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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深感榮幸獲選交換，本次收穫無法以”精彩”，經由HFG教授來台北科⼤大

辦理⼯工作營期間，透過在校⾯面試及作品集審查遴選103學年之交換⽣生，從⽽而

獲選。︒ 

⼆二、︑研修學校簡介  

        HFG 奧芬巴赫藝術設計是⿊黑森州的州⽴立⼤大學。︒它的傳統可以追溯到公元

1832年，當時由⼀一群包浩斯教師嫡傳弟⼦子們聯合創辦，並被確⽴立為⼯工匠學

校。︒不久之後它成為⼯工藝美術學校，其中分為實⽤用⼯工藝美術品和理論科⽬目，

兩者分別為學校教學重⼼心。︒ 1970年，學校被改造成⼀一個⾼高等教育機構並獲得

授予⼤大學⽂文憑的資格。︒

        承襲包浩斯和烏爾姆設計⼤大學的風格，HFG奧芬巴赫的教學、︑教育體制

和研究是現代化並指向未來的，其中許多課程乃以個⼈人的監督和指導聞名。︒

美術，媒體與設計都採⽤用了模組化結構，以5年學制完成學碩聯讀，最終取

得碩⼠士專業⽂文憑。︒研究課程為期10個學期，可以兩個⽅方向學習修課 - 視覺傳

達（含轄下四個學科領域：通信設計，媒體，藝術和舞台及服裝）及產品設

計（設計理論理論或產品專業這兩個部⾨門的⼯工作是以全⽅方位的理論課程做為

輔助）。︒此外，學校提供來⾃自美術，設計，媒體和相關科學領域的畢業⽣生攻

讀博⼠士的機會。︒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淺談HFG的學習過程，在家⽤用產品課裡⾯面對於技法、︑⼿手⼯工的要求較⾼高，

並且遵循承襲包浩斯和烏爾姆設計教育的精神，「造型隨機能⽽而⽣生」是⽼老師

的第⼀一要求，並且，為了達到可以與廠商合作的⽔水準，教授對模型精度、︑機

構設計也⼗〸十分要求。︒



        另外尚有⼀一⾨門產學合作案，與德國鋼筆公司合作設計未來產品，這個任

務帶給我們莫⼤大的挑戰，由於沒有⼈人知道企業未來將如何，我們所⾯面對的不

再只是產品設計，⽽而是為對⽅方企業做完整的市場分析和規劃，提供最合理可

⾏行、︑並具有創新價值的⽅方案。︒

 

專案的最後，教授請⼤大家⼀一起參

與我們的慶功宴。︒在這場長跑中，

每個⼈人都是贏家。︒



        ⾞車床、︑洗床及⼤大型模型機具配備完整，有常駐教師指導製作，學校提供

部分的免費材料，並配有⽊木⼯工房、︑⽪皮⾰革⼯工房、︑真空成形⼯工房，有興趣的同學

都可以在⼯工房裡⾯面找到幫⼿手。︒學校中最精彩的是理論課，可惜以德⽂文授課，

以過去學習過⼀一年的德⽂文程度依然吸收有限。︒

 



四、︑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校舍                  我們的Buddy          校園中裝飾藝術

        在Offenbach美麗的校舍區，學校派給我們⼀一位可愛的Buddy，無微不至

的照顧我們的需要，即使許多複雜的⼿手續跟台灣⼤大不相同，她都帶著滿滿的

耐⼼心陪著我們做。︒



旅⾏行－前前後後去了不久國家，最深刻的是冰島及南歐。︒

        冰島的壯麗景觀可謂此⽣生難得，與其他北歐國家截然不同，此外，獨特

的經濟體運作⽅方式及保護政策也值得⼀一讀，身為⼀一個資源較為貧瘠由邊緣的

島嶼，他們有許多政策維護國民權益及⽣生存空間，並試圖在島內製造⽣生態平

衡，對於島國國民的我頗有衝擊⼒力。︒



        另外，在南歐旅⾏行的過程中，每到⼀一個城市、︑⼀一個國家，就必須再次⾯面

對嶄新的⽣生活模式及⽂文化衝擊，例如在羅⾺馬時，我們隨處可⾒見Smart及Twizzy

等⼩小型代步⼯工具，或許以價格⽽而⾔言，在台灣算是奢侈品，但在當地卻是⼈人⼿手

⼀一台。︒由於城市交通流量⼤大和堵⾞車頻繁，⼈人們不得不轉換新的⽣生活⽅方式。︒恰

巧在台灣的研究室近年來也做相關的交通產品設計，我也閱讀過相關報導，

因此對我⽽而⾔言，能在學習過程中⾒見到實體產品，並且被放在環境中供⼈人使⽤用，

著實為很好的⽥田野調查！



 

