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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院交換生鄭羽芳　
透過台聯大校際選課　探討社會議題實踐

吳玟錡不畏辛苦
台聯大首位跨校雙主修新聞系　勇敢追夢

本報記者 黃楷翔

本校自 2021 年加入台聯大系統後，各校間
往來密切，亦吸引許多學生進行校際選課與
交換。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四年級的鄭羽
芳，由於對社會議題的高度關注，加上在清
大經營學生媒體，112-1 學期選擇來政大傳
播學院交換。

「很想知道政大學生如何推動這些社會議
題？」負責清大新聞小組「清檸」的鄭羽芳
提到，過往在清大推動 18 歲公民權、舉辦白
紙論壇，讓她思考怎麼樣的行動與嘗試可以
喚起大家的問題意識，將社會議題從同溫層
更推進至異溫層，創造出共同討論空間。政
大擁有傳播學院與豐富的學生媒體，希望可
以學習將大眾認為較遙遠的議題，以更平易
近人的方式傳遞。

除了修習傳院課程，關注地方創生議題的鄭
羽芳也修習了「土地制度法」、「都市計畫」
等地政系的課程，她提及因國科會的計畫，
前往花蓮訪問部落人士後，引發她省思土地
權益及山林政策，「很在意如何跟土地上的
人溝通，更細緻去看到不同身分的人。」透
過在政大修習土地相關的課程，期盼自己能
更接地氣與地方人士接觸，深度探討事情背
後的社會因素與結構脈絡。

如果政大學生有意前往清大校際選課或交換，
鄭羽芳也推薦同學選修「親屬繼承」、「社
會學導論」等課程，藉由討論案例內更深一
層的問題，讓她對於法條、理論萌生更多興
趣與想法。透過台聯大校際選課與交換，與
不同院校的同學價值觀激盪，讓自身具備更
宏觀且全面的觀點。

本報記者 蔡文馨

「政大新聞是我高中時的第一志願。」清華
大學藝術設計學系設計組學生吳玟錡，是
2021 年政大加入台聯大系統後，首位跨校雙
主修政大新聞學系新聞與資訊學程的學生。
吳玟錡的選擇引起了師長一陣譁然，因選擇
此學程的學生皆必須參與製作新聞系實驗報
紙——《大學報》為期一年，從採訪、撰稿、
編版到影音拍攝等全數由學生獨立製作。因
此，作為跨校雙修生的吳玟錡，讓師長不免
擔憂她「瘋狂」的決定。

對新聞工作富有許多憧憬的吳玟錡，不顧許
多師長及朋友們的勸退，毅然決然地在本學
年起，開始修習《大學報》新聞媒體實驗
的課程。對於這股堅定的信念，吳玟錡靦腆
地說：「大學選填志願後，我就覺得有點遺

憾。」她進一步分享，自己在清大修課期間，
才確立未來想朝新聞發展的目標，因此在得
知台聯大系統資源後，便決定彌補高三那年
的遺憾。

「大二時，看到政大加入台聯大系統，我蠻
開心的！」吳玟錡分享，因系統跨校修課制
度，讓學生不僅可以到不同學校多元修習有
興趣的課程外，現在也可以透過申請雙主修
及輔系深入培養更多技能。

雖然目前跨校雙主修及輔系制度初推動，
仍有許多待改善的地方，例如：跨校雙修
生無法運用選課系統選課，需自行跑加簽
流程、無法申請宿舍床位等，吳玟錡期盼：
「制度能越趨完善。」但對於新學期她還
是充滿期待。

本報記者 姜期儒

政大加入台聯大系統至今已滿三年，有效
增加學生跨校交流與跨域學習機會。根據
台聯大數據統計資料顯示，政大學生至台
聯大他校（清大、陽明交大、中央）的修
課人次，三年來成長約九倍，而他校學生
至政大的修課人次則成長逾五倍。可見，
政大的加入不僅促進學術資源的共享，也
推動學生跨校學習的發展，為台聯大的多
元發展帶來新動力。

109 學年度，即政大加入台聯大第一年，僅
有八名政大學生到其他三校修課。111 學年
度，已有 72 個人到外校修課。其他三個學
校到政大修課人數，也從第一年的 33 人，
增長至今年的 162 人。台聯大副校長蘇蘅
表示，面對快速變化的社會環境，現今大學
生對跨領域學習的認知與意願明顯提升，而
政大專長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優勢也得以彰
顯。因政大與台聯大友校課程互補性高，有
助於學生用更全面視角應對複雜的社會挑
戰，為臺灣的未來做出更大貢獻。

台聯大系統政大辦公室近日完成學生網路問
卷調查，根據 616 份有效問卷顯示，有超過
八成政大學生認為，政大加入台聯大後，能
帶來「學習資源更為豐富」的益處。問卷也
結果顯示，有超過三成的填答者有意願修習
台聯大課程，其中填答學生最感興趣的是「資
訊」領域課程（52.9%），其次為「心理學」
（24.8%），及「醫藥」（20%）領域課程。
而政大優勢領域的商學、傳播、外語課程，
也可為台聯大他校學生提供堅強的師資與學
習資源。

跨領域學習熱潮　台聯大系統跨校修課人次激增九倍！
跨域學習的增長趨勢反映出，培養優秀人才
除了需要滿足產業需求，更要讓理工科和人
文社會學科相互理解，進行更多交流與合作，
甚至提供轉換跑道機會。例如，今年一位政
大歐語系學生，跨類組轉學到清華大學物理
系，成為台聯大有史以來第一人。這個案例
除了凸顯出台聯大系統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
習彈性，政大優秀的外語學習能力，也有望
為學生在理工科領域學習提供了堅實基礎，
並成為社會渴求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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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競技啦啦隊日前榮獲 111 學年度大專盃大專混合團體組亞軍，表現亮眼。今年台聯大運動會開幕競賽將由政大競技啦啦隊代表出賽，精彩表現令人期待。（台聯大運動會新聞詳見第 2 版）
協力拍攝：劉偉漢、陳俊巖、羅玉倫、江彥霆、陳建樺、林宏睿、簡義順、李旻叡、王羿崴、吳庭軒、塗盈盈、黃庭宜／攝影：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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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政大校友會會長黃裕源、政大校長李蔡彥、吉蘭丹中華獨立中學拿督葉翃
瑚、拉曼大學校長尤芳達、董總主席陳大錦、留台聯總會長拿督陳榮洲醫生局紳 、
駐馬來西亞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組長張佳琳、留台聯總主席秘書、留台聯總財政
拿督楊安山合影（照片來源：教務處）

