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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及英文摘要(各200-300字) 

我是現在就讀化工學系大五的陳樹勳，我於112學年度的第一學期前往位於韓國

水原市的慶熙大學國際校區進行為期一個學期的交換學生。我在2023年的8月27

號出國前往學校宿舍先行入住，學期正式開始於9/1，到12/20結束，而我在那

邊再多留了半個月的時間至1/16回國。本報告書將會敘述我去交換的目的，交

換前所做的準備，包括選課，住宿申請，文件準備..等等，以及交換期間上課

方式，在那邊的生活和所遇到的經歷。最後在這四個半月的交換生活中的成長

及心態想法上的轉變，並提出一些未來也想要來韓國交換的成大學生們一些提

醒及建議。 

 

I am Chen Shu Syun, currently a seni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During the first semester of the 112th academic year, I went to Kyung Hee 

University's International Campus in Suwon, South Korea, for a one-semester 

exchange program. I left for the university dormitory check-in  on August 27, 2023, 

to settle in before the semester began. The semester officially started on September 1 

and ended on December 20, and  I continued to stay for an additional half month, 

returning to my country on January 16. This report will describe the purpose of my 

exchange, the preparations made before the exchange, including course selection, 

accommodation application, document preparation, etc., as well as the academic 

experiences during the exchange, life there, and experiences encountered. Lastly, it 

will reflect on my personal growth and changes in mindset during these four and a 

half months of exchange life, and offer some tips and advice f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also wish to participate in an exchange program in 

South Korea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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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目的: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一直沒有出國的機會，所以我從小就對出國探索有

著憧憬，因此本來就有計畫在大二或大三的時候計畫要出去交換，但剛好

適逢國際疫情爆發，因此只好打消念頭。在大三下學期思考下一步升學方

向時，因為有想就讀國外研究所，但從未出過國的我害怕無法適應國外長

期生活，因此決定先以交換學生的方式試個水溫，同時又十分嚮往去國外

開開眼界並體驗不同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因為當時對未來想走的方向有些

許迷茫，想藉由交換期間進行自我的探索以及找尋並更加確立未來的目

標，因此在大三下學期開始準備交換學生的申請。在選擇國家地區的方

面，因為在剛上大學的時候意外接觸到韓文以及韓國娛樂產業，對韓國文

化以及語言產生了興趣，很想體驗當地的生活；以及因為想挑戰自己獨立

生活的能力，認為在國外生活必須一個人解決很多生活上的問題是個絕佳

的機會，同時也想檢視我學習兩年多的韓文實力以及英文等外語實力。除

此之外，也因為自己在校成績並不出色，怕無法申請歐美等熱門校的顧

慮，因此決定以韓國的大學當作我交換的目標。 

 

過程: 

1.交換前-申請過程以及出發前的準備 

(1)在校申請:我申請的是112學年度第一學期的交換計劃，因為申請時間是

一年前，所以申請時間大約落在大四上學期，所以大三下學期就開始進行

資料的準備了。其中花最多時間的是英文檢定考試的準備，其實交換計畫

對外語檢定的需求並不高，但鑒於我未來想去國外研究所就讀的計畫，以

及自己在校成績的考量，覺得能在外語檢定上拿到多一點分數會比較好，

所以便花了三四個月的時間準備。其他的資料我認為準備難度並不高，只

是要提早做好會比較保險，例如教授的推薦信就須提早跟教授約時間寫；

而自傳以及讀書計畫的部分就是照著心中的第一志願去書寫，可能是因為

有清晰明確的把動機及讀書計畫都寫清楚，再加上我有著韓文檢定的成

績，所以我順利錄取了第一志願-慶熙大學。然而當初在選擇第一志願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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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想填韓國高等技術院(KAIST)，但覺得自己無法錄取而沒有選擇，後來

放出結果時才發現沒有人去選填那所學校。現在想想應該要大膽地去選填

自已想要的第一志願才對。 

(2)交換校資料準備: 

