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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歐跨文化學習經驗—以捷克的台灣交換生為例 
 

葉馨惠、鄭得興

前言 

教育部的台灣學生申請出國當交換生統

計資料顯示，台灣交換生的人數逐年成長，從 

101學年第一學期(2012)交換生人數 6,231人，

102 學年第二學期到達最高峰階段的 8,457

人，103 學年第一學期(2014)交換生人數 7,462

人，顯示學生們透過交換制度實踐全球移動

的趨勢。從 101 學年度(2012)第一學期到 103

學年度 (2014)第一學期，全國大專院校有

35,842 名大學生出國交換。男生總人數 11,888

人，女生總人數 23,954 人，女生人數顯然比

男生高出很多。其中，捷克的台灣交換生在

101 學年第一學期(2012) 到 103 學年第一學

期(2014)的總人數是 380 人，而女生總數是

270 人，男生總數是 110 人。基本上，前往捷

克的台灣交換生人數是逐年成長的，從 101 學

年第一學期 68 人到 103 學年第一學期 86 人，

兩年內增加約 20 個人。 

交換生逐年成長的趨勢，響應了台灣在高

等教育這部分積極推動學生出國學習的成

果。教育部國際司採取許多策略和獎助機制，

鼓勵學生出國，主要推動計畫包含：公費留學

考試、留學獎學金甄試、外國政府獎學金、與

世界百大學校合作設置獎學金、歐盟獎學金、

獎助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實習

(學海系列計畫)及留學貸款等，補助出國研習

或實習，預計每年獎補助達 2,500人次以上(教

育部，2016)。另外，教育部在《大學教育政

策白皮書》提及大學的國際化是一個國家國

際化中重要的一環。 

更具體而言，大學應該在預算中編列推動

國際交流與合作所需的基本經費，並成立推

動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專屬單位，同時考慮成

立財團法人國際學術交流合作基金會，俾能

更積極地推動交流與合作，協助並強化我國

大學的國際化(教育部，2001)。藉此可以看出

來教育部對於國際化教育推動的狀況，不但

提供出國的機會、提供補助計畫以鼓勵學生

們前往國外學習。同時也提及大學應當羅列

經費在學生國際交流和合作上，讓學生不但

可以藉由教育部的管道出國，也可以經由學

校的途徑前往異國交流。 

教育走向國際化的推手不只是教育部的

施政方針和補助計畫，各個學校也積極和國

外學校簽署姊妹校，以讓學生們更有機會出

國求學。而高等教育國際化主要 目的是希望

學生在跨越種族、國界、文化下學習(邱靖雅，



PARISCOPE  專題論述 
  
 

 
2 

 

2003)。筆者(葉馨惠)曾到捷克查理大學交換

一年的時間(2014-2015)，本研究主要探討交

換生回國後的心境轉變，意即交換生如何理

解自己交換經驗的意義，藉此建構往後自己

未來生命的方向與力量。 

而每位交換生所遇到的事情和經歷都不

一樣，所以每個人理解生命價值的意義也有

所差異，進而詮釋出不一樣的生命意涵。藉由

交換生生活風格的顯現，解答我是誰和我將

如何生活的問題，進而形塑出自己的生命意

義；並且藉由理解出國前後的品味差異，來探

討對於生命意義的影響性。 

本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前往捷克的台灣交

換生，抽樣方式是採雪球抽樣(Snowball Sam-

pling)。筆者在捷克交換期間已有認識的台灣

交換生，從此處著手進行訪談,再請交換生們

介紹適合的對象進行訪談，因此從熟識的交

換生小雪球開始，滾動到越來越大的雪球，進

而找到所需的對象。 

本研究的交換生有以下三種類性，第一、

獲得教育部補助出國進修交流者(例如：捷克

公立大學、教育機構短期研習獎學金)；第二、

學校和系所姊妹校交換計畫的學生；第三、當

地學習語言的自學者。交流期間為半年到一

年的短期交換生。藉由訪談十位捷克的台灣

交換生(請參考表一)，他們敘述自己的生命經

驗，藉由他們敘述生命史當中，重現交換生在

捷克生活的樣貌，和詮釋回國後生命意義的

啟發。 

生活情境與跨文化學習經驗 

「生活適應」包括了一般生活起居和不同

文化風俗民情的適應，也包括和其他國家人

民的互動狀況和心理適應的過程，即交換生

表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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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異國求學時，在一個陌生的環境生活，脫離

