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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好上學期也在交換，地點則是在上海，想說趁這個機會來比較一下各的學術

風氣的差異和一些感受 

 歐美真的很重視寫學術文章的能力 

歐美比起在一個題目給定的框架下去”解題”，更愛看到你們用你所知去”解

釋”一個現象。前者雖然方便去求出標準答案，但後者因為回答更加的開放，

所以很考驗我們如何在龐大又複雜的課堂知識裡，用自己的方式找出重要信息

並講出一個有條理的架構。 

但老實說，別說英文回答了，因為缺少類似的訓練，我連用中文寫這類統整性

的東西都讓我頭很痛，而且我們通常到高年級或到了研究所才開始強調這方面

的能力，但他們可能在中學時期就已經開始培養。因為已經適應原本的學習方

式，一時間想要學習他們的學術邏輯，只能先從拙劣的模仿開始，但很常擔心

這是不是他們期待看到的，所以感覺要 get 到他們的思維體系需要時間去感悟

出來。 

 大陸極度追求學生的基礎硬實力 

我當時交換的是上海復旦大學，可以說是大陸前三好的學校，而在那裏又是另

一個極端。我當時是交換到他們的經濟學院，我發現每個人都有堪比理組的超

強數學底子，而課本中的理論像是已經讀過好幾輪一樣。但同時，那邊的課程

就少了不少讓同學報告的練習機會，普遍都還是以解題形的作業+考試為主。 

 台灣的特色 

台灣還算符合亞洲應試教育的特色，但還是加入了軟實力的培養，有點像是融

合各地的特色。 

所以可以發現，在歐洲常見的作業或考試不外乎就是寫出各種的 essay，而即

使是考試也很愛出申論題。大陸則非常重視基礎知識的培養，但學習方式偏生

硬。雖然台灣的大學考試的比例還是偏高，但確實不能否認這是很公正、且高

效檢試學習成果的方式，或許在亞洲這是在考量師生人口比、文化傳統下這就

是當前最合理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