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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電子報—（一）我的宿舍在哪裡？ 

    曼漢姆大學的交換學生，大部分都住在學校簽約的宿舍（Studentwerk）裡。

在申請上交換後沒多久，曼漢姆大學會寄一封信通知所有的交換生關於選擇宿舍

的事項，而我選到的是 Am Steingarten 14（還有另外一棟 Am Steingarten 12）,

而靠近這間宿舍還有 Ulmenweg, Hafenstrasse 等等。上網填宿舍的時候，會有價

位、房間、距離學校遠近的差別，價錢從一百多歐至將近三百歐不等。Steingarten 

的房間形式和一般台灣宿舍差不多，單人房以及房間外面多人共用的廚房，或者

是雙人房（裡面有兩間單人房及共用的廚房和衛

浴）。而另一種形式的宿舍則像是一般家庭，有多

個房間及客廳衛浴等。出了曼漢姆中央車站之後

沿著每一個 Block 大樓上的英文字母走到 L1 便是

國際辦公室，正對面也是 Mannheim 城堡般的校

園。若是在宿舍契約開始前便提早到德國，可以

事先寫信告知國際辦公室，一般來說他們都可以

讓交換生先入住。在領取鑰匙及核對租賃契約簽

名後，學校會貼心的附上一張地圖及離宿舍最近

的公車時刻表，此時便可以帶著笨重的行李前往

宿舍。最重要的是，宿舍鑰匙務必保管好，若不小心遺失可是會有高額的罰款喔! 

    這裡的舍顧(Hausmeister)不像台灣宿舍是全天候都有人在，而是有固定的值

班時間，例如我們 14 棟的舍顧是禮拜一和禮拜四，一旦錯過了時間便只見大門

深鎖。如果臨時發生急事，還有另外一個辦法，舍顧辦公室外面有一張緊急連絡

電話，即使是假日也可以連繫。例如有一次我們房間的燈突然跳電，或是朋友的

衣服被鎖在洗衣間裡面，由於大多數的舍顧只說德文，請一位會說德語的朋友打

電話過去，通常在一小時之內便可以獲得解決。 

    至於食物的部分，在歐洲外食所費不貲，多

數家庭還是在家開伙為多，而又以超市及集中一

周採買一次為主，在大型超市外頭經常可見購物

車上堆著滿滿的食材，一樣一樣地被搬進車子裡。

Lidl, Penny,Netto, Aldi 是常見的小型超市，食物

價格最低；而 REWE 及 Bio Supermarkt 價格較高

但品質也相對較好；Kaufland 屬於大型超市，類似家樂福或愛買，除了食物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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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生活用品甚至行李箱都有販售。火腿、奶製品及麵包是德國相對便宜、品質

又好的食物，例如一公升的牛奶多為 0.56 歐(約台幣 20 元)；優格大約台幣八至

十元，一個和鍋子一樣大的麵包經常只要一點五歐

左右，可以吃上一周，所以喜歡奶製品和麵包的人

在這裡可以好好享受。煮飯也是交換生活中的一大

樂趣，特別是和不同國家的朋友分享自己國家的食

物經常是最實際也最直接的文化交流。（圖為韓國朋

友做的辣炒年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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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電子報—（二）究竟要上什麼課？ 

     Mannheim 多數的商管課程都不需要選課，只需要學期末登記期末考，如

果是大四的學生在交換的學期中可以選擇碩士班的課程。但如果想選其他學院的

課程，大多會要求事先寫信向教授登記。這學期除了語言班的課程之外，我修了

四堂課：(1)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 Designing the Marketing 

Mix& Manag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s, (3) Enterprise Software product 

management, (4) First Films.前三項都是商學院的課，只需要直接出席上課，期末

時上網至 Student Portal 註冊期末考便可。商學院的課程大部分都在校園的

Building O上課（面向校門的左邊那一棟），有些課程會有另外的實習課和討論課。

上課前學習平台 ILIAS 上多半已經上傳課程所需的 powerpoint 檔案，有需要的學

生可以至 L7 大樓或圖書館列印，根據我的觀察，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都會事先列

印好，至於沒有列印的同學會攜帶筆記型電腦上課。在台灣上的商學院課程，不

論是課本或是案例大多以美國為主，而德國的教授則會以德國或歐洲其他國家的

例子作輔助說明，例如最常出現在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的課本

是歐洲成衣品牌 H&M 以及瑞典生活家具品牌 IKEA 或是西門子，可以讓我們體會

到不同於過去美國式中心的另一種教學形式。除此之外，即便是在五百人以上的

大講堂，教授在九十分鐘的課程裡仍會鼓勵大家盡量發言，而學生踴躍的程度也

著實讓我驚訝。不論你的答案對錯與否，教授都會給予正面肯定。 

        除了管理學院的課程，在秋季時來到曼漢姆幸運地遇上「海德堡-曼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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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電影節」，而特別的是學校和電影節有合作課程，每年在電影節時教授會帶著

