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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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8.10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姓, 名）： 

Chang, YUN JOU 

臺師大就讀科系所、年級： 

社教112 

修習國家： 

日本 

修習校名： 

明治大學 

修習學院： 

國際日本語 

修習科系： 

國際日本語 

赴外學期別： 

＿＿111＿學年（民國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一學年 

修習期間： 2023 年 3 月 ～ 2023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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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アジア地域研究 近藤大介 2 春学期 

口頭表現 矢口貢大 2 春学期 

比較文化学 張競 2 春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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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  

明治大學總共有 4 個校區，最主要的兩個校區是駿河台校區和和泉校區，

但我修習的國際日本語學部是位於中野校區，看上去就是一大棟商業大樓一樣

氣派，沒有另外兩個校區大但周邊環境很舒適宜人，有一大片草原、中午開始

會有餐車常駐，也有不少餐廳，附近商店街有下町風格。中野校區雖然不大，

但其實很多校務資源都具備，幾乎不需要特地去別的校區就能辦好很多事。  

學業  

和關西學院大學很不一樣，明治大學在入學前是可以選擇學部的（但各學

部有其要求的日文能力，國際日本語學部是要求日檢 N2）。個人覺得明治大學

在選課方面並沒有說的很清楚，我是自己去明大的國際事務處問過才知道，他

們並沒有要求交換生一定要修幾學分，也沒有特別開設給交換生的課程（這是

我自己的情況，不確定有無針對日語初學者的課程），所以交換生必須根據自

身日語能力選擇修課。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交換生有一些課程並不能修，像我原

本有選一堂課，第一堂課參與了、名單上也有我，但第二週確定課表下來後卻

發現交換生不能修那堂課。明大也有幫留學生配對一位指導老師，選課前有想

要相談的話可以聯絡那位老師，但我自己完全沒有見過我的指導老師，也沒有

收到那位老師任何訊息。  

活動  

1. 明大有舉辦一些留學生交流活動，但主要的活動校區都是駿河台校區，自

己比較不方便，所以參與的比較少。明大舉辦的留學生交流活動性質比起

交流或談話類型，更接近仿效歐美的派對舞會，優點是可以和一大群交換

生一起玩遊戲，缺點是少有深度交流、沒辦法更了解對方的文化。  

2. 不確定其他學部有沒有，不過國際日本語學部和關學一樣有分派學伴，和

關學不同，明大是交換生 1 對日本學生 1。但因為這個學伴制度沒有很正

式的團體活動破冰，都是按學伴個人經驗引導，所以很吃人品。像我的學

伴雖然人很好，但只一起吃過一次飯就沒有再聯絡了；另一個交換生朋友

和他的學伴也是只有一週一次放學邊走到車站邊聊天。  

3. 最後我有自願參加一個「Conversation Practice Matching program」的語言交換

活動，每週一次和其他同學進行語言交換，除了想學日文的留學生，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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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學其他語言的日本學生。但或許活動主理人也是第一次接手這個活動，

所以這個定期活動說不上辦得成功。這個活動包含我共 5 人，想學習外語

的人數和語言並沒有配對成功，並且因為大家的語言能力程度不一，蠻多

時候會花時間在基礎對話。不過交流氣氛確實比起其他活動更加輕鬆，大

家也有一起揪團去別的學校吃好吃學餐，或一起去唱 KTV 之類的，推薦給

希望在課餘時間輕鬆的語言交流的學弟妹們。  

各種文件辦理(健保/郵局帳戶/手機網路…)  

說實話明大在這個方面非常的需要加強。因為疫情關係，剛來到日本時明

大沒有舉辦實體說明會，只是給交換生一份 PDF 檔案，甚至國際日本語學部在

我抵達日本的兩週後才和我聯絡。各種轉入手續雖然有日本同學幫忙但從最初

規定的集合時間就沒有統一，選課資訊或疑問要自己去問學校，手機網路、郵

局開戶等都要自己想辦法，好險自己有之前交換經驗，所以幫了不少同宿舍完

全不會日文的留學生。建議大家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和台灣留學生群組求

救（入學典禮最後有和其他台灣留學生交流的機會）。  

住宿  

我的宿舍位於葛飾區的ＤＫハウス東京，因為是學校和外面房仲簽約的宿

舍，所以宿舍裡面也有非同時期入住、非學生的人。入住前學校會要求一次支

付一學期的費用，一個月約 5.5 萬日幣，房間蠻小的，廚房衛浴共用，有管理

員，距離最近的車站新小岩站走路約 10 分鐘。整體來說設備不算新但都很夠

用，房間沒有檯燈跟電風扇比較需要注意；管理員不會代收包裹，雖然可以指

定包裹放宅配箱，但有時候郵差還是會親自去敲房間門簽收。依我的個人經

歷，學校不會依照學部所在校區遠近分配留學生宿舍，像距離我最近的其實是

駿河台校區，反而最常去的中野校區單趟通勤時間約 1 小時。  

飲食  

大部分都自己煮居多，但我是平時在台灣也都這樣，並沒有特別大的改

變，不過日本超市可以買到的食材相較台灣超市更便宜、種類更豐富，方便民

眾料理的貼心設計也更多。宿舍附近有一間超商，超市的話在車站附近。因為

遮站對面就有一條商店街，外食也算方便。  

中野校區的學餐聽說很難吃，但個人覺得還好，校區內除了學餐還有一間

小全家，中午時間也有人在校內賣便當。走出校區有餐車跟一些商店，想外食

也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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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銷概算  

這次除了有領師大的赴外交換進修補助外，個人負擔約 15 萬台幣（不含房

租）。  

感想  

首先，雖然不知道申請連續 2 學期交換的案例多不多，但如果想跟我一樣

這麼做的學弟妹請務必清楚掌握兩間學校的各個日程期限，不要造成國際事務

處專員們的困擾！  

我在體驗了日本關東跟關西的交換生活後，非常的有感，光是一個日本就

可以如此的不同。但各有各的好處，無論去到哪間學校都一定要好好把握這個

交換的機會！自己因為疫情延後了學涯，所以當初第一次自己一個人踏上日本

的感動真的可以記一輩子。而來到東京後可以看到各種形形色色的人，其實很

像當初考上師大後從台中搬到台北這個大城市的感覺。因為自己此時也已經大

四下學期，面臨不得不思考未來方向的時期，來到東京遇見很多不同的人、聽

到很多不同的想法，也逐漸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未來想怎麼過。我覺得無

論自己當初是抱著什麼想法計劃出國交換，可能是想給自己一段長期居住國外

的體驗、可能只是想在畢業前壯遊一趟等，都好，到了國外就好好體驗、感受

在台灣感受不到的所有人事物，然後不要去比較跟別人的交換生活，因為大家

都是抱著不同的想法出去的，知道自己是為了什麼而來就好了！相信這趟旅程

一定會改變你的一些想法，是非常珍貴的經驗！ 

 

四﹑照片（如有，請提供） 

 

 

 

五﹑影音檔（如有，請提供連結） 

 

 

 

六﹑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