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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06年度「學海飛颺」獎助海外研修-日本德島文理大學

  心理系 何其達 / 國際事務處

           有一天在學校的官方網站，得知了在本校能赴日當交換生的訊息，我從小

就對於日本的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因而憧憬著總有一天想去日本生活一

段時間，體驗他們的文化與當地的生活，同時，我也想理解在日本心理相

關科系的出路與未來，好為自己的未來做打算；因此，我開始努力地向國

際處的老師詢問相關的訊息，並且開始初步準備為了成為交換生所需的各

種資料，同時開始進行日文檢定的學習，在經過一陣子的努力之後，我順

利地通過日文檢定N2及N1，赴日交換的資料也正式被受理，就這樣，我成

為了赴日德島文理大學的交換生。

　　我所交換的德島文理大學，位於日本四國德島縣，鄰近於德島車站而

交通方便，文理大學擁有豐富的科系學部，從藥學部開始到音樂學部、人

間生活學部等應有盡有，而我就讀的便是人間生活學部的心理學科，我想

藉由這次交換的機會了解台灣與日本在心理學專業上的不同，故選擇了和

在台研修相同領域的心理系，也經由這邊的課程認識了許多對心理學有濃

厚興趣的日本同學；文理大學有豐富的設備與校園，除了在德島縣，香川

縣也有文理大學的分校，文理大學的社團活動也相當的豐富，有跳阿波舞

的社團，也有像是劍道社或茶道社這樣的日式社團，因為有這些社團的存

在，才能讓我們體驗更多關於日本的社團文化。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在德島文理大學的心理系交換期間，我選修了許多我們中山醫學大學所沒有開設的課程，以及一些在台研修過的相

關課程，希望藉此了解日本與台灣在心理學的教學上有何不同，並藉由其他課程體驗日本教學方式與文化，結交日本友

人，以下是我於半年交換期間所選修的科目：

課程名稱 所屬學科 內容

発達障害論 心理學科 這堂課上了很多關於人類發展中得到的疾病，像是自閉症與過動症等疾

病，並介紹在日本這些疾病的相關法律與治療方法。

教育心理學 心理學科 這堂課主要是開給以後想從事教育相關職業的學生，內容包含許多教育相

關的理論以及提升學生動機的方法。

外國語綜合科目:

中文

無 這堂課是國際部的台灣人老師開的課，老師請我們幫忙上課，一方面可以

學習中國那邊的拼音法並認識日本學生。

醫療事務概論 短期大學部商科 這堂課主要和日本醫療體系有關，主要是介紹日本的健康保險制度以及其

點數計算法的課程。

觀光總論 短期大學部言語

科

這是一堂能夠和日本人交流的課程，請了很多已經出社會且有工作經驗的

日本人回來介紹他們現在的職業以及經驗分享、就職於這些工作需要的基

本能力以及心態等，還有畢業到正式就職之間的心路歷程，且能夠得到學

長姐們的建議，為以後工作做心理準備。

心理療法 心理學科 這堂課著重於心理諮商方面的知識，學習各心理學理論及衍伸出來的治療

法，在這當中也不乏由日本人提出的心理療法，十分有趣。

精神病理學 心理學科 這堂課重心在人類生理方面的知識，還有許多心理相關疾病的用藥和神經

方面的病因。

　　在實際參與他們的課程之後，我發現在日本的課堂上，老師上課不像台灣使用電腦器材，而是使用紙張的講義來進

行課程，而且教科書的內容也並非英文的原文書，而是使用日本的教授們所寫的著作當作教科書，因此教科書都是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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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寫，剛開始雖然不太習慣，但是在習慣之後可以看到熟悉的專有名詞在日文中的使用，讓我感到十分的有趣，就算

使用的語言不同，但是我們所學習的知識與技巧卻是相同的。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社團:

              除了平常選修的課程之外，我參加了文理大學的排球社，體驗日本的排球文化以及他們的練習方式，他們的體育館設

備真的十分的充實，排球場使用的網子還有皮球等器材，全部都是由社員在練習的時候從儲藏室內取出來再自行組裝

的，所以可以學習如何組裝球場，還能在組裝的過程中加深與其他日本同學的關係，還能達到運動鍛鍊身體的效果，我

覺得參加這個社團十分的值得。

外語聊天時間:

