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報告      城市大學 企管四張晏榕 

課程資訊 

商學院的規定是最低 12學分，其中 6學分必須是商學院所開〈GE通識課程若是

商院系所開的也算〉基本上蠻容易達到，學分上限是 18學分。 

基本上我覺得城大的學習環境不論在師資上或是教學方式等等跟政大非常類似，

所以不需要擔心太難，但他們那邊非常注重團隊合作，所以幾乎所有課程都有團

體 Project，不喜歡的人可能就要注意一下課程大綱的分數比重。 

選課代碼中也有顯示課程的難度分類，我們可以選的是開頭 1~4，1最簡單、4

最難，可供參考，但最重要的還是第一堂去聽課以後的感覺決定後續加退選和加

簽。 

 

這裡分享一下我當時選的課 

Service marketing ( by Fanny Cheung)：跟我本科有相關，其實我覺得上起
來輕鬆愉快，一個期中考、一份個人報告、一份演講心得、一份整學期的 group 

project，平常就聽課偶爾有課堂 exercise，是一個有讀就有分的科目，團體報告

雖然大但是組員也多，如果合作愉快的話其實不辛苦。最有挑戰的應該是個人

3000字報告的部分，3000字真的非常多，尤其我們平常不習慣打英文報告，一

個禮拜前才開始都有可能來不及，千萬不要挑戰自己的底線。 

Uncovering global economics through news (by Peter)：雖然名為 GE但一

點也不輕鬆，老師非常棒但是經濟不好的人不建議選修，課程內容不是輕鬆讀新

聞了解世界經濟脈動，是紮紮實實的經濟，有平時作業兩份，有團體大報告還有

期末考，當時因為我上課都沒弄懂所以不管哪一個部分做起來都比較吃力。 

Sustainability: doing good while doing good things (確切名字有點忘

了)：輕鬆愉快的課程，內容就像企業社會責任那樣，甚至更好懂，每堂課都有

exercise，基本上任何活動都是以組為單位來完成，所以選對合得來的組員非常

重要。除了每堂課的活動，〈算平常分數〉，再來就是兩堂 guest talk report，簡單

來說就是課堂邀請業界來演講，課後的報告。最後就是一份期末團體報告，找一

個企業，對企業營運的狀況套用到上課交的理念，來分析做的好與不好的地方，

然後給予改善建議。不難完成。 

最後一堂課是日語相關課程，因為我在政大原先就有輔系，為了不要因為交換半

年就忘光光所以選了一堂課，關於語言類的課程限制就比較多，不像一般課程交

換生都可以上，語言課的選擇比較少，當初我也是很大的心力到處找日文課程的

老師幫忙，讓他們幫我找出我可以上的，又跟我程度相當的課程，中間就是要跑

很多次辦公室和寄信。 



交換須注意的事項以及生活文化交流 

我覺得每個人去交換的目的都不太一樣，有些人是想去玩的，但是在香港可以玩

的盡興的機率就又小了一些，除非你願意花錢一直出國，那另一個比較重要的部

分就會是上課。 

基本上交換生的要求很低，只要不要 fail都可以，在香港幾乎每一堂課都很重出

席，都會點名，當然有嚴格有鬆的，狀況不一，所以無法說一定好不好翹課，但

一周才四堂課，每堂課都出席真的不是太難的事。 

再來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部分，就像我之前有提到的，幾乎所有課程都會分組，

相當注重團體合作的報告，需要共事一學期的夥伴真的要慎選。香港那邊不像政

大，非常國際化也都是英文授課，所以幾乎所有課程都可以選，也都跟本地生一

起上課〈政大的話就可以發現交換生都跟交換生一起上課，整班都是外國人〉，

即使全班只有你一個交換生也是有可能的〈這種課就會建議你認真考慮要不要上

了，後續再說明原因〉，所以組員很大比例都會是香港同學。 

 