慶熙大學所需要的資料較為繁雜一點，首先讀書計畫相對簡單，只要將原

本校內審查的資料再延伸即可，注意要先去查詢交換學期的課表並大概列

出一些興趣想選修的課程會比較好下筆，語言檢定部分韓文以及英文檢定

成績都能使用(若想要修習雙語或韓語學程則必須要有韓文檢定成績)。再

來是比較麻煩的財力證明，在學證明以及肺結核檢查，尤其在學證明需要

跑地方法院、外交部、韓國駐台北辦事處三個關卡來完成公證流程；財力

證明的話是需要確認銀行存款裡足夠負擔在韓國交換的花費；而肺結核檢

驗需要去醫院做，因為他有一段有效期間，所以檢查時間不能太早也不能

太晚，必須看好慶熙大給的簡章與說明決定檢查時間。以上所有文件都需

要以全英文的方式繳交，所以再處裡這些的時候要記得申請英文版本。有

一點需要特別注意:韓國大學發出正式通知以及簡章的時間都會比較晚，約

4月中期才有消息，若是最後趕在一起完成時間上會稍嫌不足，所以上述能

先準備的資料盡量能先準備好就準備好，尤其文件要跑流程很花時間，要

提早跟相關機關約好時間會比較方便。 

 

(3)出國前準備 

等慶熙大正式確認交換生資格後就能著手申辦 D-2簽證了，申請地點一樣

在韓國駐台北辦事處。準備資料只需要申請表、護照、身分證、入學許可

(交換校會給)就能申辦簽證，但部分大學需要更多文件，辦事處官網有一

個大學列表會列出哪些是認證的大學，若是慶熙大的話則只需要準備上述

幾樣即可。拿到簽證後就也差不多也就大致準備好要出國了，行李整理部

分我是帶了兩個大行李箱，內容物包括衣物，筆電，藥品保養品，一些生

活用品，插座轉接頭等等..當時帶了蠻多東西，但到了韓國才發現日常用

品價格跟台灣相差不遠，而且氣候跟台灣也相差蠻大，很快就得買適合當

地氣候的衣服，所以行李部分還是簡便為主，不然到時候回台會很辛苦(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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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經歷)。 

 

(4)宿舍申請 

除了少數有自己在外找房需求的學生外，大部分交換生都是申請住學校宿

舍，住宿房型分成兩人以及單人房，雙人房價格約一學期120韓幣(3萬台幣

左右)，單人房價錢則是翻倍。基本上若不是一定要求要單人房的話申請到

宿舍的機率是很高的，我自己就順利申請到雙人房的床位。但是有一點要

特別注意，宿舍的繳費方式是透過轉帳，而且有非常嚴格的期限規定，若

超過期限取消住宿資格，所以之前沒有轉錢到國外經驗的人建議要事先研

究一下以免錯過時間而喪失住宿資格，導致必須另外找住宿，會變得特別

麻煩。 

確認申請到宿舍後在入住日當天會有學校宿舍提供的付費接機服務，會在

仁川機場直接把住宿生接到學校宿舍，對於初到韓國的人來說能夠減少很

多交通及行李上的麻煩。 

2.交換期間 

(1)科系與選課 

在去慶熙大交換前校方會確認每位學生是以什麼科系入學，如果科系是一

樣的話就能議原科系入學，如果沒有同樣科系則要以相似科系的身分入

學，而我就是直接以化學工程學系身分的學生入學，慶熙大有兩個校區-首

爾校區以及國際校區，前者位於首爾市後者位於水原市。首爾校區主要是

文學院、商學院及醫藥科系；國際校區則是工學院、電資學院、國際關係

以及藝術學院，依據入學身分不同會隸屬於不同的校區，我便是屬於要在

國際校區上課的學生。慶熙大選課的部分是利用一個名為 info21的選課系

統，並在7月多就會開始選課階段，總共有兩階段的選課機會。慶熙大的選

課其實相當的自由，撇除掉一些特殊學程以外基本所有課程都能選修，也

能跨校區選課，但是因為全英文的課程相對較少，加上韓國學生搶課狀況

非常競爭，所以建議搶課日當天就要趕緊把想選的課搶下來。選課主要要

考量的因素除了自己想學的以外，語言程度會是另一個須考量的問題。設

計給交換生的課程分為兩種-全英文的課程，以及韓英雙語課程，後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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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K3級以上才能選修，而且雙語課程很多其實是上課講授用韓文，考試

及教科書內容是英文，所以若是韓文能力沒有一定程度的學生修起來可能

會有點困難，建議可以先跟授課教授聯絡討論一下。另外我當初遇到了一

個特殊狀況，因為化工系的課程我大部分在成大都修完了，想修其他工程

學院的課程，但是工程學院的必修課原本是不開放給其他交換生修的。所

以我便寫信給了工學院以及各個授課教授詢問能不能讓我修課，甚至還打

電話詢問，還好最後工學院准許讓我修課我才成功選到，因此如果有跟我

一樣是工學院學生要來慶熙大交換的要特別注意這點。 

 

