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報告 

(一) 學校介紹 

 

  我此次前往交換的學校是加拿大的西蒙菲莎大學 Simon Fraser University。位於溫哥華東邊

的 Burnaby，學校總共有三個校區，主要的校區位在 Burnaby Mountain 上，進出學校只能依

靠當地的公車，除非自己開車，另外的兩個校區分別位在 Surrey 以及 Vancouver Downtown。

每個校區提供的課程都不一樣，所以在選課時務必要注意上課位置，因為三個校區之間車程都至

少要約一小時，若是課程之間間隔太短又要換校區上課，恐怕會面臨很大的麻煩，還有一點要注

意的是 Surrey 校區盡量不要排夜間的課，因為那裏比較偏遠晚上治安也比較差，我在交換的其

間甚至有發生情殺案，所以不建議選晚上的課，就算有也盡量結伴同行。 

 

  SFU 在大溫地區是排名僅次於 UBC 的大學，基本上，大溫地區的大學僅有三間，分別是 UBC、

UV(維多利亞大學)、SFU，UBC 是世界百大，SFU 則是綜合型大學，商學院評價很高，當地一

般民眾只要知道你是 SFU 商學院的學生基本上都會對你寡目相看，因為商學院的入學門檻是

SFU 各科系中最高的，在學期間也會要求學生參與實習(CO-OP)，也使得畢業生在實務上都有

很強的能力，畢業後在當地也頗有競爭力。 

 

  SFU 的校園建築非常的有特色，是由加拿大知名建築師 Arthur Erickson 於五零年代設計建

造，整體規劃隨著山坡起伏，由許多大型的水泥建築構成，暗灰色的色調搭配綠意盎然的山丘別

有一番風味。 

  有趣的是，當地學生曾跟我說當初設計師的設計靈感是來自監獄，我起初不太明白，但只要在

冬天下雨時的周末到校園晃一圈，你很快就會明白為什麼大家這麼說了。 

 

  SFU 的學生的組成以華裔學生為主，走在校園裡，你常會覺得你還在台灣，因為身邊許多同

學都是黑髮黃皮膚，但基本上他們都是加拿大人(CBC)，母語也都是英文，SFU 校園裡也有許多

的國際學生，最大宗就屬大陸人，人數非常驚人，大多選讀經濟或電機。 

 

(二) 學術資訊及文化交流 

 

  和台灣的大學相比，SFU 的課程相對上是比較 Intense 的，正課之外往往都會有 Tutorial，商

學院的課則是 SFU 裡相對較為困難的課程，教授往往會用曲線來當一定比例的學生，也就是說

就算你取得高分，但只要你是落在班上倒數一定比例內，你還是有可能會 FAIL，因此班上同學

多半都非常認真，在這裡你也會發現跟台灣最大的不同是，這裡的學生都非常主動，不管事在課

堂上還是課堂外，課堂上常常會踴躍發言提問，課堂外更是常常窩在圖書館討論課業，與一般人

對於國外學生天天 party 的刻板印象不太一樣(國際學生玩得會比較豐一點)。 

 

  SFU 規定學生最少必須拿兩堂課，每堂課都會有它的代號，代號由一組英文縮寫加上三碼數

字構成(ex. BUS381、IAT100)，數字越大代表 level 越高課程難度也愈高，需要先完成 level 較



低的課程才能繼續往上修課，這裡一般學生大約都是拿 3 到 4 門課，鮮少有向台灣一學期拿超

過 20 學分的狀況出現，我在交換期間拿了兩門課，分別是法文(French for beginners)與人力資

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法文是 100level 的，人力資源管理則是 300level

的。 

 

法文初級:  

