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國里昂政治學院 

政治學院，顧名思義是修習政治的專門學院。建築物只有一棟。設有給交換生的英文套裝課程，當然若

法文夠好，也可以選擇法文授課的課程。套裝課程裡面配有不同等級的法文語言課程，但並不多。因此

我另外報名外面語言學校的法文課程。校內課程的部分，不會有教科書。老師頂多放 ppt，或是整堂課直

接口述，學生在下面不斷地用電腦將老師講的內容抄下來。有不同國家間的國際關係，會從歷史開始講

解，一路講到近代關係。期末考出申論題，要寫滿自己的看法。 

交換期間，課程只占人生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是你的課外安排，希望這一年可以達到什麼目的。交換生

大多會到處遊歷，到各國體驗不同文化、了解各地歷史。當然還有結交各地的朋友，文化交流、國民外

交。我是外文系，個人希望這一趟交換之旅能夠精進自己的第二外語。因此我專心在語言學校學習法文，

畢竟如果只在政治學院內上英文課程，法文不太有進步的機會。上完一個等級(三個月一個等級)我會出門

旅遊一個月，而法國本身國定假期也很多。我前後共上了七個月的課。回台前我的法文程度的確進步很

多，也去考了法檢 B1。我能夠與法國朋友用法文聊天，這是當初僅在國內修習第二外語的我無法做到的。

因為法國人口語上很多連音，聽力和閱讀常常是兩回事。我另外有三個月專門旅遊。旅遊前需要做很多

功課，從交通到住宿，從景點到相關歷史，需要自己組織規劃，作出省錢、實際的安排。而貨幣、簽證、

時區、地理、氣候，這些曾經只在課本上死背起來的知識，在自己靠雙腳走過一遍以後，都輕易記起來

了。也能因此增長國際觀，明白台灣在國際上的處境，明白他人是怎麼看待台灣。這些也許聽別人講過

千萬遍，但都沒有自己親自遭遇一次過後來地印象深刻。而我也會徵台灣交換生旅伴，儘管有些人會覺

得都出國了，還都和台灣人混在一起，但我認為這些人才是你的資本，往後在台灣互相幫助的機會遠多

於外國友人。而且這些人也來自台灣不同地區、擁有不同背景，從每個人身上都可以學到不同的東西。 

飲食的部分，由於歐洲不像台灣，小吃業如此蓬勃而普及，外食幾乎只有餐廳這個選項，價格又高，只

能偶一為之，平常都需要自己在宿舍內準備三餐。對於整體生活的獨立性又更高了。 

出國交換的具體效益： 

最重要的第一點是 

增進自己的國際觀。還會開始關注各國的新聞，而不只侷限於國內媒體餵養自己的特定資訊。 

2. 懂得規劃旅遊行程。不會茫茫然不知道該從何下手，甚至當個伸手牌上網希望其他人幫自己規劃。 

3. 藉由友人了解各國差異性。可以認識不同國家的人，藉由他們的口，一窺不同文化的想法。 

4. 吸收不同想法，自我成長。無論是歐洲人，或是能夠到歐洲的台灣人，都很有自己的想法或是目標。

可以在相遇和談天中，理解自己的不足，釐清自己的追求。 

最大的建議當然就是想想自己交換期間想獲得的是什麼，充實努力地過好這段生活。 



可以親眼見證知名地標，每一樣都是歷史，百年後我們的足跡亦然。 

像我就來不及見識巴黎聖母院的雄偉。只能無奈看它成為逝去的歷史。 



 

 
或是看看挪威壯麗的峽灣地形，雖然台灣的自然景致也不惶多讓，但畢竟是不同氣候下的產物， 

讓人驚嘆連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