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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本德島文理大學獎助海外研修分享

  國際處 / 應外系 王妤

高中開始學日文，從看動漫到聽音樂，日文開始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從那時起就對日本的生活與文化產生憧憬，立志有朝一日，一定要去日

本看看。在進入大學後得知，有交換計畫可以到當地學習，為此非常努力地

念書與關心相關資訊，與系上老師討論，也將系上學長姐的經驗與建議納入

考量、規劃。得知申請資格後慢慢朝著目標邁進，每天都會讓自己在有日文

的環境中，保持語感與聽力，完成自己所擬定的計劃，增加自己接觸日文的

任何可能，激勵自己爭取出國研修的機會。對於大學生來說，出國增廣見

聞，可以更充實地填充大學生活，充分地將日文所學靈活運用。終於在大三

的時候，成功地爭取到日本德島文理大學交換的資格，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可

貴的事情，完成屬於自己所訂下的人生目標。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課程方面也學到很多日本的文化風情。短期大學的課程，主要是就業導

向，會輔導學生認識不同領域的職業，與面試技巧、妝容與穿搭。日本的國

情非常強調全體，因此很多流程都有SOP，需要注意的細節也不能忽略，單

從就業方面來說，即可看出日本嚴謹細心的地方。找到工作後，上班也使很

多需要注意的部分，最簡單的中心主旨就是顧客至上，面對顧客，笑容是最

基本的，也是需要練習的，自然親民的，讓對方感到賓至如歸，冒犯到對方

也是先道歉，再一一說明立場與理由，補償到對方覺得合理後，才會解決。

日文與中文不一樣，有敬語的部分，在職場中講敬語也是非常正常的，但要

如何拿捏敬語的使用也使一門學問，因為太常使用，又會產生距離感，因此

很多外國人很難拿捏的部分需要長詩間的適應學習。

短大課程中也有文學，課程中老師每堂課會讓大家閱讀文學，從其中反

思人生與道理，這門課大大地提升閱讀能力，過程中雖然非常艱難，很多單字與用法可能無法理解，花很多時間在預習

上，這樣課堂中才會馬上理解老師所說的內容，增強學習效率。其中我最喜歡是兒童文學，簡單的文字帶著深刻的寓意，

內容也都是膾炙人口的故事，非常好理解，小時候也都讀過，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再重新閱讀後，理解程度又更深，更能

體會與領悟其中的道理。

語言方面也有上英文，但我的目的是從英文學日文，對於台灣人來說，日本的英文課程非常簡單，而對於我來說，是

希望可以從英文得到日文相對的語感與解釋，因為老師的解釋都是日文，英文的中文翻譯大多已了解，英文與日文之間的

轉換。

  在綜合政策的課程中，大多為法律經濟行政，對於日本的各方面也認識了不少，其中專題研究，是到現在無法忘懷的

一門課，因爲人數非常少，每堂課都需要發表，對於增進日文的聽說讀寫是非常快速的。聽的方面是因為要先懂同學的發

表，而從中想問題問對方。說，是每堂課都需要發表意見。讀，老師會準備題目當下閱讀，。寫，發表完後需要將自己的

意見寫成日文後繳交，因次這門課都是留學生的大魔王，下課後都像被榨乾一樣，耗費很多精力，也需要提早準備，因為

會發生聽不懂專有名詞的窘境。

綜合政策中有一門課是閱讀外國新聞，翻譯成日文，在這門課中，學習到最多的部分是，書寫體以及新聞用語，要怎

麼用日文表達與連接，太口語的部分會被老師刪除，久而久之會知道，日文的慣用法，與表達方式、對於日文的用法也會

更加精進。

我也有修中文課，目的是去交朋友，與想學中文的日本人交流。不但可以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教學相長，日文的口

說能力也會大大提升，因為會需要解釋語感與意思，直到對方理解為止。也是認識日本人最快的方式，因為他對中文感興

趣，就會有很多說不完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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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方面也有提供日檢學習的課程，在日本教日文是需要證照的，所以學校幫留學生安排好老師，用全日文的方式授