教務處訊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與馬來西亞 34 所華文
獨立中學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簽約儀
式選在馬來西亞雲頂半山腰舉行。由台聯
大系統校長陳力俊領軍，與台聯大各校代
表：政治大學校長李蔡彥、中央大學副校
長顏上堯、清華大學副校長呂平江、陽明
交通大學國際長徐文祥一同出席簽約儀
式。台聯大四校目前馬來西亞學生在校人
數高達約 930 人，期能透過更多元密切的
學術交流，鼓勵更多中學學生申請就讀。

簽約儀式場面盛大，董總主席陳大錦、留
台聯總會長拿督陳榮洲醫生局紳及駐馬來
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公使嚴竹蓮皆受
邀出席見證。此次簽約由政大馬來西亞校
友會居中促成，陳力俊表示，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是臺灣第一個大學系統，由臺灣幾
個頂尖大學聯合起來組織聯合大學系統，
在某些項目是非常成功的，諸如在教學、
研究、國際合作與學生活動等領域都有不
錯成效。透過簽約強化雙邊交流及共同培

育國際人才，成為更緊密的夥伴關係。本
次學術合作項目包括資訊交流、開放網路
課程、舉辦學生營隊及教師交流活動，期
能讓獨中學生提前體驗大學課程及生活。
大學也將提供優秀學生入學獎學金，熱烈

歡迎更多的中學學子到臺灣就讀。

大馬留臺學生從 1953 年開始迄今剛好 70
年，大馬學生到臺灣留學已超過十萬人，
散布在各個領域發光發熱，而 70 年前第

一位來台求學的馬來西亞僑生，就是政大
校友。如今政大馬來西亞校友超過 5,000
人，明年適逢政大復校 70 週年，這段歷
程與僑教的發展歷史典故，也讓此行更熱
鬧增溫。

李蔡彥表示，這次這麼多學校同時參與簽
約，是難得的盛大場面。政大推動國際化、
多元學習、科技及人文結合，是學校發展
重點。馬來西亞學生畢業後不管在臺灣或
僑居地貢獻良多，非常感謝獨中校長培育
優秀學子，鼓勵學生到臺灣就讀與交流，
政大除了聯招管道外，也提供單獨招生管
道，在 11 月底前報名。

馬六甲培風校長黃雪萊表示，線上課程讓
學習無遠弗屆，不只是給學生也能提供老
師研修；芙蓉中華中學校長蔡親煬表示，
台聯大的大學與臺灣的高中合作推行線上
微課程，希望也能同時開放給獨中學生一
起上課，大家共同為國際多元交流合作貢
獻己力，讓馬來西亞赴臺留學的學生人數
再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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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學院吸引來自各校、各領域專長學生前來修課（照
片來源：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籌備處）

政大廣電系教授兼亞際文化研究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籌備處主任陳儒修表
示，政大將以「媒體與文化治理」為
本校的特色學群（攝影：秘書處）

政大代表隊在去年的台聯大首屆運動會上屢傳佳績，盼今年能再創新猷（攝影：
秘書處）

本校女籃隊於去年首屆運動會奮力爭取榮
譽（攝影：本報記者林亭）

本報記者 蔡文馨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為政大首個
跨校、跨領域及跨地區的碩士學位學程，今
年 8 月正式通過教育部核定，於 10 月 13 日
（五）上午九點起到 10 月 17 日（二）下午
三點止開放推甄報名。考生只要報名一次考
試，就可以選擇政大、陽明交通大學、中央
大學、清華大學四校就讀，最快明年 9 月可
入學就讀。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集結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政大、清大、陽明交通和中央
大學等四所學校的文化研究團隊一流師資和
國際學術資源，以各校特色課程「媒體與文
化治理」、「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批
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性／別研究 」及
「視覺文化」五大研究學群作為課程方向，
期盼培養學生掌握當前亞際社會政經現狀與
歷史文化背景，回應當代認識亞洲文化生產
的學術高度及跨領域能力。
 
政大廣電系教授兼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
位學程籌備處主任陳儒修說明，此學程已在
清大、陽明交大及中央大學三校落實十年之
久，早已建立良好的研究基礎，是臺灣第
一個突破現有大學體制而具體實現的成功模
式。政大的加入，將是四校中唯一具有傳播

學院的學校，因此在教育部審核通過後，政
大以「媒體與文化治理」為本校的特色學群，
陳儒修說：「它來自於歐盟的概念，提倡文
化多樣性、文化政策、文化創意產業與文化
智慧財產等，十分符合政大特質。」
 
在碩士學位學程正式成立前，政大學程籌備
處從 2022 年夏天起，便透過舉辦為期七天
的「夏日學院」暑期課程形式，吸引來自各
校、各領域專長學生前來修課。陳儒修透露：
「暑期班的用意其實就是招兵買馬。」他解
釋，透過連兩年的暑期課程，不僅吸引到
來自東吳大學哲學系、宜蘭大學植物學系等
多元領域學生外，更邀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
學者前來授課，期盼藉由暑期課程對外招生
及招募師資。陳儒修更強調：「歡迎不同領
域師生，一起來培養多元觀點，跨校展開學
習。」
 
學生的學習不該只停留在單一校園，陳儒修
認為，學生需要透過移動到政大、陽明交
大、中央及清大共四校，學習感興趣的領域
及課程。他鼓勵每位學生，多跨到別的學
院、其他學校修習課程，不斷地拓展自己的
知識及視野。同時，陳儒修期望政大亞際文
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的創立，可以為政
大形成鯰魚效應，開啟更多跨校學位學程的
可能。

本報記者 梁家柔

第二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運動會，將於 10
月 14 日至 10 月 15 日於清大體育館登場，
競賽項目包括籃球、排球、桌球、羽球、網
球等競賽項目，吸引四校學生摩拳擦掌備
戰，盼為學校與個人爭取榮譽。

台聯大系統成立約 20 年，目前由國立政治
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以
及國立中央大學四名成員組成。為了推展體
育運動風氣、增進師生合作精神，四校於去
年 10 月 15 日，在中央攜手舉辦第一屆台聯
大運動會。今年迎來第二屆，未來也將以輪
流主辦的形式，持續聯絡四校之間的情誼。

