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交換學校介紹 

科隆大學 (Universität zu Köln/ University of Cologne) 是位於德國科隆的研究型公立

大學，其所處的州為北威州 (NRW)，在德國是僅次於柏林、漢堡和慕尼黑的第四大城

市，位於德國西部和歐洲腹地，地理位置極佳、交通方便。科隆大學於 1388年由教宗

簽字同意並建立，是現今德國第二古老的大學。而政大商院所簽約的院是科隆大學的

管理經濟社會科學院，又稱WiSo學院，建立於 1919年，是身為 CEMS全球頂尖商學

院聯盟的成員，是一種碩士學程 (Master International Managent，MiM)，在各國都只

會有一間大學可以參與。 

 

二、課程 

科隆大學的課程和考試是分開登記的，而如果是大四交換的話，可以選擇科隆大

學的碩士課程。Spring term的上課時間從 4月到 7月中，考試時間則根據老師的課程

安排，從 6月到 9月的考試時間都有。 

 

Deutsch Allgemeinsprache (9 ECTS) 

 科隆大學的德文課是每學期免費提供一次，分為學期前和學期中可以選擇。我原

本是選學期前的德文課，程度是 A1，也就是零基礎。但課程模式依舊是線上課，為期

一個月。所以我後來改選學期中課程，然而學期中的德文課程分為兩班，一班是一堂



實體、一堂線上；另一班則是全部線上，而我被分配到的就是全部線上的。學期中的

課程是一週兩堂，兩堂時間不同，一堂是三小時，另一堂則是一小時半。 

  

學期中上線上課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就是不用受到地點的限制，因為要通過這

門課程的話，要出席 70% 以上的課程。因此線上課可以讓我在安排旅程時，選擇長一

點的旅行時間，在旅程途中也能上課；但壞處就是無法和同學認識，並且老師比較不

能及時指正發音和一些錯誤。所以如果之後想上實體課和更有效率的學習德文的話，

可以在一開始知道上課模式後，跟學校要求換成另外一班。 

  

期末考試難度也不高，分為聽力和閱讀。以 A1來說，題目主要為選擇題，難度都

不會很大，都是能很明確在題目中找到答案的，是一堂還蠻容易通過的課程。 

 

Business English (6 ECTS) 

 這堂課程是要在開學前就寄信申請的，會根據英文程度分到不同班級，可以選擇

參加他們的分級考試或者提供英文檢定的成績單。我自己是提供雅思成績單，所以被

分到 C1。上課方式主要是老師帶領學生們討論議題或分小組討論後進行意見交換，所

以可以看到學生們都會很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有時候甚至會不小心變成爭執。 

 

 課程評分方式主要為課堂發言、課堂寫作還有期末考試。以我們班來說，缺席堂

數不能超過三堂、需要寫三次的作文，其實都不難達到。而期末考試的題目類型比較

像雅思，但只有閱讀的部分。會有兩份考卷，一份以課本單字內容為主，另一份則是

以文法為主。 

 

接下來兩堂我都沒有登記考試，因為考試時間在我回國後和時間安排的關係，所以就

決定只上課但不得到學分。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6 ECTS) 

 這門課是由 Information system and management所開設的碩士課程，課程內容主

要在教授人工智慧模型的理論，也會有 workshop帶大家用程式編寫模型。雖然這堂沒

有考試，但是是用報告和程式作業計算分數。如果沒有一些基本的程式能力和統計基

礎的話，在上這門課程時可能會有點吃力。 

 

Advanced Analytics and Applications (6 ECTS) 

 這堂課程也是由 Information system and management開設的碩士課程，開設的老

師同時也有開設 Introduction to Data Sci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是開設給大學部

的，非常多的交換學生都是選這堂。相對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比較專注在模型上，這



堂是從比較基礎的統計部分開始帶入，同時更注重在如何去分析和理解資料所帶來的

意義上。 

三、簽證 

 強烈建議預約的時間一定要在 3個月內，否則容易被簽證官要求重新預約時間送

件。原本我所預約的時間是 12/21，但被簽證官要求重新預約，然而 1月的時間早已

被預約完，所以只能預約到 2/16，收到護照的時間則是 3/23，而我出國的時間是

3/28，時間上是非常趕的。 

 

 此外，要注意的是準備的資料也要在 3個月內，例如：成績單、在學證明等，如

果過早印出就會像我一樣被要求補件，增加許多作業處理時間。同時，在申請簽證

時，可以記得拍下快遞單上的貨單編號，以我的經驗來說，德國在台協會使用的快遞

公司是嘉里大榮，可以透過貨單編號來確定護照是否已經被寄出，還有何時會送到。 

四、住宿 

 這學期政大到科隆大學的交換學生總共有四位，但只有一位申請到宿舍，所以我

們都是在外租屋，很幸運的是大家遇到的房東和租屋情況都很不錯。首先推薦的租房

網站就是WG-Gesucht，德國當地的學生也都是使用這個網站來租房，但缺點就是因為

使用人數太多，所以得到回覆的機率相對低。 

  

WG-Gesucht有兩種找租屋的模式，一種是看到房東的租屋訊息並寄信介紹自己，

但得到的回覆機率較低，如果能用德文撰寫的話，得到回覆的機率可能會相對提升一

點；另一種方式則是將自己的需求上傳，等待房東自己來找，我自己是透過這種方式

找到住宿的，然而遇到的詐騙訊息也很多。只要是要求先付訂金或先簽約的，基本上

都是詐騙，正常的房東都會願意等你到現場看房，不會要求先付租金。 

 

 而我住的地方是和一位俄羅斯室友還有德國房東爺爺同住，距離科隆大學大約 40

分鐘的車程。我認為在外租房也是一種可以體驗當地文化和生活的好方式，因為我的

房東只會講德文，所以也讓我在聽和說有很大的進步。相較住在學校宿舍的話，大多

是和不同交換生一起相處，而住在外面的話則是可以更貼近當地生活。 

 

周邊朋友也有人是和一對德國老夫婦同住，他們不但會幫他準備早餐，甚至後來

還一起參加聚會，周遭鄰居也都互相認識。雖然一開始要找外面的租屋處有點困難，

但我認為也會因此有很多不同的經驗！ 

 

  



五、交換須注意事項 

 治安 

雖然科隆整體來說還是滿安全的，但路上怪人還是偏多。例如會有人在 tram上走過來

向你要錢，或者是因為週末有球賽而最常出現的一群醉漢，但通常他們都不會對你有

甚麼太過分的舉動，所以只要快速離開就好。 

 

 超市 

由於在餐廳吃飯總是動輒 15-20歐，所以大部分時間我們都會自己煮。德國超市大致

分為三個等級。商品最貴、品質也比較好的是 REWE和 Edeka，而商品較為便宜、品質

不太固定的則是 Aldi和 Lidl，最便宜的則是 Penny和 Netto。大多數最常去的多以 Aldi

和 Lidl為主，也要注意德國超市週日不開，所以通常禮拜六會擠滿人潮，也要記得確

定冰箱裡是否有食物，不然隔天就會沒東西吃。另外如果想要買亞洲商品或青菜 

(如：空心菜) 的話，市中心的 Go Asia或者學校附近的興隆超市都很適合，尤其 Go 

Asia 周六會打 9折，平日的話出示學生證則是有 95折的優惠。 

 

 

附上天氣很好的科隆校園，如果有其他想知道的事情，歡迎來詢問我：

108301064@nc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