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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05年度「學海飛颺」獎助海外研修心得分享(一)

  國際事務處 / 日本川村女子大學交換學生應外系 徐子涵

           自從在紐西蘭的高中開始學日文以來，對於日本的文化一直都很喜歡，並

對到日本體驗留學交換的校園生活也一直是很嚮往的目標之一。從小學畢

業之後一直是在國外生活讀書的我，在二年級轉回台灣的大學以後，漸漸

淡忘當時學習日文的熱忱。在學校老師及媽媽的鼓勵及支持下，才展開交

換生的申請手續。要申請到日本交換學生，除了成績要達一定標準以外，

最重要的是必須通過日本語能力N2測驗。大部分的人都是由大一才開始從

最基礎日文學起，念到了大二、大三時，可能學校進度才達N3左右，代表

著想要考過N2門檻申請交換的學生，平日必須比班上同學們更努力才有可

能考取。申請時除了留意校內申請事項外，很重要的還有跟家裡的人衡量經濟狀況以及申請獎學金、並且檢視一下自己

的畢業門檻有沒有任何狀況。建議學弟妹們想要申請的話越早作好計畫，在大四以前就把選課計畫好比較保險。申請時

非常感謝學校國際處與日本大學的聯繫以及幫忙，大部分需要申請的資料國際處都會幫忙協調並寄信提醒，必須繳交的

資料在系辦也都有表格可參考。

　　川村學園女子大學設立於1988年，是一所位於日本千葉縣我孫子市的私立大學。川村女子大學懷著大正時期以來的

感謝的心，極力於培育對於有自覺並對社會有貢獻的獨立女性。川村學園女子大學有兩個校區，分別是我孫子校區跟目

白校區。地理位置上川村的主校區的我孫子校區處於安靜的郊區，與處於東京熱鬧區域的目白校區不同，整體環境比較

寧靜。從宿舍搭公車轉電車再搭公車到學校大約半個小時左右，距離非常近，通勤非常方便。川村女子學院有三個學

院，分別是文學部、教育學部以及生活創造學部。這次到日本就讀了文學部的日本文化學科。除了學習最基本的文學以

外，日本文化學科提供了語言、美術、傳統藝能以及民俗等等，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學習『日本』這個國家的文化的課

程。對於高中時對日本文化就有極大興趣的我來說，剛好是最希望能夠學習的科目。

　　到學校報到的時候，學科的老師們會與學生討論選課給予建議並協助人工選課。有任何疑問老師們都會親切地回

答，讓人感到非常的溫暖。在日本我修了七堂課，分別是日本神話與民化、日本的美術、日本畫、國際英語演習、手工

藝以及兩堂體育課。前面兩堂的日本神話與日本美術屬於日本文化學科（簡稱日文部）比較學術性的課程，專門研究日

本的文化。日本畫則是實技的課程，偏向老師指導學生實作，完成作品。國際英語演習並不是日文部的課程，但是由於

回台抵免學分的問題必須選修一堂英文相關課程，所以向日文部的老師詢問了是否可以跨系修課。手工藝則是共通教育

科目，也是台灣所謂的通識教育的課程。日本的大學最早的課程是八點五十分開始上課，一堂課九十分鐘。宿舍離學校

近，上課時數又沒有台灣大學那麼長，在日本上課時總覺得比在台灣時輕鬆很多。而學校也開放到晚上六點左右，不像

台灣可以待很晚。由於川村學園女子大學並不是很大的學校，所以人數上會比一般的日本大學來得少。大部分修課人數

不會超過15人，屬於小班制，老師跟學生之間會有比較密切的對話與討論。身為交換留學生，上課時還蠻常被老師詢問

台灣學生的觀點與意見與日本的學生們分享。這種上課方式我非常喜歡，因為除了單方面吸收知識以外還能夠分享自己

的經驗作討論。點名也因為小班的關係，並不是像大一點的大學一樣電子化刷卡點名，而是很傳統的用點名簿點名。

　　川村讓我印象最深，也是最喜歡的就是親切認真的老師們。基於刻板印象以及看到其他留學生的經驗，一直對於日

本的老師們有著『非常嚴厲』的刻板印象。實際上到日本之後，可能因為校風不同，老師們跟學生的關係都非常友好，

下課時也常見到學生聚在老師身邊討論以及聊天，跟我自己心中預設的嚴厲印象完全不一樣。下課時我也很常跑去找老

師們聊天，由於自己本身很喜歡怪談等等故事，常與教導神話民化的及川老師一起討論日本跟台灣的怪談跟民俗文化，

也經常跟教導日本美術的真田老師討論日本的傳統技藝並分享討論自己跑博物館跟美術館時看到的藝術品。因為自己常

看英文方面的新聞，英文課下課後會跟指導老師的掘田老師聊聊國際時事，一起感嘆川普當選總統等等。而日本畫的荻

原老師則是位親切的爺爺，除了指導作畫以外下課也是常常跟荻原老師聊日本的歷史、文化、景點聊到天都黑了、學校

都要關門了才回家。不過最常打擾的大概就是學生研究室的上田老師。上田老師是類似台灣系上的秘書的老師，很多聯

繫的工作都是拜託上田老師幫忙，而上田老師也非常熱心很喜歡跟學生們聊天聊聊近況；老師們都非常親切也很真心期

待每一位留學生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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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個學期交換留學，很幸運的碰上了川村學園女子大學的學園祭。學園祭很像學校的校慶，也同時是社團的發

