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二】  

赴大陸高校交換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心得形式可自由呈現，需以電腦繕打內容。內容請務必包含選送生獲補助年度、姓名、系所、

年級、交換學校、系所、年級以及成績等，範例如下： 

獲補助年度 105 

姓名 李廣演 

系所、年級 公共事務學系三年級 

交換學校、系所、年級 雲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事業專業三年級 

交換成績(檢附成績單)  

一、 緣起  

二、 交換學校簡介  

三、 交換期間之課程學習(課內)  

四、 交換期間之生活學習(課外)  

五、 交換之具體效益(可條列式列舉)  

六、 感想與建議  

 

 

 

 

 

 

 

 

 

 

一、緣起 

在台灣生活了二十年，習慣了兩年大學生活之後，由於在佛光大學就讀公共事務學系國際與

兩岸事務組，課堂上不乏對大陸的瞭解，基於未來大陸的發展潛力，本人也有可能在畢業後

前往大陸發展，因此藉著學校在對岸多所的交換姊妹校，加上在電影與音樂等媒體視頻中看

過雲南之美，所以決定前往雲南大學交換，更深一層體驗大陸本地的生活與見聞。 

 

二、交換學校簡介 

雲南大學有九十四年歷史，老校址內的會澤樓在對日抗戰期間被轟炸過，經由整修後成為當

地與雲南大學特有的文化古蹟與觀光地點，雲南大學也是二一一工程的重點學校，由於地處



                                     

邊疆，學校也有許多擅長邊疆管理與東南亞研究的學者。學校下設二十二間學院、八間研究

院、一間公共課教育部與一間留學生院，近年來，學校先後主持國家“九七三計畫”專案二

項、“八六三計畫”專案四項、國家水專項重大專案兩項，國家科技支撐計畫一項，國家社

會科學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大招標項目六項，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一項、國家

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兩項、全國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兩項等多項國家級大獎。有九

篇論文發表於世界著名學術刊物《Nature》、《Science》。學校主辦有《思想戰線》、《雲南大

學學報》文、理科版等學術刊物，其中，《思想戰線》首批入選教育部高校社會科學十一種名

刊。 

 

 

三、 交換期間之課程學習(課內) 

本學期選了文化經營與管理、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政府與政治、希臘神話與聖經故事四門

課，在雲南大學內上課，雖然感受到教授講課會將學生框在範圍內傳授學問，與台灣高中生

上課比較雷同，但相對之下學習到了大陸本科生的基礎能力特別強，在腦容量方面也在長期

訓練下優於台灣學生，但反面思考，大陸本科生就是創意與自我思考方面的能力較為缺乏，

在接受一學期的雲南大學教育後，本人會將大陸與台灣教育模式做居中，一方面不太概念化

來學習，但也不會限於框框內思索學問。 

 

四、 交換期間之生活學習(課外) 

在生活體驗方面，與我年紀相仿的學生，他們的祖父母輩甚至是父母輩都還經歷過文化大革

命與大饑荒時期，在家庭教育方面仍能感受到自我保護與鬥爭的潛移默化。在社會平均素質

方面，例如語言文字、吐痰行為、意識形態標語…等，仍無法有效提升人民社會生活之水平，

本人也思考應以宗教與政府對人民的尊重程度作調整改善，當人民受到尊重，生活有代價感

之後便能提升社會融洽度與從根本改善各個層面。在同年齡層之大學生方面，本人察覺他們

父母輩的生活態度與同年齡的同學之生活態度有很大的改變，很少能看到大學生吐痰、偷竊

等行為，相信藉此也能讓兩岸關係因著時間推移做無形的改善與融合。 

 

 

五、 交換之具體效益(可條列式列舉) 

本人剛開始對雲南的想像是落後與少數民族地區的蠻橫為出發點做想像，但去到了完全陌生

的雲南，在昆明城市中，看見了新新世界的繁華，「靠自己的想像在想像世界」是我在受到

視覺影響後的自我反省，台灣某些時期說過大陸的落後與不文明，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在台灣