(2)上課及學習狀況 

我在這次交換期間總共選修了五門課(共15學分)，包括一門化工系的選

修，兩門環境工程學系的必修課，以及兩門類似通識的教養課程，其中前

三門都是韓文授課課程，其餘兩門是英文授課，大部分的課程都是三學分

拆成兩天去上。單論課程難易度我認為慶熙大的課跟成大不會相差太多，

但報告數量多一點，最大的問題還是在語言隔閡上。我當時因為有韓文檢

定 TOPIK五級的證書，因此原本蠻有自信能夠 handle全韓語上課，但實際

上了發現還是蠻有難度的，很認真的聽也只能聽懂約6 7成的內容，授課教

授的授課方式以及口音的問題也十分影響理解容易度。舉例來說，有一門

在講授大氣汙染的課程，其教授因為講話語速較快，而且上課教材只有一

本全韓文教科書，上課方式也是想到什麼講什麼的類型，版書或 PPT輔助

很少，因此在這堂課內容的理解上變的比較困難，其餘的課因為有英文教

材的關係所以相較容易了許多。雖然有語言上的不便但我遇到的授課教授

人都很好，只要抱持著積極的心態跟教授們討論，教授都會很有耐心的說

明給我聽。我修的課程數在交換學生中算是比較多，基本每天都有課，其

中有一門課我故意選在首爾校區，這樣下課就能順便在首爾逛逛，但是兩

校區間的通勤如果靠大眾運輸要近兩個小時，所以我都是搭校內提供的

shuttle bus，一趟只要約30幾台幣而且大概一個小時左右就能到，一天從

早上到下午大約有4至5班的車次，所以對在其他校區有課的人算是相當方

便的。很多交換學生來韓國都會選擇學習韓語課程，但我因為已經學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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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間所以沒有特別再去修韓語課程，都是靠平常日常生活以及和韓國

朋友的對話來練習韓文。 

 

(3) 社團與課外活動 

 社團方面交換生也是都能參加，學期初會有社團博覽會可以去逛，但幾乎

所有社團都是有韓國人為主組成，因此要加入社團最好韓文要有一定的程

度，不然會很難融入社團活動。我當時加入了攝影社，社團活動主要有社

課、出遊拍照、MT(即 member training 類似台灣的宿營、會進行各種團

康活動及喝酒的遊戲)以及最後的相片成果展覽會。起初因為想認識韓國朋

友，我還蠻積極的去參加社團活動，但是因為不是每個社員都想跟外國人

(尤其韓文程度不夠流利的外國人)相處，所以到後期也越來越少去。反而

是另一個專門設計活動讓外國學生和韓國學生交流的社團-名為 KUDDY，其

辦的每個活動我都有參加，包括迎新派對、group small trip(文化體驗活

動)、farewell party..等等。許多比較好的韓國朋友也都是從那裏認識

的，若是想認識韓國或外國朋友的話該社團辦的活動會比較推薦，畢竟該

社團的人比較願意用英文和其他外國學生交流，也比較有意願認識外國

人。另外慶熙也有提供 buddy program(學伴)，基本上學伴能幫助交換生

一些生活上的問題，也能提供韓語一對一的教學。但是因為此計畫需要滿

足時數限制，所以相處起來變得有點像交作業的感覺，而且學伴本身和自

己的個性合不合拍也會是相處會不會順利的決定性因素。我申請到的學伴

和我就不太合，一整個學期也就單獨見過三次，反倒是跟其他交換生的學

伴比較合得來，常常跟他們一起出遊認識其他交換生和韓國朋友。慶熙國

際處也會補助交換生出遊計畫的資金(KHU bucket list)，只要將出遊計畫

寫成報告書並算好預算，經過國際處篩選後便能拿全額支付該計畫所有開

銷。像我和我的朋友就成功申請到去 DMZ(南北韓非武裝軍事帶)參觀的機

會，一個人補貼了3000多元台幣，因此十分推薦去嘗試看看這個計畫。 

 

(4)校園生活 

慶熙大學國際校區是一個非常大的校區，校園建築充滿歐洲風格，非常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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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學校坐落於半山坡上，因此常常需要爬坡，但是公車終點站剛好設置

