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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例來看，大部分政大的學生傾向在大四出國交換，每次跟別人提起這件事的

時候，大家〈包括在香港遇到的國際學生們、香港同學們、甚至是應徵工作的面

試主管們〉都表現得很意外，雖然不理解驚訝的原因為何，但是就我的分析觀察，

大部分人在大四這一年交換的原因有二：一是因為大三通常還會有必修課，而且

大四的課也比較少，為了避免排課的麻煩〈沒上到必修〉，所以不在大三出國。

另一個原因有可能是大二的時候錯過了申請交換的時間，通常大二的時候大家還

很天真，忙著系上各種活動，雖然有計畫要出國交換，但是沒去注意到申請時間，

至少我自己是這個原因啦… 

至於到底哪一個時間出國是最明智的選擇呢？若是單純從上面兩個原因來看，其

實大三或大四出國好像沒有太多差別，就端看自己的時間安排了。但是，如果把

上下學期的因素加進去看的話，結果就會變得很複雜。 

 

上學期 

  通常國外的學制跟台灣都不一樣，最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學期開始與結束

的時間，比如說香港、加拿大、美國都比較早，在上學期交換的好處就是時

間彈性，不管較早或較晚，因為前有暑假後有寒假，所以都不會有太大的不

方便。 

  再來這點我個人覺得可有可無，有些人可能覺得上學期去交換回來以後，

課程抵免出問題，或是自己學分數沒算好，最後一個學期還有補救的機會，

不致於延畢。但是其實大學的畢業門檻疫點也不高，正常修課情況下，三年

就達門檻的人多的是，更何況如果真的有意要交換又不想延畢，自己本來就

有責任做好修課計畫，確認好學分數夠，確認好課程可不可以替代。 

下學期 

  前面講到的學期時間問題，若是交換學校比較早開學，但是政大學期還

沒結束，學期一開始就要先跟老師確認好期末能否提早考〈大部分都沒問題〉，

在來就要有心理準備上學期其中之後自己就會變得很忙，所有考試提前之外，

考完還要無縫接軌直接出國，所以到時候會一面準備考試一面準備出國事項。

〈但假如交換方是比較晚開學，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再來這個是整篇我覺得最重要的，關乎到自己的未來！通常大四下要面

臨的就是找工作，當時我在香港期間一直很憂慮，因為人不在台灣，沒辦法

接收到第一手資訊，參加校園徵才。後續還會面臨到因為香港學期還沒結束，

但可能有些公司的招募流程又比較早，可能無法參加面試，又或者人資直接

忽略你的履歷〈他們嫌聯絡麻煩〉，但是一切都是塞翁失馬，因為怕沒有第

一手資訊，拜託在政大念MBA的姊姊幫忙注意隨時 update，再來現在很多



工作資訊都放在網路上，只要多花點時間一樣找的到。最後最大的問題是面

試，台灣不是國際化的國家，即使是大公司也沒有大格局，他們不會因為你

人在國外而幫你另外安排面試，或是使用視訊等其他方法面試〈normally應

該如此〉，很多公司會直接忽略你，所以我自己會一直打電話寄 email追蹤

狀況，也說明處境，要展現自己積極。最後，慶幸自己是去香港，沒時差距

離又近，當時有考慮若真的不行，要特地飛回台灣面試。好險學期提早開始

也提早結束，讓我在五月中〈面試旺季〉就能趕回來，比起我其他同學，在

五六月面試最多的時候，他們可能要上課、忙期末，而我可以在家中專心準

備面試，任何時間都可以參加面試。 

 

當初我覺得四下才交換很倒楣，但後來我反而覺得是不錯的安排，因為人在香港

不用無預警地接到電話面試〈人資嫌麻煩不打電話〉，雖然可能錯失一些面試機

會，但後續也更充裕的準備面試，只能說全部的事情都是一體兩面。最後最後，

交換時間的結果其實也不是自己可以選擇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