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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緣起 

身為工業設計的強國，德國對於工業設計的發展和嚴謹是世界

聞名的。就讀北科大工業設計研究所之後，我一直渴望到德國

去學習，並親自見識德國人在設計思維上的不同。藉由學校提

供獎學金的機會，終於讓我能夠更進一步的去觀察這個國家的

教育制度和設計態度。 

[2] 研修學校簡介 

奧芬巴設計藝術學院位於法蘭克福旁的奧芬巴小城，距離法蘭

克福中央火車站搭地鐵只有15分鐘的車程，可以說地點相當的

方便。學校附近就是美茵河，從校園走去河岸不到三分鐘，環

境優美景色怡人。學校分為兩大部門：視覺傳達以及工業設計。

在視覺傳達部門內又有許多分項，像是舞台設計、多媒體設計、

平面設計及電影…等等。所以在設計領域相關科系內可以說資

源相當豐富。學校不大，學生大約６００多人，所以師生比例



高，每位同學可以分到的資源也相對的多。 

[3]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在德國交換的一年內，我參加了兩個設計專案，以及選修一些

附加科目。雖然實際上上課的時間很少，但是回家自主學習的

時間卻很多，無論是實驗、做模型、研究、搜尋資料，一個禮

拜跟老師開會雖然只有三小時，卻要用足足將近一個禮拜的時

間去準備這份報告。奧芬巴的專案課程是小班制，一班大約只

有五到八人左右。老師會根據你的進度給予回饋，卻從不交代

功課或催促你的進度。然而在高手眾多的環境之中，會激發自

身學習和競爭的意識。我仍然記得在期末報告時，對於同學們

展現出來的成果感到驚豔的那種感動，及對於自身精益求精的

渴望。 



我在德國的指導教授個性非常活潑，積極參與各式各樣的學校

和課程活動，常常帶我們出去吃飯，學期末時更是一定會舉辦

聚餐，師生之間的距離非常親近良好。 

學校對於教育的資源也給的相當充足，對於支持學生學習不遺

餘力。之前有學生向教授提過想要進階練習Sketch的技巧，教授



便在下學期聘請畢業於美國名校Art Center的職業產品設計師，

在工作之餘每周固定飛來奧芬巴授課一次，可說是用心良苦。 

[4]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在學習之外我參加了很多課外的活動，積極的融入當地人的生

活中。偶爾會法蘭克福河岸的跳蚤市集逛街挖寶，耶誕節期間

去逛逛耶誕市集、喝杯傳統香料熱紅酒，元旦時往柏林拜訪友

人並在布蘭登堡前跨年觀看煙火。 



在天氣晴朗的日子找片草皮躺下曬曬太陽，或是沿著河岸騎腳

踏車散散心。偶爾和朋友們去看同校男孩們踢足球友誼賽，夜

晚則相約酒吧喝杯啤酒小聚。歐洲的生活步調緩慢，但在這邊

的日子卻過得心靈富足且相當充實。 





另外德國人最喜歡的ＢＢＱ當然也不曾錯過，一群好友在頂樓

烤肉，就著火光彈奏音樂聊天到深夜，是人生一大享受。在外

研習的這一年更是碰上四年一度的世足賽，在決賽時前往市立

體育館與朋友和上千的觀眾一起關注球賽輸贏，感受德國人對

足球風迷的熱情氣氛，更讓我的交換學生生活增添了幾分精采。

 



 

 

[5] 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請條列式列舉) 

產學合作：每位教授一學期大約會有兩到三個專案，多數皆有

合作企業或是合作的基金會。專案不脫離市場需求，講求務實

考量。設計專案如果某項產品的規畫或改良，必先參訪相關合

作企業，或是由企業相關員工先進行簡報或說明，然後在參訪



中進行產品的體驗。在台灣的教學中往往礙於課程進度，企業

參訪的機會相當稀少。在德國念設計能夠與很多國際知名廠商

合作，並且藉此機會了解製造和生產的過程，是非常寶貴的經

驗，另外在畢業後製作作品集時也相當有利。 





體驗式教學：像是漢莎航空專案因為是做飲食鍊的相關設計，

其中包含了餐具、推車、機上廚房設備。我們參觀了漢莎航空

的空廚公司，並且在模擬機艙內實際操作空服員弟送食物時會

遇到的困難及不便，以及了解乘客們會遇到的用餐問題。另外

在高齡者衛浴設備的專案，所有學生親自穿上限制行動的束縛

衣，體驗高齡者在身體機能上的衰退所受之行動限制，並實際

操作高齡者復健用的器具，是很有趣的課程。除此之外，我們

還在課程中安排邀請了許多位高齡者來聽取我們的設計簡報，

並聽取回饋吸收經驗，讓設計案能夠反映真正的使用者需求，

而不是只有紙上談兵，這是台灣的課程很缺乏的部分。 





 

術業有專攻：由於強調學生的手做能力，德國在工廠這邊的機

具可說是配備相當齊全，並且每一個專業器具都有專門負責的

技師來協助執行。德國人相信學有專精，於是CNC室和3D列印



有一位技師，木工坊是木工技師，油漆和模型有材料技師，攝

影棚也有專業攝影師，其它機台由廠長管哩，與台灣學校一師

多工的情況不太相同。 

教育資源：在練習時所使用的材料基本上小型的學校都會提

供。課程如果有設計專案的話，由於專案往往與企業合作執行，

因此專案製做模型的經費可以報公帳，因為台灣的學生很多時

候念設計是要為材料費或是製作費而煩惱的，在這點上可以體

現德國設計學生的幸福，可以專注在學習上。 

 

[6] 研修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國際觀的增長 

自發學習態度 

設計結合實務 

多元文化融合 

[7] 感想與建議 

我覺得德國人是友善但難以融入的一個族群，除了語言隔閡以

外，東西方文化背景的差異也不小，也有很多生活習慣不同的

地方必須克服。加上德國人不如美國人個性愛裝熟，因此在德

國要真正融入當地人的生活必需付出很多努力，初認識相處起



來難免會有受挫的地方，樂觀和積極的態度是不可少的。  

這一年的交換經驗對我來說非常寶貴，除了在異鄉生活面臨困

境時看到自己個性上不足的弱點以外，也在國外自主學習的環

境下，不論是生活和課業上都能夠持續地學習和成長，並在同

儕間良性競爭中，重新激發了我對設計的靈感與熱情。我非常

謝謝教育部和學校提供這個獎學金以及出國交換的機會，讓我

有機會邁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