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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這份報告旨在分享我參與交換學生計畫的豐富經驗，從出發前的準備、錄取及簽證流程、

課 程及宿舍的挑選，一直到校園生活中的點滴，並提供給未來有意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

進行交換的成大學生出國交換的參考。在新加坡度過的四個月裡，我不僅在學業上有所進

步，更重要的是這段經驗讓我學會了如何融入一個新的環境和文化，同時和來自世界各地

的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謝謝成大給予我赴外交換的寶貴機會，這不僅讓我擴展了海外

視野，更在回到台灣後能夠將所學運用於未來的發展。回國後我將把在新加坡所獲得的見

聞與經驗分享給身邊的朋友，希望除了自己有所收獲外，讓這段經驗更有意義。 

 

英文摘要 

This comprehensive report aims to offer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It contains every phase of 
the journey, starting from the pre-departure preparations, reception of the acceptance letter, and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the student pass (STP), to the pivotal aspects of course selection, 
accommodation arrangements, daily school life, and valuable recommendations. This report 
serves as a practical guide for students contemplat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outgoing exchange 
program at NUS. Over the course of four transformative months in Singapore, not only did I 
make significant strides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but I also acquired essential skills for adapting 
to a completely new environment with a distinct culture. Though Singapore might seem like a 
country with a similar culture to Taiwan, its inclusivity makes it a place that welcomes people 
from all different backgrounds. Engaging in crosscultural conversations with individuals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expanded my global perspective. These rare experiences were made 
possible through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s I return to Taiwan, I am eager to share the knowledge and insights gained in Singapore, 
hopefully, my experiences will be useful to my friends and the broade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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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為什麼選擇新加坡？ 

在剛上大學時我便有出國交換的夢想。和很多人一樣，起先我在決定交換國家的時候想去

的是歐美國家。但在想要交換一年、又不想耽誤學業的情況下，我必須選擇有可讓我抵免

必修學分的學校。成大算是理工科較著名的學校，文組科系交換可修系上課的學校相對較

少。 

在這之中，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是 QS世界大學排名

最高的學校（2023年為世界第 8名）、居亞洲之冠。而在新加坡的國大有點像台灣的台

大，是個綜合型研究大學。當然社會科學領域也很拔萃，從經濟學、國際關係到文學、歷

史等，各個領域都有很多課可以選擇。加上看過認識的學長姐到國大的生活很精彩，便這

樣選擇了接下來要生活八個月的地方。 

（註：成大目前校級交換一次申請一學期。我當初是連兩個學期同時申請新加坡國立大

學，確認獲得第二學期正取後，再與當地校方聯絡，以延長方式變更為一年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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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過程 

食 

因為我住的宿舍 Tembusu College有供應早餐和晚餐， 基本上一天三餐都會在學校解

決。 

首先要介紹的是讓我先恨後愛的宿舍餐廳（Dining Hall）。起初在繳住宿費的時候發現包

含早餐、晚餐的 meal plan是必選的時候還很崩潰，想說晚餐就不能出去吃自己想吃

的。但進去之後才發現每天都有日式、中式、西式、馬來、印度五種餐可以選，比起有些

宿舍只有一種菜色真的是天堂。我最喜歡的是印度料理。聽一個印度朋友說，很多麵糰類

的主食（餅皮、甜甜圈）機器很難做，可能是因為這樣手作的特別好吃。自助吧還有水

果、沙拉、飲料，甚至有新加坡國民飲料 —— 美祿！ 

 

在期中過後餐廳就會開始發小點心給大家。早餐除了很基本的養樂多、優格、燕麥奶以

外，有時候還會有很浮誇的炸甜甜圈，晚餐則會有冰淇淋、蛋糕、洋芋片這種不健康但讓

人開心的食物。在特別節日時，宿舍也會準備該節慶的料理。像是在 11月會有印度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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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avali、4月有馬來人的 Hari Raya，也因為這樣認識了新加坡不同種族的文化。 

 