今年台聯大運動會由清大承辦，將舉行兩天
比賽，共有籃球、排球、桌球、羽球、網球
等五項正式競賽，五項比賽各分為男、女兩
隊參加。運動會將於 10 月 14 日下午四時舉
行開幕典禮，而開幕競賽則由競技啦啦隊表
演賽作為特色開場，本校由政大競技啦啦隊
代表出賽，精彩表現令人期待。

政大代表隊在去年的台聯大首屆運動會上屢
傳佳績，成果輝煌。除了男子排球摘金，男
子籃球與女子籃球雙雙奪銀外，男子羽球與
女子排球、桌球亦獲季軍。而在舞蹈表演賽
中，代表學校參賽的政大熱舞社，憑著整齊

的舞步，以及充滿創意的舞蹈編排，從中央、
陽明交通代表隊手中，順利奪得舞蹈表演賽
特優殊榮。

「目前政大代表隊還在招兵買馬的階段，希
望同學們踴躍參與。」政大體育室主任王清
欉表示，去年首次參與台聯大運動會，締造
不錯成績，希望今年能網羅更多優秀的選手
加入，期盼在運動會上，為政大爭取更好成
績。同時，也請全體教職員工生和校友一起
為政大代表隊加油！

政大首推跨校學程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正式創立

第二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運動會  
10 月 14 日於清大熱鬧登場

台聯大攜手赴馬招生
與 34所華文獨立中學簽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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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校園馬拉松已經成為每年文山地區體育盛事（攝影：秘書處）

本報記者 黃楷翔

本校 112 年仲尼傑出教學獎得主出爐！由創新國際學院提名
的財政系教授吳文傑獲選。吳文傑長期致力於推動雙語授課，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講解艱難概念，歷年榮獲數十次教學特優
與優良獎，本次獲頒仲尼獎更為一大肯定。

仲尼傑出教學獎於 2016 年前校長周行一任內，由教授李瑞華
倡議成立，旨在獎勵為教學無私奉獻的傑出教師，獲創國學院
提名的吳文傑，以跨學院授課、大班制英文教學、創新的類翻
轉教室、擔任 EMI（英語授課）教師社群召集人等原因獲獎。

「獲獎感想就是不只是自己開心，同時獲獎的（創國）學院
也能有一筆經費提升教學環境。」吳文傑謙虛地表示，同時
身為應用經濟與社會發展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主任的他，過往
曾經協助因斷交而失去獎學金補助的國際學生完成學業，如
今也期盼將仲尼獎獎金投入提升學程發展，系所能有更多經
費提供學生更多資源。

吳文傑以英語授課開設「經濟學」課程，每學期皆吸引近 200
位學生修習，為本校 EMI 教學領域貢獻良多。「現在臺灣的
教室，欠缺的就是需要講英文的環境。」許多臺灣學生對於
自身英語表達能力沒有自信，藉沉浸式英語教學環境練習熟
悉，亦有助於為有志於海外交換、留學的學生接軌國際。

同時吳文傑在課堂上亦提供多元評量方式，除了選擇題考試，

本報記者 姜期儒

自強十舍服務中心外，一大早就已熙熙攘
攘。住宿組同仁王偉軒穿梭在人群中，推著
輪椅，俐落地協助學生辦理各項行政事務。
在政大服務十年，王偉軒除了是一名盡責且
樂於幫助學生的行政人員，在工作之外，他
還有另一個身分──輪椅網球選手。

王偉軒自小就喜歡運動，且樂於挑戰不同體
育項目。國小開始，他就與姊姊一起學游泳，
國中時，他主動爭取參與大隊接力的機會，
並用盡全力爬完一整圈操場。如同過往運動

經歷，王偉軒接觸輪椅網球的契機，也是來
自一次單純的好奇心。「當我坐上運動輪椅，
只要輕輕一推，就能享受跑步的感覺。我很
喜歡那種速度感。」透過前輩帶領，王偉軒
從此愛上輪椅網球。

「身為一名運動員，最重要的財產就是身
體。」而運動輪椅對王偉軒來說，就是身體
的一部份。他解釋，由於現有的運動輪椅已
不堪使用，使得他一發球，腰部就必須承受
龐大的壓力。2019 年，王偉軒代表國家隊征
戰廣島和平盃時，就連短暫的休息空檔，他
也必須請專業的防護員進場替他放鬆腰部肌

本報記者 花清荷

新學期新希望，眾所期待的 2023 政大校園
馬拉松也將於年底登場。政大體育室宣布，
為迎接百年校慶，今年推出新版馬拉松獎牌，

報名資訊及方式
請掃 QRcode

獎牌融合校徽、馬拉松標誌及政大
地標地景。（圖片來源：體育室）

還採取影片形式的口頭報告，「學生有機會可以去展現包括
他們做影片的創意，跟口頭報告的能力。」臺灣學生在過去
訓練上較擅長紙筆考試，但口頭報告時則較為害羞。以影片
方式進行呈現，不僅能讓學生表現不同方面能力，亦能解決
大班制難有時間進行口頭報告的問題。他也提及，國際學生
會踴躍在課堂上發表，臺灣學生因同儕壓力較不敢發言，因
此將課堂回答問題改為加分方式，以鼓勵機制讓學生也變得
更加願意去分享。

疫情時期吳文傑遠距授課獨創「類翻轉教室」模式，學生於課
前先行觀看教學影帶，影片中安插許多練習題，課堂時間師生
相聚雲端進行討論，「把課堂時間交給學生，我的時間變成是
來引導他們去做這些討論。」師生間更多互動的教學方式，也
持續延伸至實體課堂，作為課堂參與成績依據之一。吳文傑提
到較不擅考試的同學，在平常時透過這樣的課堂互動，能將成
績維持在一個水準，也能更清楚學生不理解的概念為何。

「受到仲尼獎的肯定，對於很多想要投入雙語教學的老師也
是一種鼓勵。」吳文傑談及，希望這次得獎可以激勵更多有
興趣進行雙語教學的老師加入。本校今年成為大專校院學生
雙語化學習計畫重點培育學校，擁有多達 880 門英文教學的
課程，擔任教學發展中心英語授課教師社群召集人的吳文傑，
持續將教學方法與技巧與其他師長分享，他認為須有一群老
師與助教一同推動英語課堂與實習課，更加完善地建構 EMI
教學生態系，才能讓政大朝國際化更進一步。（攝影：秘書處）