了原本的舒適圈和社會網絡的連結，會帶有

什麼樣的情緒，這樣的情緒要如何調解。 

(一)生活起居 

幾乎所有的受訪者經驗中都提到生活最

不便的地方是語言方面，因為捷克主要還是

以捷克語為主，因此語言是他們適應的第一

步，也是主要的生活障礙。受訪者 A 的經驗

來說，去超市買東西因為標籤都是使用捷克

語，所以造成它買東西上的困難和障礙。 

我覺得是語言，因為他們畢竟不是一個

英語系國家，很多東西就算他們能講英文，但

是比方說去超商買東西她們有些標籤都不是

英文，然後或者是就是他跟英文完全沒有關

聯的一個東西，所以語言上我覺得是滿大的

障礙，可是其他東西我覺得是不會這麼難。

(受訪者 A) 

受訪者 B、受訪者 C、受訪者 E、受訪者

G、受訪者 H、受訪者 I 都表示在宿舍住宿時，

因為管理員只會說捷克語，所以必須用翻譯

機或比手畫腳的方式，甚至必須要請當地學

生幫忙翻譯，才了解管理員的意思，這也造成

他們不知所措和困擾之一。 

受訪者 B 的經驗中，宿舍公告事情也都

使用捷克語，所以在訊息的接收上無法這麼

容易，必須要自己查詢字典才能了解，而有時

翻譯上的落差，也無法全然了解訊息內容。受

訪者 E 和受訪者 H 的經驗中，除了宿舍管理

員只會說捷克語之外，提到捷克的公共機關

的人也都是以捷克語為主，像是超市、郵局、

警察局，因此在辦行政業務上會造成困擾。像

受訪者 H 要寄國外包裹的時候，因為郵局的

人員不會講英文，所以必須請當地的學生幫

她處理。 

筆者也因為語言的困境，導致辦簽證時

並不順利，持捷克長期簽證者到捷克之後必

需到外事警察局報到，在外事警察局處理簽

證時，嘗試的跟辦事員用英語溝通，但辦事員

跟我說了一句「No English」，辦事人員滿口

的捷克語讓筆者不清楚簽證流程和注意事

項，因此在辦理的過程被辦事員奚落，雖然聽

不懂捷克語，但他們不友善的態度讓本研究

者有不舒服的感受，強忍著不舒服的情緒處

理完程序，心裡的大石頭也放下了。 

生活上除了語言帶來的困擾之外，飲食

也是讓他們不適應的地方。受訪者 A、受訪者

B、受訪者 C、受訪者 F、受訪者 I 的經驗中，

可以了解到在訪問他們覺得生活上最大的差

異時，都表達食物的差異性很大，捷克飲食偏

向愛吃肉，調味和飲食的方式讓他們無法適

應。筆者對於當地的食物也無法接受，餐餐都

是肉的飲食方式，並且調味都偏鹹和甜，研究

者常常自嘲的說回台灣後都要去洗腎了，因

此筆者也幾乎都在宿舍自己煮來吃。 

食物吧，覺得跟亞洲真的是差太多了。

（受訪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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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吃肉，食物調味比較不一樣。所以儘可

能都會自己煮…(受訪者 B) 

飲食方面，台灣的食物絕對是最好吃的。

捷克就是吃豬排、豬腳、炸豬排跟豬腳，還有

一些奇怪的酸菜，反正就是不怎麼好吃的東

西。(受訪者 C) 

第一個就是食物方面，我覺得他們吃的

東西滿油膩的，就是一堆炸豬排、炸起司，雖

然說我本身不排斥吃那個，但是也沒有想要

餐餐吃…(受訪者 F) 

餐點中沒有什麼青菜，青菜水果沒有台

灣多，就不好吃，我覺得啦。(受訪者 I) 