在學校內部，校內搭公車是免費，所以能夠通過搭公車上去學校其他院校

或圖書館等其他地方。學校內除了宿舍的外包餐廳外，在學生會館也有提

供學餐，約台幣100元就能解決一餐；校內有多處有便利商店以及咖啡廳，

也有附屬銀行及郵局。而我個人則是最愛圖書館，華麗的裝潢以及窗明几

淨的自習室，裡面也有便利商店及咖啡廳，讓我在期中期末周在那度過了

許多夜晚。而慶熙的國際處人員除了英文以外，也有會講中文的工作人

員，任何事情找他們都會熱心積極的幫你解決，有一次我的錢包在學校附

近遺失，他們也是非常熱心的幫我打給警察局，附近店家詢問，這點我對

國際處對學生的態度給予高度評價。最後韓國大學的特色便是校慶，校慶

通常為期兩到三天，會請許多藝人來表演，校內也會有許多外來攤販進駐

或學生自己辦的小吃店以及各項活動。校慶期間是體驗韓國大學生青春的

絕佳機會，甚至半夜時整個學校還是沸沸揚揚，非常推薦交換生們可以好

好體驗這項台灣大學沒有的文化。 

 

3.日常生活 

(1)日常開銷及方式: 

我在韓國生活期間的開銷一個月約3萬台幣左右，其中吃飯是占最多比例，

因為韓國一餐的價格是台灣一餐的兩到三倍，我又算是比較常跟朋友在外

聚餐的類型，再加上交通，購物以及旅遊開銷，多的時候會花到3萬多台

幣，但是省一點其實一個月兩萬多台幣是沒有問題的。平常消費方式的話

都是以刷卡消費居多，除了一些小攤販只收現金以外幾乎所有地方都能接

受刷卡或轉帳，行動支付也非常普及。十分建議要去韓國當地的銀行開戶

辦卡，因為很多線上購物或是購物優惠都只能使用韓國當地的銀行卡，包

括買一些交通票(KTX、叫計程車)有韓國帳戶都會比較方便，和朋友吃飯付

錢時也能用轉帳的方式給朋友飯錢。我的銀行是位於校內的韓亞銀行(HANA 

BANK)，申辦時只需要帶學生證及護照去辦即可，但要注意因為韓國是一個

到處都要實名制的國家，因此辦卡的名字盡量和護照以及手機門號的名字

統一，另外等到外國人登錄證正式發下來後要記得去和帳戶綁在一起，才

能通過許多實名制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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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門號也是相當重要，許多大大小小的辦帳號會員、買票、網購、外送

都需要手機實名制認證。我是在出國前先買了親古通信的90天預付卡，等

拿到外國人登錄證後再進行續約。要注意在拿到外國人登錄證前都不算國

家正式認證的外國人，因此一拿到登錄證要盡快去綁手機號碼以及銀行帳

戶，會讓生活上方便許多。而外國人登錄證(ARC)的辦理可以自己跟外國人

廳預約或是跟著學校一起辦，自己辦會比較快但比須很早就預約，我那時

因為時間太晚所以便跟學校一起辦，大約在學期開始後一個多月才拿到登

錄證。 

 

(2)飲食習慣 

韓國飲食較為單一，不像台灣這麼多樣，而且口味都偏重鹹或辣且餐餐都

會附泡菜。大部分的餐點都缺少青菜，水果也是價格偏高，吃到後來其實

都是那幾樣，但是也不會說不好吃，大部分的食物都是有水準的。平均一

餐外食都要韓幣一萬元起跳約台幣$250以上，如果和其他朋友一起聚餐或

是吃到比較好的，例如烤肉的話就可能要畢竟韓幣15000-20,000(台幣350-

$500)有一點要注意的是韓國很多的餐廳都是要很多人一起分著吃的，也就

是共食，所以有時候一個人自己吃飯的話有些餐廳會拒收，這是比較不方

便的點，另外因為韓國的飲酒文化，所以幾乎每個餐廳都會有酒類可以點  

還有一個韓國的特別現象-咖啡廳的數量。韓國人是重度咖啡飲用者，他們

非常愛去咖啡廳，不管是聊天、談生意、讀書。咖啡廳的數量跟台灣的便

利商店一樣多且一瓶咖啡的價格跟台灣的手搖飲料差不多(一杯手搖飲料在

那邊可能要超過台幣$100)所以在學期間我也養成了以咖啡代替飲料的習慣 

(3)天氣與氣候 

韓國的天氣較台灣乾燥，但是空氣品質相較台灣好上許多，我是在夏季末

期去的，所以天氣還算還算是炎熱。但是到10月開始入秋之後轉涼的速度

會非常的快，日夜溫差大，甚至到冬天11、12月的時候就會開始有零下的

溫度，也會有機率下雪。因此大衣與羽絨外套幾乎是每個路人的標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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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沒有體驗過這般低溫天氣的人來說可能一開始會比較不習慣，但乾冷的

