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出國研修心得報告 

 

 

研修學年度：108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系所年級：應用英文系 四年級 

中文姓名：汪天琪 

研修國家：奧地利 

研修學校：維也納科技大學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Wien  

(TU Wien) 

 

 

 

 

 



 

一、 緣起 

出國交換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在大一那年我就參加了學校舉辦的

Student Buddy計畫，接待了法國交換生，更交了來自各國的朋

友，到現在仍保持聯絡，甚至後來出國還有去找他們。看著來台的

交換生，我對於大學要出國交換的想法又更堅定了。在大三這年，

我決定在大四上學期專題報告完就要出去走走看看，即使我們四下

仍有必修，對我來說，出去看看世界，拓展自己的國際觀更為重

要，就算要延畢也無妨。而在申請學校方面，我一開始就把維也納

科技大學排在第一志願，很幸運也很順利地申請上這間世界前200

大大學。選擇維也納，是因為我從小就對音樂之都很有憧憬。當我

有機會去世界上某一座城市學習、生活半年，我何而不選擇這個令

全世界著迷的城市呢？在申請學校以及獎學金的路上，非常感謝學

長姊和國際處幫忙，有了他們的幫助，我才能這麼順利朝著夢想前

進。2020年初，我收拾好行李，踏出國門，準備好要窮盡我所能，

看盡這個世界。 

 

 

 

 



二、 研修學校簡介 

維也納科技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ät Wien, TU Wien）是位

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主要大學之一。擁有超過兩百年的創校歷

史，也是德語國家中歷史最悠久的技術性大學之一，更為世界前

200大大學。位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中心地帶，維也納科技大學

擁有絕佳的地理環境，交通便利、觀光客必經之點，是不可多得的

優勢。維也納科技大學的每年在校註冊生有20000多名，其中外國

留學生有3000多名。維也納科大也是一所集教育和研究為一體的綜

合型大學，學校以工程學和自然科學見長。 

 

 

 

 

 

 

 

 

（左圖為維也納科技大學最靠近市中心 Karlsplatz廣場，也是從地鐵站 Karlsplatz

一出來看見的第一棟校園建築。右圖為學校前門廣場旁的卡爾教堂 

(Karlskirch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7%A8%8B%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84%B6%E7%A7%91%E5%AD%A6


三、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在研究了TU的課程系統和詢問過教授課程內容後，我選了三門課，

分別是”Collaboration and Co-Creation（合作與共創激

發）”,”Current Trends in Computer Science（現今電腦科學的

趨勢）”和”Ec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生態和永

續發展）”。我會選這些課程除了因為這幾門課程是我能力所及

（畢竟本科為英文，很多專業課程都無法選修），更是因為課程大

綱看起來很有趣而且絕對是未來趨勢，對於這些議題勢必要更加了

解，並期待在課堂中與世界各國的朋友互相激盪，來場文化饗宴。

很特別的是，不像來北科大的交換生，維也納科大並沒有為國際生

特別開設課程，而是當地學生和外國學生一起選課，一起上課。雖

然在開學一周後，即因為新冠肺炎的疫情延燒，全面改為線上授

課，我也只去過學校上過一次講師課程（現在想想有去過學校上過

一堂課已經是求之不得的經驗了，很多人都沒去學校上過課，甚至

到現在都還是線上授課）。雖然沒有上完整學期的課程，但也算是

一窺歐洲擁有200年歷史技術性大學的內在美。只能說真的很可惜

沒能繼續待在維也納科大讓自己置身充滿學術風氣的環境中，陶冶

自我身心。 

 

https://tiss.tuwien.ac.at/course/educationDetails.xhtml?semester=2020S&courseNr=061006
https://tiss.tuwien.ac.at/course/educationDetails.xhtml?semester=2020S&courseNr=195072
https://tiss.tuwien.ac.at/course/educationDetails.xhtml?semester=2020S&courseNr=164225


 

（我的第一堂課（也是最後一堂）。一進教學大樓就被典雅的設計吸引。後來還

找了當地學生問路，因為實在分太多區域，每一棟樓又有很多講堂。甚至找教

室找到快遲到。） 

 

 

 

 

 

 

 

 

 

 

（我修的”Current Trends in Computer Science”，第一堂課教授請了校外講師給予

學生課堂基礎背景。） 



四、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在學校之外的生活，我和室友本來打算等開學後住進學生宿舍，拿

