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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介紹與課程 

  IESEG 是一所隸屬於里爾天主教大學(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ille)的商學院,但

其實整個運作已經相當獨立,可說是一所專門的商學院。IESEG 是法國第一所提供

5 年制教育的商學院,3 年本科階段的管理學基礎教育加上 2 年的管理學深入教育

和專業科目。在國際化的背景下,IESEG 商學院是法國第一所在碩士階段提供全英

語授課的商學院。75%的學校長期教師是非法國國籍。現在，學生還可以在大學

本科第三年接受純英語的教育。整個學校提供超過 200 個英語授課的不同課程。

而 IESEG 在未來幾年內,將提供全英語課程授課,讓非法籍背景或完全不會法語的

學生能在這邊完成大學與碩士學位。 

   

  在學校裡碩士課程方面,主要分成兩種: extensive 與 intensive。Extensive 課程與

台灣一般的課程較相近,主要是持續好幾週,或一學期的課程,每週在固定的時間

上一次課。Intensive 課程就一定是禮拜一開始上課,禮拜五就要「期末考」了。 

   

  因為 intensive 課程對我來說更容易安排上課與出外旅行的時間,因此除了法語

課和西班牙語這兩門非碩士課程以外,其他全部都選 intensive 的課,所以我的上課

經驗主要以這種密集課程為主。 

   

  密集課程從禮拜一到禮拜四,都是早上 8:30 上課到 12:50,禮拜五則是上到 10:00

之後就要「期末考」了。除了教學大綱規定上課 18 小時以外,還特別指定任課老

師必須要讓學生有額外的 18 小時做為回家功課或作業。雖然「規定」禮拜五就



期末考了,但有很多老師喜歡在課程結束後請你多做一個報告,或者是一開始就派

了一個不可能在一週內完成的大作業,所以每當要上密集課程時,感覺都像在開獎

一樣,踩到比較硬的課程,這週就要乖乖認命了。而我所選的課程除了本身的財務

課程以外,也選了幾門資管與溝通協商的課。溝通協商的課除了專門知識以外,會

講話大概也是它的特色之一,在這類的課程,更可以見到外國人踴躍發言的盛況,

這時候身為英語比較不好的我來說就比較吃力了…。但是在這樣的環境裡面,無

論如何就是要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儘管你已經認為自己要發表的意見應該是大

家都懂或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同樣的看法即使一直重複發表,仍然獲得認同。) 

   

  密集課程的小缺點就是不管在學期初或學期後段的課,一律在期末才會發表,因

此上完了一門課無法得知自己 pass 了沒,因此建議在選 intensive 的課程時,可以多

選一些。尤其是我們政大在再出國錢都繳了保證金,所以當自己不太有把握 pass

的話,可以在禮拜一(也就是上課的第一天)退掉,。繳保證金雖然有督促我們用功學

習的作用,但偶爾可能會造成因為怕保證金不見而不敢上自己比較沒把握的課程。

因為重點就是,每一門課必須要到學期結束後才會知道 pass 了沒,這樣會讓自己猶

豫是否還要再選其他課程來補。 

 

二、在法國的生活 

 

剛到法國… 

  法國給人的印象可能是浪漫以及時尚,人們注重穿著,悠閒的在河岸享受陽光,

喝著咖啡。的確歐洲人比亞洲人更會享受生活,但來到這邊還是要習慣他們的運

作方式。首先是消費買東西,我們一抵達法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開戶,而且他們習

慣用信用卡付帳,因此在開學期間,學校會與合作的銀行幫忙辦理開戶的事宜。另

外就是健康保險,在法國看醫生可是不便宜的, 親身經驗是,身旁的一位朋友喝太

多,吊一下點滴而已一百多歐元就掰掰了,因此雖然繳了金額頗大的健康保險費,

還是要時時刻刻注意自己的健康與安全才行。 

   

  再來,在法國辦事最好盡量提凡事前,例如銀行事務或是與租屋相關的事。基本

上法國人辦事一板一眼且不急不徐,時間總是拖很久(雖然偶爾還是會出包),所以

凡是提前總是比較心安。總之雖然剛到法國會有許多繁雜的事情要處理,但只要

了解他們做事方式,並盡快習慣的話,其實很容易就融入當地生活的。 

 

