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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08年度學海飛颺計畫-日本德島研修心得分享

  營養系 吳珮萱 / 國際處

國中放學時常和家人一起看日本卡通，漸漸喜歡其劇情及曲子，讓我想

搞懂日語字是在說什麼，於是我開始喜歡上日文，並自己買書學五十音。打

著純粹喜歡日本字的美與文化，從高中畢業的暑假開始到補習班上課。大學

修習本系課程以外，也依然在外面補習，順便充實自己除了本系上不同的能

力及興趣。家人也支持我多用一點學校的資源去國外交換擴增視野。在日本

高齡化的社會中，他們是如何保有健康的身體？研究的事情是什麼？於是抱

著試試看的心情，即使錯過也不可惜的心態考檢定。二年級結束時考到N2檢

定，曾經以為很難做到的事讓我拿到門票了！於是開始動身找學校國際處，

系辦，學校老師等等，詢問申請相關事宜。成為系上第一個出去交換的學

生，也因此有機會到除了觀光地以外的日本去認識它。

德島文理大學簡介

德島文理大學，顧名思義是位在四國德島縣，為一所私立大學。創立於

1895年，創立者為川崎サイ，倡導女性自立，學校精神為自立協同。校內分

為德島與香川校區，前者有人間生活學部、保健福祉學部、綜合政策學部和

音樂學部。香川校區則是藥學部、工學部和文學部。食物營養學科是隸屬人

間生活學部。

德島校區不大不小，位於鄉下，學生密度也沒有太高，環境清幽，設備新穎。圖書館有一整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教學大樓內有開放空間給需要討論事情的人用，不太會有需要佔位置的情形發生。學生餐廳，是與校內社團在同棟的，課

後或是吃飯時間，學生也能在那邊自行運用空間。最近完工的健身房，設備全新，有淋浴間，更衣室。

學校老師對於學生的需求有求必應，上班著西裝，非常重視禮儀。師長對學生也是非常尊重的。學生通常談完話後會

向老師敬禮點頭作為道謝。校風自由，有任何活動或節日，學生社團會舉辦活動，一起共襄盛舉。

課程學習(課內)

課程上一節課以90分鐘為單位，午休時間為50分鐘。上課時間非常準時，老師甚至會在上課前十幾分鐘就到。在食物

營養學科修讀的課程有病理學，食品加工實習，英語會話，臨床營養學，食品加工學特論，日本文學。另外沒在課表上的

修課是和老師一對一上課的卒業研究。以下挑幾個介紹

病理學

這邊的病理學跟在台灣認知的病理學不太一樣，沒有太多切片需要看。老師上課會指定教科書。雖然購買書不便宜但

裡面的圖表表示清晰，理解容易。大抵上課方式是講授，此課程並沒有期中期末考，是以2-3個單元為單位做小測驗，題目

是出自厚生勞動省中的國家考試試題。讀完學校課本後，自行做練習都可以增加日語專業單字，日本管理營養師國考方

式，及閱讀能力。上課的筆記是由老師親自寫字，再投影到螢幕上。老師的講話速度偏快，需要一點時間去適應它。剛開

始接觸全日的課文也是需要2-3禮拜慢慢適應。

食品加工實習

這門課在台灣稱為食品加工實驗，上課時間約為三小時。每次上課是做不一樣的食品，例如果醬，昆布，烏龍麵，味

增，麵包等。上課方式為五人一組，入實驗室需要脫鞋子，穿圍裙後才能進入教室。一開始老師會先講解實驗步驟，約十

分鐘後開始請同學動手製作。食材由助教購買，確保品質。如果遇到不會或不懂的步驟，單字等等，可以和同學間做溝

通，比起一般講授課程更增加講話機會。日本的報告傾向在課堂上完成，以手寫方式呈交給助教方能下課。

日本文學c

這堂課是短期大學言語溝通學科的課程，也是我學到日文最多的，內容是教日本的兒童文學故事。不需要買教科書，

教材為老師自備，每次上課分發給大家。請同學唸課文，再發表個人對故事寓意的解釋，最後在課堂寫整理報告交給老

師。包含了聽說讀寫，內容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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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營養學

確實是個生硬的課程，是二年級的課。主要講了疾病原因，藥物治療，食事治療等等。老師有自備補充講義講課本不

足的地方。考試有期中考，以問答形式出題。會先在教學平台公佈會出的題目有哪些，再抽其中幾題作為考題。雖然不是

很容易，但強迫自己寫出正確的日文也是難得的經驗。

卒業研究

此堂課較為特別，先和老師講好要上什麼課，印出相對應想要討論的英文論文與他做修課。上課滿輕鬆，老師不定時

會問讀到這邊行不行？有沒有什麼不懂的。若是不懂的地方盡量提問，老師有書可以提供參考，若語言上不行也可以用英

文簡單問問題。是富有挑戰性的課程。

生活學習(課外)

