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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學部開始即有申請至日本交換的打算，在研究所最後一年終於有幸得到

機會，前往大阪大學交換一年。直到出發前都一直在忙著畢業論文的研究，在準

備交換上可說是同時焦慮著論文及出國的事情。又因為遇到 COVID-19 疫情的關

係，幸運成為疫情後第一批開放入國的留學生，高興之餘也為了許多與以往不同

的規定額外準備了不少。趕在開學前的週五，終於來得及踏上日本，這對許多臺

灣人來說的觀光勝地，充滿傳統與現代衝突的島國。 

 

由於當初學校方提供的交換方案為研究專門，在三四月時就開始聯絡日方的

教授，向教授提出想要至他的實驗室進行短期研究的希望。多虧於指導教授的人

緣，我聯絡到機械工學專攻的高谷教授、水谷教授及上野原教授，在日本進行與

碩士研究相關的研究題目。學制上，研究學分為一學年 28 學分，同時滿足了阪

大及臺大的學分要求，在交換期程內便可以只進行研究，不必強迫上沒有興趣的

課程。 

 

 在研究方面，依各實驗室的要求不同，所進行的研究方向、研究內容及研究

時長也各不相同。在我交換的過程中，教授會給我關於研究的建議，但並不強迫

我需要做什麼方向，也不要求固定的進度，一切照自己的安排進行。教授這樣的

安排使我有時間嘗試更多以前未嘗試過的研究內容，亦提供我從來沒想過的視角，

可說是全新的體驗。每週固定一次的研究室開會輪流二到三人進行研究成果發表，

更是認識此研究室其他同學的研究方向的大好機會。這樣的環境與臺灣不同，也

更激勵我在研究上的創新思考能力。 

 



 除研究外，對日語發音感興趣的關係，我也修習了國際教育交流中心開設的

國際生日語課程，以 N2~N1 的日語等級進行的日語音聲學的課程。在課上的同

學皆是國際學生，來自不同的國家，以各自語言的發音方式交流，並與日語的發

音方式相比較，以此學習母語者是如何發音的。經過這個課程後，在說日語時我

也變得更自信，在外面旅遊也越來越被認成日本人，往假日本人的志向前進了不

少。平時在課上學的東西，除了在生活中利用，與教授討論研究時也有很大的幫

助。因為如此，我也成為了唯一在研究室中常時說日文的外國人。 

 

 學校的生活以外，在阪大的宿舍生活也是充滿樂趣的日子。阪大將所有交換

生安排至新蓋好的國際生宿舍，形態上有點像臺大 BOT 宿舍，較不同的是房型

為 Share house房間，五到九人除了有自己的個室小房間以外，餐廳、廚房及衛浴

皆為共用，也與各國的室友有了更多交流機會。在宿舍裡也體會各國朋友不同文

化的相處方式，三不五時就會有人舉辦派對，雖然總是看到一群醉鬼到處閒晃，

想想這就是大學生的熱情，就什麼都可以解釋了。在宿舍內的臺灣人們也常常聚

會、聚餐、旅遊，這段日子有這群朋友從來沒有覺得孤單過。 

  

 

 當然，在自由的研究風氣下，也更能自由安排自己的時間。難得在日本這麼

適合旅遊的國度，不多去點地方看看實在說不過去。利用平日遊客較少的時間，

我也安排了去許多地方宿泊旅遊。有時獨旅有時共遊，從北海道到四國，在各種

不同的地方體會各地的風土民情，又或是在更大的城市中嘗試都市生活。現在想

來各種景色歷歷在目，東京下北澤內斂又奔放的年輕音樂風潮、愛媛貓島上毛茸

茸愜意的悠閒態度、飛驒高山清新緩慢的空氣、長野白馬村潔白又充滿活力的雪

山。這些景點只是冰山一角，秋天賞楓春天賞櫻，往往隨手拿起手機便是一張美

麗的照片。 



  

  

 

 本身是個聽團仔的我，也抓緊機會買了 FUJI ROCK 及 SUMMER SONIC 日

本兩大音樂祭的票，體會世界級規模的音樂祭生活。與臺灣參加音樂祭瘋狂趕場

的經驗不同，在日本的音樂祭更像度假，除了音樂外有各種各樣的食物、活動、

自然設施，能讓人全心全靈享受在自然環境中。當然，除音樂祭外也跑了許多的

Livehouse專場表演，也是跟臺灣十分不同的體驗。 

 
  

 心得到這裡結束，主要只是分享我的心情及體驗。若是想知道申請日本交換

時的心路歷程，可以參考我的Medium：https://zackhuang-4161.medium.com/ 。 

https://zackhuang-4161.mediu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