學生觀賞並參加首映後的映後座談，以及討論當年度的競賽片；電影節開始至結

束，帶著三十歐換得的工作證，每一組都可以自由穿梭在不同電影及場次間觀賞，

每次上課由各組挑選的競賽片做為報告及分析的主題與同班同學討論。2010 年

的電影節，甫以劇情長片入圍台北電影節的「靈魂的旅程」，在 11 月也參加了海

德堡電影節。在異鄉看到來自台灣的電影，心中感受特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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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電子報（三）－那一大堆文件 

    這份電子報本想談談關於德國交換學生簽證的辦理，但在我們來到德國的三

個月後，台灣通過了短期赴歐洲免簽證的議案。不過免去了第一階段的申請，到

德國以後，由於短期簽證只有 90 天的效期，必須在時間內至 K7 辦妥長期簽證。

最為麻煩的是，德國公務人員八成以上都不說英文，所以辦理簽證時最好有一位

會說德文的朋友與你一同前往。一到德國，盡可能早點到 K7 辦理居留證明，帶

著護照、宿舍契約、學校發下的 welcome letter 等證明拿到居留證明後，再預約

辦理長期簽證的時間。此時學校的外籍學友（buddy）將幫助你甚多。 

    剛到的第一天，在

點清宿舍房間內的各

項設備後，我們前往市

區。曼漢姆的市中心以

棋盤市街道區分，在仔

細的都市規劃下可以

輕易的找到目的地。

Wasserturm 對面的德

意志銀行是一般辦理

交換學生的帳戶，帶著

護照、房租契約及學校的 Welcome letter 可以很快地申請到帳戶。但銀行不會立

即將密碼及金融卡給你，是在接下來的十天內先寄卡片後，再寄密碼。這張 Debit 

Card 最大的好處是在德國多數的店家內都可以使用刷卡按密碼或簽名付帳，隔

日銀行會扣除帳戶內的現金餘額，不必帶著大把鈔票出門。但有一次我領完錢以

後，竟忘了把卡拿回來，更令人害怕的是當天是周五晚間，必須經過一個週末後

才能至銀行重新辦理。帶著驚慌失措的心情過了 48 小時候，德意志銀行告訴我

卡片沒有抽出來的 30 秒後便會自動收回，所以不用過度擔心，只是重新申請一

張卡要 10 歐讓我怨嘆了好久。 

    另外就是行動通話的問題，德國有很多

家 network company，例如 O2, Vodaphone, 

FONIC 等等，一般交換生不用簽長期契約，

只要買預付卡就好。可以比價看看每間的費

率，還有每次加值的價錢最少是多少，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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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作參考的依據。一般來說預付卡在 pharmacy 就可以買的到（最方便的是 dm），

不用特別去向電信那種公司買(但那裏當然也買得到)。當然，最好跟你的好朋友

用同一家電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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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電子報（四）－向外走走！ 

    開學第一天至學校註冊後，學校會立即現場拍照印在學生證上給你。由於市

內交通單程便要 2.2 歐，學生多半會購買半年的學期票（133 歐），購票證明直接

印在學生證上，學期票不僅可以使用在室內交通（Tram, Bus, Regular Bahn, S Bahn）

這張學期票還可乘 Regular Bahn 到海德堡等地方。詳細的範圍可以至中央車站索

取地圖。德國的交通不像台北捷運站設置進出站的閘門，而是自己上電車後刷票，

而公車甚至不需要刷票便可上車，並採取隨機驗票的形式。不過一旦被發現逃票，

最高會受五十倍以上的罰鍰。但根據我的觀察，大多數德國人上車後都會自己刷

票，如此「相信」和「被相信」的德國精神。 

    歐洲最大的開銷應該屬交通費用，例如法蘭克福機場至曼漢姆的火車，短短

九十公里的車程便要 22 歐。但外國人可以帶著護照到海德保或其他大型的中央

車站購買 German Rail Pass，依據年紀區分價格。在一個月內自選天數（五天至

十天）可以在一天內不限次數、搭乘境內任何車種，例如同樣到柏林，搭最快的

火車 ICE 和最便宜的火車，抵達時間上可以差到三小時以上，就算是一大早就出

門，最快到柏林也是中午以後的事，更何況是較慢的車種？難怪大家常說 26 歲

以下的青年人要把握機會到歐洲自助旅行，光是這種 pass 在價格上至少差了 50

歐。 

2010 年世足賽剛過，到了德國，怎麼可以錯過現場的足球比賽！帶著新買

的 Rail Pass 衝向慕尼黑，觀賞了德國足球甲級聯賽（Bundesliga）的開幕賽，同

時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足球賽。由於比賽是拜昂隊的主場，球迷們穿著紅色球

衣、圍巾和帽子為自己喜愛的選手大聲加油喝采，看台上一片鮮豔的虹色，和場

中央的綠色草地相互輝映，德國人還會拿著啤酒和熱狗歡呼，進球的時刻還會與

身旁的陌生人激動擁抱。來到這裡之前，大家都說德國人很冷漠、冷靜、不易接

近，但在這場球賽後徹底顛覆了我的觀念。在往後的日子裡，德國朋友們不但熱

情的招待我們，更與我們相處的極為融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