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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風土，一抹柔情，景入我情，情入我心

——記赴臺灣東華大學交換心得

再次回望一下如初到時空空的宿舍，默默的提起行李箱離開這住了一學期的屋子，緩緩的

坐上早已等待的車子，離開東華，離開花蓮，前往臺北，正式踏上回家之路。靜靜地望著車窗

外那逐漸遠去的圖書館、多容館、翠綠的大草坪，還有那湛藍的天空，別了，美麗而寧靜的東

華，質樸且魅力驚人的花蓮。

思緒漸漸平靜，細細回想這一學期的經歷，仿若我的交換之旅才剛剛開始。

2014 年 9 月 10 日，下午三點，飛機落地臺北桃園機場，過海關、取行李、聯繫義工，一切

都是匆匆忙忙的在趕時間，仿若夢一樣，直到抵達臺北火車站，才漸漸平穩心態，看一看周圍

的景色，聽一聽旁人輕聲的交流，不一樣的建築，不一樣的語音，我才漸漸的清醒過來，臺灣，

我來了！

在臺交換一學期，感受到了不一樣的人文風情，學習了不一樣的人文理念，沒有想像中初

到陌生地方的膽戰心驚和驚心動魄，取而代之的是臺灣用她獨有的魅力，一點一滴潛移默化的

改變了我原有的觀念。

一、人文素質的影響

起初在東華，我並沒特別留意這一方面，只是發現學校通往市區的接駁車上的殘障人士的

硬體設施以及緊急逃生設備非常完善，這一點令我小小的訝異，直到後來泡圖書館時，才發現

東華大學的圖書館內是設有盲道的，這種來自於細節關懷的人文設施，真的讓我感動。在臺灣，

對於女性和弱勢群體的關懷遠遠不止這些，在火車站，無論大小月臺，都設有“夜間婦女候車

專屬區”，我有見過在當地小學的校門口的 LED 顯示牌上宣傳男女平等，在臺北捷運上有宣傳女

性乘車要如何保護自己，公共化粧室每個隔間都設有緊急求助按鍵和報警按鍵，類似這些的設

施和宣傳非常多，可能對於當地人已經習以為常，而做為一個外地人，這些設施和宣傳讓我在

這個地方非常有安全感。

人文設施的完善只是人性關懷的一個方面，在臺灣，這裏的人民有著高度自覺的素質。公

共場所無時無處不體現著當地人的高素質，例如，在捷運站乘車無論有多少人，都會很自覺的



排隊，先下後上，絕對不會擁擠。車內的博愛座只會留給有需要的人，即使沒有弱勢群體，年

輕人即使站著也不會去坐博愛座；還有搭乘扶手電梯的時候，永遠是靠右站立，左邊留給急行

人群。我有一次在公車上，聽到汽車後方有急救車的警鈴聲，現在回想起來，真的是讓我感動

到不行的一幕就這樣發生，當司機聽到警鈴聲後，我所看到的是，前方所有的司機放慢車速，

包括一輛大型運輸車輛，都非常自覺的靠右或者靠左慢行，雙車道的馬路瞬間在馬路中間形成

了一道空曠的線路，而後救護車一路急行遠去之後，所有的車輛才回歸原有車速。其實這個場

景前後不過也就一兩分鐘的時間，可是這一幕卻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腦海中。還有平時過馬路，