一開始到捷克生活的困難點在於語言，路

上捷克文的標誌、公家機關只會說捷克語、宿

舍管理員只會捷克語，這都造成受訪者在生

活上的困難。除了語言之外，飲食也是受訪者

們最不能適應的部分，因此受訪者們就自己

煮飯不然就是到亞洲餐廳。筆者也因為不適

應捷克的飲食，在捷克的時候也都會尋找亞

洲餐廳，亞洲料理在歐洲相對價格偏高，但為

了撫平思鄉的胃，還是會到亞洲餐廳。 

(二)和不同國家人民的互動 

在一開始和外國人接觸時，受訪者 A 和

受訪者 B 都表示有害怕的情緒，和人接觸對

他們來說是一個障礙，主要是因為語言上的

不同，讓他們害怕說話，不知道要怎麼和別人

溝通。受訪者 E 的經驗中，由於是第一次出

國，一開始不太敢開口講英文，在和人互動的

狀況下，也因為無法了解別人的意思，因此總

是帶著疑惑在和人相處。受訪者 I 的經驗中，

表示因為英文字彙量不夠多，在和人互動上

無法較深入的對話，只能淺顯的聊日常生活。 

自己一開始並不是講英文，會害怕跟人

接觸，是我一開始最大的障礙。後來已經不再

害怕語言上的障礙，敢講之後其實就還好。

(受訪者 A) 

四周的外國人並不是講中文，又因為別

人的英文有口音或字彙不足，一下會反應不

過來，不懂他在講什麼或是我要回答什麼，在

台灣沒遇過這樣的狀況，因此覺得自己反應

比較慢，如何和人溝通對我而言很困難。(受

訪者 B) 

因為我第一次出國，從來沒有在必須講

英文的環境下生存，剛開始去那裡是很害怕

的，覺得很痛苦，而別人講很快又聽不懂，每

天都頂著問號在走路的感覺…後來終於在開

學前一個禮拜的 welcome party 中開始交到

朋友了。（受訪者 E） 

困難就是英文不夠好吧，只能聊日常生

活，但要聊比較深入的話就發現自己字彙量

不夠。(受訪者 I) 

在日後和外國人相處上，受訪者 A 覺得

英文的基本溝通已經很順暢，但在和外國人

對話上對方的笑點或是著重的地方，因為不

屬於同一個文化脈絡下成長的原因，會讓受

訪者 A 不太了解他們所著重的地方和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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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訪者 E 的經驗中，也因為彼此文化

