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赴國外修習

返國後心得報告書

一﹑學生資料 填寫日期：3      月      25      日  

英文姓名（姓, 名）：

LIN, CHING-HUNG

臺師大就讀科系所、年級：

國文學系 109級

修習國家：

中國

修習校名：

南開大學

修習學院：

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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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科系：

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

赴外學期別：

110  學年（民國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一學年■ □ □

修習期間： 2021年 9月 ～ 2022年 1月

二﹑修習課程名稱

修習課程名稱 任課教授 學分數 學季/學期

中國政治思想史 孫曉春 3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

邏輯學概論 李繼東 3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

西方哲學 賈江鴻 4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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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政治哲學名著選讀 曹欽 2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

應用倫理學 林建武 2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

當代政治哲學 趙亞瓊 2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

抗日戰爭史 郭寧 2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

非形式邏輯導論 于詩洋 2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

(表格不足請自行加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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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分享（如學術方面、生活方面、開銷概算等，約 1500

字）

　　在這段為期近半年的交換生活中，我最滿意的就是包括師資、

圖書館等等由南開大學提供的學術資源了。在選課上，我一開始基

本上是以選修在臺灣可能比較少甚至根本沒有開設的課程作為選課

原則。不過後來實際上課時，我認為雖然由馬克思主義學院開設的

某門課程在其名稱中有「哲學」二字，但是該課程給我的感受與我

在臺灣修過的甚至南開大學本身的哲學院開設的哲學課程都頗有差

異，基於對哲學課程中能夠包容多元思想的期待，我後來還是把那

門課退掉了，不過我會建議臺灣學生在不那麼排斥的情況下嘗試接

觸這種可能與對岸在思想政治教育上比較相關的課程，或許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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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大陸學生在相關看法上的形成思維。當然，這個選課原則也有

幫助我選到那種令我感到不負此行的課程，其中非形式邏輯導論這

門課程即屬此類。據我所知，非形式邏輯的研究是自上個世紀中葉

才興起的，不過我看目前在臺灣地區的所有大學中，基本上不但仍

然未見與這門新興學問相關的課程，各哲學系所也還沒有具備該專

業的教授，雖然南開大學這門課的老師也還只是博後而不具備正式

的教授資格，但從這位老師的學問以及這門課程的開設來看，我是

相當肯定大陸地區在學術進展上的某些方面是更與時俱進的。然而

我認為也值得一提的是，在老師說明小組報告（在那邊通常稱為

「展示」）的要求時，其中一項要求是報告內容不要涉及政治，因

此我舉的都是自然科學的例子，雖然老師很肯定我的表現並表示值

得其他同學學習，但是我覺得該要求其實在某種程度上限縮了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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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該主題的機會。而在我回到臺灣繼續求學後，我在臺大碰到的

老師反而在第一堂課就有強調自己在舉例上一定不會刻意避開政治，

兩岸差異可見一斑。

　　此外，我也參加了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舉辦的學術講

座，講題是有關美國國內的政治極化現象如何影響其對中共的外交

政策。我覺得他們在入口處放置免費口罩以供參加者領取的安排十

分貼心，因為當時在校園內只有在特定場合才必須戴口罩，這樣的

安排應該能讓臨時想要參加的人不會因為沒有隨身攜帶口罩而被擋

在門外。而直到入場後看到現場的布條，我才發現這個講座似乎是

為研究生舉辦的，講座內容也很豐富，在我看來，主講人大致上是

以統計數據等經驗性證據來證實美國國內的政治極化現象，接著套

用與選舉相關的政治理論，再將結果推展至以現實主義為預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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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社會。整場講座聽下來，我認為其中一個結論是如果美國國

內的政治極化現象持續加劇，那麼未來無論由哪個政黨執政都會對

中共採取表面上的強硬態度，因此對於中共這一方而言，應該先理

解這個結果的成因才不致誤判情勢，我認為這位主講人的推論很有

說服力，也感受得到他為自己心目中的國家奉獻的態度，對此其實

我是有點羨慕的，畢竟我曾經也以報效國家為志向。當然，我完全

認同大陸地區的一般民眾對美國各政黨的敵視往往就是基於這種對

情勢的誤判，而且我也強烈懷疑他們在短時間內擺脫這種狀態的可

能性。在一班天津往上海的火車上，我曾與一位萍水相逢的大陸人

聊天，他主張中共的軍機往臺灣飛是因為美國的軍機與軍艦先駛近

臺灣。

　　除了以上的課程與講座外，我認為南開大學的圖書館藏書頗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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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外文文獻上，因為我之前在臺灣曾經找過一些似乎較為冷

