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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大學赴國外進修學生回國心得報告書 

 

研習方向與目標 

去之前，很清楚自己未來是要走美術專業的創作者。 

這次出國目標是打開國際視野，親眼認識歐洲國家的美術和文化風氣。 

 

研習學校與特色簡介 

卡斯地亞拉曼查大學崑卡分部，位於昆卡市中心約十五分鐘的徒步路程， 

美術系上較特別課程的是版畫和數位媒體，和3D列印的課程。 

 

學習與生活 

得先自問，我們在那裏想要了解什麼樣的部分? 

你是想要了解他們的生活習俗嗎?還是想知道在西班牙的課堂上能夠學到什麼東

西?亦或是想體會西班牙式的生活? 

老實說，在國外，就西班牙的部分，雖然美術系的老師也會有上課的進度，可是

有些老師不會有強迫你要到課的狀況。就我所遇到的畢業製作老師，他們反而著

重在希望學生能知道自己來到這裡究竟想要得到的是什麼?而老師的角色，是從

旁輔佐，讓你知道你的想法、作品能怎麼做或是怎麼去表達。 

 

課程的部分不建議選修理論類型的課，因為會有太多的專有名詞，如果在沒有概

念的狀況下去聽課，很容易跟不上。基本上美術系主任推薦和挑選的課都偏基礎

和實作類型(像雕塑、版畫、油畫課等)大都是大一大二的課程會有的類型， 

雖然課堂上依類別有配置學生助教、但他們英文大多以西文發音，會有溝通上的

困擾。那邊的教授講課「全西文」，除了要有心理準備大部份都聽不懂的狀況，

更建議下課後主動詢問教授和瞭解課程進度和協調作業方式；重要的是，主動查

資料、詢問朋友和互相幫忙。 

 

期中和期末成績的考核跟台灣有些不同，他們會有一段時間是期末考月，看選修

的那堂課是甚麼時候要檢查作業，這要看老師習慣。大多會選擇那個月份的其中

一天請學生到學校來交作業。所以那個時間會變得很尷尬(因為其他天都不用上

課，一個月中間卡了幾個交作業的日子)，不過如果上課的進度有達到目標，而

且學習態度不錯，可以在交作業日前，提前找下課時間跟課堂老師去商量，說明

自己在那個時間的計劃，去爭取作業提早繳交。 

 



日常生活要注意西班牙的環境不像台灣這麼方便，那邊有午休的習慣，兩點到五

點間小城市除了小酒吧和超市外，店家都會沒開。而學校這段時間也是不上課的，

可以多多利用這段時間去充實自己。 

 

有時候還是會想起那裡的生活，每天在晚上的課結束後，同學和朋友有時相約一

起買菜、煮晚餐，然後一起分享在學校發生的瑣事，記得上半學期的生活都是在

學語言中度過:背著基本的單字，跟巴西室友用些瑣碎的句子練習談話， 

其實我最喜歡看著中南美洲的人用特有的動作和神情在那兒比手畫腳，總是帶有

一種誇張化的戲劇感。他們雖然也知道我會聽不太懂，不過大家彼此都很可愛，

甚至有時會用比較慢的方式解釋給我聽。 

 

心得感想 

 

能夠踏上西班牙這條道路，一大部分是源於蔡瑞成老師在2014年所舉辦的西班牙

交流團。那時候跟西班牙那邊的學校開始有著第一次的接觸。而對我來說，那是

第一次離開亞洲，看到了亞洲外的視野。記得當時是抱著最後一次去的心情努力

的吸收。然而沒有想過的是，能夠再隔不到一年的時間，有了再一次的機會去西

班牙那邊留學。老實說，得知自己真的將要去世界的另一端時，第一個有的情緒

不是喜悅，而是即將離開此刻所熟悉的家鄉，而感到茫然。 

 

飛機轟隆隆的咆哮灌入耳際時，才意識到原來我離開台灣了。 

 

在國外，一切都得靠自己，你所親近的人都不在身邊，沒有人有那個義務和責任

去照顧你，個人的學習態度和待人處世上都會影響別人和你怎麼看待接下來的生

活；還有國外的人是如何看待你，和你背後所代表的台灣。 

 

在國外的日子，對我而言，當人待了超過半年的時間，心裡把那裡當成某種熟悉

的地方時，等到留學結束抵達台灣時的那一刻，會發現；何時台灣這個家鄉已經

成了有些陌生的地方；明明那裡曾是你累積許多回憶的地方。 

 

去國外，面對到兩個很實際的問題:一是溝通，另外一個則是開闊視野的方式。 

 