在宿舍待久了才發現，其實 Dining Hall的本質不只是吃飯，更是一個大型的交誼廳。

在上完整天課後，回到 Tembusu就像家。走進餐廳時甚至不需要和朋友事先約好，遇到

認識的人就能一起坐在同桌吃飯，聊一天發生的大小事、最近宿舍又有什麼好玩的活動。

習慣這樣的模式後，就發現接觸新朋友和 small talk其實很有趣，也很感謝宿舍有這樣

的大型交誼廳，讓我在這裡認識很多很酷的人。 

註：只要印度料理區那天提供的是綠色起司咖哩 Paneer就會大排長龍，因為太好吃了⋯⋯ 

衣 

住在新加坡大概是全世界最不會感到容貌焦慮的地方。終年如夏的新加坡，短袖、短褲配

上 Crocs是標準制服。從宿舍、系上 T-shirt，到男性朋友服役得到的 NS（National 

Service）踢，皆是在街上能看到的花色。如果不想跟風買 crocs的話，一雙夾腳拖便能

輕鬆融入新加坡社會。 

但最萬年不敗的還是 Uniqlo Airism系列。在新加坡的 Uniqlo分店，甚至能看到

「Singaporean＇s Uniform」的特別標示，可見這個日系品牌受新加坡國民喜愛的程度。 

在新加坡雖然可以短袖短褲趴趴走，室內冷氣溫度可以從二十五下至十八度，所以還是記

得帶件薄外套在上課時禦寒。 

住 



 7 

對於被分配到的宿舍可以說是為何我的交換能如此精彩的一大原因。 我們的 suite（寢

室）總共有六個室友，共用兩間廁所、浴室和一個客廳。由於宿舍本身就有供應餐點，平

時大家幾乎不會煮飯，所以廚房是整層樓共用一個。 

不僅同時擁有私人空間，又能很方便的和室友聊天、社交。 

宿舍類型選擇 

新加坡國立大學宿舍選項很多，總共有 Residential College、Residence、House、Hall

的分類，而每種分類底下又有數個不同住宿型態和風格的宿舍。校方為了把交換生平均打

散到不同的宿舍，在選宿舍時每個人拿到的選項都不一樣。當初其實我最想要進的是 

Utown Residence（UTR），因為網路上最多關於這間的評價，加上圖片上外圍有個像飯店

般的水池和造景，實在讓人很想馬上辦理入住。 

而我被分到的是 Tembusu Residential College，直到住進去前我都不知道原來這才是當

地學生之間非常熱門宿舍選項。 

 

Tembusu 是六個 Residential College (RC)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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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一年有超過七百個本地生申請，通過作文和面試兩關後，最後只有兩百個人能夠入

住。每個 RC都有自己的文化，有的在運動方面很強、有的很學術性、甚至宗教性都有，

Tembusu則是以藝術、自由的特質較為著名。 

我很喜歡宿舍這種以學生自治為核心的運作方式。像在台灣會有學生自治會，在這裡宿舍

與有自治會，負責管理宿舍內從學生餐廳、社團、節慶活動等事務。而在宿舍內還以樓層

分為五個學院（House），每個學院也有經過所有學生票選的自治會，負責學院內聯繫感

情、辦活動的角色。 

多到你參加不完的社團 

Tembusu很鼓勵學生發展課外興趣、學習領導團體和籌辦活動的能力，在這裡你只要有夠

明確的動機和計劃，都可以申請經費發起你想在宿舍做的事。也因此這個六百人左右的宿

舍就有三、四十個社團（interest group），從音樂大社 Tempo、不穿鞋丟飛盤的 

Barefoots、到傍晚鉤針編織兩小時的 Yarn and Doodle，基本上你想要和大家一起做的

事都可以變成社團。 

我主要參加的社團有樂團 Tempo、桌球 Table Tennis、籃球 Thoop和 咖啡社 Tembu 

Coffee House。其中 Tempo每週四會有 jamming session，任何音樂程度的人都可以報

名想要玩的樂器。完全初學的人會有人教你那項樂器的非常基礎，讓你在 session結束後

的表演時間有辦法秀出一點東西來 XD 

而我也是在那時學會了怎麼打鼓，甚至很瘋狂的在學了兩週後就決定搭和朋友一起組團在 

Arts Week表演。中間一度也掙扎想要退出，因為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得到。很感謝我在宿

舍最好的法國朋友一路陪我練習，讓我最後順利完成了在一百人面前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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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Coffee House也是宿舍裡的熱門社團。每天早上八點他們會準時在一樓推出一台咖

啡小推車，用烘焙咖啡豆的香氣喚醒剛起床的同學。 

有人負責拿麥克風和大家說：“Good morning! Would you like a cup of coffee?＂ ；

有人負責煮咖啡、打奶泡；有人負責幫忙點餐、紀錄收支。而當我發現他們也歡迎咖啡菜

鳥（我本人）加入時，我就手刀報名了他們下學期的輪班人員，開啟了每週三早上煮咖啡

的生活。雖然對咖啡本身也沒什麼太大研究、更不知道自己煮出來的到底好不好喝

（笑），但那些晨間和夥伴們邊煮咖啡邊聊天的日子，是最無價的回憶。 

 

