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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亞眠主教堂) 

 

一、學校介紹 

    法國商業高等學院(France Business School, FBS)有多個分校地區，包括亞眠

(Amiens)、普瓦捷(Poitiers)、圖爾(Tours)、布雷斯特(Brest)以及上海等1。學生們可

以排序選擇想去的分校地區，再同指考般以志願序做分發。分校提供修習的學程、

學分都各有差異，選擇相當多元。 

 

    FBS亞眠分校是由亞眠大教堂後的牧師起居室改建而成，至今設有兩棟主樓，

分別為教堂主樓(Espace de la Cathedrale)以及索姆主樓(Espace de Somme)。格局

並不大，但有濃厚的人文歷史氛圍；且該校區地處亞眠核心地帶，每當舉辦各種

節日如不眠夜(La Fête Lumière)、聖誕市集等，會有來自鄰近地區的居民湧入，可

以就近共襄盛舉，親身體驗法國與台灣不同的文化風情。 

 

                                                      
1 在我離開的時候，亞眠的校區已經更名為 ESC Amiens，似乎是因為行政合作上有所更動，因

此亞眠是否仍在 FBS的體系之中需要再到校方官網查詢。 



二、課程資訊 

亞眠分校的選課制度分兩階段。在第一階段，學校會寄來一張清單，附上可

選擇的學程，以及各學程中所包含的課程，一旁會有課程宗旨以及所佔學分數。

每個學程會有需修行學分的最低門檻。在這階段，只要根據信中指示選擇課程填

上表格，回覆郵件即可。到了法國學校後才會開始第二階段，但第二階段其實也

沒什麼，就是再給你一個禮拜的時間讓你確定是不是真的想選這些課程。學校會

在Welcome Program中解釋選課的各種制度(要點如後所述)，但你仍然只有課程

宗旨，沒有課程大綱，因此這個階段只是讓你再次思考你要選擇的學程以及學分

數量。由於其課程制度與政大有著天壤之別，因此在這個禮拜仍需多加思考。 

 

亞眠分校的課程概念和政大的課程大相逕庭。首先，他們的課程其實更像是

座談課，他們將學期以星期來切割，學生每個星期都有一門課程。每一個課程為

期三天，過了該禮拜之後這個課程便算是結束，並於下個禮拜開始新的課程。假

設我這個學期總共選了八門課，那麼我該學期實際上課天數便是 24天，也因此

所需修習的學分最低門檻比政大高許多。這樣的制度在法國還滿常見的，和其他

學校的同學交流時也略有所聞。 

 

當時我們只有一個國際貿易學程，但校方告訴我們，如果有多個學程可供選

擇時，只能修選定學程中的課，不能跨學程修課。另外 FBS的課程也進一步分成

研究部及大學部，一樣可供學生選擇，且不得跨部門修課。值得注意的是，只要

雙方學校同意，你可以自己決定要修哪個部門。雖然我是大學部的學生，但我當

時覺得課程列表和過去所學多有重複，因此後來決定選擇研究部的課。 

 

研究部和大學部各有優缺點，舉例而言，大學部的最低學分數要求門檻較高，

且在課程結束之後，學校會另外安排考試測驗學習成效，時間另行通知。雖然較

為麻煩，但大學部的學生有國定的學期假，且課程較為活潑、負擔較輕。研究部

門的課程則一定會在三天後結束，不會有另外的考試，但評分機制全由老師決定，

不論是報告還是考試都是一次定生死，且課程涵蓋範圍較廣，注重分組討論，負

擔較重。常常老師在早上宣布題目，下午便必須上台呈現小組討論的結果，不過

這也是一個滿具挑戰的寶貴學習經驗。另外，學校提供給交換生的課程主要為英

語授課，但也有法語授課。只要是同一個學程中同一個部門，跨語言選擇課程是

可行的。如果法語具相當程度的同學，不妨選擇一兩門法語授課的課程，把握更

多與當地學生交流的機會。 

 

最後，法國的行政程序非常反覆不定，課程還沒正式上課，那堂課便存在不

確定性。例如，到課程前幾個禮拜才會知道那堂課是在該禮拜的哪三天上課。對

大學部而言，更不可確定的因素便是各科目的驗收考試不知道會在哪一天。老師

也會因為個人因素調整上課時間，例如在前一個禮拜通知取消上課，補課日期待



定等等，都需要留意，以免影響自己的權益。 

 

三、亞眠地區概況 

亞眠可能較不為台灣人所知，但因為其地理位置，對於法國來說亞眠是非常

重要的城鎮。其一，亞眠為皮卡迪省(Piccardie)的省匯，是法國北部的交通樞紐，

同時也是二次世界大戰往上至諾曼第戰區的關口，流經亞眠的索姆河(La Somme)

也是著名的索姆河戰役的主要地帶。其二，亞眠距巴黎僅有一小時的火車車程，

因此成為巴黎的衛星城鎮，通勤至巴黎的上班族群眾多。另外，亞眠的大教堂是

法國建築史較後期的產物，因此其為法國境內最大的哥德式教堂，更甚於巴黎聖

母院(雖然知名度遠遠不及)。在重要的月份及節

日，亞眠的教堂在晚上還會有燈光秀，宣揚宗教精

神，非常值得一看。不過亞眠雖有上述提到的重要

地位，但該地仍非觀光勝地(我想就連法國人也不

見得會去)，人口稀少，除非有重要節日，不然的

確是個寧靜的鄉村小鎮。 

 

亞眠的冬天較冷，我不知道氣溫幾度，但我自

己的感覺亞眠的十月就大約等於台灣的冬天了，

入冬之際更是有如寒流來襲。經驗是不一定要買

厚重的外套，穿搭多層衣服更能保暖。準備上建議

著重在四肢、頭頸的保暖如手套、圍巾、帽子以及

襪子等會更有幫助。不算多雨氣候，有機會下雪，

每一年狀況不同。                                 (法國亞眠主教堂燈光秀) 

