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學友制度心得報告 

Buddy Program Reflection 

學號 姓名 參加學友制學期 學友姓名 

112363087 辛佳芸 113-1 1. Sam Van Leijenhorst 

2. Teo Marra 

1. 學友簡介 

 

 



2. 學友最喜歡台灣哪一點 

⚫ Teo 對於台灣的博物館很有興趣，剛開學兩週就已經參觀了故宮、中正紀

念堂等等，也認為搭捷運就能輕易抵達很方便。 

⚫ Sam 則對於台灣的茶文化很有興趣，除了參加國合處舉辦的深坑坪林一日

遊，她也到日月潭、阿里山旅行，離台前最想擁有一套茶具作為伴手禮但

最後因為預算考量沒買到 > < 

⚫ Sam 很關注流行時尚，在台灣時也找了美甲店與護膚保養店（第一次幫外

國朋友預約做臉，學習到很多英文單字很有趣！），每個月看她的 Instagram 

曬出最新美甲照感受到她很開心！ 

3. 接待心得 

我很幸運在 Sam 交換期間有持續與她保持聯絡與約見面，因此透過她了解國外

教育的新知識與學習到許多優點！ 

(1) 兩地史觀不同：我們在參觀安平古堡時才知道各地學校課本介紹的史觀不

同，例如比利時的學校雖然有提到荷蘭東印度公司，但省略了荷蘭人殖民台

灣的部分，Sam 看到鹿皮標本時大開眼界。相反地，她也透露比利時殖民剛

果時行為相當殘忍，讓我十分好奇並搜尋相關歷史。 

(2) 聽學伴分享交換期間與未來規劃：跟 Sam 多聊才知道歐洲學生不一定如我

想像中過得悠哉，緊湊的學制使他們需要及早規劃，例如 Sam 回國後要緊

接著就讀碩士，在碩士入學前就需要繳交研究計畫書（類似台灣的小論

文），有些學校科目則有大範圍期末考，因此她即便交換期間有規劃出遊，

也需要空出時間研讀準備。印象深刻的是知道她當時交換第一志願其實是日

本，因此交換結束後她還安排了一個月日本獨旅行程，還推薦不少景點。 



(3) 了解西方人的溝通方式：直接，重視相處距離與誠信。與 Sam 相處期間我

認為是放鬆且互信的，因為她不喜歡或覺得不需要的地方都會直接提出來，

比較不像亞洲人偏向委婉地溝通，反而可能白忙一場。例如在台南時我們品

嚐了牛肉湯她其實不太喜歡，覺得太清淡所以沒有吃完，我們當下找了其他

店家與甜點，幸好有挽救成功！此外，路邊攤偏小的座位可能也是她不自在

的地方，之後若還有機會接待學伴會多注意，比起體驗當地文化，更希望他

們喜歡這趟旅程。此外，每次我們解散前會小聊下次想吃什麼與碰面時間，

她會直接說隔週出國/準備考試比較忙，或後續主動私訊我敲時間；因此她

離開台灣前一天，我知道我們短期內很難碰面了，即使天氣超級冷還是有帶

伴手禮去跟她說再見。最後，接待 buddy 的期間我也準備申請商學院交

換，對於歐洲各城市、學校的特色爬文後還是眼花撩亂，很謝謝 Sam 還陪

我一起一間一間看，很幸運最後申請上她的家鄉--比利時的學校，期待今年

九月換我到比利時找她玩耍！ 

 

 

 

 

 

（左上）2024/9/18 於政大校園與 Sam 第一次相見歡        

（右上）10/19 於中山站一起品嚐荷蘭小鬆餅 

（下）2024/12/14 台南一日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