島內的許多人心中，但實際在大陸的小巷走過，會瞭解大陸的進步程度已經超乎台灣許多人

對於這片大江大海的想像，在這千年的文化古國裡生活，能從中國人的劣根性裡去思考，兩

岸人民的性格是如何演變的，而又是為什麼有現在的兩岸關係，因為大陸現今的經濟狀況與

人民素質確實與二十年前的台灣不謀而合，在時間進程中，對於大陸人民的習性與社會走向，



                                     

台灣人民可以有絕對優勢做預測，並有效因應未來的兩岸關係。展現台灣人的修養與素質，

一句簡單的道謝或是沒有猜疑的應對，對於每一位生長在內陸的雲南人，都有很正面的刺激

與鼓勵作用，本人的朋友們，在與本人的聊天過程中接受刺激，回到家會與父母擁抱、搥背，

只是本人很簡單的日常生活分享，在他們心中也知道這些行為是盡孝的方式，但始終需要一

點刺激才能實際行動，而台灣學生許多理所當然的行為也就成為大陸朋友們的學習目標，對

於兩岸的人民都有正面影響。 

 

 

 

 



                                     

六、 感想與建議 

感想： 

學校一項簡單的簽署，能夠造就一位學生更加非凡的道路，抑或是對於充滿刻板印象的對岸

有更新一次認識的機會，佛光大學提供了敲門磚，讓學生實際走入了一趟未知但富有收穫的

旅程。本人在這趟旅程中沒有遭遇他人遇過了偷搶拐騙，反而結交到了許多優於台灣朋友圈

的大陸朋友，他們的素質與涵養，都值得我深深學習，也更加堅定的灌輸本人，絕對不能有

等差的心理，面對冷熱交替的兩岸關係，政治問題不是兩岸人民說了算，政治如何改變，兩

岸人民的生活照樣是一年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需要討吃過活，應該更務實的認知彼此的相同

與相異，並且以尊重的態度繼續生活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去到大陸的各省，跟去到美國的各

州，生活態度應該一樣，不該有任何轉變。 

 

建議： 

以本人自己所經歷的經驗為例，佛光大學在關於學生去到姊妹校交換的權益問題，應該由校

方代表作媒介，事先協調好每位學生的權利，就以選課而言，只有做到系所性質的對接，而

沒有做到學程學分的對接，在學分抵免方面須由學生自己承擔壓力，這是許多學生不願前往

交換的因素之一。在學生交換回台之後的校園生活，如選課與住宿方面，建議校方能讓已經

確認並即將前往交換的學生，先行選擇下學期回台之後需要修習的學科，並先行詢問交換後

的回台生活是否需要住宿，將問題在行前就解決，而非回台後讓學生充滿顧慮。 

照片集錦： 

與大陸本科生、美國、韓國、泰國、日本交換生出遊合影。 

 

與大陸研究生、泰國朋友出遊合影。 



                                     

 

與美國交換生、大陸師範大學、雲南大學本科生聚會合影。 



                                     

 

參加當地基督教會活動合影。 



                                     

 

品嚐當地特色美食－過橋米線。 

 

品嚐當地東南亞美食－老挝烤雞。 



                                     

 

品嚐當地傣族烤魚。 



                                     

 

品嚐雲南當地小粒咖啡 



                                     

 
於雲南省西雙版納植物園留影。 



                                     

 

於雲南省建水縣元陽梯田留影。 

 

 



                                     

於雲南省麗江市瀘沽湖留影。 

 



                                     

 

於雲南省麗江市玉龍雪山留影。 

 
麗江古城全景 



                                     

 

 

 

 

 

 

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蒼山。 



                                     

 

從蒼山俯瞰洱海 

 



                                     

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 

 

 

本人臉書：Lee Kuang Yen。 

歡迎有意前往雲南大學之交換生詢問各樣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