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學海飛颺心得

我是廖子萱，就讀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於111學年度獲得院

級交換生資格，前往日本東京的立教大學交換一學年。我將會把自己在日

本一年交換的所思所想分為四大部分撰寫。

（一）校園生活

立教大學提供給國際生非常充足的協助，新學期的說明會長達一星

期，包含了語言班的分級考試，以及會帶學生辦理入籍手續還有開通電信

服務，除了特定幾項指定的項目，多數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選擇參加。秋

季學期開始時，我被分配到J4的班級，屬於中級程度，立教大學在課程規

劃方面，將其分為會話、閱讀、作文、文法四大類，每一項課程裡，學生都

會被要求全日文溝通，也因此在課堂中能夠盡可能用到日文，同學們來自

各地，多數時候是用英語交流，但在上課的場合，大家還是會努力用自己

的日文拼拼湊湊，老師也會很細心地提出修正，讓我們的日文越來越流

暢。

立教大學的絕大部分課程是以英文授課，因此國際生也能參與，與

本地學生一同上課，只有幾類特定用日文講授的課程會要求學生具備J5
或J6以上的能力，我自己在春季學期多上了兩門德文課，多數時候的本地

學生或多或少較為內向，上課時的參與度也不見得十分良好，我個人認為

仍然是日文課學生人數少，以及高密度的練習對我來說最有收益。

除此之外，國際生也能參與本地生的社團，不過因為我是在秋季學

期入學，與日本學生的步調差了一學期，多數社團的聯招在春季，而如果

想要在秋季加入社團，只能靠自己從網路上聯繫，預約時間並且確認該社

團能夠容納新生，我認為在這點上還是比較需要費心思，我在秋季時加入

了和樂器社團，主要學習如何演奏三味線，也有學習不少日本當地的民俗

舞蹈，由於可以從社團借樂器，再加上三味線在台灣並不興盛，我得以用

較低的成本在當地體驗到和樂器是如何演奏，這方面的收穫讓我感到很有

價值。

隨著疫情後日本國境開放，能夠順利入境上實體課的國際生增加，

大學端的國際事務處也舉辦了許多語言交流的活動，我大多是與當地學生

進行語言交換，也有幾次參與較大的活動，例如京都的中學生前來立教大



學參訪，並用英語與我們共同交流想法，我認為是其中一項特別有趣的活

動。

（二）居家趣味

我在朋友的介紹下入住了東京當地的寄宿家庭，與一對夫婦和他們

的八歲小孩同住，起初我的日文能力很是不足，很多日常生活的單字不會

說，更是聽不懂，但在該處住了約莫一個月後，已經能夠用日文進行絕大

部分的交流，因此我也很感謝他們，無形之中讓我的日文在聽說方面增強

許多，而這些部分正是在學校很難以好好練習到的。

偶爾連假時，我們會一同出遊，通常都是自駕到長野露營，在當地度

過兩天一夜或是三天兩夜，其實在這一年下來，這個家庭是我最為熟悉的

當地人，他們很樂於文化交流，更是很喜歡台灣，有好幾次的旅遊紀錄，晚

餐時段的聊天時光更是我回國後最想念的，和他們一起度過的這一年，對

我來說充滿了快樂的回憶，我也很慶幸因為有學海飛颺的獎學金，能夠讓

我在寄宿家庭過上與其他交換生不同的居家生活。

回國後，我們仍然保持著聯絡，而因為這個家庭已經接待留學生十

多年，我也藉由他們認識了許多前任住客，他們都是非常有趣的人，而我

也有同時在住的室友，分別來自美國和法國，對我來說和他們一起交談，

理解彼此的思維，整個過程都充滿了新奇，而且也因為一起住，我們的生

活產生了連結，朋友圈也會開始重疊，因此除了學校認識的朋友之外，我

也有屬於其他學校的留學生朋友，多數都是在室友或是寄宿家庭的介紹下

促成的，對我而言是很棒的體驗。

（三）休閒娛樂

當初選擇日本，又或者是學習日語，無非是因為對當地的文化有興

趣，我特別喜歡的是日本動畫，來到日本後，除了在校園學習與社交之外，

周末最常在東京各處逛逛，偶爾會遇見出現在動畫作品內的場景，或是找

間巷弄內的小店獨自享受一個人的時光，對我而言，獨處並非難事，我反

而在週末的休息下，能夠獲得更多能量。



我也喜歡旅遊，在寒假與暑假時，我分別去了許多地方，從北海道到

九州，京都到福島，無論是與同儕結伴，又或是一人獨旅，我認為日本各處

都很適合旅行，我在過程中也很享受每個地方的風情，畢竟日本雖然與台

灣一樣都是島國，但面積而言，日本比台灣更大，因此各地有著更加顯著

的差異，甚至連方言都非常有特色，而要是我不會說任何疫點日語，我很

可能不會觀察到如此細微的部份，也因為我能夠說日語，無論是城市或是

鄉村我都能自在地前往。

剛到日本的一個月，我其實對自己非常沒有自信，隨著我的語言能

力慢慢增加，我也漸漸有勇氣用日文表達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一點是不

再害怕犯錯。因此，在這樣的思維下，我的日文能夠順暢地與當地人溝通，

也因為擁有足夠的日語能力，我才得以享受非常本地化的旅行，我原本是

個內向的人，現在可以說我在日本愛上了旅行，更是喜歡上與當地人交流

所帶來的驚喜。

（四）成長學習

即使是已經回國一段時間，我仍然精進著自己的日語，特別是在商

業日語方面，我認為自己在敬語的部分還需要練習，對我而言，若是在未

來想要用打工度假的簽證重返日本，我會思考到在當地求職長居的可能，

也因此商業日語是不得不多加努力的一部份。雖然目前我的規劃並沒有如

此長遠，不過語言能力是一項可以儲備的技能，因為永遠不知道何時會派

上用場，特別是在日本留學後，我漸漸體驗到這件事。

我在日本認識了許多來自歐洲與美洲的學生，在與他們交流後，我

認為我還有很多能夠往世界各處闖蕩的時間與機會，加上疫情那被閉鎖整

整兩年的時光，我開始思考到人生的目標與意義會隨著時間與機運被轉變

，因此我更想要的是在我能夠有所把握時，踏出自己的舒適圈往外走，無

論是重返日本，又或者是前往其他國家體驗生活，我都希望我能抱持著這

份勇往直前的初心，用自己的腳步探索這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