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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新加坡國立大學(NUS)是我當時唯一申請交換的學校，新加坡的都會繁華、多元

文化與國際接軌，一直以來都是我所嚮往的。很幸運，最後的甄選結果如我所

願，於此，我便在隔年八月踏上旅程，展開了一學期的交換生活。以下內容分

享了我在新加坡交換的諸多事宜，包含行前準備(NUS 錄取信、IPA Letter、宿舍

申請與選課等前置作業)、當地宿舍及校園生活，與學期間在新加坡或鄰國的旅

遊參考。同時，此份報告書亦提供了一些建議，供未來有意前往新加坡國立大

學交換的成大同學們參考。 
 

一、英文摘要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was the one and only choice that I decided to 
apply as the school for exchange. The prosperity of the metropolitan vibes, cultural 
divers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pularity of the country are those major attractions 
that I have been fascinated by the Lion City, Singapore for long. Fortunately, the 
applying result came out as my wish, that is, I’ve got the opportunity to be 
recommended by NCKU, being able to start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brand-
new periods of time throughout my life. Thus, I set for the exchange journey in 
August of the upcoming semester; arrived in NUS, where I spent the four-month as 
an exchange student. The following are those exchange-relevant stuff when I was 
studying in Singapore, including preparation before departure, local dorm life and 
campus study, and some fun sharing of the traveling in Singapore as well as visiting 
neighboring countries. Meanwhile, this report also provides quite a few suggestions 
to those who would like to exchange in NUS in the future. I am willing to share my 
experience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for students of NCKU. Last but not least, I’d like 
to thank NCKU for sending me to Singapore. This is truly a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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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這趟出國交換可不是單純的遊玩性質，多的是喜歡新加坡的多元共榮，且迫不

及待結交不同背景的朋友，期待跨文化相處所迸發的火花。更重要的是，我想

體驗有別於台灣大專院校的教學模式，在世界排名前十的頂尖國際學府學習。

同時，體驗同為華人社會(為主)，但多語並用、蘊含豐富人文色彩的新加坡在地

生活。 
 

三、過程 
赴外前置作業 
1. NUS 錄取信、IPA Letter/ STP 學生簽證(到 NUS 之後) 
在成大公佈交換甄選的結果後，還需要進一步等待欲交換學校的 Offer 通知，才

算是完成了學校錄取的確認。其後，會陸續收到校方的郵件，隨信都會註記該

階段所須辦理的事項，包含選課時程與宿舍申請。若是有任何疑問，同學都可

以主動寄信至 NGhelp 詢問，印象中回覆時間都蠻快的。 
 
至於交換不可或缺的就是學生簽證(STP)，出國前必須按照校方郵件的指示，線

上辦理 IPA Letter，並將該文件留存。之後，ICA 會來信通知預約時間，差不多

於學期開始之初，在校內的 Offsite Enrollment 即可完成學生簽證的辦理。綜

上，同學只要特別留意信箱的收信，一切都不會有太大問題的。 
 
2. 宿舍申請與 EduRec 選課 
關於宿舍申請，同學除了注意校方來信外，也可以自行上網爬文，參考過去交

換生的住宿體驗，決定適合自己的房型和住宿環境。此外，宿舍與系所位置的

相距也是重要考量，宿舍價格也是不少人在意的地方。至於選課，同學可以參

考 NUS-Mod，上面有許多對於該堂課程的評價，多數人心得都寫得蠻詳盡的，

也有附上聯絡方式，若有修課相關的問題，大致上都蠻容易連絡上分享者，更

甚是該堂課的助教。 
 
校園生活 
1. 宿舍生活: Eusoff Hall  
很幸運我抽到的宿舍正好是我的第一志願，Hall 體系的宿舍是當地學生的熱門

選擇，除了可以參與豐富的 CCA (Co-Curricular Activity)、大小節日慶祝與晚會表

演；另外，也因為入住 Hall 必須參加 Meal Plan 的規定，同時減低了我在新加坡

的餐食花費。(不過，食物好不好吃因人而異，可以每天祈福。)  
 