課，留學生也會問老師生活上遇到的日文問題，不論是生活上或是學業上，老師都會很親切地回答，就算日文聽不懂，也

會換個方式說明。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

學校設有英文角落，每週一次，主要是透過練習英文進行交流，每週都有不同主題，提供大家會話，學生之外還會有

來自各國的英文母語者，害怕因為學習日文的關係，而忘記英文學習，因此每次一小時的英文會話，練習保持對英文的熱

度與熟練。

參加社團也是課外活動的一大部分，主要是參加寫真社，讓愛拍照的我們聚集在一起，一起去拍拍照，分享成果，不

論是數位相機或是底片愛好者，都在這個社團裡聚集。在這裡學到很多拍照術語，非常有趣，跟不同國籍但有相同興趣的

人交流，語言不會是隔閡，因為喜歡的東西類似，會擦出不同的火花與合作。

國際處有辦活動讓留學生更認識德島。在德島最有名的鳴門泫渦，更能體會到大自然的奧秘，因為地形的差異，使得

在海平面上出現泫渦。充滿自然生態的德島，藍染也是非常有名，結合了天然、環保的好處和職人的心血，是日本獨有的

工藝。一說到德島，最有名的是阿波舞，老師帶著留學生前往阿波會館，體驗阿波舞，透過舞蹈也能更了解當地的人文風

情、歷史背景，位於四國的德島縣，雖然是鄉下，但樂觀開朗的縣民，都非常知足常樂，熱情奔放。

德島縣國際交流部，設有安排留學生寄宿家庭的活動，更能體驗當地人的生活步調與習慣。而與我配對的山口家族，

帶著我們體驗非觀光客的行程，更貼近德島人，去當地人會去的小店吃飯，與他們常去放鬆的地吹吹海風，吸吸芬多精，

看看楓葉與來來去去的火車與人們。晚上與home爸媽聊天，不再是以學生的角度，而是日本當地人自己分析日本的現狀與

現實，以及對於外國人日本政府或是人民的態度，以及就學型態或如何找工作，相對學校會比較現實與實用。因為home爸

曾經來過台灣大學做過留學生，對於台灣的文化生活也是有一定的了解，全家人也待過英國兩年，對於外國文化接受度很

高，也知道台灣目前的國際情況與現況，非常具有國際觀，因此兩天一夜的深度交流，有了深厚的關係。

山口家族在新年的時候，也帶著我去體驗日本人的新年，因為留學生沒有家人可以相聚，因此就一起在元旦當天，去

位於香川縣神社參拜。

  文理大學國際部有邀請我們前往日和佐，幫當地的旅遊觀光盡一份心力，由於當地非常少觀光客，也老人化，年輕人

都外移，面對此窘境，需要耗費心力重新經營與重建商業，如何吸引外國觀光客與日本年輕人，值得深思。當地的街景是

古色古香的日式風格，沒有高樓大廈與忙碌人潮，對於深度旅遊愛好者，是非常推薦的。當地人非常擔心日和佐的未來，

需要透過外國人的視野，提供意見與翻譯，振興當地的觀光業。

感想與建議

對於一個大學生，能夠出國交換，機會非常難得，對於一個語言學習者，有良好的環境，對於學習效率是事半功倍，

在台灣自學三年半，到當地直接靈活運用。最初遇到困難是適應當地的生活與天氣，跟台灣差很多，人文風情也是極為不

同，台灣人的熱情與直接，對於出國前的我是非常自然的，直到去日本後才發現，不同國度的風情是差很多的，需要自我

調整。回國後，對於台灣更是認同，活在台灣真的非常幸福，物價低，人們也是非常熱情，不需猜測對方的意思，也無需

擔心是否太直接了，在這過程中，我也學習到需要為對方著想，不要帶給別人困擾，是在我日本這段期間，學習到的。語

言的學習也是有很大的進步，已足以應付生活上的問題，簡單的生活會話，已是沒有問題了，但回國後，還是會繼續學

習，朝著商業會話的程度邁進，語言學習是沒有學習完的一天，只有不斷精進與練習，交換結束不代表結束，更讓我發現

自己的不足，需要再繼續增進自己的語言能力。

很謝謝教育部與中山醫學大學提供獎學金，讓我們能夠有更多的資源，安心地學習。也很感謝中山醫學大學，提供交

換機會，讓我能夠更精進自己的日文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