背景下的差異，因此對於事物會有不同的觀

感。對受訪者 E 來說，他是身為第三者想參

觀波蘭的集中營，想了解當時戰爭後的情況。

但是對於波蘭人來說，這是他們民族發生的

悲劇歷史，因此他們並不會在一趟旅遊中帶

著朋友去那邊參觀。 

受訪者 D 的經驗中，表示和不同國家的

相處，有不一樣的情況，每個國家的人也會有

自己的特性。他表示自己屬於比較慢熟的人，

和朋友交往過程中屬於循序漸進的方式，而

他發現美國人一開始就會很熱絡，這是他無

法適應的，因此和美國人無法迅速地建立起

友誼。而他和德國室友交友的過程是慢慢熟

悉彼此，並且友誼也持續到現在。因此和不同

國家的人互動情況，會因為各個國家人民的

文化背景不同而有不一樣的互動方式。 

和外國友人的相處過程中，第一個衝擊

便是語言的不同，因此對話上會有困難。再來

就是因為每個國家的人民都會有自己的文化

和歷史脈絡，因此在互動上會有些觀念上的

差異和感知上的不同。像是在受訪者 E 的經

驗中，對他來說波蘭的集中營是旅遊參觀地

點，但是對於波蘭人來說那是悲慘的歷史。 

(三) 捷克的文化情境 

1.飲酒文化 

在受訪者 B 的說法中，可以了解在和捷

克人相處上，他認為觀念上明顯有差異，比方

說喝酒和抽菸方面，外國人覺得抽菸喝酒是

平常的事情，但是受訪者 B 覺得喝酒抽菸是

不太好的事情。並且因為受訪者 B 不太擅長

飲酒，國外友人很常邀約他前往酒吧認識新

朋友，但是因為他不飲酒導致讓他失去認識

更多朋友的機會。捷克是一個飲酒的國家，酒

已經是用來交朋友的一種儀式和文化，受訪

者 B 無法適應飲酒的文化，導致他覺得和國

外友人在相處上較無法適應。 

觀念可能也不太一樣，比方說外國女生

覺得抽菸喝酒是很正常的，就是大家都會做

的事啊！可是台灣女生可能就會覺得抽菸是

不好的，喝酒也不太好…我自己也不會喝，是

自己酒量的問題…朋友邀我去酒吧，時間很

晚又要喝酒，而我連一杯酒都喝不完…因為

覺得有點不太好意思後來就沒有去酒吧，這

樣就沒辦法有更深入、更親密或更好的交往，

因為對方介紹朋友給我認識都是在酒吧見

面，而我又覺得如果去了只是喝果汁很像小

朋友…。（受訪者 B） 

除了受訪者 B 的飲酒經驗之外，其餘受

訪者也有提到捷克飲酒文化的特性。到捷克

交換的學生，似乎都會有接觸到飲酒的文化，

而喝酒就像是捷克人交朋友的媒介，因此交

換生都會經歷酒文化的洗禮。在受訪者 D 的

經驗中，他在台灣會喝酒，但是對於一開始和

捷克人一起喝的時候還是不適應，因為捷克

人喝的酒量是他的三、四倍，捷克人不只喝酒

頻率高，每次喝酒的量也是相當多，這也是讓

受訪者 D 不適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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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訪者 E 的經驗中，他一開始很不習

慣喝酒的文化，他也訴說一開始不太常去酒

吧喝酒，他說這樣的行為會被別人視作不太

社交的人，因此由此可以看出捷克對於喝酒

和交友是畫等號的。而他日後也在朋友的邀

約下，漸漸接觸酒的文化，不但交的朋友也開

啟喝酒的文化。 

在受訪者 F 的經驗中，也提及到捷克人

喝酒的酒量不容小覷，但無可否認的是，捷克

的酒好喝。 

在 H 的經驗中，一開始他也是不接觸酒

精的人，但在捷克酒文化洗禮下而享受在其

中。筆者在台灣時也不常飲酒，但到了捷克之

後被酒文化的影響下，漸漸愛上喝酒。捷克人

的飲酒量也讓筆者嘆為觀止，還記得在宿舍

時跟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一同喝酒，他們邀請

我們從啤酒開始喝，然後喝到紅酒，再來是捷

克的烈酒，一杯一杯地喝，邀請筆者一起同

樂，這是他們交朋友的方式，也藉由酒精讓我

們更加的親密。並且筆者發現，幾乎每個外國

人房間裡都會擺酒，第一是為了招呼朋友，第

二是自己飲用，筆者深刻地記得有一次前往

斯洛伐克人的房間喝酒時，發現他衣櫥裡滿

滿都是酒，可見他們對於飲酒有多麼熱衷。 

我在台灣的時候就滿喜歡喝酒，只是當

時頻率雖高但不會一次喝那麼多。一開始不

適應是因為跟捷克人出去喝酒時，他們一次

都喝很多，你在台灣喝個 300 毫升就覺得足

夠，但是對他們來講，可能一公升不過是開胃

而已。(受訪者 D) 

剛開始我很不習慣他們的喝酒文化，他

們可能一個禮拜去喝個四五次，如果不常去

的話表示這個人不太喜歡社交。一開始我並

不常去，後來一個跟我同系的要好的朋友帶

我去，所以就漸漸會喝酒。（受訪者 E） 

因為我本身並不是一個很能喝酒的人，

起初僅是淺嘗，頂多喝個一兩杯。那邊的捷克

男同學則是一次都至少五杯起跳，令我甘拜

下風。其實捷克的啤酒味道還滿香的，相較之

下台灣啤酒味道比較清淡。(受訪者 F) 