 

 科隆家具展⾒見習並試⽤用3D  

 print pen

於⽶米蘭會⾒見Domus設計學院及⽶米蘭

⼤大學留學⽣生，討論歐洲設計教育

聖誕節烹飪學習及耶誕市集

參觀法蘭克福德國設計獎頒獎典禮



           

Benz博物館－汽⾞車設計製造學習⽇日

－巴黎龐畢度藝術中

⼼心經典設計⾒見習

                      聖家堂－  

    巴塞隆納建築奇蹟

                       

  

 

 

德意志博物館－機械 製造學習⽇日



五、︑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條列式列舉) 

德國

1. 學風⾃自由，學⽣生放鬆，每週末有狂歡活動，可能為台灣⼈人較難適應的部

分。︒

2. 課業⽅方⾯面，是否努⼒力乃是⾃自⼰己的責任，⽼老師不會⽣生氣、︑不會責備，但是

教授會義不容辭的幫助有⼼心努⼒力的同學，即使是旁聽⽣生。︒

3. 環境裡有許多中國⼤大陸的同學，⽽而他們出現在⼯工廠做模型的時間最普遍

也最長，這些同學在語⾔言及專業的努⼒力也深深激勵我。︒

4. 學習資源較為不⾜足，本地學⽣生較少使⽤用英⽂文或閱讀國際新知，難免做出

市⾯面上已有的產品。︒

台灣

1. 學術論⽂文、︑印刷資源較為⽅方便取得。︒

2. 學⽣生壓⼒力較⼤大，市場及⼤大環境較為不成熟。︒

3. 設計類學⽣生對於國際間論⽂文及產品知識背景較豐厚，設計技能想像⼒力充

⾜足，並能考量到實際製造及市場層⾯面。︒ 



六、︑研修之具體效益(條列式列舉) 

1. 造型設計能⼒力－從⼿手繪稿到造型定案過程中的判斷，細節微調之思考。︒

2. 產品定位－分析⽬目標產品之市場定位、︑問題點，並歸納出解決⽅方案，迭

代改進。︒

3. ⼿手做模型能⼒力－⼿手做中能夠鍛鍊個⼈人對於產品細節的敏感度，不論⼿手感

或是視覺能⼒力皆有提升。︒

4. 3D外掛軟體能⼒力－除了增強以往慣⽤用的 3D 建模軟體以外，學習到參數

化軟體以及模塑軟體。︒



七、︑感想與建議

      半年剛剛好，不多也不少，過程中，常常想家想到無法入睡，但深知⾃自

⼰己是背負著家⼈人的期待、︑夢想、︑和他們的⾎血汗錢，由於課業緊湊，學期中較

少時間時間出去玩，直到學期結束才去其他地⽅方探索。︒在許多家⼈人朋友眼中

看起來很可惜，難得去了歐洲卻沒有四處遊玩，但是我⼼心裡清楚，若能再來

⼀一次，我想，我會更早開始進⼯工廠跟那些認知的同學開始奮⾾鬥。︒

      在當地⽣生活時，我主要的朋友群來⾃自新加坡、︑⽇日本、︑中國及越南，由於

都有部分相通的語⾔言，但不完全可以溝通，因此⼤大部分時間以英⽂文交談。︒這

段時間，讓原本只考到 IELTS 6.5 的我，⼤大幅鍛鍊⼜⼝口說及聽⼒力，並增加許多

⽣生活字彙，相信若是未來有機會到國外⼯工作，這些學習會帶來很⼤大的幫助。︒

      跟國際學⽣生們交流最⼤大的好處，就是從第三者觀點看到我們⾟辛苦的台灣，

由於邦交關係，其他國家的同學⼤大多有DAAD給予的獎學⾦金，以及母校有⾜足

夠的經費提供他們提早⼀一、︑兩個⽉月到德國密集學習德⽂文，直到交換結束。︒相

較之下我們的國際資源較少，學習上可想⽽而知的較為⾟辛苦，然⽽而這也提醒了

我，不能只專顧⾃自⼰己的好處，我們要做得就是更努⼒力，讓更多⼈人看⾒見，我們

沒有資源⼀一樣能達到教授的標準，如果有資源，⼤大家就要更⼩小⼼心了！當時我

在校外找家教⾃自修語⾔言，⼼心裡不禁覺得，比起發放⾃自⾏行運⽤用的獎學⾦金，其實

如果這些現⾦金可以轉化成學習的補助，也許會更有實質效益。︒若是能⾏行，也

建議國家能出資給交換⽣生學習當地語⾔言的機會，讓往後的學⼦子有更好的學習

環境。︒



 

Final？ 

Nothing is fi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