肉，好讓他能夠維持比賽強度。於是，更換
運動輪椅的心願就此萌生。

在家人、朋友的大力支持下，原先以為更換
運動輪椅根本是天方夜譚，也不敢計算出國
比賽費用的王偉軒，決定為了夢想賭一把。
他攜手亞運輪椅網球國手唐兆漢，於挖貝群
眾集資平臺展開〈需要更好的椅子！前進世
界的舞臺，輪椅網球選手集資計畫〉。令王
偉軒感到意外的是，此計畫竟上線不到十
天，就已募達目標金額。「這是一個生命的
火花！原來我的小火苗，也能讓它變成一個
大火花。」王偉軒的勇氣和堅持召喚了許多
人，他也進一步說明對運動生涯的願景：「保
持我的身體健康，也希望可以繼續為國家爭
光！」因此，募資金額除了運用在新的運動
輪椅上，也將作為兩人後續出國比賽的基金。

在眾多鼓勵中，學務長蔡炎龍也不遺餘力、
鼎力相助。王偉軒回憶，蔡炎龍於 6 月底的
期末成長營曾說：「不管你有什麼問題，只
要來學務處這邊，我們都是你最大的靠山。」
學務長一句話，讓王偉軒產生莫大信心。王
偉軒也表示，政大同仁十分樂意擔任他的職
務代理人，使他無後顧之憂地登上運動競技
的舞臺。「政大的人情味，就是我會在這邊
待這麼久的原因。」王偉軒靦腆地說。

此外，王偉軒也在與學生的交流中獲得成就
感。談及最印象深刻的工作經驗，王偉軒提
到，曾有位越南籍交換學生要辦理入住時，
忘記先到國合處領取學生證。眼看距離下班
時間只剩 20 分鐘，王偉軒二話不說，立刻騎
著三輪摩托車，載學生下山領證。王偉軒說：
「其實我自己也很感動，這是我一直想要做
的事情。平常我受人家幫助很多，我也想要
盡自己的力量去幫助別人。」

今年底，王偉軒計畫到馬來西亞參加比賽「搶
積分」，並持續以帕奧運為目標前進。然而，
在國家資源相對少的狀況下，比賽費用對他
來說仍是沉重的負擔。即便如此，王偉軒不
輕言放棄，並堅信著：「當你渴望一件事情，
全世界都會幫你。」而本次募資計畫，正是
這份信念的具體實現。王偉軒鼓勵所有政大
人勇敢作夢，如同輪椅網球的規則──在兩
個彈跳以內擊球，「勇敢踏出第一步，失敗
一次沒關係，你還有第二次再起身、回擊的
機會。」

「當你渴望一件事情，
　全世界都會幫你。」

輪椅網球選手王偉軒
集資拚奧運

一改過去傳統的圓形設計，將形狀改為類似
鑽石的五邊形，凡是在 100 分鐘內完賽的 10
公里跑馬組選手，均可免費獲得。除此之外，
若未來四年持續參加政大馬拉松活動，正好
在百年校慶時，可以將四個獎牌組合成為以
政大梅花校徽為中心的方形獎牌，具有特殊
紀念價值。

新版政大馬拉松獎牌融合校徽、馬拉松標誌
及政大地標地景所構成，從 2023 至 2026 年，
每年的獎牌上都有以簡約線條組成的校園一
隅，分別為政大校門口、體育館、羅馬廣場
以及四維堂，獎牌兩邊則配以意象型的河流、
山巒圖樣設計，象徵政大依山傍水的宜人環
境。另外，若未來四年都「全勤」參加政大
馬拉松的跑者，即可獲得政大百年紀念托盤
作為贈品，除了能夠放置組合獎牌外，平時
也能當作擺飾使用。

政大校園馬拉松的前身為「校園越野賽」，
主要路線以校內環山道為主，隨後改名為「校
園越野賽跑」，逐漸與馬拉松形式接軌，但
當時僅限政大校內師生參加，並沒有對外開
放。自 2015 年在企管系暨東亞所校友謝金

河提議下，決定擴大舉辦、開放大眾參與，
並將時間改為假日舉行，從此之後每年均有
近兩千人響應，是十分受歡迎的校園馬拉松
活動。今年也延續過去傳統，由熱心校友贊
助舉辦，期望能將母校活動發揚光大。

2023 政大校園馬拉松將於 12 月 10 日舉行，
即日起至 10 月 23 日止均可報名。10 公里競
賽跑馬組限額 1,100 人，4.5 公里休閒走馬
組則限額 900 人，額滿為止。此外，只要在
規定時間完賽的參賽者均可獲得抽獎機會，
獎項非常豐富，除了校長李蔡彥贊助的神秘

校長獎外，今年的頭獎為臺北－大阪來回機
票一張，還有 iPAD、Garmin GPS 智慧心率
跑錶、旭集 / 饗饗平日晚餐雙人券等好禮等
你來抽。提醒有興趣的民眾請儘早報名，以
免向隅。最後，政大體育室主任王清欉也特
別叮嚀，請參與者必須衡量自身身體狀況，
選擇適合的組別參與。

致力推動雙語授課　
吳文傑教授榮獲 112 年
仲尼傑出教學獎

迎接百年校慶　
政大校園馬拉松

新版獎牌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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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半世紀情誼 
2024 畢業 50 年返校活動起跑

第 34 屆畢業 50 年各系聯絡人合影。前排中為本屆召集人劉德勳
（攝影：秘書處）

秘書處訊

2023 年政大校友世界嘉年華 9 月 18 日於馬來西亞
揭開序幕，來自全球 200 餘位校友在三年疫情結束
後首度共聚一堂，匯集在馬國著名旅遊勝地雲頂高
原，重溫當年指南山下同窗情誼。 

本次嘉年華由馬來西亞校友會主辦，出席師長為校
長李蔡彥、教務長林啟屏、主任秘書陳百齡等。與
會貴賓包括前校長鄭丁旺、立委王鴻薇，以及臺

北、高雄、加州、華盛頓、北京、上海、香港、新
加坡以及地主馬來西亞等 15 個校友會會長或會員
代表。

本次嘉年華主辦單位特別安排「與校長有約」座談
會，由李蔡彥向校友報告校務近況，讓關心政大的
校友們了解母校近年發展和變化。他在報告中提
及，母校正推動跨域學習、數位賦能，在尊重多元
和公共化價值導引下，打造更具韌性並詩意棲居的
校園。他也感謝全球校友在各自領域辛苦耕耘，期

本報記者 陳家弘

「接到電話說要編畢業 50 年紀念輯，還以為
是詐騙。」在自嘲歡笑聲中，第 34 屆 ( 民國
63 年畢業 ) 畢業 50 年各系校友聯絡人，響
應號召同學明年校慶重返校園。

