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換學校介紹及課程等學術方面資訊 

學校簡介 

華沙經濟學院（波蘭文:Szkoła Główna Handlowa w Warszawie，英語Warsaw 

School of Economics）位於波蘭首都和最大的城市華沙市，建於 1906年，是波

蘭第一所公立經濟管理類大學。華沙經濟學院內設有經濟分析學院、社會經濟

學院、世界經濟學院、工商管理學院、管理與金融學院等。學校內雖然有各個

不同科系，但是沒有班級的概念，選課相當多元與自由，因此可以發現當地學

生不太會和自己系上同學打成一片，交友大約都來自每堂不同課程的同組同

學、參加各種聚會所認識而來。比起台灣的大學中那樣像是國中中”同班同學”

的感覺雖然較不緊密，但是交友範圍更加廣泛。另外，波蘭公立大學是免費就

讀的，也因此造成聯考(Matura)十分激烈。據波蘭朋友表示，近年大學學士學位

有逐漸貶值的趨勢，幾乎每位高中生都會進入大學就讀，相較起來，在他們父

母那一代時，僅有少數學生進入大學，情況幾乎如同台灣一樣。但儘管如此，

SGH的名號在波蘭還是相當響亮與優秀的，大約就像是台灣的政大一樣吧! 

 

課程 

本學期我選了六門課程，在這裡，一門 3ECTS的課上課時數約為每周 1.5小

時，比起台灣來說時數少了一半，個人認為比起台灣動輒 3小時的課程來說更

有效率，台灣每堂課 3個小時的時間對於老師或是同學而言都太長了，老師時

常為了度過過漫長的三小時，要不是照著課本念、播影片，不然就是乾脆請同

學上台做報告，而學生則是過了一堂課後大多昏昏欲睡，或是精神渙散開始搜

尋最新的手機遊戲或 PTT，相較起來，波蘭 1.5小時的上課時間讓同學與老師都

知道時間的寶貴，能更盡力提出精華與集中精神。但上課時數的減少並不一定

代表課程輕鬆，有些課程會要求每周閱讀大量的講義，上課時必須發言與討

論，老師也不一定會照表操課照著課本與講義講解，老師與學生興致一來時常

就能討論半小時以上，議題也不一定和那堂的課程內容完全相關，且語氣在我

們眼中看起來常常像是快要吵起來的”爭論”，而非我所熟悉的學生向教授”請

教”的語氣，但教授與學生似乎也都習以為常，這樣的討論方式似乎表現出師生

間並無一定的權威，而在這樣的碰撞之下也許知識與道理更能獲得啟發，這點

讓我相當印象深刻。 

 

以下為我本學期(2014秋)所選的課程，及簡單的感想，供大家參考。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dr Anna Krejner-Nowecka 

老師人還不錯，總是笑笑的，但上課內容較不紮實，只能初步了解人資基本知

識。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r Monika Krukowska 

老師人很好，時常和大家討論各種國際關係議題，由於台灣在國際關係領域中

算是相當特殊的議題，老師很熟悉台灣，也常會讓台灣人發言。 

 

Services Marketing dr Maria Johann 

老師人很溫和，像個好媽媽，每堂課講解完該堂課程內容後，會讓大家分組討

論並發表成果。 

 

Busines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dr hab. Maria Bieć 

老師算是頗為和善，前幾周上完課程後，後面幾周讓大家分組上台報告。 

Relat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with Eastern Europe Countries dr Katarzyna Pisarska 

老師人很好，是俄羅斯專家，但要求較嚴格，上課必須多多發言，課前必須事

先閱讀大量資料與講義才能得到高分，收獲相當豐富。 

 

Polish for Foreigners - Beginning Polish (CNJO) mgr Anna Zając 

老師有點沒有耐心，因此進度頗快，但能學到不少實用的對話，但必須多多用

功念書做作業，或是有一點點底子來修會比較輕鬆。 

 

 

生活及文化交流 

 