天氣其實不會像台灣濕冷天氣一樣那麼不舒服，所以其實不用過於擔心，

只要穿著衣服足夠保暖基本變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但要注意冬天時必

須佩戴手套及耳罩，不然暴露在空氣裡的身體部位會有凍傷的風險。 

 

(4)交通 

交通主要有兩種方式公車以及地鐵。公車本身就有紅藍綠等等不同顏色的

路線，地鐵更是錯綜複雜，第一次搭的人可能會迷路。若是在首爾市區內

的話地鐵會比較方便，而且停靠很多站；若是像我一樣從首爾市區外要到

首爾或是回去的話那公車就會較為方便一點(紅線是跨縣市公車)而公車搭

一趟的價錢約是2700韓元地鐵一趟大部分是2000左右，我因為校區本身不

在首爾而又很喜歡往首爾跑，所以在交通花費上也花了不少。搭乘方式的

話，韓國有一種類似台灣悠遊卡的交通卡-名為 T-money，使用方法就跟悠

遊卡一樣；或是使用韓國銀行卡也可以，因為該卡本身就附有交通卡的功

能，只是變成一個月扣款一次。若是適逢連假或剛好有時間想去更遠的縣

市旅遊，那麼也有普通的客運或是 Ktx(也就是高鐵)可以乘坐，甚至如果

想去到濟州島的話在平日也有非常便宜的機票價錢（2000台幣左右）可以

購買，另外如果有搭乘計程車的需求也可以下載 KaoKao Taxi App，利用

該應用程式能預估價格也能避免電話叫車，會方便許多也很快速。除此之

外，因為 Google Maps 在韓國不能使用的原因，所以一定要下載 Naver 

Map或是 KaoKao Map來使用。 

 

(5)消費方式與娛樂 

韓國是一個消費風氣十分盛行的國家。到處都是好看的服飾店以及美妝藥

品店，百貨公司也很多。網購也非常的盛行，我自己最常用 Coupang 來進



12 
 

行一些日常用品的網購，若是想直接採買日常用品也有如 Lotte Mart或

Home Plus等大型商場可以採買，尤其在 Daiso買日常用品的話價格十分

的便宜且實用性高，非常推薦去那購買所需用品。 

 

除了逛街購物以外韓國的投幣式卡拉 OK以及網咖數量也是非常的多，價錢

也都蠻便宜，而且網咖內的飲食也是非常的好吃。因此這兩個地方也是我

跟朋友非常常去的兩個娛樂場所。 

 

(6)人際關係 

在外交換的其中一個好處便是能結交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在慶熙大

學裡交換生有來自歐美的也有從日本印度等亞洲國家來。其中歐洲以法國

和俄羅斯人數量佔最多， 而慶熙大學是韓國大學裡中國留學生數量最多的

一所大學，所以中國學生的數量也是非常的多，也因此日常生活中英文及

中文用的反而還比韓文更多一點。我因為參加了許多交流性質的活動，因

此有幸認識到滿多其他國家的朋友。而我因為想練習韓文以及想交韓國朋

友的關係，也透過社團活動的方式盡量的去認識多一點韓國人，在課堂上

一起上課同學反而幾乎不認識，因為大家都是一下課就急忙地走，有可能

因為我是理工科系的關係，所以其他韓國人同學對我也沒有太大的好

奇。，但可能是因為我韓文程度不錯的關係，所以我在那邊大家都對我非

常的好，都會不吝嗇的幫助我，並沒有特別感受到排外的感覺或遭受到排

擠的現象。 

 

 