校友總會副秘書長林良楓表示，為畢業 50 年
校友編紀念輯，是校方與校友會合力促成的
傳統，需要校友協助支持，也歡迎各系熱心
學長姐們，一同加入編輯行列。

主任秘書陳百齡提及，政大將於 2027 年邁
向百年校慶，將編纂校史專書回顧百年歷
程。希望校友們能將過去回憶在校史中呈
現，完整政大校史記憶，也希望百年校史
不僅是典章制度，更能呈現學生、校友的歷
史，敬請校友鼎力相助。

隨後各系聯絡人發言踴躍，細數對母校的回
憶與感激。會計系張學長分享過去辦理畢業
40 年活動經驗，為返校活動提供美好想像；
外交系傅學姐則對校友活動與校務發展相當
熱心，期望號召校友發起募款，積少成多，
回饋母校並幫助需要奧援的學子。

本次會議重要任務，是產生本屆召集人。在
與會者一致推舉下，法律系校友、前監察委
員劉德勳榮膺召集人，眾望所歸。

劉德勳感性地表示，自己一家五口，有三人
就讀政大，現今仍在木柵定居，與母校連結
深遠。對他而言，政大不僅是學校，更是人
生重要階段，也期許校友們預先思考封面與
標題，期盼明年紀念輯精彩呈現，520 校慶
再聚首。

① 政大代表團抵馬來西亞參與校友世界嘉年華 ( 照片來源：秘書處 )
② 校長李蔡彥向來自全球各地校友報告校務近況 ( 照片來源 : 秘

書處 )
③ 馬來西亞政大校友會會長黃裕源分享大馬校友會運作概況 ( 照

片來源 : 林良楓 )

上圖：政大代表團抵馬來西亞參與校友世界嘉年華（攝影：秘書處）
下圖：校長李蔡彥向來自全球各地校友報告校務近況（攝影：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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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南」芳名何處尋？

道南橋不僅通往政大，也通往政大人的記憶
（照片來源：國立政治大學校史館）

本報記者 陳家弘

老校友回憶中，道南橋是公路交通的終點；
越過橋後，便是大學生活的開端。「道南」
之名從何而來？現今常見有二說：一說認為
道南橋是指南宮為方便香客參拜而修建，因
此「道南橋」意指通往指「南」宮這條「道」
路的橋；另一說認為，「道南」二字出自《宋
史 ‧ 道學傳》，福建士人楊時遠赴北方拜洛
學領袖程顥為師。學成後，他毅然回福建教
化地方，讓程顥感嘆「吾道南矣」的故事。
政大南京創校，幾經波折在臺復校，與洛學
南傳、宋室南渡情境相似，便以吾道南矣的
「道南」為橋命名，寓有延續學統之意。

以上二說何者為是？ 1930 年 1 月 27 日《臺
灣日日新報》提到：「又廟 ( 指南宮 )……
現諸信仰者將為發起，造一鐵枝混凝土堅固
橋梁……」可見指南宮在日本時期出資建設
一條混凝土橋，便利木柵與指南宮間交通。
1933 年 2 月 14 日同報載：「該橋名為道南橋，
即取吾道其南之義。」這是道南橋之名與典
故首度出現。

「吾道其南」典出何處？《杜詩詳註 ‧ 卷八》
指出，「《家語》曰：『孔子曰，吾道其南
矣』。」直指出處為《孔子家語》，這是孔
子對其弟子言偃 ( 子游 ) 的形容。言偃是孔
門七十二賢中唯一南方人，學成後將孔學傳
往南方。

據 1934 年 10 月 27 日《臺灣日日新報》所
述，當時橋路建設委員長張福堂，稱「道南
橋乃寓吾道其南之意。呂夫子之道，將普被
至臺灣南方云云。」道南橋使用吾道其南將
孔學南傳的典故，造橋方卻希望此橋能將呂
祖之「道」，傳播到臺灣「南」方。孔子之
學與呂祖之道，二者的界限在道南橋這個載
體中被模糊了：它是一座具儒學典故的橋梁，
也是被期望外傳聖教的橋梁。

道南橋隨著政大在指南山下復生，迎接世世
代代政大人，依然肩負著吾道其南的重責大
任，將政大孕育的學術與人才，傳播到世界
各地。

校 史 趣 譚

他看得出她臉上漸呈開朗的光采，彷彿她的

一切苦惱都隨著道南橋下的水淙淙流去。

「今日淺來明日深」，未來的神秘莫測的變

化，就是她的希望。

彭歌，《道南橋下》

世界各地政大校友會代表及貴賓與書法家鄭浩千墨寶「政好有你、親愛精誠」合影（照片來源 : 林良楓）

上圖：各地校友代表上臺切蛋糕，與馬來西亞校友會共慶金禧
（攝影：秘書處）
下圖：會後校友至馬六甲乘船遊河（照片來源：林良楓）

盼各地校友會攜手合作，成為母校學弟妹堅強後盾。
報告結束後，李蔡彥接受校友提問和建議，在互動交
流中，結束座談。

校長報告結束後，緊接登場的是「世界校友論壇」，
由鄭丁旺領頭，來自 15 個地區的校友會或代表輪番
登場，說明各校友會經營近況和前景。與會校友也針
對如何強化全球各地校友聯繫與合作，提出各種建
言，更熱烈地討論下屆 (2025 年 ) 嘉年華主辦單位。
四年後母校將迎來百年校慶，2027 年校友世界嘉年

華確定將在臺北舉行，希望全球各地校友能重返指南
山下，一同歡慶政大百歲誕辰。

嘉年華晚宴以「政好有你、親愛精誠」為主題，由馬來
西亞校友會推出精彩表演節目內容，期間穿插為母校學
弟妹籌募獎助學金、來賓摸彩等活動，將歡樂氣氛帶至
最高潮。晚宴也在校友們上臺合影的熱鬧氣氛中，畫下
圓滿句點，彼此約定四年後政大百年校慶，重返母校團
聚，共話當年點滴。

校友世界嘉年華
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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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foolish.