在朋友的推薦下，我毫不猶豫地將 Hall 擺在前面的志願序，也正好是我的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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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使我融入當地的宿舍生活沒太大的困難——我參加了 Acapella 的 CCA，
於是乎也在一年一度的 Eusoff Culture Night 粉墨登場了。四個月的 Hall 生活，

著實替我的大學最後一個學期增色了不少，是每每回想嘴角都會不禁上揚的那

段愉快青春歲月。 
 
順道一提，Eusoff Hall 的後門除了有出名的 Supper Stretch，是我們三五好友頻

繁出沒的宵夜地點，那邊有泰式、印度料理與馬來口味等異國餐廳。另一必提

Eusoff 當然是其地利之便，宿舍的後門就是 Kent Ridge Bus Terminal，搭乘市區

公車很方便，也有校車 A1, A2 經過。(不過相較於 Utown 的 D1, D2，著實是比

較繞。) 最後，特別推薦選課集中在 Art and Social Science Faculty 的同學 Eusoff 
Hall，因為宿舍前們出去跨一條街就可以到系所了，可以省去通勤。 
 
2. 課程修習 
與台灣相同，新加坡的學制一樣分為上下兩學期，但差別只在於新加坡比台灣

的學程提早一個月開始。另外，新加坡的教學似乎更偏向西方體系，基本上都

是英文授課，更不用說學校的網站、資訊都是英文呈現。此外，我特別要介紹

一下 NUS 最不同於成大的地方—隔週進行的 Tutorial Class(助教課)，與 Lecture
正課的教學及比重不相上下。每次的助教課我都不敢怠慢，必須在課前做好預

習、備妥當週上課的指定討論內容；會這麼認真其來有自，因為每個人都必須

在課堂發表自己的見解，教授與助教除了教學內容輸出外，他們也同樣重視學

生的想法與理解。(註：Participation matters! It counts!)  
 
有鑑於我在成大的主修是外文，我的選課清一色來自 Art and Social Science 學

院，以下特別介紹兩門我印象深刻的課程。 
 
Introduction to Media Writing 
這是新聞與多媒體系所的必修課程，授課的老師是曾任職於國際著名報社的媒

體人。十幾週的正課時間，老師介紹了許多新聞寫作的樣態，及各體裁的寫作

要點。寫文章並非難事，但怎麼寫出精煉客觀的報導可真是好大的一門學問。

身為外文系的學生，對於英文寫作再熟悉不過，然英文非母語著實讓我有些許

先天用字遣詞不比母語人士純熟的障礙，更何況是先前未曾接觸過的新聞寫

作，剛開始的前幾周確實難熬。幸好，透過助教課的密集寫作訓練，漸入佳

境。(註：嚴師出高徒，這堂課建議英文寫作有一定基礎的人選修) 
 
Social Work: A Heart-Head-Hand Connection 
這是社工系學生的重要入門課程，除了社工專業的相關歷史、發展與應用，這

門課的老師也邀請了諸多社工前來演講，讓大家對實務運作能有更深刻的瞭

解。社工處理問題之範疇包羅萬象，小至個人，大至整個社群與大環境、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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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簡單而言，社工主要的職責與肩負的任務在於協助個案處理生理與心理上

的問題，防患未然，且避免惡性循環，使個人能重新適應社會生活。 
 
對我而言，這堂課不單就是單向的理論知識吸收，老師更看重的是每位同學的

想法，因此，每次的助教課總是會有 Case Study 與 Role Play 環節，後者最常見

的就是三人一組，分別扮演 Observer, Social Worker and the Case Party (Patient)。
經歷了一學期的學習，我發現自己收穫最大的部分是更懂得同理，更懂得不妄

