法文，最後才用英文跟他說結論，根本沒在討論 QQ 

• 剛好今年原本提供給亞洲人的宿舍 international house 漲價了，變成一

個月�€505/month 以上，月租 500 歐可以找比較靠市中心的房子，所

以我最後就住到了 365rooms (這裡有 9 成都是西班牙人)。我發生了各

種精彩體驗都在這了，我覺得蠻不錯的是有一群人跟你交流 (我交換的



目的是想練英文口說)。現在因為疫情課程都改線上，所以很多人抱怨沒

有跟其他國家的人相處的機會，但我因為住在這，除了廚房共用要去煮

飯時一定要跟人講話之外，西班牙人也很愛舉辦各種活動 (BBQ、一周

四天的 party)，你有爆多跟別人交流相處練英文的機會 (我有一陣子就

會 social 到累，就要休息一下，準備好再繼續出發)。如果想多跟外國學

生交流，又擔心受到疫情影響實際跟人接觸的機會，那我會推薦你住

communal room。 

 

注意事項與提醒 

 在疫情期間一定很多人在猶豫到底要不要出國交換，還是要選擇放棄。這

裡提醒大家要先想清楚自己出國的動機是甚麼，了解想出國的原因，再檢視這

項動機是否能透過其他方式達成，如果難度很高，就評估自己有多想。層層問

自己後，才能堅定想出國的心。 

確認了自己想靠出國交換達成的事項後，接下來就是要考慮自己是否能承

擔疫情所帶來的風險。不論做了哪種選擇，都會有優缺，也都有必須承擔的風

險。放棄交換要承擔的風險可能是之後不會再有這麼容易的機會，以壓力較小

的學生生份出國 (許多博物館或各種優惠都限制在 26 歲以下的學生)；而選擇

如期交換則須承擔染疫的風險，此外還要考慮到你原本期待的體驗，或許會因

為疫情有了極大的改變，跟你所想的會有一段落差，那這樣還值得你冒這麼大



的風險出國嗎？ 

雖然疫情大大影響了我們的計畫，但即使真的來了，也會有截然不同的體

驗！ 

 

以下我記錄了更多的交換生活與心得分享，有興趣可以參考看看： 

https://www.instagram.com/p/CO6CzpusySR/?utm_source=ig_web_copy_link 

 

https://www.instagram.com/p/CO6CzpusySR/?utm_source=ig_web_copy_li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