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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訪德國的震撼教育： 

 

    飛了十幾個小時，在法蘭克福機場下了飛機終於抵達德國後，搭乘長途

鐵路來到曼海姆中央車站(Mannheim Hbf)。因為想上廁所，所以在去宿舍拿

鑰匙前先付了錢在車站上洗手間，出來後卻發現後背包忘在廁所，於是趕緊

問在廁所負責打掃的人，她進去廁所尋找後跟我說我的後背包不在裡面，我

想進去找，她卻不讓我進去，這時我嚇傻了，就這麼一下下，背包就不見了，

突然間才真實領悟到四周的人講的是你聽不懂的語言，抬頭看到的也是不熟

悉的符號，強烈感受到我現在處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因為錢包及信用卡

在後背包裡，緊張之餘還是趕緊到德國鐵路 information 處詢問並且掛失，

再到中央車站的警察局去報案，麻煩警察打了電話回台灣請媽媽先把信用卡

掛失，然後拖著行李搭計程車到宿舍辦入住手續。不幸中的大幸是手機、護

照及大部份的錢都在手提小包中，不然後果真不敢想像。下午在宿舍裡心情

還是很難平復，所以又回到車站的廁所再次詢問，結果"神奇"的是廁所打掃

人員(當然不是早上那個)從他們的休息間拿出了我的後背包。裡面除了現金

外其餘的東西都在(連信用卡都在)，總共損失了 600 歐，也算是得到"小小"

的教訓。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兩件事：第一，德國即使再安全，偷騙搶也還是

有，所以自己的東西一定要顧好：第二，如果不幸東西還是掉了，除非是不

怎麼值錢的東西，或是掉在學校，不然最好不要期待還會再找回來，這是警

察和 information 處的人說的，很多小偷要的是錢，所以如果是手機(尤其是

大家熟悉的較貴品牌)或錢包掉了，找回來的機率不高。 

 

二、學校註冊流程： 

 

    學期一開始，需先到位於 L1 的 international office 辦理入學註冊。整個

程序大概如下： 

(1) 銀行開戶 

在銀行開戶是必要程序，因為之後每個月的住宿費及保險費都會從銀行

帳戶裡自動扣款，因此一定要在德國的銀行開戶並確定帳戶裡有足夠的

餘額。 

在德國主要有兩家銀行，Deutsche Bank 和 Commerz Bank，同學可以自

己選擇要到哪家銀行辦理開戶。這兩家銀行之間使用 Debit Card 領錢相

互免手續費。我個人是在 Deutsche Bank 辦理開戶，Deutsche Bank 在德

國分行蠻多的，至於 Commerz Bank 就不是很清楚了。辦完開戶後，銀

行之後會分別寄 Debit Card、Pin 碼、網路銀行的密碼到你的住處，Pin



碼可以在銀行外面的 ATM 上做更改。 

(2) 購買保險 

國外的醫療費用相對台灣而言真的非常貴，因此購買健康保險變得很重

要。在學校的學生餐廳(Mensa)進門左手邊處就可以購買 AOK 保險，所以

相對方便。每個月的 15 號保險公司會自動從銀行帳戶裡扣款(保險費)，

因此同學一定要先到銀行開戶，省去再跑一趟的麻煩。 

若在台灣已經買過健康保險，也可以選擇不買歐盟保險，但還是需要到

現場填一張單據，目的是將台灣的保險證明轉換成歐盟的，須注意的是

此保險因為還是不是歐盟保險，因此在交換期間若有看醫生的話，得先

自費，無法立即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須等保險公司之間清算。 

(3) 辦理居民證 

因為德國在台協會核發的簽證只有三個月，抵達曼海姆後，記得找時間

到 K7 預約辦理居民證(resident permit，其實就是延簽)，延長能夠待在德

國的時間。第一次去要先預約辦理居民證的時段，下次去 K7 時才是正式

辦理。在離開德國前記得要再去 K7 註銷居民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