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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相信所有人最初想到各個國家交換的動機不外乎就是想出去看看這個世界、

結交各地不同的朋友或是為將來到海外發展的目標累積一點經驗，又甚至是想暫

時逃離在這邊的各種壓力放鬆一段時間都有可能。 

    在未來踏出舒適圈出國發展一直都是我長久的目標之一，而在去年九月開始

了在北科大的碩士生活後的某一天，經由學校國際處的網頁發現了大量的海外研

修的機會，比我在上個高雄的大學多出了幾倍，申請條件也不困難，當下的我心

想絕對不能讓這個機會白白浪費掉，立刻前往了國際處諮詢相關的流程，也非常

感謝當時國際處的彭先生耐心的一一說明且接受了我這位入學新生逾期的校內申

請，後續的校外申請也順利通過了，在一月底搭上了前往匈牙利的飛機。 

 

二、 研修學校簡介 
 

    布達佩斯科技經濟學院(BME)，建校於一七八二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工學院，

歷史非常悠久，教學主建築也是聯合國認定的人類文化遺產，主校區坐落於美麗

的多瑙河畔邊。 

    雖然在台灣能接收到的相關資訊較少鮮為人知，但布達佩斯科技與經濟大學

是西方學生出國留學的熱門選擇，主要原因除了當地物價非常便宜之外，該校也

以優質的教學品質著稱，另外在該校的歷史中一共培育了4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匈

牙利全國及歐洲享有極高聲譽。 

 



三、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在BME內負責接洽國際交換生事務的是CAO()的Erasmus+ program，而我所配

置到的學院為Facult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cs，此學院又

細分為電機工程及資訊工程兩大領域可依自己的需求來選擇欲修課程，每門課中

又分為匈語與英語授課。 

    為了對應自己的專業領域，在本學期中我選修了sensor networks and 

applications以及foundation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這兩門課，這每一門課

都分為lecture以及practice兩大部分，lecture以教授在台上講課，期末時以紙

筆測驗為主，並且有兩次的補考機會，而practice的部分則以分組為單位進行每

一次的課堂實作練習繳交作業，期末以小組製作小型的專題來做為成績，最後以

課堂狀況來說，老師非常鼓勵學生在課堂上以小組的方式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見以

及看法直接在課堂上進行討論，這點與台灣的課堂方式有著不同。 

四、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到了當地首要完成的事項不外乎就是，尋找住處以及居留證的申請了，注意

BME並不會提供學生宿舍，所以交換生得透過各種社團來找好自己長期的住所，不

過學校也會提供一些住宿的推薦以及聯絡方式，所以這方面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一般來說布達佩斯平均租金都在6000到12000台幣一個月的範圍內。 

    再來是居留證的部分就有些麻煩了，首先是所需文件的部分需要申請表格兩

份(一分學生專用)、護照正本、入學許可、近三個月的存摺影本、申跟醫療保險、

住宿證明或合約、以及學費轉帳證明，對交換生來說最麻煩的就是學費轉帳證明，

畢竟交換生是沒有學費可以繳的，當面到櫃台申請時必須花時間跟承辦人員解釋，

而且過幾天後又會收到一封催繳文件的郵件，也是索取學費轉帳證明檔案，這時

本人又得透過寄信或是在跑去移民署一趟跟另一位負責人員解釋清楚，這過程十

分勞累，最後的建議是最好提早在每天的開始時間前就先去等待了，因為等待辦

理的時間會非常久，通常至少會等三十幾個號碼，五個小時以上，所以早到為上

策避免浪費許多時間。 

    接下來說到在歐洲生活想要省錢就是該懂得如何與超市和諧共存，因為在歐洲的

外食中消費幾乎都是大於台灣的水平，但是在超市日常生活中的開銷與台灣相比起來有善

許多，已匈牙利的物價為例，以外食來說平均的一餐都是在200台幣左右，但是每餐自己

煮的話平均都在50元左右就可以解決一餐了(包含肉類)，重點是透過自己準備三餐也可以

以自己國家或個人的特色料理跟同伴進行更多的交流，甚至是互相學到新的一道料理，受

益良多。 

 