4.心得及建議事項 

(1)社會文化的觀察 

在韓國的這段期間對我來說意義非凡 看到了許多在台灣無法看見的樣貌 

韓國是一個科技非常發達的國家，高度的自動化讓日常生活起來非常便

利。大眾交通運輸系統規劃的非常完善，治安也相當不錯。注重生活細節

以及守規矩的民族性，也讓生活有較高的品質；但是韓國的社會風氣也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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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壓抑，過度強調社會的整體和諧性導致大部分人的服裝及打扮特色都非

常相近，若是行為跟大眾眼光較為不符的話可能會接受很多壓力以及異樣

眼光。外貌至上以及功力主義的特色也讓韓國社會十分的高壓競爭，這點

尤其在期中考跟期末考周的時候就能看到，韓國的學生都是沒有在睡覺的

準備考試，他們非常在乎成績，因為大學成績會是他們未來進入職場非常

重要的因素。另外韓國大學生有非常多人會選擇休學一年當作 gap year，

期間去累積工作經歷或出國開拓視野及尋找未來想走的職場方向，個人認

為是個值得效仿的學習文化。 

(2)自我成長及收穫 

關於自我的成長首先是外語能力的進步，我因為是成功大學當屆唯一一個

去慶熙大交換的學生，而又剛好這些交換生裡只有我一個台灣人，所以大

部分時間我都要去和其他外國人相處。從這個過程中除了大幅加強了我用

外語表達自己意見的能力以外，更體會到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的不同想法

以及價值觀。也是因為參加許多交際活動，原本不善於與他人相處的我在

面對其他人時變得更加的有自信以及更勇於發表自己的意見看法。另外我

也很享受文化交流的過程，尤其我向非常多的外國人推廣了台灣的特色，

以及邀請他們有一天人來台灣旅遊。甚至認識的一位法國朋友在學期間抽

空來台灣旅遊時，我也幫他們推薦的非常多的景點，因此我自認為在國民

外交這上面我是費了不少功夫，也透過和這些外國人相處讓我對未來前往

國外就讀研究所的目標有了更多的把握及嚮往。我也在學期後半段結交了

非常要好的韓國朋友，我們幾乎每天都一起去圖書館學習也會一起參加活

動，這些在交換期間認識的朋友妹回國至今後還有聯絡也成為了另一種我

寶貴的人生資產，非常慶幸能擁有這些緣分。 

 

在學期間也體驗到了韓國及台灣的學生不同的學習環境也對韓國的學術生

態有著更進一步的了解。我也有去請教一些教授及研究領域相關的經驗，

讓我對未來的研究方向有了更多的想法；同時也因為韓國競爭的環境，讓

我耳濡目染地在學習上花了比原本更多的時間，畢竟看到其他韓國人都不

睡覺，自己怎麼敢怠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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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本身就喜歡韓國的文化，一直想去其他地方看看，所以學期正式結

束後我多留了一小段時間去韓國其他地區一個人旅遊，例如釜山大邱江陵

等縣市。去真的體驗不同城市的風俗民情及生活方式，也因為喜愛韓國流

行音樂文化，所以也藉此機會去親眼看偶像，一圓一直以來的小小夢想 

 

總體來說我非常喜歡在韓國的交換生活，這期間帶給我在想法及價值觀上

很多的改變，讓我對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有更深的了解，對於未來的方向

也更加的確定。非常感謝學校提供我這個難得可貴機會，使這段時間成為

了我人生中一個無法忘懷的經驗。 

 

(3)個人建議 

我認為既然出國了，就要勇於突破自己的舒適圈多去嘗試未曾體驗過的事

物，保持著一個熱情並富有學習力的心是相當重要的。再者因為這邊中國

人口其實不少，所以其實韓文不好的話，並不會如想像中帶來非常大的不

便，但是如果想結交韓國朋友或更好的融入當地社會強烈建議把韓文學好

或至少有一點基礎，因為韓國人對於會講韓文的以及不會講的外國人的態

度區別蠻大的。我認為我在韓國能有這麼好的生活體驗，有一大部分也要

歸功於我的韓文程度。因為韓國非常重視團體生活，所以在外一人有時會

感到特別孤單，所以學會和自己獨處也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另外在韓國街

頭上很常會有人莫名跟你搭話，大部分是宗教相關人士及詐騙集團，尤其

後者很常挑外國人下手，我在韓國期間就遇到了兩三次，這點會需要特別

留意不要在國外受騙。最後希望所有來韓國交換的成大學生都能留下屬於

自己美好的回憶，並平安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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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交換期間學習之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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