食衣住行… 

  歐洲的服務業常常讓我們荷包大失血,在餐廳吃飯,搭車,理頭髮,都不是便宜的

開銷。一般的學生一定是要自己煮飯才行。IESEG 附近就有家樂福與 MATCH 兩

家賣場提供許多食材,而且不用怕自己不會煮飯,因為我們總是有許多好夥伴藏著



一身好廚藝,只是我們以前不知道而已,況且在這樣的情況下,自己會被半逼迫的

學會簡單的燒飯技術。 

   

  不論是上學期或下學期到歐洲都會遇到冬天,因此保暖衣物是一定必要的,需要

注意的是鞋子,在下雪或下完雪融冰的日子裡是最危險的,如果沒有穿著抓地力好

的鞋子很容易滑倒,記得在阿姆斯特丹剛好遇上大雪,走在路上除了自己滑倒兩次

以外,同時也不斷的看到路人驚險的畫面。 

 

  住的方面,IESEG 會與外面的業者合作,所以動作快的話可以申請到宿舍。申請

宿舍會有許多瑣事需要做,包括在台灣時就要許學校聯繫,準備他要求的文件,如

出生證明或在學證明之類的。到了法國之後,要申請房屋補助,還需要跟房東拿文

件當作住宿證明。而要離宿之前則是要注意清潔好自己的房間,在法國,租房子弄

髒的話,扣款是扣很大的!所以當初入宿的時候就必須回報坊間的狀況並拍照存證

比較妥當。當初我自己是找了寄宿家庭,所以免去了這項麻煩,也省去了繳交仲介

費用。 

   

  行的方面,再法國旅遊,主要都以 TGV 移動居多,這方面的經驗在之前的電子報

有提過,在這邊便不再贅述。在里耳,可能常常會搭乘公車或是地鐵,在法國,對於

26 以下的學生會有很多優待的,包括大眾交通工具。里爾的話可以辦理 VIVA 卡,

搭公車與地鐵都可以享有優惠(雖然票價在今年年初都漲價了)。在歐洲,搭公車與

地鐵常常會沒有閘門,而且可能會讓人覺得票價很高而且地鐵很髒亂、會有流浪

漢、晚上不安全的感覺,但是還是切記:不要逃票,因為被抓到可是要罰很多錢的! 

 

三、交換須注意事項 

 

  在住宿方面,算是交換時須注意的重要事項。以 IESEG 來說,雖然申請住宿看似

麻煩,(因為有人也是提早申請宿舍,卻還是沒地方住,一直到到了里耳才找房子…)

但以住宿生和我這種找寄宿家庭的人,平時互相交流過後,還是建議未來有機會到

法國里爾交換的同學們千萬不要怕這些麻煩而找網路上搜尋的到的寄宿家庭。當

然並非寄宿家庭就不好,主因是在這個寄宿家庭中最大的缺點就是鮮少和其他同

學「自然而然」的交流,因為沒跟人家住在一塊,就得自己跑出去與大家晚餐或聚

會才行,尤其是華人的寄宿家庭是不推薦的,畢竟難得有了機會到國外,更要把握

機會增進自己的英語,甚至法語呀!而且在里耳,華人的寄宿家庭限制頗多,住在宿

舍不只自由,還可以聽到各國不同口音的英語,滿有趣的。因此,即使網路上找到的

寄宿家庭可能讓我們覺得方便、省去一些繁雜手續與仲介費,還是建議未來到里

爾交換的同學到學校登記一下宿舍比較好。 

 

  另外就是到法國前的簽證問題了。雖然現在到歐盟旅遊免簽,但可能當交換學



生仍然需要長期的學生簽證(?), 因此大家都必須到法國在台協會面試才行。而法

國在台協會時常辦事是不太有效率的,我的同學甚至再將近兩個月前就已經面試

完畢送件,卻在出發前一天才取得簽證,這還是他每天向在台協會催促的結果,更

不用說有人在出發前三週才準備面試,結果造成他必須延後出發。所以辦理簽證

是越早做越好。出國交換學生可能有很多瑣碎但重要的事要注意,但按照步驟來

其實是可以順利的辦妥的。(意料外的事件如在歐洲遇到天災,或重要財物不見才

令人頭痛,但這些畢竟無法預測啦…) 

 

  里耳,這座位於法國北方的城市,對一般人而言,絕對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但這就

是值得我們定居一學期的最大原因阿!交換結束之後碰巧有機會觀賞了「歡迎來

到北方」這部法國電影,真的感受深刻,「要來北方的人一定會哭兩次,來的時候一

次,回去的時候一次。」因為北方雖然天氣總是不好,但人們永遠熱情。 

 

 

Bienvenue Chez les Ch’ti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