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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有去打工的關係，在校生活還蠻規律，除了上課和寫作業，也養成一些以

前從來不會做的習慣，例如偶爾的慢跑。我很喜歡澳洲的電視節目，而電視節目

也是一種練英文跟找話題的方式，有些節目會有英文字幕可以選擇，久了之後就

會想要把字幕關掉更能看清楚畫面。 

 

每天早餐必定是看早安新聞，比較正式的英文口說聽力，澳洲的新聞播報比較輕

鬆，甚至可以看到上班的路人路過背景向鏡頭打招呼，兩位主播偶爾會在鏡頭前

聊起來，也會跟訪談來賓聊開；偶爾再接著看 Today Business，畢竟是商學院背

景，但這個節目就嚴肅許多，專業字彙也多很多，除了每天固定的財經數字也介

紹幾個大議題，例如澳洲大學的未來轉型和主要市場。 

 

除了新聞，每天晚上必定收看的是 Friends(雖然已經重播很多次還是很愛看)、

Cleveland，我也看 Ellen Show，喜劇無論在哪裡都是很熱門的節目。電影也是周

末晚上熱門的大宗，不過不耐煩經常被廣告打斷的澳洲室友們多半是下載或租片

來撥。 

 

我偏好知識類型節目，澳洲恰巧有不少這類節目可以看，Great Barrier Reef 以紀

錄片形式呈現大堡礁豐富的生態，從鯊魚在淺灘獵食、珊瑚產卵、海龜上岸產卵，

到海鳥捕食養育幼鳥，還沒到過大堡礁已經驚嘆好幾回。最近出現了主題相近的

節目，Inside Human Bodies 和 Embarrassing Bodies，前者是以模擬的影像呈現人

體內部的構造並說明個案病患的狀況，後者從一般大眾中找個案去研究身體變化。

因為野生動物非常多，動物相關的節目也不斷推陳出新，多是介紹野生動物像是

國家地理頻道的節目，以及暫時收容所讓動物們有朝一日可以重回野生環境。60 

minutes 每周只撥出一次，已經撥出至少 30 年，每集是四個專題去做報導。 

 

因為澳洲與文化母國英國兩者皆面對大量的移民和打工度假，也有節目專門紀錄

海關每天遇到的狀況，和已入境的非法工作者，例如 Customs 和 Borderline，任

何與「邊境」或「海關」相關的字眼都是這類節目，除了各國腔調的移民和打工

度假者，也有英文母語人士闖關，挾帶毒品闖關伎倆令人大開眼界，各種不合邏

輯的理由也大有人在；為保護澳洲特有動物，當局也檢查跨海包裹，因此也發現

一些罕見的珍奇藝品經過特殊的先進儀器檢查消毒。 

 

澳洲家庭多半有前庭後院，也享受家庭生活，因此也出現了不少介紹DIY的節目，

從屋內擺設設計競賽、房屋裝修、家具物品重生和烹飪，讓孩子在周末可以在家



自製科學實驗玩具的節目也有。 

 

有著海灘文化的澳洲(或 Queensland 地區)也拍攝 Bondi Rescue，危機潛藏的海灘

依賴著敏銳的救生員們隨時觀察一大片海灘狀況，剛好有認識一位朋友正在學習

當海灘的救生員，對這節目感受意外深刻。實境秀節目例如 Big Brother 跟 The 

Bachelor，X factor 則是歌唱選秀節目。 

 

從要開字幕去看節目，到不管困難度高低都只靠聽力不開字幕，除了看影像呈現，

若能遇上願意解釋的室友在那就更幸運了！我很幸運遇上很親切的室友，我們都

喜歡看知識性節目也麻煩他經常在廣告時段解釋給我聽。住學校宿舍若遇上好室

友真的是非常幸運的一件事情，有當地人解釋澳洲文化和英文笑點，可以理解電

視節目更多也學得更快，當然的在話題上也會更有突破，除了課業跟作業，上課

的內容跟電視節目的內容也可以聊，今天遇到什麼事情也可以分享，不斷去講和

學習澳洲的社交文化與經常用字，也能慢慢認識一群朋友，至少跟陌生人打交道

不再只有 where are you from 和 what are you study 可以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