Stay hungry, 

政    面 對談

( 攝影：秘書處 )

本報記者 蔡文馨

視訊鏡頭另一端，韓國 Delight Music 執行
長朴允善盡力地用中文表達。回顧起 2009
年來政大就讀傳播學院在職專班（EMA）的
美好時光。「政大 EMA 的老師和同學們都對
我很好，我想趁這次機會再次謝謝他們。」
朴允善曾擔任柳烈、申海澈等多位韓國資深
歌手經紀人，在工作一段時間後，因對華人
音樂市場有興趣，加上受到在臺求學的姊姊
影響，2008 年便來到臺灣學習中文。

來臺就讀期間，韓國女團 Wonder Girls 的
舞曲《Nobody》紅極一時，因校內活動需
求，身為韓國人的朴允善便被同學們賦予指
導跳舞的責任。她笑笑地說：「多虧那個活
動，從一開始我就跟同學們變得親密。」當
時韓國 3C 產品及娛樂產業也備受關注，朴
允善運用自己的優勢，於課堂間分享許多韓
國產業狀況，更善用課堂報告連結論文主題，
因此深受當時傳播學院在職專班主任陳百齡
（現為政大秘書處主任秘書）青睞，推薦張
寶芳擔任論文指導教授，論文完成後，朴允
善更與張寶芳及吳靜吉共同出版《韓國流行
音樂全球化之旅：「SM 娛樂」的創新實踐》
一書。

「我在政大認識非常多好老師及同學們，畢
業後與臺灣交流得到很多幫助。」朴允善感

念在政大讀書的點滴，這些經歷不僅幫助她
更加了解臺灣華人音樂市場，同時也大幅提
升自己中文表達能力，拓展許多人脈。畢業
後，朴允善透過科管所蕭瑞麟老師介紹，認
識前臺視副總經理劉麗惠，因而受邀參與臺
灣金曲國際音樂節，藉由豐富的實務經驗向
與會者進行分享。朴允善鼓勵學弟妹，「如
果有對華人音樂市場感興趣的學生，我會百
分之百推薦政大。」她進一步補充，因爲政
大老師和同學沒有權威意識， 對國外學生也
很親切，讓她在求學期間獲益良多。

朴允善因熱愛獨立樂團，2015 年創立 Delight 
Music 獨立音樂品牌，期盼用自己的方式持續
幫助旗下歌手創作、安排演出活動。她更期
許能帶領藝人進軍海外市場，讓他們有機會
在臺舉辦演唱會、發行中文專輯，站上金曲
獎舞臺等。即便 2019 年，朴允善曾帶領旗下
藝人文珽逅來臺舉行個人演唱會，看似將達
成目標，卻因疫情被迫中止，但她仍從未氣
餒。「再請大家多多幫忙了！」朴允善透露，
今年她將捲土重來，再次造訪臺灣，為明年
旗下樂團北、中、南巡演做足準備。

「不要因為工作失去對生活的感覺。」朴允
善提醒對傳播產業有憧憬的學弟妹，傳播本
來就是辛苦困難的道路，可以多嘗試打工、
旅行及各式活動等，盡情享受生活，並相信
每一段經歷都將成為未來難能可貴的資源。

拓展廣播影響力
黃月麗盼打造終身學習願景

71 級教育系、75級教育所

本報記者 陳家弘

「教育，真的能翻轉命運。」教育系、教育
所校友，國立教育廣播電臺臺長黃月麗，翻
著她剛出爐的博士論文，臉上滿是喜悅。出
身傳統農家、自幼家貧的她，透過教育翻轉
人生，在公職生涯盡心盡力，以實際成果展
現對教育的熱忱與期許。

「非常感謝教育系的栽培。」憶起求學時期，
黃月麗對鄭石岩、黃炳煌、馬信行，以及論
文指導教授蔡保田等恩師最為感念。他們如
沐春風的指導、對學生的關懷，讓她迄今仍
對恩師教誨與風範感念至深。政大期間參加
中醫社與指南服務團，讓她奠定健康、養生
概念，深入偏鄉服務更見識到城鄉差距，養
成日後「為民興利」的精神。社團不僅帶給
她智識上的成長，更遇到緣定終身的法律系
學長，在學業、社團與愛情上，收穫滿滿。

「隨遇而安」是黃月麗為自己奉公服務 30 餘
年所下的註解。歷任九個單位、15 個職位，
她從基層科員開始，一步一腳印平穩踏實。曾
四度因公赴外受訓考察，黃月麗極力將國外重
視民意、溝通的優點，以及注重風險評估、危
機處理的理念帶回臺灣，希望透過主動積極
作為，為民興利，提供讓民眾有感服務。

「終身教育沒有過多法令，雖然有彈性，但
也可能無所依循。」歷任教育部社教司、技

職司、國教司與終身教育司，黃月麗資歷完
整。在擔任終身教育司司長時，讓她最有成
就感的，是健全終身學習法制，如通過補教
法單條修法防堵狼師、賦予社區大學專法，
創建社區大學發展條例、修正家庭教育法等，
更加完善終身教育。她也期望學校、民間團
體與企業能夠在終身教育上相互合作，提供
更多符合公共議題、國際趨勢的課程進修管
道，培養民眾國際視野。

2021 年底，黃月麗接任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臺長，從教育人搖身一變成了媒體人。「我
希望能將國立教育廣播電臺打造成最具影響
力的教育電臺，民眾終身學習的好夥伴。」
提供溫暖人心、多元新知的教育節目，是她
對節目內容的定位，希望將教育廣播電臺推
向國際，提供海內外華人終身學習管道。透
過研製短版節目、建置精選節目收聽平臺及
Podcast，提供符合現代人閱聽習慣方式；並
積極規劃節目同步直播、即時互動，打破對
廣播電臺的刻板印象，擁抱新傳媒來擴散影
響力，為老字號的教育廣播電臺注入新活力。

「身在公門好修行」，黃月麗從基層一路奮
鬥至今，除了感謝幫助她的貴人們，也期望
自己成為別人的貴人，將慈悲與溫暖帶給他
人。她也勉勵政大人能夠保持終身學習的精
神，「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求知若飢，
虛心若愚 )」知不足、求上進，永遠追求最好
的自己。

跨越語言與文化 
韓國 Delight Music 創辦人
朴允善談在臺念書點滴

98級 EMA

（照片來源：朴允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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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曾參與節目《大嘻哈時代》的緋村宗祐這次也特地客串友情演出（攝影：秘書處）
右圖：最新形象影片展現政大學生多元面貌（攝影：秘書處）