到學生季票後，再慢慢暢遊維也納，體驗在地人文風情。沒想到因

為疫情的關係，大約是開學的第二周，政府即宣布全面改為線上課

程，而我也在兩周後買了機票回台，終止我的交換計畫。不過說到

課外生活，當然還是有很多很特別的體驗，在學生宿舍遇到來自各

方的朋友，有的是來交換，有的是來讀正式學程，甚至有些人是來

讀研究所或是實習。可能大家來的目的都不一樣，但不變的是大家

都很熱情，很願意互相幫忙、互相分享，住在一起，即為家人，證

實了四海為一家的道理。除了宿舍的日常分享、下廚體驗，我和室

友也在開學前一周到捷克布拉格玩了一周，印象最深的莫過於住在

青旅（一天300台幣，整體很棒很舒適！印象超深刻的體驗！）和

一個移居西班牙、隻身來布拉格走走看看的義大利人，一起走訪布

拉格，沒有特定目的地，沒有旅行團的壓力，卻有著無須說出口的

默契。這趟旅程中我遇到的每位新朋友都熱情不已，可能是同樣身

為異鄉人，了解在異鄉生活的基本道理，相處起來都很舒服很自

在。  



宿舍每層樓都有兩套高級的廚房設備，絕對不怕打起來！也

有交誼廳讓我們可以跟新朋友分享美食。 

宿舍設備採光非常棒！我和室友沒事就去

廚房煮東西，交朋友~ 



 

 

 

 

 

 

 

 

 

我住的是雙人房，相較單人房便宜許多，而且有人作伴也很不錯！實

際入住後發現跟官網上的照片一模一樣（這是我照的！）！可以說是

零誤差！優質的學生宿舍！ 

布拉格青旅舉辦的團康活動，燈光美，氣氛佳，人數也爆棚！ 



五、 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請條列式列舉)  

1. 風氣： 

說實話對於學習環境，我並沒有很深的體會，畢竟我只去學校上過

一堂課，但可以感受到的是，每當我踏進校區，總有股濃濃的人文

氣息和自由開放但又各自為自己的理想努力的讀書風氣，總讓我感

覺這裡的學生特別認真上進，滿神奇的。真的很想再多待一陣子，

深入了解維也納的內在美。 

2. 環境： 

維也納科技大學的校區涵蓋範圍非常廣，可能在維也納的市中心隨

處可見TU的教學大樓，這就有點像台大，畢竟都是世界著名的大

學。而教學大樓的設計也都帶有科技感和古典美。兩者的結合讓校

園更舒適，更有人文氣息，而我相信也能間接激發學生和教授們待

在這所學院的研究動機。 

 

六、 研修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1. 獨立與適應能力： 

到國外生活最重要的一點莫過於學習獨立。在我的求學生涯中，我

沒離開過台北，也在名為家的避風港過了22年。這算是我第一次離

開家這麼久（雖然最後只待了33天），但說實話在出發前我並沒有



想那麼多，我反而覺得6個月很快就過了，我在想的是要如何最大化

這半年的異鄉獨立生活，讓這半年的經歷變成我生命中的養分。雖

然最後不如我所期待的那樣，但這一個月以來，從一個人出國，轉

機，提著大包小包搭乘看不懂的（德文）地鐵街車指標狼狽地到達

宿舍（還搬了兩次宿舍），到我可以帶著從布拉格來維也納玩的朋

友熟悉地上下大眾運輸系統，甚至可以直接講出附近的街道名、不

用靠地圖就可以回到宿舍。或者是從在宿舍不太好意思跟外國朋友

搭話，到最後要離開時還聊天聊到一面提著行李箱，一面捨不得揮

手說再見，因為這一再見，很可能這一輩子再也見不到。還記得在

宿舍的最後一兩周認識一位來維也納實習的荷蘭小哥，每次在廚房

遇到都和他聊得很開心，到最後要離開的那個中午還在聊，結果一

再見，發現忘記互留聯絡方式，才驚覺可能這一輩子都再也見不到

了。總之，我自認為我適應能力還不錯；獨立生活的方面，或許因

為我有一樣是北科大的室友，我並沒有遇到很大的困難。美中不足

的是，我能夠感受這一切的時間真的太少了。 

 

 

 

 



 

 

 

 

 

 

 

 

 

 

（我到維也納的當天，提著大包小包，以最經濟實惠的方式，搭乘火車再轉地

鐵到宿舍，很累但絕對是最棒的體驗。） 

 

 

 

 

 

 

 

 

（在政府宣布準備要半封城 (有事才能出門) 的隔天，抓緊時間，出門欣賞音樂

之都美麗的城鎮風景。圖為知名景點漢德瓦薩之家 (Hundertwasser Haus)。我還

在這裡遇到一團台灣旅行團。） 



 

 

 

 

 

 

 

 

 

（天氣超好晴空萬里，但其實有點冷的美泉宮 (Schloss Belvedere)。已經明顯少

了非常多觀光客，不過有滿多人在慢跑運動。） 

 

 

 

  

 

 

 

 

 

 

 

（身為音樂人，到音樂之都絕對不能錯過的莫札特紀念碑！） 

 



 

 

  

 

 

 

  

 

 

  

 

 

 

 

 

  

 

 

 

 

 

 