那個時候我意識到，以我語言的能力其實在國外課堂上學習到的東西是有限的， 

看了一下自己待在國外的十個月中，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理解所處的環境； 

當那個時間點在想這樣的問題時，發現自己其實一直不習慣課堂上的教育方式

(不論國內或是國外亦然)，也因為家庭教育的背景是從小每一到假日全家大小都

往外跑，去台灣各地區露營、爬山、參加童軍、溯溪甚至環島。所以在聖誕節假



期，在走過西班牙和葡萄牙後，在朋友的指導和聊天中，我慢慢萌生了想徒步橫

越西班牙北方的想法。用雙腳親自去走過西班牙，想知道那是甚麼樣的感覺。 

 

後來，在三月初完成了畢業製作後，就跟國外選修課的教授、以及國內美術系上

的蔡瑞成主任去徵詢同意。老師們的反應至今令我印象深刻，即便他們知道我將

會一個月的時間都不在學校也無法上課，他們仍然鼓勵我去做這件事情。 

 

到了今天雖然依舊過日子，卻也清楚自己繼續過日子。 

 

我想寫完文章後在未來的那一天，會想起自己在二十二歲的那一年，背起了裝備

即將穿越法西邊境的比底牛斯山、和在下著大雪中的山脈凝視著前方的心情。在

那裡，我曾想過，也許此刻眼前一切靄靄白雪，是生命裡許多冥冥之中卻又確實

發生過的故事一點一滴的連結而成，使得今日的我能夠站在了這裡。 

 

我想，我依然願意回到荒野。 

 

 

照片註釋: 

 

入神: 

朝聖路上的夥伴看著遠方的身影 

 

大雪: 

崑卡下起大雪，在路上指揮交通的人們 

 

工人: 

在朝聖路上看到的情景 

 

崑卡山中: 

很喜歡大叔拍照的身影 

 

不是戰地: 

爬下山後的小鄉鎮，有戰地攝影的野味 

 

遠征開始: 

當你看到，知道要徒步走790公里時，會去想像完成的那一天。那是種奇妙的感

覺。 

 



可愛的老先生與老太太: 

朝聖與路上的夥伴合影 

 

朝聖的聚餐: 

第一次在路上聚餐，也是第一次主動去接觸人，最右邊的德國伯伯已經喝醉了 

一陣都來不及的狀況下就拍了下去。 

 

荷蘭夫婦: 

老先生在年輕的時候從他的家鄉荷蘭徒步走到了聖地牙哥，後來老先生跟我說，

他希望能與他的太太一起看看這些風景，兩人吃飯日常的背影令我印象很深。 

 

雪中寫生: 

在橫越比底牛斯山的路途上，想知道在雪生寫生是什麼感覺。 

 

林: 

朝聖路上的風景 

 

往黑夜的路上: 

朝聖路上，那時因天候不佳，決定開始趕路。在下山之前所拍攝。 

 

燈在心中: 

朝聖路上，在下山之前所拍攝。 

 

遙遙大路: 

在朝聖路上所拍攝，大地在眼前往外展開，眼前突然間一望無際， 

「遼闊」這兩字在腦中改寫了。 

 

戰友Tiago: 

第一個在朝聖路上遇到的夥伴，後來因為腳傷而中途停止。 

常常在回想路上所發生的故事時，總會想起他的故事。 

 

橘園裡的晚年: 

法國巴黎的橘園美術館，靜靜看著睡蓮在莫內晚年的筆中盛開的樣子。 

 

藏鏡: 

法國巴黎的聖圖安跳蚤市場，用反射的方式拍攝。 

 

法國的朋友們: 



在離開巴黎前的最後一天，與音樂節的朋友認識，合影。 

 

峽灣: 

幫朋友拍張封面照。 

 

麥田寫生: 

在南法普羅旺斯尚未盛開的季節，拉著朋友一起去麥田中寫生。 

 

雲: 

在國外的戶外教學中拍的。 

 

與Jose交換作品: 

Jose是大學中認識的版畫助教，那時候再畫草稿的時候有看到他的作品，就問能

否跟他交換作品，後來就用兩張版畫去交換他的版畫作品，很謝謝他在版畫和創

作上對大家的幫忙。 

 

室友們: 

在畢業展的時候來訪的室友們。 

 

4j房的大家: 

在宿舍認識的朋友們，作品裡有請其中一位朋友幫忙當模特兒。 

 

創作中: 

那天是畢業展簿展前最後一晚，留在學校的創作空間做最後修飾。 

 

姐妹淘: 

旁邊是照顧我很多的兩位姐姐，是東海大學和經濟部的交換學生。 

 

五個人: 

拍照的人是小冰，華梵大學的五個人一起完成了展覽。 

 

沒拍成: 

在製作課告一段落時拍的，遠方笑得很開心的是畢業製作的教授。 

 

流浪畫家與我: 

在馬德里的街頭認識了從美國來的畫家，後來和他一起度過了聖誕節，聊了很多

關於畫畫的事情。 

馬德里與人: 



在馬德里的市中心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