其實我在台灣本來沒有這麼常喝，但因

為那邊的酒很好喝，就演變成啤酒當水來喝。

我覺得不會不習慣，反而還滿適應的，一方面

因為喝酒本身也滿享受的，另一方面就是在

國外喝就感覺沒有那的多顧慮。（受訪者 H） 

2.藝文活動 

在捷克生活的過程中，體驗到當地的文藝

活動－歌劇，受訪者 B 和受訪者 I 的經驗中，

提及到看歌劇的記憶。捷克政府對於學生很

照顧，在販賣歌劇票的時候會有學生的優惠

票價，因此讓受訪者 B 可以將歌劇的文化納

入生活的一部分。受訪者 I 的經驗中，也提及

到便宜的票價讓他可以接近它們藝術文化這

塊瑰寶，而除此之外，街頭上的藝人也提供我

們視覺聽覺的饗宴，即文化藝術存在於布拉

格各個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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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也相當喜歡到捷克歌劇院觀賞歌劇，

看了許多名劇，像是莫札特的「魔笛」，還有

著名的「茶花女」，在捷克享受了文化的灌溉，

在華麗的歌劇院觀賞歌劇是在捷克生活中最

棒的經驗。並且像受訪者所提的街頭藝人，筆

者也喜歡在布拉格的街頭觀賞他們的表演。

捷克街頭藝人表演的頻率很高，在市區每走

幾步路就可以看到表演，顯示捷克的文化風

情不但存在於劇院廳裡，也存在於生活的每

個小街道上。 

沒想到歌劇可以這麼貼近我的生活…它

的價格還有對學生的優惠，就好像可以當作

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那麼的有距離，這對我

來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我非常喜歡這點。

(受訪者 B)  

街上的石子路會有很多街頭藝人，你在

那邊又可以看到很便宜的歌劇，而歌劇又是

歐洲藝術文化的瑰寶…。(受訪者 I) 

3.戶外生活 

戶外生活也是捷克人享受生活的一種方

式，受訪者們不但有察覺到這一點，也將這樣

的習性納入生活的元素中。受訪者 C 的經驗

中，提及到捷克人常在戶外草坪放鬆曬太陽。 

而受訪者 E 更表達自己也常躺在草坪那

邊休息，也訴說這是捷克人常態的生活方式，

不僅在草坪上曬太陽還在草坪上野餐，享受

大自然的滋潤。 

受訪者 F 的經驗中，喜歡到處走走看看，

體會到布拉格這個城市的美。筆者也發現捷

克人相當享受戶外生活，只要天氣好，捷克人

都會到戶外曬太陽、聊天、看報紙，筆者也將

這個形態納入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在筆者宿

舍旁有個大森林，只要有時間便會前往那裡

踏青，躺在椅子上享受陽光的滋潤。 

我覺得他們比台灣人更懂得戶外休閒這

件事，我覺得台灣人不知道是工作還是課業

壓力大的關係，很少到戶外走走，但是他們是

只要有太陽就會去草坪放鬆曬太陽的人。(受

訪者 C) 

我們學校外面就是一片斜坡草地，我很

喜歡也很常躺在那裡。很多人都會坐在那邊

野餐、走鋼索，因為草原兩邊都是樹，有些人

在樹上綁了鋼索就在上頭走，還有人帶吊床

去睡。(受訪者 E) 

光是在伏爾他瓦河邊散步、沿著河岸走

就覺得非常美，還可以繼續沿著河走到布拉

格城堡。有時候我會從查理大橋走上去到城

堡後往下俯瞰，整個城市金黃發光的感覺非

常美麗。(受訪者 F) 

4.交通 

受訪者對於捷克布拉格的交通都非常的

讚賞。受訪者 C 的經驗中，提及布拉格交通

規劃的很清楚，可以讓人簡單明瞭的了解要

如何搭車。 

受訪者 F 和受訪者 I 經驗中，提及到捷

克人對於行人的路權相當重視，只要在馬路

上做出想要過馬路的手勢時，車子會立即停

下來讓你行走。受訪者 F 還表示說，歐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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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的很好，會讓人想在路上行走，欣賞