（維也納歌劇院，位於維也納市中心。這趟旅程我也沒欣賞到歌劇。不過我必

須說個人覺得奧地利政府在疫情控制上滿有效率的，政府能夠馬上實施、人民

也可以馬上配合非必要商店場所的關閉！） 

 

 



我和室友在開學前一周去捷克

布拉格。一到布拉格就感受到

這個充滿風情的城市，真的超

美！隨便一條小巷子、河畔、

石頭路、城市的建築物都讓我

讚嘆連連。 

到一座城市，我最喜歡用雙腳感受。天氣超好，走了一整

天，我在隨意走到的一座橋上拍往同在伏爾塔瓦河上的查理

大橋。 

 

 

 

 

 

 

 

 

 

 

 

 

 

 

 

 

 

 

 

 

 

 

 

 

 

 

 

 

 

 

 

 

 

 

 

 

 

 



2.   語言 

奧地利是德語系國家，雖然我也在大學上過一年半的德文課，但除

了聽得懂基本的問候和稍微看得懂很簡單的單字，我在奧地利的一

個月基本上是（德）文盲。但要在異鄉生活，絕對少不了與當地人

或是和來自其他國家的朋友的溝通，所以我這一個月除了跟室友對

話，用到最多的當然就是英文。我個人覺得在歐洲基本上英文是通

的，尤其是跟一樣來交換或是讀書的外國朋友，用英文絕對沒問

題。但當我去超市，或是傳統商店、路邊小販等地方，基本上就是

我講英文但店員就是回我德文的狀況。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去當

地一個二手賣場買一些家用品，檯燈鍋具等等。我看到一個還不錯

的檯燈，我想問店員有沒有新燈泡、要先結帳嗎之類的問題，但後

來變成完全是比手畫腳，雖然最後還是能夠理解他要表達是甚麼

（他開了一張單子要我去櫃檯結帳再憑單回來拿檯燈），但我還是

覺得這個現象很有趣。我自認我的英文程度在與外國人溝通方面上

是沒問題的，但此時已經不是英文程度好不好的問題了，而是語言

的完全隔閡。對我來說，這個經驗真的很寶貴（而且二手商場甚麼

都在賣，又打好幾折，對我們這種窮遊交換生來說簡直天堂！） 。

總結來看，我在奧地利的這一個月用到最多和溝通能力進步最快的

絕對是…英文。 



 

 

 

 

 

 

 

 

 

 

 

（右邊是我的室友，也是北科的學生。另外兩位也是TU的交換生，一位是義大

利人，一位是土耳其人，都很熱情。我們在交換生說明會那天認識，一起吃了

午餐，再到觀光客必去的Stephen platz逛逛。圖後為聖史蒂芬大教堂 (St. 

Stephen’s Cathedral)。） 

 

 

 

 

 

 

 

（宿舍附近的二手市集，交換生的天堂。雖然語言隔閡，但還是能夠交流。） 



 

 

 

 

 

 

 

 

 

（我和室友在開學前一周去捷克布拉格，這是我隨意逛小巷意外發現的布拉格

必去景點—象徵反戰與和平的藍儂牆 (John Lennon Wall)。） 

 

七、 感想與建議 

在出發前，我對於交換生活充滿憧憬與期待。我並不擔心獨立與適

應，我也不害怕與他人溝通，應該說，我很期待交到一群來自世界

各國的朋友，不只是交換生，有可能是當地偶然認識或是在世界上

某個角落交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也不擔心我會在國外餓到，煮

就對了，不會煮，學就對了。我的核心理念就是：遇到事情解決就

對了，沒什麼好害怕的。但新冠肺炎的延燒，讓全世界都招架不

住，而我在這關卡最終的解決方法，便是終止交換計畫，回台灣。

由於我申請交換的初衷畢竟還是一面走跳歐洲，一面和來自世界各



國的朋友面對面交流，我覺得既然已經失去最初的中旨，再考慮過

自身安危和家人無時無刻的擔心後，我便改了機票，匆匆收拾行

李，也和朋友室友們匆匆道了再見。 

和我四年來想像的交換生活完不一樣，我沒有機會一窺世界最美的

小鎮—哈修塔特，我沒欣賞到壯麗的阿爾卑斯山山脈，我也沒有像

上個學期來交換的同學，有機會體驗置身冰島藍湖溫泉的感動；我

沒有像我出發前想像的那樣交了一堆來自世界各國的朋友，然後可

以在相處六個月回國之後，繼續保持聯絡，有朝一日我去他的家

鄉，或是他來台灣玩的時候，可以見面敘敘舊，聊著我們當年的交

換生活，甚至我們會在世界的某個城市相約，而這一切足以顛覆未

來的想像都沒有發生。但我也間接領悟到：每趟旅程都會有遺憾，

而遺憾正是讓下一趟旅程更完美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