Tembusu在外界的刻板印象中雖是「文青」聚集的宿舍，但這裡也不乏各種運動社團。因

為我本身就會桌球和籃球，平常有空就會去這兩個社團打打球。每年最熱鬧的兩場運動賽

事分別為學院之間的競賽 IHG、以及所有 RC間的競賽 ICG，我也分別代表我的 House和 

Tembusu出賽。雖然多數人都是進大學才接觸那些運動項目，但都相當認真看待比賽，有

些甚至會在寒暑假期間就開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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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社團也代表自然就代表會有很、多、比、賽。但讓我最驚訝的是大家都很會很熱情的

支持自己的 House，有朋友比賽時都會盡量到場幫他們加油。 

而在台灣我很習慣一個人去做想做的事，從決定跑馬拉松、做環境倡議、到出國交換，都

是自己一個人在路上。但從我的第一次打鼓表演、第一次的 coffee house輪班、甚至到

每一場桌球和籃球比賽，只要我的室友知道，都會特地抽空到場幫我拍照加油，真的沒辦

法不愛這群朋友。 

成為宿舍導覽的體驗 — Open House Tour Guide 

在下學期學校會有一個星期六舉辦全校的 Open House，有點類似台大杜鵑花節、成大單

車節，開放校外人士進學校更深入了解各科系、社團、和宿社的不同。Tembusu 在這個時

候也有特定區域對外開放參觀，並招募宿舍裡的學生辦活動、當講解導覽。而我也衝著精

美的免費便當和一件紀念衫報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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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導覽培訓的過程中，我才更深入了解 Tembusu的運作、和意識像這樣這麼宿舍生

活有多麽特別。像是本地生在這裡的大一和大二分別有 Junior & Senior Seminar，是回

到宿舍要上的通識課，甚至還有 Gaming Life這種很酷的課可以選。另外平常宿舍會舉

辦 Master＇s Tea，邀請一些新加坡政治人物、藝術家、運動員等傑出人物和學生交流。 

Tembusu, the home of possibility. 

這是 Tembusu過去的標語，而我認為這裡真的是一切都可能發生的地方。 

整體宿舍運的方是都有很西方大學宿舍的感覺，不管是活動、空間都是以學生的「人」為

主體，讓這邊的學生除了在平常課內的學習外，有很多資源可以發展課外興趣、結交來自

不同學科背景的朋友。而能被分配住在 Tembusu真的是我來交換最幸運的事之一。除了

剛進來讓我 Singlish進步神速之外，在接觸當地學生人的過程中，讓我從他們身上看到

他們眼裡的新加坡。也許在出國工作也有機會接觸到不同國家的人，但在這個年紀交到的

朋友和一起創造出的回憶是無法被複製的。 

行 

搭車大眾運輸的交通卡是 Ezlink在超商可在買到，價錢約為新幣$10元。但因為刷信用

卡費率相通，所以建議可以刷信用卡就好。 

NUS是一個超大的大學城，從早上七點一路到晚上十一點前都有環繞校園的巴士連接不同

校區。每天早上九點和下午一點是趕客的尖峰時間，Utown 會有大批學生在公車站牌前等

著坐車去其他校區上課。最常搭的是 D1和 D2，分別會經過社科院和捷運站 Kentrige。因

為 Utown座落在算是學校很忠心的位置，有時用走路的到其他校區也相當方便（如果經

的起炎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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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不得不說新加坡是個很適合認真讀書的地方。學校四處都有擺設桌椅，供學生討論、讀書

的公共空間。除了總圖書館，還有數個圖書館散佈在不同系院。NUS除了商學院、法學院

選課特別嚴格以外，學校相當保障交換生選擇該系課程的權益，基本上要選的系上課都很

容易選到。 

 