參觀 NVIDIA，政大校友熱情分享海外職涯（照片來源：政大
職涯中心）

參訪 Google（照片來源：政大職涯中心）

校友們隨著老師指導，練習基本動作（攝影：秘書處）

政大 2023 形象短片釋出　
風格創新佳評如潮 N CCU
本報記者 花清荷

為迎接政大百年校慶，並傳遞學校跨領域、國際化等創新校
園特點，本校日前釋出 2023 新版形象短片，以「多元創新、
共享蛻變」為主題，邀請廣告系校友劉明群擔任導演，攜手
政大在校生、各大特色單位以及參與節目《大嘻哈時代》的
黑音社成員緋村宗祐、狗才樂團友情演出，活潑多樣的風格
加上豪華陣容，讓影片僅上線粉專一天，點閱率便已經破萬，
按讚數破千 ，許多政大學生及校友紛紛轉貼表示：「這不是
我認識的政大」、「裡面的政大怎麼看起來比較好玩」、「會
不會有廣告不實的嫌疑」，以厭世幽默的「政大式」讚美，
展現對內容的高度肯定。

導演劉明群畢業於廣告系，曾為許多知名品牌與藝人拍攝廣
告及ＭＶ，具有專業且精湛的影像經驗。他分享，考量形象
短片會接觸大量潛在新生，因此本次以接近新世代視聽習慣

的快節奏、高質感為主打特點，並且強調轉場剪接，貫穿學
校人文社科亮點，並展現數位創新發展，期望能打中年輕族
群偏好。

為秉持與新世代接軌的理念，影片開頭即以吸睛的俯瞰空拍
畫面呈現，快速帶領觀眾縱橫中正圖書館、四維堂、綜合院
館等代表性地標，搭配清亮的「關於政大，你會想到什麼？」
旁白帶領觀眾，以活潑、連貫的運鏡風格以及鮮明色調、插
畫貼圖設計，呈現多采多姿的政大校園。

除此之外，影片也呈現多面向的校園特點，包括政大雄鷹籃
球隊、橄欖球隊的熱血激昂、X 實驗學院及創客空間的創意
想像、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的學術發想、以及黑音社、搖滾
樂社的樂音激盪等，傳遞跨域、創新的校園氛圍。更邀請黑
音社成員緋村宗祐和狗才樂團友情客串，展現政大學生的多
元面貌。

最後，劉明群表示，百年母校有許多歷史及面貌，在拍攝風
格與內容上，都需要來回溝通聚焦，因此非常感謝校方對這
次廣告的全力支持，期望短片能夠順利搭起政大與年輕學生
的橋梁。影片上線後也順利收穫許多正向回饋，除了呈現政
大校園的豐富多樣外，也展現了校友、在校生及校內各單位
合作的美好成果。

本次形象短片邀請廣告系校友劉明群（右一）
操刀（攝影：秘書處）

影片連結

政大人    no.30

本報記者 溫岳陞

國立政治大學職涯發展中心於 2023 年 8 月底舉辦 2023 美
國北加州 & 南加州學生青年訪問營，由職涯中心張文美總監
與司徒會慈專員率領政大 30 位、來自不同科系級年級的學
生赴美參訪，主打跨領域多元學習，有來自商學院、社科院、
傳播學院、外語學院等學生共同參與。營隊特色主要幫助學
生拓展國際視野、探索海外職涯，並深化國際交流。

矽谷知名企業參訪，校友熱情分享海外職涯
此次加州行首先來到 Google 及 Apple 總部參訪，隨後到
Linkedin 與 NVIDIA 與政大校友進行交流。任職於 Linkedin
的校友們與學生分享自己的職涯甘苦談，說明如何從政大到
美國求學並順利留美工作的歷程 ，並強調語言與程式能力
的重要 ; 此外，學生們亦與 NVIDIA 的內部員工對談，親身
學習商業人文背景的學生，如何累積科技及跨領域的軟硬實

本報記者 陳家弘

校友服務中心舉辦「雲門劇場體驗行」，近 30 位校友造訪
淡水雲門舞集劇場，在專業舞者指導下體驗現代舞蹈，讓身
心回歸原初狀態。

簡單的扭動肩膀，到稍具難度的旋腰轉脊，校友無分年齡、
不分科系，隨著老師循循善誘擺動四肢。剛開始動作有些卡
頓，但在親切地解說下，逐漸變得有模有樣。

老師提到，之所以辦理舞蹈體驗課程，主要是很多民眾反映
看不懂現代舞的動作與意涵；因此期望透過課程，讓民眾親

政大青年加州訪問營　拓展學生國際視野與海外職涯

雲門劇場體驗行　
舞蹈喚起身體原初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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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與政大北加州校友會的晚宴中，校友們無私地與學生
分享在矽谷科技業的職涯，同時鼓勵學弟妹在大學期間多方
探索，找到熱情所在。

參訪幼教集團、大學之中醫課程
此行也拜訪了幼教集團 ( Little Tree International School)
及加州大學矽谷 (California University-Silicon Valley)。學
生們向幼教集團學習其教育理念及經營管理之道 ; 在加州大
學矽谷則參觀校園與診間，並從校友介紹中了解美國中醫的
碩士課程與辦學理念。同時，今年暑假於此實習的政大同學，
也分享實習兩個月從陌生到熟悉的心路歷程。

走訪加州頂尖學府，深化國際交流
本次參訪也來到以創業聞名世界的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與 頂 尖 學 府 加 州 大 學 柏 克 萊 分 校（UC 
Berkeley）。由政大統計系、史丹佛大學統計碩士畢業的林

N C C U

錦秀（Ginger）學姐及史丹佛大學臺灣校友會接待。校友們
皆就讀不同領域，各自分享出國讀書的準備過程，與赴美留
學的生活點滴，並鼓勵同學勇敢嘗試不同可能、追求自己的
夢想。
 
購物中心規劃與商業考察之旅
購物中心的商業考察亦是此次參訪重點之一，從走訪農夫市
集（Farmer markets）與 The Grove 的商業考察，學習購
物中心規劃招商與經營。應用成本分析概念檢視經營策略，
並觀察購物中心如何成功整合新舊區及室內外空間，讓同學
在拜訪知名企業之外，亦培養購物中心規劃的商業思維。

拜訪駐洛駐杉磯經文處、僑教中心與台美商會
在洛杉磯的參訪行程中，拜訪了駐洛杉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由紀欽耀處長親自接待，並與學生們分享外交人員涉外
工作經驗，鼓勵有志從事外交工作的同學加入外交部；在洛
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由政大南加州校友會接待，校友們各
自分享赴美留學、創業、銀行外派的精彩故事，讓學生們在
心中種下夢想的種子。最後，與洛杉磯台美商會進行交流，
由 Spokeo 共同創辦人湯京曄以「持續不斷的創業家精神」
作為演講主題，提醒學生們態度比知識重要，要勇於創新改
進。會後由台美商會吳宣蓉會長設置午宴，並與南加州校友
進行交流分享，培養商業敏銳度。