門的文獻，發現其中有些甚至連本校的圖書館都沒有館藏，而那些

文獻在該校圖書館卻是找得到的，若單純以這點來評估的話，我認

為南開大學可能與臺灣大學相近。只是在中文文獻上，要在該圖書

館中找到臺灣學者近來的學術著作實在有點難度，我想這是比較大

的缺點，畢竟我相信臺灣學者絕對有一些學術地位夠高而應該被收

入該圖書館中的學術著作。我覺得也值得一提的是，交換生也能透

過南開大學校務系統的帳戶免費下載中國知網的文獻，即使在當地

一時無法使用本校圖書館帳戶下載也不用太過擔心。

　　生活上，我認為最需要注意的是手機門號。由於當地的防疫政

策，目前到大陸地區後是需要先隔離的，之後在校外也需要連網才

能顯示健康碼，因此建議在臺灣就先準備好一個當地門號，例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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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電信的環球卡，我自己是買了易博通的門號，然而在使用上只有

接收簡訊的功能較為穩定，打電話與接電話的功能常常無法使用，

不過就我這次交換的經驗來說，有當地門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以簡

訊接收各種驗證碼。至於若想在天津當地辦一個新的手機門號，其

實對只有大陸地區通行證而沒有大陸地區居住證的臺灣交換生來說，

我感覺已經變成一件非常不方便的事情，這可能與當地已經推行了

必須實名辦理門號的政策有關。雖然南開大學津南校區內就有中國

聯通與中國移動的據點，但那邊的據點根本不能用上述的通行證辦

新門號，而且工作人員也沒有告知要去哪裡才能辦。我是因為有時

候會出校走去距離南開大學津南校區最近的購物中心吾悅廣場買東

西，在路上發現了另一間中國聯通，雖然進去問了以後發現那間也

不能辦，不過那間的工作人員有告知我這種情況應該要去中國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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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月壇營業廳才能辦，最後我才終於在那間營業廳辦好，雖然他們

說我只能辦原價的方案，但是我認為即使是那樣的方案在價格上都

比在臺灣辦的還划算。我的經驗是沒有可以接電話的當地門號就會

因為收不到語音驗證碼而不能使用美團外賣這個外送平台點外送，

而只有通行證也無法辦理帳戶租借共享單車。在只能步行的情況下，

南開大學津南校區的地理位置又比較偏僻，我從該校區的南門走了

一小時左右才抵達那個營業廳。

　　我覺得銀行開戶反而比較容易，只要拿到校園卡之後就能在校

區內的銀行辦，開戶要辦的是借記卡，我覺得那應該就是在臺灣被

稱為金融卡的東西。說到校園卡，我認為值得一提的是當地的校園

卡並不等於學生證，好像只有用學生證才可以買到火車的學生票，

不過交換生只會拿到校園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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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住宿事宜是另一個重點，可能因為我比較晚才入校，我碰

到的情況是床墊需要自己去校外購買，當時我走了快一小時去吾悅

廣場才買到。不過在我交換的這學期，那一帶的地鐵站完工了。我

對寢室內的床和書桌都很滿意，但是我被分配到的宿舍淋浴間是沒

有門或簾子的，而且走廊的天花板有時會漏水。宿舍內有飲水機、

零食飲料的自動販賣機、自動磨豆咖啡販賣機等等，可謂設備齊全。

　　我很幸運在 11月就碰到了天津的初雪，有些人會堆雪人或打雪

仗，自認比較耐寒的我當時還能夠穿短褲出門，但到了 12月底的時

候，即使沒下雪我也不敢穿短褲出門了，而且就算我穿長褲出門也

還是感到很冷，河面也會開始結冰，寒流（在那邊似乎通常稱為

「寒潮」）來的時候一天的最低溫度甚至可達零下十餘度，到了 1

月我有明顯感覺到自己的毛細孔變得比較粗，還不小心把自己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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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到流血，建議若要在上學期到天津交換還是要注意保暖，學校大