表會。我在學園祭的時候參與了日文部的大一生們所籌劃的和服喫茶，在學園祭的時候換上浴衣，跟大家一起開著咖啡

廳。大一同學們拜託我幫忙畫宣傳海報一事，令我當下覺得非常榮幸也覺得很開心。留學時最令人擔心與不安的部分，

大概就是報告與考試的部分了吧。不過以川村的課程來說，其實平常報告跟小考幾乎都沒有，報告也是有校外教學或者

是觀看影片時需要繳交簡單的心得而已。偶爾老師也會出點小作業，希望學生提供一些自身經驗，比方說神話民話的課

程，上課老師會以小作業的方式希望我們分享一些自己故鄉的鬼故事跟傳說。都是難度不高的小作業。

　　期末考大多都是Open Book可以看講義，以申論題的方式考試，對於學習日文的留學生來說有一定的難度。不過老

師們都很會體諒留學生有語言上的小障礙，所以都一直跟我說不用擔心。而日本的美術老師，由於去跟他商談過擔心自

己日文程度不足可能無法表達清楚申論題的答案，甚至設計了特別的考題給身為台灣留學生的我。真的非常感謝老師

們！而成績出來後，實際上也慶幸的拿到了算是滿意的分數。宿舍會在特殊節慶與寮生們大家一起辦活動，住宿期間，

寮母，也就是宿舍管理員非常的照顧大家，是個非常有活力、健康、活潑的老太太。寮母夫婦兩人平日的工作就是維護

宿舍並協助寮生們生活上的問題。寮母非常熱心，留學生在宿舍的期間一定會帶著留學生去有名的景點觀光，平常也很

常煮東西分大家吃。讓人覺得非常的窩心，就像是自己在宿舍的媽媽一樣。

　　因為身處每天必須講日文的環境，而除了我以外就沒有任何外國學生了，所以我自身有特別感覺到半年下來不管是

日語口說還是聽力都進步非常多。從一開始會結巴、不太敢說，到後期可以順暢的跟同學老師們聊天。甚至在快回國的

時候，與入學時幫忙各種入學手續的老師見面時也被提到了日語口說跟聽力明顯進步一事。因為被身旁的同學們影響，

日語的發音也變得比較標準。除此之外因為常常看講義，也常查字典，閱讀與詞彙的部分也進步很多。沒有特別去背或

者記單字跟片語也會久而久之記起來，而因為平常有去運用到那些單字跟片語，所以也比強迫自己去背的時候記得更清

楚、更不容易忘記。比較可惜的是書寫方面覺得自己並沒有進步太多，而且可能因為不常寫反而退步了。在期末考的時

候特別的受打擊，覺得自己沒有辦法寫出合乎自己應有程度的日文。以往對於日本的理解，通常都是來自於電視上的影

集、電影等等，實際上可以接觸到那個文化的機會不多。這次來了日本，一起融入他們的社會與生活，在旅行的時候體

驗他們的傳統文化等等，都讓我深刻的學習到了日本的很多理念與精神。而這些很多理念與精神都讓我自省自己可以進

步與改進，檢視自己思想上不同的觀點。

　　此次留學，對我來說最大的突破就是走出自己的舒適圈，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去重新體會、學習並透過這樣的方式深

刻的感受並理解到自己一個人能做到的事其實很多。而身邊的同學們以及老師，也一直都給予親切的鼓勵以及贊同，讓

我在日本的這段時間漸漸地建立起一些以往所沒有的自信心。回想出發到日本時，內心是充滿巨大恐懼與壓力，保持著

猶豫以及不安的。但在日本期間真的很開心，學習到了很多。回台後的我已經在計劃著下一次申請打工度假，想要在日

本待久一點，更加用心的體會那邊的文化。想到就覺得很不可思議。短短的半年，我不但找回了高中時對於日本文化的

熱忱，甚至在這裡生活過後更加地喜歡上了這邊的風情、文化跟生活。我非常感謝當初鼓勵我來的老師跟家人，也非常

感謝日本的朋友們跟學校的老師。好不容易回憶起當初的熱忱、習慣了在日本的生活時，卻已經半年，即將要回台灣

了。這時候真的很後悔自己當初沒有更努力爭取，一開始到日本的時候沒有更盡興地去到處走走。但是也因為這樣，我

珍惜著這趟旅程所邂逅的緣分，期待著下一次的旅程，學會了更加好好規劃。希望下一次的到來不會太遙遠，期待下一

次還能夠見到讓我這趟旅途這麼不可思議的人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