華沙 

華沙在二戰中，由於起義抵抗德軍而遭受嚴重摧毀，大約有八十以上的建築化

為灰燼與廢墟，但剛來到這邊光從建築物完全看不出來她曾受過如此的摧殘，

全仰賴市民與政府的努力維護與重建，憑著市民的記憶與照片、圖畫等片段資

料一一拼湊出她原本美麗繁榮的樣貌，加入歐盟後每年又額外得到一筆補助款

用以維護古蹟等歷史建築，於此同時，台灣卻一面希望拓展觀光市場一面卻又

趕著拆光古蹟並蓋出既無文化內涵也無時尚設計美感的辦公大樓，令人費解。 

 

第一次來到舊城區(stare miasto)是從新世界大道進入舊城廣場，街道寬敞、明

亮，兩旁建築相當明顯的古典歐洲風格，路旁滿是鮮紅的花朵與愜意的戶外餐

廳雅座，新世界大道同時也是大學生們夜晚的聚會場所，巷弄內有許多酒吧。

大道一路延伸經過埋葬蕭邦心臟的聖十字教堂、總統府、皇宮等景點，中央廣

場周末時有許多攤販、藝人(以及鴿子們)聚集，廣場中央是華沙最著名的代表

物，手持彎刀與盾牌的美人魚，相傳之一是由於很久很久以前美人魚看到了華

沙這片美麗的地方，因此忍不住唱起歌來讚揚，她動人的歌聲很快地就引起了

人類聚集，漸漸的有人開始打她歌聲的主意，某天把他抓了起來並以她的歌聲



作為表演賺錢，迫使美人魚只好拿起彎刀與盾牌來保護自己以及保護華沙這片

美麗的土地。 

 

第一次來到歐洲，華沙給我的印象相當符合想像中的歐洲，充滿著藝術感與設

計感，繽紛多彩的房屋色調，隨處都有鮮花與音樂，此外，都市的部分也相當

先進，並不如先前對於中東歐的想像，共產制度帶來的落後似乎已經在短短的

時間內消失了。在這裡的某次旅行時遇到了一位台灣的攝影師，他問我:”妳對

華沙感覺怎麼樣?” 我回答:我覺得和台灣滿像的阿! 他說:這就是讓我覺得可怕

的地方，這裡比台灣晚發展了將近二十年，但在加入歐盟前後的幾年時間就追

了上來，而台灣的經濟、政治等等硬體軟體方面似乎都停滯不前…。 此時的我

似乎也只能點頭、思索…..。 

 

波羅地海國家、波蘭、俄國 

在波蘭選了一堂課程名為波蘭與歐盟關係的課程，恰巧教授是俄羅斯方面的專

家，因此這學期便很幸運的吸收到了許多關於與俄羅斯相關了國際知識。首先

是近來相當重要要的烏克蘭議題，原來烏克蘭衝突並非一夕間造成的，而是可

以歸因於 2004年的橘色革命、以及後來的 EuroMaidan事件中，親俄派的政府

與反俄派的人民間的衝突，與烏克蘭人民對於歷史的認知與自我認同的矛盾，

以及歐盟國家對於烏克蘭議題的態度將可能導致俄羅斯的潛在威脅等等。再來

則是前蘇聯國家以及俄羅斯周邊小國的”冷衝突”，原來現代國際間的衝突常

常並非單一事件，而往往是背後帶有著某些特殊的政治目的，像是喬治亞、摩

爾多瓦、亞美尼亞等等國家都時常成為俄羅斯的政治籌碼。 

除了東南歐外，北歐也難以免於俄羅斯的威脅，像是芬蘭瑞典等國鄰近俄羅斯

卻沒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因而成為俄羅斯最好的實驗場，冷不防就有俄羅

斯潛水艇、戰機經過。冷戰後加入北約的波羅地海三國當然更是提心吊膽，三

國內皆有為數不少的俄羅斯民族，難保烏克蘭東部的獨立戲碼再次在此上演，

面對這樣險峻的情勢，逐漸興起的波蘭則在此扮演了了重要地位，除了歐盟與

美國在此設下軍事協助外，甚至還聽說波蘭將和台灣學習飛彈攔截系統，某種

程度上，波蘭與台灣竟有著如此高的相似度，相似的物價、有點多舛的歷史，

野心勃勃的鄰居等等，都讓波蘭與台灣的關係更靠近了一點點。 

 

