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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大學交換 生活報告 

⚫ 交換學校介紹 

科隆大學成立於 1388 年，位於德國的第四大城，是德國第二古老的大學（比

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學年輕兩歲），也是 CEMS 全球頂尖商學院聯盟成員之一，

經濟學和管理學在德國均長期處於前三位。校園並不像政大那樣有明確的校

區範圍，學校的各棟建築散落在城市各處，因此若是上實體課的話需要找一

下上課地點，記得第一次上課前預留足夠的時間找教室，因為疫情的關係有

些出入口關閉了，需要繞道。 

 

⚫ 課程資訊 

➢ Pre-semester German course 

這學期也是學期前或學期中德文課擇一免費上，可惜全都是線上授課，我選

的是學期前的，8 月會有線上測驗，之後就是依照程度分班授課。我被分到

B1 全德文授課，班上大約 30 個同學，比較特別的是我們班是由兩位老師上

課，而兩位老師的進度是獨立的。課程內容著重在文法和閱讀，聽力部分老

師本身的上課內容就是一種訓練了，而口說因為人數不少的關係沒辦法很充

分的練習到，但只要有說錯老師都會糾正，或是告訴你更道地的講法。 

 

➢ Business English 

完全線上授課，每次有不同的主題，滿有收穫的部分是學到了許多英文俗諺，

課堂中有不少小組討論的時間，老師也很鼓勵學生發言問問題，整體氛圍算

是活絡。每週都會有課後作業需要完成，雖然不難但頗花時間的，另外每個

人需準備一段約 5-8 分鐘的演說，會計入期末成績。 

 

➢ Design Thinking 

基本上 90%的時間都是小組討論，學期初會決定各組欲探討的問題，每週



上課會先由老師講解步驟的內涵和普遍做法，其餘時間皆是由學生進行討論，

並在期末發表成果。由於這堂課是開給國際學生的，因此同學的國籍背景非

常多元，在討論的過程中觀點的豐富度明顯比較多。我很喜歡這堂課的氛圍，

推薦給喜歡 problem-solving 的人。 

 

➢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Management 

集中在四個早上授課，課程內容和政大的國際企業管理幾乎一模一樣，主要

都是在講進入國外市場時的決策分析工具和面向，中間會穿插幾個小個案讓

學生討論，但我覺得探討的深度和廣度不如政大。期末考是用 zoom，老師

一對四直接口頭提問，有不同難易程度的問題，若回答不出來老師會給提示，

因為我已經修過類似的課了，所以沒遇到什麼困難。 

 

➢ Retailing 

正課是線上但 TA 課是實體，老師是印度人，所以一開始用了一點時間適應

老師的英文口音，課程內容和行銷管理重疊不少，但更著重在零售業的生態，

老師很也有熱忱，學生的提問和發言也滿踴躍的。TA 課時助教會先複習正

課內容，並適時補充額外的資料，最後會留一些時間讓學生提問，助教的上

課方式對期末考還滿有幫助的。期末考是紙筆測驗，都是簡答題，而且題目

本身就有點深度，老實說 90 分鐘要全都完整答完有點緊迫。 

 

⚫ 生活及文化交流 

➢ 住宿 

    找到住宿應該是整個交換期間最煎熬的事情，科隆的租屋市場競爭真的

非常激烈，能盡早開始找房子就盡早，若等科隆大學寄 email 告知找房資訊

才開始找就有點太晚了。 

    科隆大學並沒有自己的宿舍，整個科隆市的學生宿舍都是由 Kölner 

Studierendenwerk (KSTW)負責的，以交換生來說能申請到學生宿舍最好，



雖然可能不是最豪華，但鄰居組成相對單純且租金會比外面相同格局的便宜

很多。基本上拿到交換資格之後就可以申請了，甚至不用等入學通知。至於

kstw 的分配順序我從來沒理解過，感覺和申請日期和預算金額都有關，有

遇到比我晚申請但金額填比我高，比我早收到宿舍。我五月中向 kstw 申請，

實際上 8/11 才拿到宿舍，因為看往年政大交換生最慢七月底都有拿到宿舍，

所以七月底八月初的時候很緊張，有寄信給 kstw 和助教請求協助，同時開

始在外找租房，那時候用了 WG-gesucht 和 immoblien24，事實上房東回

覆率極低，許多房東比較中意能實體看房和長租的人，所以對我們頗不利的。

若真的沒分配到學生宿舍，替代方案之一是先在當地找青旅住，再利用那段

時間找房子，頗多歐盟學生都是這種情況。 

    推薦一些可加入的臉書社團：Köln 科隆台灣同學會、德國台灣同學會、

WG & Wohnung Köln gesucht、Efferen-Mein Studentendorf!，上面可

能會有前一個租客要離開或是短期出租的訊息，可以試試看。 

 