除了上學之外，到日本體驗生活也是學習的一種。課外活動有學校舉辦的學園祭，社團，課後中文交流角落，學校與

政府合作的留學生homestay，以及平常假日的小旅遊。

學園祭

學園祭類似台灣學校舉辦的園遊會，由學生組織辦活動，賣食物，表演以及體驗各種不同的測試等等。其中比較有趣

的是食物營養學科辦了個「身體組成」、「飲食紀錄」、「營養指導」的系列活動。儀器新穎，飲食紀錄的部分有各種食

物的模型，營養指導將人分流，由系上學生一對一指導個人飲食紀錄需要改變的行為等等。這是在台灣學校沒有辦過的活

動，因受限於場地以及經費。由此可見大學對於學生的受教權以及設備採購是很重視的，強調實際操作的方針深深佩服。

社團

和其他交換生們一起參加了寫真社，社員熱情的接待我們。藉此得知學園祭可以提供自己拍的照片作展覽，社團也幫

我們印出照片以及表框，資源豐富，不需學生自費。

Homestay

德島國際交流辦了homestay活動。寄宿的山口家族有四個小孩，最小零歲。體驗日本人生活之外，也學到了如何與小

朋友來往。童言童語間也感受到自己成長這麼多了。父母也很熱情跟我們對話，雖然日語不是如此的順暢。晚餐是自製章

魚燒與關東煮，吃到一半小朋友跳學校教的舞蹈給我們看。宵夜時間，小孩們睡了，父母跟我們討論了台日文化差異，觀

光，生活的困難以及將來的打算。隔天開車帶我們去祖古吊橋走走。在這兩天的短短相處下，體會到父母教養小孩的認真

及成熟的態度。在異地也能感受到家人般的溫暖，離鄉背井到外地念書甚至出國難免讓我有深深的感觸。

中文角落-電視台採訪

老師介紹我們來到這活動，可以跟對台灣文化有興趣的日本人做交流。剛好得知四國電視台訪問，主題為台灣的家常

料理，還有教導日本人如何發音中文唸法。基本上是以日文作為溝通，也能學到日本的生活用語。

研修之具體效益提升語言能力

學語言到當地學習的效益真的很好，身為交換生，身份和日本學生不同，很多不懂的要透過問同學、老師才能知道細

節。老師不會因為狀況特殊而有不同的上課方式。而同學也會友善的回答自己問題。在全日語的環境下，聽說讀寫程度有

些許提升。當下並不自覺，回過頭來已經進步了。

1.擴展人際關係

周遭是日本人的環境，想要了解更多就必須自己跨出第一步，會發現並沒有想像中困難。學生組成多為本地或附近縣

市的人，不像大城市的人那樣的世故且熱情，滿單純的。有問題或想問的就主動開口，對方也會好好地回答你，對於生性

害羞的他們，多幾次這樣的你來我往後，也能交到不錯的朋友。

2.學會並享受孤獨

獨立在外生活，雖然有其他留學生們陪伴，但大部分打理還是要靠自己，舉凡自己買菜，煮飯，房間設備有問題自己

與房東聯絡等等。很多小細節不知覺中讓自己有所成長，無論是語言還是心理上。外出小旅遊也考驗了敢不敢自己出門，

享受一個人的時間。

3.增加專業日語

交換系所是食物營養學系，上課所用到的單詞是從英文原文轉換成片假名，或者是漢字，並不會太難，多看幾次就能

馬上反應該名詞為什麼。課文內容主要探討疾病與營養間的關係與如何影響，也會發現使用的日文文法不難且重複性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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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4.增加對未來掌控性

雖然念的系所和台灣念的內容大同小異，但除了修課上的目的外，了解日本升學制度以及日本同學未來是怎樣的走向

也在我想知道的範圍。交換的五個月中，卒業研究的指導老師和德島大學的老師們滿認識的，透過這次出國交換見到的人

事物在未來想要申請研究所學校應該也有一定幫助。

感想與建議

原計申請一年的交換計畫，因新冠病毒疫情而被迫中止，雖然很遺憾無法於春季前期回到日本繼續完成，為了安全起

見先待在台灣慢慢處理後續事宜。雖然總計約只有半年待在日本，學到的也很多。平時在大學懶散的上課個性，因為自己

努力爭取到出國機會，讓我在日本更用力學習，每堂課都富有挑戰性。台灣日本上課時的最大差別是，日本學生上課不會

用手機，除非是老師同意。上課挺安靜，同學與同學不會互相打擾。這段時間下來也知道德島縣的糖尿病人是全日本最高

的，在這邊生活過，知道當地人民的作息也不難想像會有這樣的現象。間接也顯出日本不是我所想像的美好，台灣與日本

都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在當地遇見的留學生，每人背後都有一段孤獨奮鬥的故事才得以讓我們這樣相見，結果雖為重要，中間的過程卻是我

們成長最大的推手。另一方面，來到了自己嚮往已久生活的地方，到頭來還是覺得還是覺得台灣很好：物價便宜，交通費

便宜，人民對於不同的個體有包容性等等。在日本的親自下廚，對比台灣的外食文化，能精進生活的能力。  

我想不管去哪邊留學，或是想去哪邊留學需要有的是：與孤獨共處，傾聽自己的聲音，不要害怕做不到而假裝或欺騙

自己不想要。有勇氣踏出第一步的人已經是很優秀且勇敢的了。

圖一：學園祭的飲食紀錄模型

圖二：第一堂加工實驗做的蘋果醬

圖三：飲食紀錄分析儀，後方為系上日本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