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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進修計畫摘要  

目的及意義  

  透過在同濟大學交換期間，更加了解中國學生的學習情況，以及兩岸學生

學習的差異。在交換的期間，除了認識許多上海的好朋友，也結交了許多來自

世界各地的朋友。拓展了自己在專業領域的知識、技術和思考模式，更多中國

市場有更深入的認識。 

進修學校簡介  

  同濟大學創建於 1907 年，早期為德國醫生在上海創辦的德文醫學堂，取名

"同濟"意蘊合作共濟。1912 年增設工學堂，1923 年被批准改名為大學，1927

年正式定為國立同濟大學。抗戰期間曾內遷經浙、贛、滇入川，1946 年回遷上

海並發展為以擁有理、工、醫、文、法五大學院著稱海內外的綜合性大學。

1952 年院系調整後，同濟大學成為國內土木建築領域最大、專業最全的工科大

學。1978 年經中央批准恢復對德交流，在中科院學部委員李國豪校長領導下實

行“兩個轉變”，即由土木為主的理工科大學向理工為主的多科性大學轉變，

由國內普通高校向作為中外文化交流“視窗”之一的國際性大學轉變，從而迅

速恢復和發展成為一所以工為主、理工結合，經、管、文、法各具特色的多科

性大學。1995 年實現由教育部和上海市“共建”，1996 年併入了原上海城市建

設學院和上海建築材料工業學院，被國務院領導贊為高校體制改革中的"同濟模

式"。2000 年 4 月又與上海鐵道大學合併，組建成新的同濟大學。目前是一所

擁有理、工、醫、文、法、哲、經濟、管理、教育 9 大學科門類的綜合性大

學。作為研究型大學，學校是首批被國務院批准成立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作

為全國重點大學，學校被列入國家財政立項資助的"211 工程"和國家教育振興行

動計畫與地方重點共建的高水準大學行列。 

(二 ) 研修成果與返校後的關聯性  

歸國以後我便從雲科大畢業，即將進入部隊服兵役，因此與學校課業較沒 

太大的關連，但是在中國交換期間，我找到了我個人十分嚮往的設計方向（參

數化設計），與此也與同濟大學的老師有深入的交流，未來希望能夠朝參數化

設計的領域繼續申學深造，或是投入相對應的工作。 

(三 ) 本次出國進修經驗與分享  



  同濟大學屬於中國頂尖大學之一，學校的讀書風氣十分盛行，相較於台灣

學校社團齊放的景象是迥然不同，也因此若要和同學打成一片，便需要適得其

法。另外，上海屬於中國一線城市，城市本身就提供許多的機會，不論是想要

看展覽或是表演都十分的容易，而地理位置位於中部緣故，所以要前往其他地

區旅遊都十分的方便。 

  一開始吸引我前往中國的主要原因就是學業了，那麼我就先從學業講起。

中國學生投入很多的時間在學業上，相較於台灣學生還有社團等活動，中國學

生幾乎都把心思放在課業上，因此若是真的要融入學生的群體，就必須也調整

心態，專注在課程上。同濟大學工設課和雲科大的工設課程差不多，都是以課

題式的產品時作為主，不過執行的過程卻有些許的不同；雲科大在初期產品調

查方面花的時間比同濟大學還要少，同濟的老師會要求同學從不同的角度去探

討產品的可行性，同時還將環境因素也考量進去，如此產品在發展過程中，能

夠更加地貼近市場需求。同濟大學學生的電腦能力十分驚人，或許是中國網路

資源龐大或是同儕的互相學習，讓他們的建模速度都十分的快速，產品模型也

十分的精準，在現今 3D 印表機盛行的時代，這樣的能力能夠幫助他們在眾競

爭者中脫穎而出。同濟大學與企業合作的項目十分多，這學期我便參加了由

Audi 和同濟大學合辦的 Product Development Program, 過程和來自德國、義大

利的學生共同開發一台休旅車，由於是與業界合作，能夠學到更多貼近業界的

實務經驗，獲益良多。 

  “Work hard, Play hard”，在中國交換期間，我也玩得不亦樂乎，總共去了十

幾個城市，同時加上十分神祕的國度：北韓。從上海旅行十分的方便，不論是

鐵路或是航空都有充裕的航班，由於我周五沒有排課的關係，所以每個周末便

有三天的時間能夠前往旅行，由於有許多之前在台灣便認識的朋友，所以與老

友重逢十分的歡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