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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透過和德國學生們參與設計工作營的機會與一場短期的德國參訪，了解到東西

方思維模式上的差異，從德國學生的表現中點出自身缺乏積極而務實嚴謹的處事態

度，即使在不同專業領域亦能夠融洽應對，有效率的達成目標。這不僅讓我感到訝

異，也開始對德國設計教育與生活產生興趣，進一步想了解文化上的差異，與提升

自己的視野與經驗。 
	  

二、研修學校簡介 
    奧芬巴赫設計學院成立於 1832 年，是德國黑森州一所著名的藝術院校。學院

內開設有 6 個德國本國設計學碩士專業，如藝術、通訊設計、媒體、舞台設計、服

裝造型和產品設計專業。教學綜合了理論和設計、經驗和生產、新興造型技術與傳

統造型藝術的知識。奧芬巴赫設計學院研究並發展藝術的形式與內容。奧芬巴赫設

計學院提供的是藝術與科學的教育內容。奧芬巴赫設計學院的教學目的是要培養未

來的藝術人才，培養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企業設計環境的要求的藝術家和設計師。

此外，奧芬巴赫設計學院還開設有持續 2 學期的項目形式的培訓課程：產品設計和

平面設計專業。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HfG 學院內延用 Diploma 學制（一種德式教育體制，沒有學士和碩士之分，學

生們通常需要一次性面臨五、六年，甚至更長的學習時間，畢業後即獲得該學位）,

注重理論與實務能力的並重。學生需透過在校外相關設計企業的實習經驗來獲取一

定學分上的認可，藉此也能幫助認清實際工作上所需具備的能力與自身生涯發展的



關係。在畢業專題的製作同時，亦需完成等同于碩士論文程度的理論報告。 

    由於語言的問題，大部分是以德語授課，尤其哲學理論課程對於德語程度不佳

的交換學生而言是一大阻礙，不過課程中多數教授與同學願意以英語來溝通。指導

教授兼院長 Frank Georg Zebner 希望直接透過參與設計專案來讓交換學生了解學

院內的教學。原則上教授一學期有兩到三門專題設計課，除了基礎設計課程、與企

業合作的設計專案，和畢業設計專題等，一門課以 5 至 10 人小組為人數上限。 

    基礎設計課程主要以讓學生觀察日常生活物品所運用手法，嘗試運用創新的方

式或手法發想，激發更多的可能性。一方面訓練歸納設計上的細節，一方面熟悉不

同物件所使用的生產工法和技能。 

    企業的合作案依據對方企業的需求條件作為課程的方向，透過教授與相關人員

的輔導，定期發表進度，而期末進行最終的正式發表。內容流程大致以相關背景知

識研究階段、初期概念發想、簡易功能模型驗證、概念方向確立、三維立體模型建

構、情景圖模擬到外觀等比例精緻模型的製作，這裡我覺得較國內不同之處在於一

個接近三個月時間的設計專題，前面花了滿大比例的時間在初期概念與功能的確立，

隨後才準備將近 2 至 3 星期的發表資料。 

    除了正式課程外，學校方面會依照課程需求或學生程度額外安排校外專業人士

進行輔導教學， 例如增強徒手繪圖的技法、創新材料與結構的輔導等課程。 

     

四、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在外生活的經驗對於我來說相當陌生，尤其當環境變成不熟悉的國外，人事物

的體會又是與想像中不一樣，十足新鮮！談到生活學習，就先來談談當地的生活是

怎麼回事。 

    由於德國的節日主要是配合宗教節日進行，所以時常會遇到明明是平常日卻是

放假的狀況，雖然感覺無故賺到一天假期，但如果沒有事先準備冰箱存糧倒是滿頭

痛的因為超市商店是不開門的。此外最大的差異不外乎是過年的時間不一，德國這

裡所謂的過年是隨著聖誕假期一起度過的，各地區會舉辦一定規模的聖誕市集，有

傳統文化美食與啤酒，伴隨著熱鬧的戶外表演，享受與親友團聚的氛圍。 

    就我觀察，大部分德國人(亦或可說成居住在德國的人)秉持著下班時間到就離

開工作的精神，是一種將工作與私人時間分的很清楚的生活態度，喜好在週末假日

與家人朋友度過，通常可以在咖啡廳或者酒吧一聊就一個下午，或是到郊外騎腳踏

車或在草地上野餐。或許是消除工作的壓力，舉辦 party 是一種常見作為正式場合



的活動形式。 

    此外，德國人的駕駛禮貌是當你站在斑馬線上等待綠燈時，還是會停下示意你

先行的，所以幾乎聽不到按喇叭呼嘯的爭先恐後，這是唯有重大盛事才會發生特殊

的行為，例如有人結婚或是德國世足贏球的狀況。 

    至於所謂的學習除了日常生活大小事務的處理、還有面對問題時的解決能力。 

最深刻的學習大概就是生活上的自理能力吧！從超市挑選食材、看食譜學烹飪方式、

記賬、打掃室內衛生、洗滌衣物等雜事，通常白天上完課後再處理雜事後，一天差

不多就過去了，所以很多事情需要事先規劃優先順序與重要性，尤其遇到有時間限

制條件的事務，更是如此。剛來德國由於德語不好，許多手續包含房租合約、入學、

健康保險、銀行賬戶、延長簽證等事務都是以德語信件寄送，截止時間有時擠在一

起卻是不同辦理地方，除了需要一一向不同單位以英語詢問，也要確定哪些時段地

點的順序，雖然過程中麻煩很多人，也學習到與人的互動和如何有效率的分配時間。 

 

五、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請條列式列舉)  
1.授課方向較具針對性 

2.與校外企業合作機會多,且有保障 

3.小班制教學 

4.專業教師細分，各司其職 

5.嚴謹要求學生作品質量 

六、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1.專業能力提升 

2.外語能力加強 

3.獨立自理的能力提升 

4.擴大文化視野 

七、感想與建議 
個人覺得在德國交流的時段除了學習上的收益外，更多的體認到自身不足之處。以

語言為例，當地語言作為溝通的橋樑，還是需要具備的能力，相信不論到何處都是

如此，雖說英文現今的普及度高，但如具備一定資格的語文程度，對於學習、理解

及獲取知識必然更為全面，雖然語言的學習在母語環境下成長的速度肯定是優於非

母語環境，但不論在哪裡學，持續精進大概是增強語言程度的不二法則吧！其次我



認為德國的學習環境上在課程的安排有一定的節奏，不會過於緊湊繁重，也不至於

輕鬆到沒事，學生有足夠的時間思考課程內容與準備需要的材料，還能撥出的時間

在私人事務，主要我認為是時間分配與優先順序的調控，德國學生一定時間內該做

什麼事就做什麼，區分明瞭也不拖泥帶水，這也養成有效率完成事情的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