➢ 電話卡 

    出發前我在臺灣買了 30 天的 O2 sim 卡，用完後買的是 Vodafone 一

個 月 5G 14.99 € 的 預 付 卡 ， 在 歐 盟 國 家 境 內 都 可 以 使 用 ， 下 載

MeinVodafone 後就可以直接在 app 上儲值了，若月底前網路流量用完了

也可以直接在 app 上買，頗方便的。至於穩定度，其實在一般城市兩家的

訊號都滿穩的，在其他國家也是，唯一斷訊是在進到黑森林、旁邊都是茂密

高聳的樹林的時候。 

    另外想分享一個可能只有我遇到的狀況，sim 卡裝上去之後如果連不到

行動網路，可以找個有 wifi 的地方上網搜尋該電信公司的 APN(Access 

Point Names)後輸入；如果電話撥不出去，確認一下手機規格是否有支援

該 電 信 公 司 的 頻 段 ，我 帶 去 的 手 機 是 五 年前 的 舊 手 機 ， 沒 有 支援 到

Vodafone 的頻段，所以半年來根本沒辦法打電話。 

 



➢ 迎新活動 

    其實學校有不少迎新活動，不過礙於疫情，室內活動都有人數限制，而

且大多是到酒吧玩遊戲喝酒，因為我不喝酒也沒那麼 social，所以就沒參加

了。 

 

➢ 交通 

    繳了雜費之後會拿到 NRW 的學期票，是和學生證合在一起的，等於是

你的學生證就是你的交通卡，這張 NRW 學期票可以搭州內所有的 regional 

train(RB,RE)/Bus/S-bahn/U-bahn/Tram，除了 ICE/IC/EC 等 DB 直營的高

鐵要買票之外，其他都可以免費搭，整體來說滿方便的。不過要注意生效日

期是學期開始當月的 1 號，因此學期前德文課那個月要搭車的話，還是要記

得買票，聽說被抓到逃票的罰款非常重。 

    要買 DB 的票可以上官網或是下載 DB Navigator，這是德鐵推出的 app，

可以買車票和 BahnCard，購買成功的車票和 BahnCard 都會存在 app 裡，

遇到查票員只要出示 QR-code 就可以了。若不會德文建議在台灣先下載好，

我在台灣下載時是英文版的，但有同學到德國才下載就是全德文的介面了。 

    另外德鐵常常罷工，長途列車 ICE/IC/EC 基本上絕對誤點，安排行程的

時候記得有彈性一點，若誤點超過 60 分鐘可以申請賠償。 

 

⚫ 交換注意事項 

➢ 單車文化 

德國的自行車滿普遍的，特別是在城市裡，因為停車位不好找，很多當地人

都是騎腳踏車去超市或藥妝店購物。人行道旁邊都會有自行車道，通常自行

車道的地磚顏色會和人行道的不太一樣，或是會有一條窄窄的石板當作分隔，

總之雖然不顯眼但要注意絕對不要走在自行車道上，嚴重一點會被單車騎士

怒瞪或怒罵，畢竟有可能因為撞上行人造成受傷。 

如果想在當地騎自行車，有不少腳踏車店都有提供短期出租的服務，平均下



來一個月的租金不會很高，有興趣的人可以到當地的自行車店詢問。 

 

➢ 現金 

雖然之前網路上都說德國仍是個以現金支付為主的國家，但以我的經驗來說，

日常所需都可以使用無接觸支付（我是用 Google Pay），只有在一些小攤

商，像是聖誕市集的攤位或是蔬果攤只能用現金付款，其他地方如超市、藥

妝店、一般商店、多數餐廳，都可以刷卡，但有些餐廳只接受 EC 卡，要特

別注意。 

 

➢ 學生優惠 

我覺得歐洲國家對學生非常友善，交通票幾乎都有給學生優惠價，博物館、

美術館之類的觀光景點學生都可以用半價買票甚至免費入場，所以出門旅行

的時候記得帶著科隆大學的學生證或是國際學生證，很好用。 

 

➢ 德語基礎 

若不會德文我覺得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應該不大，但有一點基礎會方便很多，

雖然德國人不會對講英文感到反感，但出於尊重通常還是會對你講德文，即

使你看起來一副就是東方臉孔，因為德國的外來移民本來就不少，很多人是

移民的二代或三代，雖然長得很不像德國人但卻在德國土生土長，如果一開

口對他們就不是講德文會顯得有點不尊重，所以為了不冒犯到任何人當地人

會先假設你是德國人，如果你聽不懂再請對方用英文講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