 

四、交換生注意事項 

大抵上，交換至法國須仔細處理以下的問題：辦理簽證、尋找住宿、決定在

國外的消費方式、備妥校方要求的文件 

 

1. 辦理交換學生簽證 

學生簽證須從法國在台教育中心的網站線上辦理，流程為：填寫表格付款

面試通知領取簽證。曠日廢時，且網路上的文章多有提到，在申請過程中，

各個環節皆可能因欠缺文件或審核不通過而必須重來，拖延之下可能會錯過飛機

或開學。亞眠的校方有規定開學如果沒有出席便取消入學資格，因此務必盡早辦

理。填寫表格請上法國在台教育中心官網：http://www.taiwan.campusfrance.org/ 

雖然表格是法文，但官網上的說明有教導如何填寫表格，另外網路上也有許多介

紹詳盡的文章，可參考以下文章：http://goo.gl/1RR1XG 

提醒： 

對交換學生來說，辦理簽證必須有法國學校的入學證明才能申請，如果等很久還

http://www.taiwan.campusfrance.org/
http://goo.gl/1RR1XG


沒收到記得寫信向法國學校請求協助。 

 

接到面試通知之後，請注意千萬不可遲到，容錯率為 0，面試時須提交資料，

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面試官看的資料，第二部分為提交申請簽證需檢附的

資料。兩部分的資料是無關聯的，要分開準備，個別該準備細項請參考以下文章：

http://goo.gl/xzS5aL 

提醒： 

學習動機及職涯規劃其實就當作在申請學校、學程、獎學金那般寫就好了，不需

要想的太恐怖。因為交換的學程主要使用英語，因此用英語寫就可以。 

最高學歷正本就是高中文憑，請記得要回去找！ 

資料預先整理分類，會幫助面試、資料檢核流程流暢。 

 

2. 尋找住宿 

請在拿到表格之後立刻填寫並寄回，當時我沒看到信件上註明先到先受理，

到最後差點找不到宿舍，很是驚險。住宿方面可視個人需求決定要選擇的方案，

在這邊稍微講一下亞眠 CROUS 住宿房間的格局：狹窄長方，浴室和緊緊相連的

單人床就佔掉整個房間 3/4的空間，和靠牆設置的桌椅間只隔著一條容不下兩個

人的小走道，有一個窗戶；共用廚房，沒有門禁但廚房過了晚上十一點左右便會

關起來。雖然空間不大，但不同學校的學生大部分都會住在 CROUS，因此可以認

識許多外國朋友，更是一定會遇到中國留學生。這些學生大多有法文的根基，有

些更有長年在法國生活的經驗，和他們當上朋友對適應法國生活有非常大的幫助。 

 

3. 決定在國外的消費方式 

在國外消費，信用卡是必備的。這是因為要在網路上搶到優惠的機票、火車

票、公車票、旅館等等，沒有信用卡根本辦不到。而信用卡的手續費、每日/月限

額的取捨也是重要的決定。我的朋友辦了一張不需要手續費的每日限額信用卡，

於是他每次消費不管金額多小都用信用卡刷，非常方便。但也有店家不接受信用

卡刷卡，因此我自己開通了郵局金融 VISA 卡跨海提領當地貨幣的功能，手續費

不高，到了不使用歐元的國家也不用再吃一筆匯差。 

 

4. 備妥校方要求的文件 

除了辦理簽證有許多文件需要準備之外，校方也會有特殊的要求。例如當時

學校要求我們必須出示遣返回國保險(Repatriation Insurance)以及公民責任險

(Civil Liability Insurance)。當時完全找不到有做這兩個保險的公司，最後一刻才在

國泰保險公司找到類似的保險名稱。據說也可以到了法國再辦理這兩個保險，詳

細可以寫信詢問校方。 

 

 

http://goo.gl/xzS5aL


 

(公民責任險)                                              (遣返回國保險) 

 

 

五、英文在法國可以通嗎？ 

有許多人會認為法國人孤高自傲不說英文，擔心在法國因為語言不通、交流

較為困難，因此不選擇法國。但我認為法國人並不是不屑說英文，而是他們真的

不太會說英文。學校體系的確是會教英文，但一沒有考試壓力之後大多數人便停

止學習，而改去練習德文等其他歐洲語言。這和台灣學生在上大學後便停止練習

英語，反倒去學日文韓文，在遇到外國人卻步不敢用英文攀談的狀況略有所同。

所以通論而言，法國人的確是不太講英文的，因為不會說、不敢說。 

 

但除了這件事情外還要考慮地緣、歷史因素。例如在巴黎，畢竟是首都，也

是觀光勝地，雖然會碰幾次壁，但要找到會說英文的人其實不難，甚至我有幾次

試圖用法文問路的時候，遇到對方直接問我要不要用英文回答。接近其他國家的

地區如里爾(比利時)、梅茲(盧森堡)、第戎(瑞士)，英文普及程度更高。 

 

不過像亞眠這個寧靜的小村落，英文普及率立刻掉到 10%以下。英語最好的

人口應該都集中在學校裏頭。如果沒有任何法文基礎，來到這邊需做好心理準備。

但也不需要因此而卻步不前，和我同行的研究所學姊完全沒學過法文也照樣過的

開開心心。 

 

我建議，在來法國之前，可以先去學一下基本的法語，了解大概的文法規則。其

實會問路，會開口買東西就可以活得自由自在了，如果你真的很想來法國交換，

就應該要更勇於來接受這樣的語言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