有時候沒有紅綠燈，司機都會主動停下來，沖我們擺擺手，讓行人先行通過。

在臺半年，這種來自周邊人群的影響力一點一滴的改變了我，回去之後，我想我會繼續保

持這種公共素質的行為，一點一滴的從小改變。



二、學習心得

我在東華大學選修了三門課程，三門教授不同的教學模式讓我學會了很多。總體說來，這

邊無論是學班還是碩班的課程，所謂的“報告”，也就是我們說的 presentation,是必不可少的，

甚至貫穿了整個學期。課程報告一般分為兩種形式完成，分別是小組報告和獨立報告。我在做

小組報告的時候，更多的是學習如何和臺灣的學生去溝通交流，起初是由於思想觀念的不同，

大家做出來的報告千差萬別，如何去融合，如何說服大家接收我的觀點，是我在整個報告準備

過程中最費心力的，好在最後報告順利結束，老師也滿意，我才是輕輕松了一口氣。剩下兩個

獨立報告就輕鬆了許多，除去報告特定題目以外，我又融入了重慶大學的學習經歷、學習成果

的介紹，充分引起了老師和同學的興趣，最後也得到了較為理想的評價。從這邊這種報告的教

學方式中，我發現東華的老師並不是灌輸式教學，而是告訴學生如何去學習，目前需要學習什

麼內容，然後引導學生獨立完成學習，並且要形成報告，把學習成果分享給其他學生。不過，

我覺得在東華學習最有特色的地方在於“期末的拼命三郎”，以前總說期末忙碌我還不信，結果

真的是，各種報告總結、論文提交、作品展覽等等期末考核，讓我一天只有四五個小時休息，

和當地同學開玩笑說真實感受了期末特色，朋友竟然還說我能休息四五個小時已經很不容易了，

很多人都是通宵熬夜的趕進度，聽聞此，我真的非常非常訝異。

這學期的學習，我同時也需要完成畢業論文，在此，我真的非常感謝我的論文指導教授，

藝設系的林永利教授。林老師在指導我畢業論文期間，非常的認真負責，給了我很多研究方法、

研究思路等方面的建議，也是我論文的論述方法更加系統嚴謹規範，老師在幫我審核論文時，

真的非常認真的字字斟酌，一點一點的跟我討論，幫我完善論文。我真的非常感謝林老師的教

導，謝謝老師！

三、生活感受

東華大學位於花蓮縣，遠離城市，東臨太平洋，西靠中央山脈，無形之中形成了花蓮獨有

的特色，寧靜無喧囂，慢節奏輕生活。這裏的居民心態非常之好，沒有遠離城市的彷徨，更多

了一份親近自然的包容。而且花蓮在地有著較為集中的原住民文化，不同的文化在這裏交融，

形成了獨有的花蓮，韻味十足的花蓮。同時也要感謝東華國際處的老師，組織我們去太魯閣和

港口部落遊覽，深入瞭解花蓮的在地文化。

閒暇之餘，我也會去遊覽臺灣的其他地方，第一站肯定是臺北，臺北大大小小的博物館美



術館跑了個遍，漸漸瞭解了臺灣的藝術氛圍和創作形式，有別於自己創作的中規中矩，這裏的

不同的創新模式開闊了我的眼界和創作想法。隨後，慢慢去了臺中、南投、高雄、臺東等等地

方，每到一處，都有不同的人文風情感動著我，臺中濃厚的文化讓我深深的感受了臺灣的原始

風情，南投日月潭一片湛藍的風景讓我分不清天與地，美到我想倘佯水面，與大自然來個親密

接觸，而高雄的新興發展，讓我感受了現代臺灣的熱情風貌。不同的區域有著不同的人文風情，

無論是哪里，熱情友好的臺灣人民和魅力十足的臺灣風景都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足夠我好

一陣子去慢慢回憶了。



四、小結

時間飛逝，無法抵擋我即將離開的腳步，所謂一步三回頭大概就是形容我此時的狀態，真

的是捨不得離開，雖說想著以後還會回來旅遊觀光，可畢竟和交換學習的心態不同，還沒有完

全離開，就已經開始想念這裏的一花一草，人文風情。

感謝各位老師讓我有這樣一個交換學習的經歷，我收穫了好多，改變了很多，這只是開始，

回校之後，我會把在這裏的所學所得漸漸運用在以後的學習中。

再見了，美麗的東華，再見了，柔美的花蓮，再見了，熱情的臺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