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規劃旅行分享 

好不容易跑一趟歐洲，大家都會想多累積些旅行經驗，體會不同國家的生活步調

與文化，交些不一樣的朋友，很多交換生要不是在規劃旅程，就是在旅遊的途中。

我在五個月內揹著一個 32L的後背包去了十四個國家，往往每隔一兩週就會有一

個或大或小的旅行，有獨旅也有跟朋友一起，但還有很多夢想清單沒時間去。時

常旅行其實也會累，但心裡很滿足，只要有心，人人都能成為旅行大師！ 

我個人安排旅程的想法與流程大致如下，順便介紹一些實用 APP供參考： 

 

1. 先確定哪段時間有空檔，視天數決定要去哪個國家和城市。 

2. 挑出幾個想去的主要景點（資料來源包括朋友、網路遊記、Google地圖），把

景點儲存在 Google地圖清單中，近年有多了新增備註的功能，蠻好用的。 

3. 根據景點位置初估所需要的交通時間和停留日數，就可以開始訂機票和住宿。

這兩個越早訂通常會較便宜。 

A. 機票：常用的機票比價平台是 Skyscanner，其中有些旅行社的代訂服務評

價很差，出狀況時改退票麻煩，若票價沒差很多，建議直接跟航空公司訂

較妥當。另外，若有辦 ESN卡買瑞安航空機票有 4次的打折+託運行李優

惠。訂機票前最好先確認各國的出入境或簽證規定，歐盟國的疫情入境規

定可以用 Re-open EU APP查。 

B. 訂房：訂房平台常用的有 booking.com、Hostelworld和 Agoda，這三個之

中盡量不要用 Agoda（旅館老闆苦苦奉勸），他們在旅客和旅店之間的資

訊傳遞較常有錯漏或下錯單的問題，另外兩個則是多比價，也可以搜尋是

否有信用卡優惠折扣，多人的話才會考慮用 Airbnb。訂背包客房時，可以

注意的點有：是否提供個人鎖櫃（通常要自備鎖）、床頭插座、吹風機（有

些要自己去櫃檯租借）、盥洗用品、床單（有些床單要另外付費）、廚房？

最晚入住時間？是否到現場要付城市稅？ 

4. 有空時可先查詢長程的城市間交通方式，常見的比價網站有 Omio、Kiwi.com，

會列出不同交通方式有哪些營運公司及價格供參考，也建議查完後直接去公

司網站訂票。常見的長距離交通公司有 Flixbus（巴士，境內通常才有學生票，

有 ISIC 卡的話可以去它網站領取九折優惠碼，但我很常遇到誤點）、RegioJet

（含巴士和火車，我覺得搭乘體驗比 Flixbus好）和各國國鐵。近年有間公司

叫 BlaBlaCar，搭過的都說爛，請大家斟酌使用！買捷克國鐵的火車票可以用

Můj vlak APP購買，捷克境內的交通則可以用 IDOS APP查路徑。 

5. 若有想要安排的付費行程，如博物館、導覽團（各大城市通常會有 Tip-based 



free walking tour）、音樂會等，也可以事先訂好。歐洲各國通用的旅遊行程售

票網是 GetYourGuide，蠻像台灣的 KKday，可以在 APP 上訂好行程出示電子

票即可，2022年期間有推出 APP專用的九折優惠碼（10APP還是 APP10）。 

6. 有空時規劃景點間的路線（雖然我蠻常前一天才想隔天要去哪）。較難到達的

地方固然可先查好交通方式，但如果是在城市內，則可以不用把行程規劃地

太緊湊僵硬，畢竟隨意逛逛也很可能會在途中看到有趣的事物而逗留，擁抱

旅程的不確定性，反而有意外的收穫，也更能按照心情和體力隨時調整步調。 

 

預祝大家在交換期間都能收穫滿滿的故事與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