概在 10月到 11月之間開始供暖，但即使室內有暖氣外出也還是很

冷，而且我在校園內並未找到有賣乳液的地方。

　　關於社團活動，我參加了龍舟隊的訓練，體驗了划龍舟的感覺，

也加入了排球社、紅十字會社，如果不知道社團博覽會的舉辦日期，

建議可以每天都去公共教學樓附近看看，我記得我是在九月的時候

去的。但是有些社團會在文科食堂附近而非公共教學樓那邊擺攤，

像是青年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心之類的。兩岸在用詞上有一些比

較明顯的差異，比如他們會說社團「招新」或「納新」而非「迎

新」，不過我覺得因為用的字其實都能表達出差不多的意思，所以

並不難理解。我想比較需要注意的是車輛紅燈右轉在那邊好像是合

法的，對我來說這種制度上的不同反而更需要花時間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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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我剛好在交換快結束的時候碰到天津本土疫情爆發，導致

我在南開大學津南校區滯留了幾天而多花了一些生活費，加上我相

信南開大學港澳台辦不會再讓其他交換生像我一樣面臨被迫延後入

校的窘境，因此以下開銷概算僅供參考：

為了節省隔離費用，我選擇從上海入境，並在上海待完 14天集中隔

離與 7天自主健康監測後，再搭最便宜的綠皮火車前往天津，離校

後也是搭最便宜的綠皮火車回上海，兩趟都是買硬臥。酒店費用都

有加上生活費，比較瑣碎的交通費用就不另外列出了。

1.桃園飛上海機票新臺幣 10000元出頭

2.集中隔離 14天被分到只花人民幣 4900元的浦江維也納酒店

3.到另一間維也納酒店進行 7天自主健康監測約人民幣 2000元內

4.到天津又找一間維也納酒店住了 10天左右約花人民幣 2000元

第 13 頁，共 39 頁



5.入校後四個月生活費約花費人民幣 5000元

6.到上海臨櫃買機票飛桃園約花費人民幣 5500元

關於最後一張機票，因為當時我的銀行戶頭裡面已經沒有足夠的錢

訂票了，最終只好到了機場把銀行裡面的存款領出來才湊出能買機

票的現金，當時距離那個航班的起飛時間已經太近了只能用比較貴

的原價買。最後，提醒一下大陸地區似乎有不少酒店是不接待僅持

有通行證的港澳臺旅客的，這也是我一直選擇維也納酒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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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片（如有，請提供）

↑在上海集中隔離的時候在電視上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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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解除隔離後於無隔板的麵店享用的第一頓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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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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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健康監測期間要去醫院做兩次核酸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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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從上海的地鐵站出站去搭最省錢的綠皮火車前往天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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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南站的這間餐廳在臺灣的名字是必勝客歡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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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津後的第一頓飯是大碗的燉肉刀削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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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津後才第一次吃到煎餅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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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南開大學津南校區的宿舍寢室內部真的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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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大學津南校區公共教學樓的教室也讓我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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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大學津南校區一隅

第 25 頁，共 39 頁



↑那年天津的初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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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從宿舍窗戶往外看就能欣賞到的雪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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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經驗是走在這種開始融化的冰層上面很難不滑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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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雪直接讓南開大學龍舟隊暫停訓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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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光明媚的龍舟隊津南洪泥河訓練碼頭

第 30 頁，共 39 頁



↑我真的好懷念不用離開宿舍就有現磨咖啡可以喝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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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吃青菜與省錢我在南開大學津南校區最常點的就是青菜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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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點鐵板牛柳加小白菜導致食堂阿姨直接叫我小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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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南開大學八里台校區幫別人跑腿後在該校區點的牛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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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偶爾也會去吾悅廣場的和府撈麵用餐犒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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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悅廣場有間麵店賣的板麵不但便宜還總是讓我辣得好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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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疫情爆發後有幾天學校裡的 7-11架上都長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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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餘學以致用並促進兩岸民間交流

（可惜該作者後來因為其他文章涉及政治不正確而被封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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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音檔（如有，請提供連結）

我有存一段 27秒的划龍舟影片，只是因為並未徵得影片中其他人的

同意，恐有侵犯他人肖像權的疑慮，因此不便上傳。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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