就我個人經驗以及身旁其他交換同學的經驗，我會建議多跟交換生同組會比較好，

當香港同學一多的時候，常常你是無法參與討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的，香港人雖

然英文好，也會說普通話，但聚在一起時，會不自覺只講廣東話，或是理所當然

認為你應該聽得懂，這樣的語言隔閡問題不容易解決，試想當你在政大跟朋友們

一組，當中有一位外籍生，你們會因此全程只說英文嗎？ 

 

這不單只是無法參與討論的問題，後面可能會衍生出不知道自己在團體裡應該扮

演甚麼角色，負責做哪些部分。另一方面，還遇過一些狀況是，香港那邊習慣共

事的方式跟在政大的時候非常不同，他們常常會在 whatsapp上討論，這個方式

我很不能接受也不能理解，在通訊軟體上很多東西講不清楚，更何況有些人會直

消失不參與。常常提議要面對面團體討論的時候，大家都表現得非常不願意，有

各式各樣的理由不能來，或是答應了之後才放鴿子。 

其他遇過的一些小問題就不再贅述，當然這些可能只是部份個案，並非全部，但

總之如果可以，建議不同課程能有不同組合，可以多把握跟外籍交換生同組的機

會。 

 

以上關於選課分組的建議，另一方面對於交朋友、文化交流也很大幫助。 

其實交換三四周後就大致決定未來一個學期你的生活圈，所以才說剛去的時候學

校辦的活動可以踴躍參加，會有很多 one day trip，其中一個香港城大很特別的

是，你的宿舍生活會很精彩。 

城大的宿舍就像一個高級住宅社區，以一棟為一個單位，宿舍會有很多聯合活動，

Hall跟 Hall之間的球類競賽、歌唱競賽、旅遊活動等等，各自的 Hall又會辦很多

大大小小的活動像是吃消夜、唱卡拉 ok、晚宴、吃晚餐等等的來促進舍胞的感



情，宿舍組織對他們來是非常重要的社團，關係非常緊密，甚至還會有 whatsapp 

group一起聊天或是提醒活動，這是台灣宿舍生活，大家自掃門前雪的文化非常

不一樣的地方。 

舉一個我自己的例子，當時學期末的時候我的室友已經回北京了，大半夜凌晨 2

點我睡夢中發現房間有蜜蜂，我嚇的沒辦法睡又不敢將它趕出去，只好透過

whatsapp group球就看有沒有人可以幫我，後來真的靠同層樓的兩個男生幫我把

蜜蜂弄出去。 

 

平時跟朋友之間課程時間都不同，最常碰面的時間就屬吃飯時間。香港不如台灣，

走十步就有東西可以吃，在城大大部分都吃學校餐廳，剛開始去真的會不習慣，

覺得貴又難吃，但時間一久真的會慢慢喜歡，學校主要有三大 ac餐廳〈分別位

於三大主要教學大樓〉，一個宿舍 homy餐廳〈最不好吃的〉。剛開始去可能覺得

新奇，選擇很多，大約一個月就會膩，可惜附近只有購物商場 festival walk，東

西更貴所以不可能常去。再來就要步行 15分鐘到南山市場，或是 30分鐘到深水

埠，這些地方選擇就會更多也不向其他的那麼貴，但是因為懶也無法常去。 

到國外可以嘗試煮飯，大家一兩個禮拜就會去南山市場或是 Festival walk 的 taste

超市買水果或是蔬菜，可以在宿舍廚房開伙，一方面經濟實惠，大家一起煮飯也

很有趣，可以做為文化交流的主題，一次一個人負責煮自己國家的食物給大家

吃… 

 

食物會是文化交流一個很棒的方式，外國人對於台灣 (甚至是亞洲) 很多事情都

感興趣，所以我們會一起煮珍奶，出去吃飯會刻意找一些不同國家的餐廳。最後，

應該就是平常聊天，因為言談中就會發現很多差異，所以就會更深入的討論，很

棒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