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與學校活動 

身為一個在歐洲頗負盛名的商學院，有機會參與社團及學校的活動，與此地學生合作或是進一

步認識，是一件頗有趣的事情。 

Startsummit 

第一個值得分享的是這個每年一度活動。簡單的來說，就是希望聚集歐洲(主要是西歐)各國的

創業家一同交流與分享。本屆的活動內容除了給予一般聽眾如學生你我的工作坊、key note 

speech 以及創業者與求職者的媒合外，也有針對創業者做的黑客松、募資競賽與曝光機會

等。據我所知，這個活動應該是每年由不同地區舉辦，起碼本屆的價格是 170 歐，涵蓋住宿

(睡別人地板)與交通補助。如果有機會前往歐洲交換，這是個投資報酬率頗高的一個選項。除

了有機會見識與接觸這裡新生代創業者的想法之外，主辦單位(學生)的能力也讓人驚豔。我

想，這與台灣校園或是社會氛圍有相當大的差異在。 

 

Parkour(跑酷) 

想必大家應該都對這項運動略有耳聞，是一項在各個地方跑過來翻過去的運動，印象中政大也

有相關的社團。當初也是意外看到他們在外頭訓練，才跳進去和他們一起跑了近兩個月。生為

交換學生，即使聖加崙大學的 buddy system 算是非常盡職，能夠接觸當地學生的機會仍舊有

限，因此我十分推薦去詢問及參加這種社團，除了認識朋友之外，也可以觀察到這個學校設備

的齊全度、學生的自由使用權利以及當地人之間的互動模式，一定程度上迥異於政大。 

 

語言交換 

若你來瑞士交換的主因之一如我，是希望練習德文的話，誠心的建議還是拼命地去德國吧! 除

非有機會事先擁有 B2 以上的能力，能夠修習德文授課的課程與認識其他課程中的學生(基本上

會是高地德語授課，也比較能夠認識習慣使用高地德語的同學)。畢竟瑞士境內的德語區仍以瑞

士德語為母語(高地德語是官方語言，為中小學必修，但並非在日常對話中使用)，大概就像在

香港只使用中文溝通，要嘛你聽不懂、要嘛還是回歸英文，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練習的機會少了

很多。 

無論如何，對於來不及的人，找一個至數個語言交換的對象也十分實用。Buddy system 會在

學期開始的第一周為申請的人做媒合、給予雙方對方的聯絡方式，餘下就要靠自己努力。值得

提醒大家的是，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的風險。在實際相約與見面之前，其實很難知道對方是

否真的如你所想的有幫助，很多當地學生對於如何進行有非常奇怪的態度，並不是真的值得你

花時間在他們身上。但由於 buddy system 僅提供一對一的媒合，因此我建議，如果你真的有

心，可以加入 Sharing is caring University of St. Gallen(HSG)臉書社團，多找幾個試試看!好

的 partner 真的可以帶你上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