城市的美好，相較於台灣都是車水馬龍的車

陣相比，有所差異。 

而受訪者 F 和受訪者 H 都表達喜歡捷克

的電軌車(Tram)，電軌是捷克常見的交通工

具，是一種路上的輕軌，筆者也相當喜歡這項

交通工具，因為可以沿路欣賞風景，並且行駛

時比公車更加的平穩。 

在受訪者 I、受訪者 J 的經驗中，有提到

布拉格的交通運輸是 24 小時的，因此很晚的

時候也可以乘坐大眾運輸回家，這是他們便

利的地方。 

我比較喜歡他們的交通，因為他們交通

很簡單。我記得我一回來台灣最不能適應的

就是公車，我很討厭台灣的公車，而且我不知

道什麼路線該怎麼走，可能是我個人太笨。但

捷克的很簡單，就是那幾條路線…公車的路

線很清楚，所以覺得他們交通設計還不錯。我

主要是住在布拉格，那裡的交通規劃是滿好

的。(受訪者 C) 

我覺得他們的 tram 還蠻好的，我蠻喜歡

的，且他們城市規劃好太多了，他們對行人超

級友善，石子路會讓人覺得很喜歡走在上面。

在台灣，馬路都是以車子為主，人行道就是旁

邊小小一條而已，而在國外，尤其是歐洲，確

實會有想要在城市裡面散步的感覺，因為他

們城市規畫非常適合行走，台灣的馬路只會

讓人覺得適合趕路吧，我意思說你只是適合

說我現在要去哪個地方，然後要趕快走到那

邊。(受訪者 F) 

捷克味、捷克的生活方式也影響著交換

生的生活。 

像是捷克的飲酒文化，是交朋友的一個

儀式，交換生也漸漸習慣這樣的文化，像受訪

者 H 也享受喝酒的樂趣。而所謂醉翁之意不

在酒，喝酒的目的即是交友，在受訪者 B 和

受訪者 E 的經驗中，可以看出受訪者 B 雖然

在捷克待了一陣子，還是無法將喝酒文化納

入自身，導致於朋友邀約他去酒吧喝酒時他

都婉拒，他認為因為這樣失去了深入交朋友

的機會。而受訪者 E 漸漸開始喝酒和朋友上

酒館，也因此交到很多朋友，因此藉此可以了

解，喝酒便是交朋友的儀式。 

除了喝酒文化之外，看歌劇和戶外的活

動也是捷克人的生活方式，也漸漸內化成為

交換生生活的一部份。交換生會前往劇院看

戲，會在草坪上曬太陽，也會到處走走逛逛探

索布拉格這個城市。 

而交換生也非常讚賞布拉格的交通，除

了交通規劃方便了解之外，24 小時營運的部

分，是很棒的地方。再來就是交換生提到捷克

人對於行人的路權相當重視，只要在馬路上

做出想要過馬路的手勢時，車子會立即停下

來讓你行走。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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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是每位台灣交換生共同的記憶，情感