 

交換須注意事項 

 

波蘭人 

波蘭人一般看起來並不是十分友善，各種店員與站務人員也都不太會自動來幫

助你，雖然看起來有點冷漠，但是認識之後會發現他們其實人都很好，可能只



是比較害羞而已! 別被一開始冷冷的樣子嚇到了! 但也可以從這邊發現台灣人

真的是相當友善與熱情呢。 

 

文化多元 

來到歐洲後才真正”看到”世界的多元，像是語言、文化、食物甚至政治等

等，以前雖然知道他們的存在，但總會認為美國與英文才是主流，而在真正親

眼看見後才發現原來各個國家都是非常獨特的存在，並且不論大國小國都不卑

不亢地在扮演著自己的角色。而在語言方面，對於交換學生而言，英文僅僅是

基本中的最基本，而使用德語、法語或是在東北歐洲相十分強勢的俄語也都是

大有人在，就算是日語或是韓語，只要能流利的使用，都能帶來莫大的方便與

人際關係的順利，在這次的韓國交換學生當中就有一位能講出十分流利的日

語，讓她順利的打入日本學生的圈子裡! 所以英文雖然好用，但是第二外語或

第三外語的重要程度也絕對是不容小覷的，千萬不要到時才有"書到用時方恨

少”的怨嘆。 

 

 

語言、基本常識 

雖然一般店家的年輕店員大都會一點點基本的英文，但是中老年人大概都不

會，也許可以試試看俄文，然而在波蘭的通用語言當然還是波蘭文，波蘭文雖

然是是世界難學語言的前幾名，但是還是非常建議大家可以多學一點，學習一

個語言也能讓你更加了解他們的文化，對於和宿舍服務台不會英文的管理阿姨

與阿伯溝通也是很實用的! 而且他們聽到你會說波蘭文都會很開心! 

而對於波蘭這個國家的基本常識則建議可以修習一堂政大的通識課”波蘭國情概

論”由政大波蘭女神陳音卉老師所開授，非常有趣且深入淺出，也可以學到一點

點日常用語，十分推薦!  

 

共產陰影 

雖然波蘭已經是個相當進步的西方國家，但偶爾還是可以隱約的感受到一點點

的共產氣氛，上課時波蘭老師也提到，在波蘭有許多地方可以感受到”共產黨

陰影”，像是結帳時的無效率，即使看到結帳處已經大排長龍，其他店員還是

自顧自地在清理灰塵、烤熱狗等等，臉上的表情也幾乎都是相當冷淡不耐煩，

而這樣的情形也不只發生在交換生身上，而是連波蘭人本身也時常受不了。波

蘭籍的老師也說這樣的情形在共產時代是十分普遍的，所有員工由於沒有業績

壓力或誘因，因此每天在工作上就得過且過，每位客人也不像是一位特別的”

人”而只是一到處理程序罷了。 

另外，波蘭的朋友也提到過，波蘭人吃飯是用”眼睛”吃飯，而不是用嘴巴，

由於以前共產時代帶來的貧窮，吃吃肉或是吃大餐是相當困難的，導致現在還

是有許多波蘭人現在特別喜歡吃大份量的餐點以及吃肉，只要餐盤上有大魚大



肉就是好餐廳，儘管有時份量大到一個人吃不完只能倒掉。 

有趣的是，雖然在台灣人印象中，波蘭還是個有點共產色彩的國家，但有一次

在和波蘭朋友聊天時，發現他們父母一輩對於台灣的印象也是”共產”，因為台

灣在中國旁邊，而中國給他們的印象就是共產黨與貧困，因而影響了他們對於

台灣的印象。所以說台灣與波蘭間還是有著許多的不了解，希望大家能懷著多

元包容的心態來交流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