泛宇集團創辦人對談、大華超市體驗
行程尾聲，來到提供財富管理服務的泛宇集團，創辦人胡正
國和同學分享自己創業故事，並說明面對金融危機及新冠疫
情時，如何成功帶領集團化危機 ; 在大華超市參訪行程中，
除親自到店內了解超市特色，營運及行銷部門也為學生介紹
將組織規模化、以服務品質及效率打入北美市場的關鍵，同
時分享電商經營哲學，爲此次行程劃下完美句點。

身體驗舞蹈，了解舞者想表達的情感。不僅能為欣賞表演帶
來更多樂趣，也能藉由舞蹈動作，學習正確施力方式，放鬆
身心；同時藉由肢體伸展，與自己對話，找到生活平衡。

學會基本動作後，校友們隨著老師手勢，慢慢開始轉起腰身，
隨後蹲了下來，慢慢起身，用雙手像是掙扎般，不停地向空
中猛抓，像是要將天上的雲朵全抓下來納入懷中。

舞蹈體驗結束後，在導覽員帶領下，校友們在初秋的艷陽下
參觀園區，聆聽雲門舞集如何從無到有，以及如何在慘遭祝
融後浴火重生，讓全世界看見臺灣。

參與活動的外交系王學姐表示，透過舞蹈體驗，更了解自己
體能，也為僵硬的身體找到放鬆方式。地政系、臺史所周學
長雖是首度參加校友活動，卻已喜歡上與校友一同出遊的氣
氛。期待日後校友服務中心能推出更多好活動，創造校友同
遊、相互交流的機會。

「政好時光智遊行」11 月將繼續舉辦「基隆自然人文散策」，
帶領校友一日暢遊基隆海港。即日起開放報名至 10 月 31
日，校友優惠價 650 元，歡迎攜眷，同享校友優惠！

（詳見第四版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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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urney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s international 
student, looking for accommodation in Taiwan 

The sweet spots of 
Huang’s current single 
room. (Photo by Huang 
Jing-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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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irst impression of NCCU is that 
it was very well organized! Since I 
am studying Mandarin here, I ha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OIC. They have 
been very good at communicating 
and sharing information, so I felt very 
prepared to start classes. In addition, 
I think the campus is rather large, 
spacious, and has many unique 
buildings. I'm also excited to try the 
nearby shops and restaurants!

I expect to be able to spend most 
of my time learning Mandarin and 
hopefully be conversational by the 
time I leave! Not only that, I hope to 
experience as much Taiwanese culture 
as possible and better understand 
daily life here. I hope to immerse 
myself in Taiwanese arts and maybe 
learn calligraphy or an instrument.

The first impression I got from 
NCCU was that it has such a huge 
campus. It holds many fields and 
courts for exercising, which are very 
useful if you only have short school 
days like me.

Also a lot of foreign students  enroll in 
NCCU which is good for socializing.

I expect to sharpen my  Mandarin 
skill, get to meet some new people 
and have loads of fu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NCCU 
is VERY natural. I love that the 
hilltop buildings and dormitories are 
surrounded by nature. Whenever 
I look out of my window, I see a 
magnificent view of the mountain, 
sky  and Ta ipe i ,  wh ich  makes 
me want to start to go out for an 
adventure.

I will like to bring myself closer to all 
about Taiwan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share unseen aspects of Taiwan 
to everyone through the content on 
my personal blog and also video 
platforms. I want to make people 
know more about Taiwan because 
there are many special stories that 
are worth exploring.

The campus is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and rivers, which is so 
close to nature. In addition, the 
view up the mountain is awesome 
— a great place to buckle down 
and study!

I feel excited to step out of my 
comfort zone and improve my 
Chinese,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 rward  to  tas te  Ta i w a n e s e 
delicacies!

I love NCCU’s Campus. My German 
university does not really have one  
as it is spread throughout the city, 
so having a campus with everything 
more or less in walking distance is a 
new (and nice!) experience for me.

I hope I can travel the whole island, 
but I am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exploring the different districts in 
Taipei itself. At NCCU I expect to 
spend lots of time in the library - but 
that’s a beautiful place, so I don’t 
mind that at all.

Article by Hsu Wei-Shiuan. Editor: Chang Kai-Feng

Students 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face many 
challenges in finding accommodation. There is a shortage of 
dormitories on campus. Also, the quality of off-campus flats is 
not stable and could be pricey. Malaysian student Huang Jing-
Ting, a senior Chinese Literature major, has been studying in 
Taiwan for over three years and has lived in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accommodation, including a student dormitory, a shared apartment, 
and a single suite. She has learned a lot and gained tips from her 
viewing experiences. 

Huang had shared a flat with her friend after finishing her second year. 
Although they could care for each other, privacy and freedom were still 
limited as they had to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After going through a 
long, unpleasant adjustment period with my roommate, I decided to rent 
my own place next time,” said Huang.

The journey of looking for accommodation is not easy for NCCU 
students.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a place near the school with good 
living conditions. Huang said that she often browsed the NCCU 
Tenants’ Facebook group page, but could not find suitable housing. 
Sometimes when she finally found an ideal space, they were all rented 
out. Huang, especially, could relate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try 
to rent an apartment as some local landlords are unwilling to deal with 

foreigners. “I am lucky that the landlords I met so far are very friendly 
and caring,” said Huang with a smile.

Huang reminded her younger fellow students to be extra cautious 
when going flat-hunting. She shared that she went to check up on a 
place that was in excellent condition. “The place was very nice, but 
the landlord told me that I could stay there for three months for free, 
which sounds very strange,” explained Huang.

Even though such a place is rare to come across, Huang became 
suspicious about the free-trial living offer, so she decided to let go of it 
and preferred to go with a normal and reasonable way to rent a room.

Huang said that the rental market near NCCU is uneven hence she 
suggested doing the research and listing the ideal qualities of the 
rental estate first. She said that do not change what the heart wants 
and go with the market as a quality living place is important to one’s 
physical and mental conditions. It may have negative impacts on one’s 
academic performance, work, and daily life if made the wrong decision. 

Huang is very satisfied with her current residence. She has learned 
a lot from those experiences, which enriches her university life. 
Huang noted that if she had to choose again, she would still 
rent a place outside the university, as it allows her to develop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while having her own sp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