  法文在加拿大是僅次於英文的第二外語，當地許多高中生高中時期便會選修，這堂法文初級是

給完全沒有法文基礎的學生修的，有法文基礎的學生必須參加分級測試然後再分配到適當的班級

去，老師在課堂中會去觀察每位學生的反應避免有法文底子的同學混在課堂中，因為老師認為這

樣對其他同學不公平，這裡的語文課非常的紮實，一周有兩天的課，讓我們在學習上能持續接觸

到法文不至於間隔太長，老師是法國老太太，上課非常風趣幽默，一班大約 20 多人，因此每位

同學老師都會認得，每堂課也都會盡量與每位同學互動，與政大一樣，SFU 也會提供一個數位

平台讓學生在家可以自修，透過數位平台，可以複習每堂課所教授的內容，對於學習有實質上的

幫助，這堂課每隔兩周會有作業，學期中會有數次的小考，期末則是口語測驗及寫作測驗，口語

測驗是由別班的教授一對一考試，氣氛很輕鬆所以千萬別太緊張，至於期末測驗則要詳讀老師上

課所發的補充教材來應考。 

 

人力資源管理： 

  這堂課是典型的商學院課程，課程本身難度不高，教授是一位華人，發音不是很標準，上課也

是跟著投影片走，考試有期中期末考，內容為選擇與簡答，簡答部分必須靠詳讀課本，否則很難

取得分數，這堂課最重要的應該是 tutorial，會由助教帶領學生複習老師當周上的課程，同時必

須分組上台閱讀衍伸論文並做報告，並要附上書面稿，另一方面還要在打散寫一篇小論文，主題

自訂，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外抄襲是很絕對禁止的，小論文資料的來源出處一定要寫清楚，一班

台灣學生對於這方面的概念都比較沒那麼重，在這裡若是被抓到抄襲，基本上這學期就不用再去

上課了…. 

 

(三) 注意事項 

-若是想要住宿舍的同學，請務必準時申請宿舍，千萬別拖到 deadline 前才申請，因為 SFU 宿

舍非常搶手，我跟一位台大交換生就是因為到截止日前才遞出申請，都沒有申請到宿舍，申請時

必須付一筆手續費，不管有沒有申請到都不會退還。 

 

-SFU 的 orientation 分很多，國際學生、交換生、本地生都有各自的 orientation，交換生的不

需付費，其他大多要付費，個人建議參加一場就好，因為內容大同小異。 

 

-要記好選課日程，有問題千萬不要拖，馬上去找助教談，商院的課程必須找商院的助教，其他

則找處理交換學生事務的助教即可，比起當地學生(選課跟戰爭一樣，許多熱門的課甚至有人花

大錢買資格)，交換生選課權力很大，幾乎想要什麼課都有(但必須符合修課要求)，但僅限在第一

波選課，之後加退選就必須等名額，所以建議出發前便先找好想要上的課並了解其內容，會省掉



許多麻煩。 

 

-基本上在當地交換一定會需要用到手機，由於交換學生停留時間不長，因此建議使用預付卡即

可，各家電信商在各大 mall 都會有設點，可以多多比較，比較值得注意的是，與台灣不同，加

拿大收發話都要付費，但會開放某些時段無限通話(如每天晚上六點後到隔天早上七點)，還有一

點強烈建議的，請千萬選擇有簡訊無限傳的方案，因為這裡傳簡訊甚至比打電話頻繁，基本送的

那些數量一定不夠用，所以選方案前請先三思多比較比較不會吃虧。 

 

-從台灣匯款到加拿大並不方便，手續費也不便宜，我當初是直接將一學期的費用一次匯齊，我

選擇的是 TD 銀行，提款機很多地方都有(山上沒有)，學生開戶也不用額外收費，重點是他周末

有開。 

 

-不需要額外帶台灣食物過去，因為溫哥華各式各樣的華人食品都買的到，把行李箱的空間留給

其他東西吧。 

 

-加拿大的海關有些很機車，通關時務必將相關文件準備好(SFU 的 Offer)，回答也要有自信，千

萬別講得很含糊，否則只會被叫去旁邊檢查行李多浪費時間而已。 

 

-建議在台灣先辦美簽，因為溫哥華離西雅圖不遠，許多人假日都會開車南下，學期結束後的假

期也都會往美國非，若是到時候因為沒有簽證而無法成行想必會非常的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