    而在日常生活中因為租屋的環境而認識了許多來自各個不同國家的人，在這

幾個月的時間內跟各式各樣的人相處下來也慢慢學到的各國人不同的習慣以及風

情，像是如果想約南美國家的人出來，我的建議是最好跟他們約提早至少半小時，

畢竟他們的守時觀念真的讓我大開了眼界(笑，有時還真好奇如果拉美與德國朋友

約時間會發生什麼事，想必畫面一定會很有趣，但也因這些打打鬧鬧的經驗中和

各種不同的朋友一起經歷了許多有趣的事，感情也更加的深厚。 

 

五、 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請條列式列舉)  
 

    1.在BME的大部分專業課程中都會分為Lecture與Practice這兩大類別，在

Lecture的部分由教授皆以投影片的方式向下面的學生講解課程，而在學期的最後

一個月則不會有任何的課堂，就是考試的期間，在這段期間學生可以選擇自己方

面的周來進行考試，並且如果第一次考試的結果不理醒，大家都可以有兩次補救

的機會，給學生非常大的彈性，而在雙週Practice的部分則是由另一位教授或是

助教親自帶著大家一步步的做著練習，並以小組的方式繳交當日的練習成果，在

下次課堂的開始則會有個小測驗來回顧上次的練習，是個十分全面的上課方式。 

    2.在通識方面的學科得部分中，上課的氣份則更具又互動的成分在，講師會

盡量將來自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地區的同學平均分到各個組別，並且會找講師

自己當地的學生帶領各組，達成各組的文化多元性，每堂課都有指定的小任務來

完成，每堂課圍繞的核心議題往往得是人際關係或者是文化交流，以不同國家文

化不同的觀點來提出看法，最後交換與整合彼此的意見在課堂上分享，讓所有人

都可以了解到各地的文化差異，也是不小的收穫。 

 

  



六、 研修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1.在不同的國家生活的幾個月下來，我相信最大的收穫非語言能力莫屬了，

畢竟在一個語言完全不同的國家，想和人溝通唯一的管道就是英文了，無論是日

常生活或是課堂上的每分每秒都是一定會使用的，在某些特定的場景下也會接觸

到一些完全沒有涉及過的字詞又是一個機會學到全新的字彙以及口語，所以經過

一天天的習慣使用與學習新的詞彙，就算只是幾個月的短暫時間，各方面的語言

能力也絕對是爆發式的成長，這種效果是不容小覷的。 

    2.另外在歐洲這幾個月的生活下來，我也看到了這裡的文化風情，跟亞洲國

家的高壓社會比起來，這裡的人完全懂得如何生活，無論是工作還是就學方面他

們總是有辦法找到所謂的work life balance，輕鬆卻不懶散的生活態度讓我了解

到了生活平衡以及時間分配的重要性，在也順利融入了當地的生活後，自己對未

來的目標也更加明確了，這份經驗對將來回到歐洲地區發展也絕對是不小的幫助。 

 

 

    3.最後是與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處之後，也大大擴展了自己的

國際人脈，清楚地了解彼此思想與價值觀的差異面，從而知道往後如何與來自世

界不同角落的人們合作與相處，而且也可以經由這些朋友介紹或是當地的導覽走

訪不同的國家，又是一種新的體驗。 

 

 



七、 感想與建議 
 

    最開始我自己對出國研修的想法也跟大部分的人一樣是個遙不可及的事情，

但我覺得願意去嘗試就是邁出很大的第一步了，不論是申請及篩選階段的條件或

者是出國之後的課業及生活人際方面，剛開始時都會遇到一些困難，但我認為只

要自己願意踏出自己的舒適圈，將會得到全新的體驗以及視野，同時這些新的經

驗也會慢慢的變成自己新的舒適圈不斷的擴大，最關鍵的就是在開始決定的瞬間，

一但勇敢踏出了第一步，剩下的考驗也只是小事而已，慢慢的會客服與習慣。 

    另外出國除了去研修不同的課程之外，最大的收穫就是那些人生的經驗了，

這是許多花大錢的課程也得不到的東西，在這過程中也漸漸融入了當地的文化風

情，我也看到在良好的環境以及完善的制度下，似乎大家都會有自己的空閒時間

與假期來培養與發掘個人真正專長興趣以及特色，又或者是花時間陪伴自己的家

庭與朋友、一起聊天、做菜等等，而不是整個人生只有工作而已，這點大大影響

了我對人生的態度，我認為這點也是現今亞洲國家都應該學習效仿的地方，我們

都應該放慢自己的步伐好好的思考自己的核心價值到底是神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