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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間 留學國家 交換學校名稱 

 2015 年 9 月 ～ 2015年 12 月 日本 名城大學 

１．學業 

 各位學弟妹們大家好。關於學業的部分，首先，先就

日語的能力這個部分來開始。由於我是進了大學才開始

學日文，所以決定要把大一到大三的必修學分都拿到

後，在大四這年出國留學。來名城留學需要通過日檢二

級的資格考試，可是實際上我認為，不論要去哪裡留

學，聽跟說的能力都需要更加的重視。因為我在校內

時，就很常接待日本的學生，所以其實這部分的能力真

的有無形在進步。所以要增強聽、說能力的話，真心建

議有機會的話可以多多接待，不然就是可以去學校國際

組找來真理的日本交換留學生認識、交流。 

 （→SA的同學帶我們認識學校環境） 

 
 

 

 我交換的科系是經營學部，學校會開說明會幫我們建

議選修那些課程比較適合我們留學生，但有注意的是，

由於我們是日本的後期來進來上課，所以有很多學年課

是不能選修的。另外，除了經營的專門課程之外，我們

也要修習名城特地開給留學生的日語課程。而且日語課

程一週有六堂必修（算學分），所以其實要上的課比一

般的大四生還來得多是必然的。請大家做好心理準備。 

（←我的課表（日本一堂課是 90分鐘）） 

２．交友與健康方面 

 來到名城大學，由於我 2014 年暑假有接待過名

城大學來真理大學的華語交流團，所以其實算是已

經有認識的朋友在這裡的狀態。但名城大學的國際

化推進中心的附屬社團－SA（スチューデントア

シスタント／Student Assistant）也有很多同學會來

協助、指導我們很多事情。另外國際中心也會舉辦

交流會、分配 SA 成員跟留學生組成語伴，讓我們

至少一週一次跟日本同學聊天。當然，除了一週一

次的語伴時間之外，我們自己也蠻積極地安排一起

出遊或者邀請他們來家裡吃飯聊天等等活動。但

SA 的同學因為就是對外國人有興趣才會在 SA，所

以他們會蠻熱情的。不過課堂上日本學生不太一

樣，多數都比較注重自己的事情上面，若想要拓展

在 SA 外的交友圈，在課堂上認識別的日本人的話

難度會比較高。                            （↑在 SA的專用空間－ラウンジ裡 SA學生跟留學生的合照） 

 關於健康的問題，學校在一開始就會帶我們去加入國民健康保險，我們也要跟著日本人繳納健保費。不

管你會不會用到醫療資源，都必須加入。加入之後如果有急需看醫生的話，就會發現真的減免不少。雖然

日本看醫生不便宜（普通初診要兩三千，藥錢也要另外給付一兩千） 

 像我個人在台灣有發作蕁麻疹的經驗，但是蕁麻疹是沒特地過敏源也沒有特地時期發作的。所以醫生其

實也沒叫我特別注意。然後在來到日本兩個月後，我也突然又發生了蕁麻疹的症狀（這次是第三次），所以

我也有在日本看醫生的經驗。比起買成藥，我比較建議有問題就去看醫生，看醫生雖然貴，但很有效，就

算沒痊癒，複診也比初診便宜很多。但成藥可能你買兩三次，花了差不多錢卻都不一定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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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宿舍生活 

  交換留學生住的地方，與其說是宿舍，其實算是一棟

很大的集合住宅（約有兩百多間套房），其中有大部分都

是出租給三個大學的交換留學生。除了名城大學之外，還

有中京大學跟名古屋大學。名城大學的交換生，大部分都

是華人居多，但另外兩所的交換生就偏歐美人居多。所以

這棟集合住宅裡，除了少量的日本在地居民之外，還有大

量來自各國的外國人。 

  我們這次同期的留學生，有來自台灣、中國、澳門的

同學。包含我跟其中一部分的留學生，我們會固定每周聚

會一次。而聚會的內容也蠻有趣的，大家要各自煮一道料

理，然後拿去房間最大的同學家一起吃。其實大家多數都

是來留學才開始學習料理，不管是網路上看來的食譜，還

是想念家鄉料理時跟家人問來的作法，都是大家嘔心瀝血

之作（笑）。                                 （↑留學生們的每週親手料理派對） 

４．校園內、外生活 

 在這裡幾乎每個禮拜都有很多事情，不管是私人的

出遊還是學校的活動。剛來的時候，SA的人會帶我們

去採買生活用品、名古屋市內觀光。之後，學校也會

有舉辦跟留學生的交流會、收割季（要自己報名）、大

學祭、小學校交流會、滑雪等等各種活動。我覺得是

可以多多參與，雖然有時候事情很多忙到會有點疲

累，但是可以體驗很多在國內不太會有機會讓我們做

的事情。 

 例如像是稻田收割，我想不論是在地台灣人還是在

地日本人，除了農家子女，都不太有機會可以嘗試吧。

但名城大學因為有農學部的關係，有自己的附屬農

場，讓我們有機會可以體驗收割。而且明年到了插秧

季時也可以體驗插秧唷！ 

５．透過留學生活所學到的專業心得 

 除了日文課之外，學校建議我們專門課程選兩、三堂左右，然後ゼミナール（小組討論）是可以自己決

定要不要選。但是ゼミ選了就是一年都要去上，不能退選，

而且學校也希望我們不要跨學部選修，這點要特別注意。我

的ゼミ的指導老師是經營學部的宮崎信二老師，這學期的報

告內容是讓我們去討論、研究日清企業。學校建議修了哪個

老師的ゼミ的話，同時也修一堂該老師的專門課會比較好。

宮崎老師的現代經營入門，內容是日本戰後的經濟恢復跟汽

車公司的經營。我的感想是上專門課聽到的日文跟日文課還

有普通跟日本人的會話完全不一樣。有時候真的覺得明明這

些日文單字都聽得懂，可是內容會搞不懂，所以還是真的要

下功夫。  

（ゼミ時老師帶我們去參訪從紡織起家的 Toyota工廠↑） 

６．其他 

  從九月開始的留學生活已經開始將近三個月，來這裡感受最強烈的就是聽說能力的增強。聽力是大家都

一定會變好，但是說的能力，就真的是要強迫自己開口才會進步。日語的日常生活語彙有六千字以上，但

是大多數生活用語的單字我們都無法從課堂上學到。但是在這裡，如果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東西的日文，就

一定要去查，然後隨著使用後加強印象，就會無形中記住很多單字，我認為這是只有留學才能做到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