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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在大學時期的時候就有學習過日文的經驗，大學畢業旅行的時候也去過日本

觀光一次，對它們整齊的街道環境跟發達的工業技術所著迷。在當完兵當年

12月的日文檢定 N2合格之後，就想著有一天有機會去以留學生的身分去日

本多好啊，於是就在進入碩士之後著手準備於交換學生的資料，也幸運地經

過一番資料審核過順利地申請成功。 

 

二、研修學校簡介 

九州工業大學(圖 1)，以下簡略為九工大，是九州地區知名的國立工業大學。

前身為 1909年（明治 42年）設立的私立高等工業學校明治專門學校。現在

在福岡縣內有三大校區，分別為戸畑校區(本部，工學部)，飯塚校區(情報

工學不)及若松校區(大學院生命體工學研究科)。首任校長山川健次郎以『技

術に堪能なる士君子』的理念建校。現已宇宙知能學科中的火箭研究(有翼

ロケット実験機)最為有名，並於 2015年 11月 20日進行第一次成功試射。 

 

圖 1.九州工業大學正門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第一次以全日文的授課方式進行上課，果然比紙筆上的日文能力測驗要難的

多，上課所使用的參考書，也幾乎都是以日文為主，這一點對剛來日本的外

國留學生還真是一大難題阿。前期的時候我主要以修課為主，除了機械相關

的應用熱氣向學、能量變換特論及自動車概論外。我也去上針對外國留學生

所開設的日文課程來增強自己的日文能力。 

我所屬的研究室為機械知能學科的傳熱實驗室(圖 2)，主要在研究生物組織

的新乾燥方式、高密度能量傳送、燃料電池的開發及奈米相關議題等研究。

教授分別為鶴田隆治教授、長山暁子准教授及谷川洋文助教。因為我在北科

研究所是屬於車輛工程所，所以就選擇最近車輛的最新研究技術之一(燃料

電池開發)來進行研究探討。 

 

圖 2.全體研究室謝恩會合照 

除了在學校參與研究之外，老師還讓我們參加在附近小倉車站所舉辦的エ

コテクノ(節能科技)演講會，除了有最新日本在研究的燃料電池的研究發

表外，也有環境、能源等議題來進行討論。在演講會結束之後，有日本的

各廠商展示其產品成果的展覽，當中我們也看到了去年豐田汽車所發表的

燃料電池車 MIRAI，體驗了試乘的服務，行駛時幾乎感覺不到這是一台車

(因為沒有引擎運轉時的噪音，以燃料電池產生電來提供動力)，在台灣的

話可能開出去沒多久就出車禍了吧(因為太安靜了)。除了所謂的燃料電池

車，日本的松下電器也提供所謂的智慧型燃料電池的住宅方式來進行介

紹，利用燃料電池產生的熱來加熱熱水、浴室及廚房等設施，而在熱水不

足、浴室熱源不足及暖氣的時候來作動燃料電池，進而將燃料電池產生的

電力及熱能作有效率的使用，這點的創意還真的是令人佩服。 



 

圖 3.研究室 M1成員參加演講會合照 

 
圖 4.乘坐豐田汽車燃料電池車 MIRAI 

 

 

 

 



 
圖 5.松下電器智慧型燃料電池住宅系統構成 

 

 

 

 

 

 

 

 

 

 

 

 

 

 

 

 

 

 

 

 



四、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課外之餘，研究室也舉辦各式各樣的旅行及活動(研究室人數約快 30 人)，

從 11 月開始舉辦的工大祭(類似於台灣園遊會)開始，各研究室將自己擅長

的料理等技能，在當天以攤販的方式進行販賣。今年研究室以咖哩飯為主要

的賣點，一般來說，今年工大祭都是由當年度的 B4 學生(大學部)來進行料

理準備跟販賣，而我是第一次參加這活動，就跟 B4 學生來一起招呼客人及

食材準備，雖然幫忙了一整天感覺有點累，但第一次跟外國人合作來完成一

件事，也算是很難得的體驗。 

 

圖 6.我與 B4學生長尾さん的合照 

 

圖 7.B4學生合照 

 



除了參加校內研究室的活動之外，我和另一位台灣的交換學生也去附近的

日文課教室上課來練習日文。北九州市附近的日文課教室主要由日本人的

志願者以無料的方式來進行上課教學。上課的學生來自世界上各個國家，

越南、泰國、印尼、美國、韓國及中國等國家，因此除了在上課時跟日本

人進行日文的對話之外，當中也可以認識到很多其他國家的學生。而日文

課教室也不定期會舉辦團體的活動，藉由團體活動來認識日本的生活文化

(博物館參觀及賞花)。而我也多虧日文老師熱心的指導，在去年考取日文

檢定 N1時合格，真的很感謝一路上幫助的各位。 

 

圖 8.參觀博物館時合照 

 

圖 9.日本賞花時合照 



五、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請條列式列舉) 

1. 日本學生自我規劃及約束能力較台灣學生為強。 

2. 老師與學生關係較親密，每週會去辦公室討論研究計畫及生活等情況。 

3. 日本學生團體意識較強，中午吃飯或者其他活動都會在一起。 

 

六、研修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1. 語言能力變強(日英文)。 

2. 認識到日本人等其他的外國人，了解到不同國家文化及風土。 

3. 體會到自己的渺小，還有很多比你強的人在世界各地。 

4. 在國外居住時，自己的生活起居管理能力加強。 

5. 宣傳台灣，透過留學生的身分，讓日本及其他外國人認識台灣，進而來

台灣從事旅遊或交換學生等活動。 

 

六、感想與建議 

在這快一年左右的時間(扣掉中間回台灣的一個月以及到 8 月底回國，實際

上才待 10個月)，認識了很多人，也有跟台灣來的大學及高中同學及家人一

起去日本其他地區旅行(下關日清講和堂、大分溫泉、熊本阿蘇火山、大阪

馬拉松、大阪環球影城、兵庫有馬溫泉及京都等地)。除了遊玩之外，在研

究室內對燃料電池發電的水分管理進行研究，大略知道哪些因素會影響著發

電的效率。同時也感謝研究室的各同學以及日本語教室的各老師提供我各式

各樣的協助，讓我在工作之後回來就讀研究所後，還可以體會到最後一次當

學生的樂趣。透過這一年的交流，也更明白之後要往哪個方向前進，對於未

來的職涯及未來規劃都有很大的幫助。最後感謝國際合作組提供協助，可以

讓我完成去日本交換學生的夢想。對於未來要申請日本交換學生的學弟學妹，

私心推薦九州工業大學，雖然自己一開始的志願是名古屋工業大學，不過來

到這邊生活費沒有想像中的昂貴(宿舍有簡易廚房可以自行開伙)，生活步調

也不會太匆促，而且最重要的一點，這邊的日本妹比名古屋的正多了(依據

我去名古屋工業大學交換的大學同學來看)，因此學弟妹們有機會，也請申

請九州工業大學，讓自己有一個不一樣的留學體驗。下面為我一些去日本時

拍的照片，請參閱。 



 

圖 10.大分縣山間小路一景 

 

圖 11.孫中山先生逃難日本時，安川先生給予之題字 

 
圖 12.福岡自動車展展示櫃台模特兒 



 

圖 13.聖誕節博多車站外裝飾燈 

 
圖 14.小倉城內賞花情況 

 

圖 15.乘坐夜行巴士回九州時下關大橋的早上 



 

圖 16.福岡巨蛋時對戰日本火腿鬥士隊 

 
圖 17. 河内藤園內一景 

 

圖 18. 河内藤園內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