的連帶和生活的經驗建構交換生的捷克認同

感，交換生大部分都表示捷克是他們的第二

個家鄉，也是他們擁有最美好回憶的地方，因

此捷克不再只是一個國家名稱，在每個交換

生心目中已經變成符號象徵—「家」的意涵。 

交換生具有相同的處境，他們會經歷跨越

文化的歷程，這是一個必經的適應過程。交換

生在捷克的適應經驗，成為他們成長的元素，

也是文化資本累積的過程。藉由文化的衝擊，

進而接納不同的文化脈絡和型態，形成交換

生的跨文化資本。 

除了適應的部分之外，旅行也是交換生生

活的元素之一。交換生擁有的旅行經驗，成為

自己的養分，整合和調整所經歷的事件，進而

形成專屬於自己的故事。 

因此適應的過程和旅遊的經驗是交換生

們集體的回憶和經驗，這也構成交換生同溫

層的要素。並且也藉由在當地的生活經驗形

塑出交換生們的認同感，認同他們曾經生活

的所在地─捷克，在認同感的建構下，形塑出

捷克台灣交換生的同溫層。 

在場域內最重要的就是個體所擁有的不

同種類資本。跨文化就意旨具有兩種及其以

上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之間的交互作用，跨

文化是跨越了不同國家與民族界線的文化，

是不同民族、國家及群體之間的文化差異，是

越過體系以經歷文化歸屬性的人與人之間的

互動關係。 

因此，交換生在跨文化情境下學習時，會

獲得跨文化的資本。 

交換生在台灣的學習環境和捷克的學習

環境有所差異，因此剛開始不習慣國外教學

的氛圍，國外教學的方式是由老師和學生對

話下形成的，交換生們表示一開始都不太敢

開口說話。但交換生們到後來越來越勇於發

表，甚至有交換生表示非常喜歡國外的授課

方式，回到台灣之後也保持這樣的態度在學

習，也因為在國外習慣了論述和統整自己的

話，回台灣之後對於自己說的話更有自信。 

交換經歷讓交換生擁有類似的習慣，因此

創造出交換生的品味。每位交換生都有旅行

的經驗，旅行是交換經驗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交換生們在旅行各個國家中，建構屬於自己

的故事，也將各國的想像變成真實的意象，對

於國家的詞彙有更立體的想法，不再只是一

個詞彙。 

在旅行途中發生的事物也變成是自己成

長的養分，所擁有的故事經驗便是交換生最

難得的回憶。交換生也把旅行的態度和行為

帶回台灣，台灣之後也保有旅行的精神，變成

是交換生的品味。 

除此之外，換生在捷克和外國友人喝酒的

經驗，對酒有不一樣的想法和看法，並且保持

飲酒的習慣，建構了專屬捷克交換生的品味，

即飲酒的品味。而飲酒品味讓捷克交換生在

相同的場域裡,將他們與其他不同品味的人區

分開來。有交換生表示自己把飲酒品味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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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他會在房間放一瓶酒，有時想要喝酒的

時候，就會隨意拿起來喝。但他的室友無法認

同交換生在房間放酒的行為，並且也無法認

同交換生隨意喝酒的習慣。 

有一次交換生在早上的時候喝酒，他的室

友表示現在是早上你怎麼這個時間點在喝

酒，對於交換生飲酒的行為感到訝異。因此對

酒的態度，讓他們明顯的被區分開來。 

正因為本研究者和交換生有相似的經歷

和回憶，藉由和他們的對話下，建立了我們的

連結，形塑我們的同溫層。也因為具有同溫層

的概念，讓我們的對話可以持續下去。同溫層

的形成不僅讓我們感覺彼此是相同的人，也

在彼此經驗的交織下,開拓我們對於世界的新

看法和觀感。並且在以捷克生活經驗的對話

下，一再地形塑捷克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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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擬自 2020 年起加強免簽遊客審查 

為防範恐怖襲擊，歐盟計劃緊縮入境規定，歐盟成員國日前一致同意，將加強對申根免簽遊

客的身分驗證。未來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台灣、巴西、致力、阿根廷及阿爾巴尼亞

和波士尼亞等 60 國在內的申根免簽國遊客，必須事先透過網路申請審查，並繳交 5 歐元（約

169 元台幣）費用。 
歐盟各國內政部長昨日同意「歐洲旅遊信息及授權系統」(European Travel and Information 

Authorization System, ETIAS)提案，加強對免簽旅客的審查。此提案若在歐洲議會投票表決順利通

過，最快將從 2020 年實施。 
根據 ETIAS，未來有意造訪申根 26 國(歐盟 22 國以及冰島、瑞士、挪威、列支敦斯登等)的

旅客，必須在出發前透過網路繳交 5 歐元費用，則可在 3 年內多次進出申根區國家。歐盟輪值

主席國馬爾他在聲明中表示，ETIAS 可提高對歐盟公民的保護。法國內政部長柯倫布(Gerard Col-
lomb)也表示此提案將讓歐盟國家得以提前控管進入歐盟遊客，並可以更有效打擊犯罪和恐怖攻

擊。 
目前歐洲是全球排名第一的觀光目的地，約占全球旅客總數的一半，一旦 ETIAS 系統上路，

預計將為歐盟每年增加至少 1 億 5 千萬歐元的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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