國際部的老師邀請我們這些交換留學生參加外語聊天時間活動，這個活動主要就是使用非日文的語言來和日本學生

交流，而我們台灣來的留學生就是用中文來和日本學生們交流，但是因為日本人能用中文聊天的同學不多，所以實際上

就是我們使用日文教他們一些中文和台灣的文化，我覺得這樣的活動對我的幫助很大，不僅能夠練習日文會話還能夠和

日本的大學生交流，雖然剛開始的時候只能從注音符號的發音開始教起，但是漸漸地能夠感到許多成就感；而文理大學

除了我們來自台灣的交換留學生，還有其他來自別的國家的交換生，像是中國、韓國等國家，而在外文聊天時間的時

候，有時也會看到中國的學生和我們一起參與活動，我們就能藉由這個機會和中國的學生分享自己台灣的文化，也能學

習到中國文化；在經過半年的交流下來，就會發現其實中國跟台灣在很多的地方的差異，像是不使用注音符號而使用羅

馬拼音的地方就讓我覺得很驚訝。

志工服務:

國際處的老師那邊有時會有一些志工服務的活動，這些志工服務通常是德島政府委託文理大學的工作，像是地方棒

球隊的活動或是有台灣人組團來德島旅遊，需要中文口譯的時候就會請我們過去幫忙，在服務的途中也會遇到許多的日

本學生，所以不僅是說中文，還能練習到和平常稍微不一樣的日文會話，並能練習把日文翻譯成中文的技巧，在這個過

程中還能順便體驗主辦單位所舉辦的活動，在這個過程中，我學到了很多的東西；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發現許多台灣與日

本不同的地方，像是在搭公車的時候，我們一般都會認為讓座給老年人是一種美德，但是在日本的文化之中，讓座給老

人，對老人來說反而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為，所以在這邊幾乎看不到有人會讓座給老人家，除此之外，公車再到站停車的

時候，司機會提醒乘客在車子完全停下來之後再離開座位，就算老年人下車比較慢，花的時間比較多也不會有人露出不

愉快的表情，我覺得這種能讓人感到溫柔體貼的地方，正是我們需要多加學習的地方。

研修之具體效益

1.能夠增進日文能力

2.深入了解日本文化

3.體驗日本大學課程

4.體驗日本社團文化

5.培養時間規劃能力

6.學習尊重不同文化差異

7.培養理財能力

感想與建議

　　這次有機會到德島文理大學進行為期半年的短期交換，真的是一個十分難得的經驗，不論是在日本的生活或是體驗

日本文化，相信在我今後的人生中也是一次難忘的經驗，在這次短期交換的期間，我了解到日本心理相關科系目前的願

景如何，有甚麼法律保障了相關工作，需要甚麼樣的準備才能在這個國家拿到心理專業證照，這對我來說也是一份很大

的收穫，雖然因為現在日本的心理相關法律才剛起步，心理師剛成為日本政府認可的國家資格，而還沒有詳細規範到外

國人取得證照的部分，所以這方面沒有得到明確的說明，但是也讓我了解到日本對於心理專業有越來越多的重視，而大

學的教授們也在努力的準備第一年的公認心理師考試，也讓我了解到就算已經當上了大學的教授，持續的更新自己也是

很重要的，特別是這次成立的新法律會很大的影響現在已經在職的教授們，看到教授們這樣積極進取的態度，讓我重新

學習到了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在經過了這樣難能可貴的交換留學經歷，不僅是單純的了解了日本的生活習慣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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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讓我結交到了許多的朋友，雖然國籍與年紀有所差距，但是大家都是在同一個領域內互相學習的夥伴，儘管言語

多少有些不方便，但是在這邊的過程中，讓我真正的體會到了所謂知識無國界這句話的真義，我很幸運的得到了這次短

期交換的機會，能夠體驗一般在台灣大學體驗不到的生活經驗，我想感謝一路走來幫助我的所有師長朋友，不論交換前

幫我處理各項事務的國際部老師還有幫我寫推薦信的系上老師，都促成了這次交換的成功，真的很謝謝在台灣各位師長

的照顧，也很感謝熱情接待我們交換留學生且幫我們安排活動的日本老師們，因為有了老師們的幫助，才有我這次難能

可貴的經驗，希望回去之後能把這份寶貴的經驗傳承接下來赴日交換的同學們，更加促進台日雙方的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