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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學術方面、生活方面等，約 1500字） 

在瑞典將近一年的時間，讓我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與不一樣的生活。以下將分成

上課、生活以及娛樂三個方面來敘述瑞典這個國家與台灣不同的地方。 

 

在上課方面，其實瑞典的上課風氣是很隨興而且，老師們並不在意你是否在他的

名字前面加上敬稱或是對他講話是否非常有禮貌。在學校，我們總是直呼老師的

first name，並且和老師的相處模式就像朋友一樣。上課時，如果有疑問或不懂，

有時連舉手的動作都會省略掉，就會直接向老師提問或發表想法。Uppsala 

University 的老師們並不會覺得這樣被中斷課程而生氣，相反的，他們很樂意接

受學生的提問以及想法，甚至會願意和學生一起在課堂上討論，讚美學生會有不

一樣的創新思維。 

 

除此之外，在課表的安排上，瑞典的課表並不是固定的時間，不像台灣，禮拜一

早上三、四節有課，則這整學期的課程都已經固定好了。在瑞典，他們把一個學

期分成兩個 period，所以一年會有四個 period，一個 period 約兩個月的時間，

四個 period 都會有不同的課程提供，在每個 period 開課前，學校會提供該 period

的課表，但是時間並不是固定的，有時候一天可能會有三堂至五堂同一門課程的

課，然後一個禮拜上三次，但也可能發生一整個禮拜都沒有課的情況。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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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門課會在兩個月內密集的上完並完成期末考。在這個部分，我們必須隨時注意

自己的課表，不然就會出現跑錯時間跑錯教室的情況。 

 

當然，這麼浮動的課表，課程衝堂的部分一定會發生，因此老師們也會在課表上

面註明那些時候是一定要出席的，那些時候可以不出席，讓學生自行決定當衝堂

的情況發生的時候，該怎麼做決定。Uppsala University 的老師們認為，學生可

以對自己的課業負責，因此他們並不會特別強制要求學生的出席率，他們認為如

果學生缺席，那學生缺席的原因一定比到課堂上課重要。 

 

在生活方面，因為歐洲普遍消費很高，尤其又以北歐的消費實在驚人，因此我們

在生活方面總是省吃儉用，三餐都是要自己下廚。因此在出國之前，總是需要學

一兩道拿手菜，這樣過去才不會三餐都只吃麵包土司三明治。在過去這一年間，

我們也的確是從無中生有，只要大家懷念起任何一道台灣的家鄉菜，或是要招待

外國同學了解台灣，我們總是開啟網路搜尋各式各樣不同的台灣食譜，大家一起

動手做，將一道道台灣的美食呈現出來，其中包括了小籠包、蔥油餅、紅燒獅子

頭和肉燥飯等等。這些原本在台灣不會的事，在過去一年，全部成為我們的拿手

絕活。除此之外，大部分的學生每週總是會去逛超市或是二手市場，看看當週有

什麼特價菜色或是特價物品，就會先買起來回家囤積，因此注意價錢和特價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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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也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一件趣事。 

 

而在交通方面，在瑞典搭公車是一件很昂貴的消費（相較於台灣來說），一個人

一次需要約台幣九十元的車票，可以在九十分鐘內無限次搭乘。相較於昂貴的票

價，在 Uppsala University 的學生、居民基本上都是以腳踏車代步。不管是去哪

裡，大家都會比較偏向騎腳踏車抵達，這樣既方便又省錢。只是到了冬天，開始

下雪後，騎腳踏車的人就變少了，大多數的人就會偏向搭公車，只是這時候的花

費就會變得比較兇。 

 

最後是娛樂的部份，歐洲人很喜歡陽光，尤其是在經歷了晝短夜長又寒冷的冬天

後。因此大部分時間，和台灣人不一樣，歐洲人喜歡陽光，去草地野餐，享受每

天的悠閒。此外，在瑞典，他們有個很特別的習慣稱作「fika」，換成類似的中文，

就是下午茶的意思。但是他們不是只有下午才會 fika，早上約十點多至十一點的

時候，他們會 fika 一次，中午過後又會 fika 一次，也許在下午三點多，再 fika

一次。通常 fika 是指喝杯咖啡，配個小小的肉桂卷、麵包或小蛋糕，休息一下，

跟朋友們社交一下，這種叫做 fika。因此在過去一年，我們很常和朋友一起 fika，

而 fika 也是一件讓瑞典人引以為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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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喝酒也是一件在過去一年我們學到的大事。在台灣，如果我們有 party，

多數時間大家會著重在吃什麼食物，喝什麼飲料；但是在歐洲，大家重視的是喝

什麼酒，帶多少酒，可以喝多少。這點真的很不一樣，一開始剛去參加 party 時，

大家總對於亞洲去的朋友總是說喝水就好或是喝茶就好的舉動感到不解，之後才

知道，原來我們並不是那麼愛喝酒的民族。相較之下，台灣隨隨便便就就可以在

seven-eleven 買到高濃度酒精飲料跟在瑞典要在限制時間跟地點才能買到，就

可以知道，兩個國家的人對於酒精的依賴了。瑞典政府禁止人民在街上隨意拿著

酒瓶喝酒精飲料，因為瑞典人太愛喝酒，而且通常他們一喝醉以後就會變得很瘋

狂很可怕，因此才有這般的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