對經濟系的學生來說，在各國的教學方式應該都是每週一堂正課（lecturre）助教課

（tutorial）。正課表定為兩小時，但通常教授都會很有人性的在九十分鐘內結束。雖然

教學時間不長，但每次內容的扎實程度都是需要提前預習、課後預習才能充分吸收的。 

在成大的助教課人數和正課是一樣的，但在 NUS每堂一兩百人的大課會被拆成小至只有

10-25人的助教課，同時助教會再將大家分組、要求每組共同上傳作業（problem set）

的內容。因為有這樣每週的訓練，讓學生在量化、計算能力上都相當出色。成績方面學校

是採行常態分佈（bellk curve）的計分方式，相當競爭，也因此每次考試老師、學生都

相當慎重面對。由於我選的課都是超過一兩百人的大班級課程，通常期中、期末考會是搬

到不用上課的 exam week，在學校體育館裡有特定的時間舉行。學校也很貼心的，會在選

課時就告訴你這些課程的期末考日期，確保選修的課程不會考試日期不會撞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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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職涯發展方面，大家也是從進學校那一刻就開始競爭。我認識唸商學院、資工系同

學基本上從大一寒假就會開始實習，對某些系所來說實習甚至包含在必修裡的項目。但同

時學校也在這方面提供很多協助，會有專屬學生的 Talent Connect、和各大公司提供專

屬給學生的 workshop，提升學生在職場上的競爭力。有趣的現象是除了真的對學術研究

保有熱情，否則大部分新加坡人在大學畢業後就會直接進入職場工作，與台灣多數學生會

考慮就讀研究所的趨勢不同。 

樂 

NUS一學年收超過兩千個交換學生。許多來自西方世界的外國人對亞洲文化神秘的色彩相

當好奇。而在沒有學習當地語言的情況下，以英文作為主要語言的新加坡自然成為許多歐

美學生開啟亞洲之旅的跳板。也因此我遇到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許多甚至結為一生

中相當重要的朋友。 

新加坡作為國際化的城市，少不了紙醉燈迷的夜生活。傍晚沿著 Boat Quay的河岸走，一

整條街的酒吧映入眼簾，也是到了晚上交換生最喜歡聚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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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認為「在交換期間旅遊」是歐洲留學生才能享有的特權，所以剛到新加坡的時候沒

有規劃去太多地方旅遊。結果認識了遠從歐美國家赴新加坡的朋友才知道，大家之所以慕

名來新加坡，也是想趁著這個機會探索亞洲。後來才知道新加坡其實是東南亞國家旅行的

最佳跳板。因為地理位置佳，機場稅較其他國家低，飛往東南亞各國的價格都相當實惠。

還記得交換接近一個月的時候，就開始聽到周圍朋友開始討論接下來想旅遊的國家。接下

來整個學期遇到新的朋友開場白便是：「你有想去東南亞哪裡旅行嗎？」交換期間我前後

在小假期、Recess Week去了：四次新山、兩次峇里島、吉隆坡、爪哇島、胡志明、首

爾，和朋友們創造許多回憶。如果能再重來一次，我會把更多時間留給和朋友四處旅遊。

即便旅遊是幾歲都能做的事，未來的旅遊也不會在那群二十出頭歲的的大學生旅行了。而

因為要在學期間安排旅遊的計畫，讓我更需要在放假前先把課業完成，才能毫無後顧之憂

地享受假期。而我大部分的交換生也很懂得時間分配。通常白天我們會約在學校圖書館、

自習室完成作業，到了晚上一起回宿舍吃晚餐、參加活動。 

因為要在學期間旅遊，讓我更需要在放假前先把課業完成，才能毫無後顧之憂地享受假

期。大部分的交換生也很懂得時間分配。通常白天我們會約在學校圖書館、自習室完成作

業，到了晚上一起回宿舍吃晚餐、參加活動，假日再到處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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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與建議事項 

交換，Exchange：一個給予並收穫的過程。 

除了體驗當地文化以外，我認為「人」是身為交換學生最重要的一環。那些陪你上課寫作

業、在宿舍餐廳吃飯、晚上出去玩的朋友，其實才是交換之所以美好的原因。台灣近年來

在國際上有相當高的知名度。通常在自我介紹時，大部分的同儕都知道台灣目前的國際處

境、以及在半導體領先發展的地位。 

因為在台灣不見得能有接觸到外國人的機會，交換相當重要的便是去認識這些擁有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透過「人」去認識他背後的國家或文化。 

反過來說，對於許多交換生我也是他們少數認識的台灣人，我也希望自己能用好的一面讓

來自其他國家的人對台灣留下好的印象。 

可能還有很多事沒寫到，但能肯定的是，在這裡我度過了大學三年來最快樂的時光。也很

謝謝自己當初決定來新加坡。預祝之後來 NUS的學弟妹盡情享受交換生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