下定論，在我們透徹了解任何人之前。雖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然，那些

受苦靈魂的可憐與可恨，當然也只有身為當事人才能全然了解其中掙扎之痛

楚。又，透過學期間的兩次當地社福機構參訪，使我得以對這門專業，尤其是

新加坡的社工領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3. 課外休閒—放寬心的玩吧！ 
不愧是東南亞的海上十字路口，由於新加坡的地利之便，造福了我們這些交換

生。除了在市區走走，每到周末或是為期一周的溫書假時，我們三五交換生朋

友便會相約至鄰國遊玩。馬來西亞、印尼的峇厘島、民丹島及火山行程，又或

是 ASEAN 國家都是不錯的旅遊地點，重點是價格划算，更沒有風塵僕僕、耗時

費力之擔憂。 
 

四、心得與建議事項 
心得 
以上是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交換分享，2023 下半年著實是我充實難忘，且是

行至目前的生命旅程以來，特別多彩的一段時光。透過了這次的交換，我體驗

了自己第一次單獨出國，隻身在外的四個月海外生活，到現在回想起來仍是覺

得不可思議，我竟然可以獨立成此等地步。最後，給一樣嚮往新加坡交換生活

的同學們的最好建議——出國前請好好充實自身的英文口說，如此一來，便得

以更快的融入當地生活、無往不利。總的來說，只要你不怕開口講、不要只待

在能說中文朋友的舒適圈，你一定會收穫一趟新奇有趣的交換旅程。 
 
註: 關於迷幻的 Singlish accent，放心，差不多前一個月就能適應了。 
 
建議事項 
融入「新」生活— 電子支付不可少 
不同於台灣，新加坡的幣值計到小數後二位，電子支付盛行，隨處商家包含熟

食中心的小販皆支援電子支付。同時，可省去結帳拿錢找錢的緊張感，也可以

保持雙手乾淨。建議同學到新加坡後可以考慮開一個當地帳戶，我是使用

DBS，它的電子支付 APP Pay Lah! 方便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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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新」生活— 要習慣炎熱潮濕的雨林氣候 
「切記，防曬真的很重要！」不過，行文至此我不禁感到心虛。新加坡真的已

以熱出名，我特別在出國前購買的 one boy 完全穿不住，每每汗流浹背到懷疑

人生的境地，難怪當地朋友總是告訴我一天要沖涼個好幾次。想當然耳，在新

加坡的數月，我的膚色黑了好幾階。 
 
融入「新」生活— 要習慣沒有台灣的方便 
不同於台灣，新加坡的公車不會有聲報站，必須時時刻刻緊盯著地圖，以免錯

過下車的站點。另外，到新加坡後才赫然發覺，台灣人真的是被超商的便利性

寵壞了；在這裡，超商商品貴得驚人（總體來說，新加坡這個國家物價極高，

不外乎是亞洲數一數二），而且也沒有台灣琳瑯滿目的商品陳列。更別說滿足購

買其他日用品之需求，也沒有提供取貨服務。最後，談到食，至關重大！提醒

大家，新加坡的熟食中心(Hawker Centres)與一般不收服務費的餐館不會提供衛

生紙。於此，交換的這四月，我自然養成了自備面紙的良好習慣。然後，用餐

完畢要自行回收餐盤，以免構成罰款事由。 
 

五、附件 

 

1) 到達新加坡的第一週，當地友人帶我們走訪了觀光客必遊的魚尾獅公園 
2) 繽紛的新加坡國慶煙火 (picture taken at Marina Bay) 

 

3) 與 NUS 學伴同遊 Botanic Garden    4)著名的 NUS 地標，是熱門的打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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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祿:新馬的國民飲料  6) Lat Pat Sa Satay Street   7) 一定要品嘗的肉骨茶 
(附圖攝於馬來西亞檳城) 

 

   
 
8) LiNus, NUS 的吉祥物，非常搶手 
9) 10) Eusoff Hall 的大小晚宴、活動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