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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學⽣活　三⼤挑戰
關⼦茵 文  

透過本專題之前幾篇文章，我們了解到僑⽣會到外地讀書的原因不外乎是想拓展
⾃⼰的眼界和⽣活圈，希望可以學習獨立⽣活。當被問到為何會萌⽣來台灣升學
念頭時，就讀交⼤光電系⼤四的澳⾨僑⽣胖⼦表⽰，如果不去其他地⽅⾒識⼀
下，感覺⾃⼰的思想會隨著年紀的增⻑變得狹隘，因此想要利⽤⼤學四年時間更
深入地探索其他地⽅，畢業後也能有其他就業地⽅可以選擇，為⾃⼰的未來多安
排多⼀條出路。

當然，也有不少國家因為在地⼤學優惠特定種族學⽣入學的政策，例如印尼和⾺
來⻄亞，令當地華僑難以就讀公立⼤學⽽到外地升學。

初來報到　異地新⽣活
剛來到陌⽣的⼟地，難免充滿新奇、恐懼和期待，⽽在⼤學裡通常會有各地學⽣
的互助會，為新⽣僑⽣們分憂，幫忙處理⾏政事務和新環境的適應問題，可算是
他們在台灣的監護⼈。當來台灣的新鮮感消退後，要⾯對的就是如何在陌⽣城市
⽣活、處理很多學習上的事宜、⼈際關係，還要學會和⾃⼰獨處。

因為台灣離僑⽣們的原居地不遠、文化習俗的差異也不⼤，所以在⽣活習慣上很
容易適應。另外，學習程度相近導致課程學習上也很少遇到難題，訪問了來⾃不
同地區的僑⽣，他們都覺得在當地⾼中所學到的知識可以銜接上台灣的⼤學課
程，但學習環境不同造成教學⽅式上的差異，成為了唯⼀需要適應的地⽅。

僑⽣們也提到不同的環境會影響⼈的學習⼼態，因為在國立學校裡同學的學習能
⼒都比較強，會⾃動⾃發地學習，也潛移默化令⾃⼰想要進步。⽽在原居住地，
因為當地⼯作選擇很少，所以⼤家對未來的⼯作都有了⼀定⽅向，胖⼦表⽰「因
為⼯作有了著落，課堂的知識顯得不太重要，所以很多⼈都會兼職」，對課業的
⽤⼼程度不及台灣，使僑⽣們覺得如果沒有出國留學，學到的東⻄可能沒有現在
的多。

邊緣⼈？　語⾔不通成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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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不通成了僑⽣社交的最⼤阻礙。（圖片來源／pixabay）

雖然學習上沒有遇到太⼤的困難，但⼈際關係是每個⼈都需要努⼒才能學會的⼀
⾨課。社交能⼒本來就因⼈⽽異，但最令僑⽣覺得困難的是語⾔問題，港澳地區
⼀般使⽤廣東話溝通，⽽⾺來⻄亞華⼈會中文和英文夾雜使⽤，印尼則是印尼語
和英文為主要溝通語⾔。雖然僑⽣在原居地都有學習中文，但⺟語和最經常使⽤
的語⾔都不是台灣常⽤的國語。所以到台灣後要學習使⽤國語⽣活，對他們來說
充滿挑戰。

印尼僑⽣對於這個⽅⾯感受最深，因為他們從⼩的⽣活環境不常接觸中文，中文
⽔平有限，雖然在台灣有上加強中文的課程，但也很難熟練地運⽤。學習⽅⾯來
說問題不⼤，因為仍可⾃學追上進度，但在⽇常⽣活中，與⼈溝通常出現阻礙，
「要和別⼈解釋聊天內容，有時他們根本不懂我在講什麼」，這是交通⼤學⼯業
⼯程管理系⼤三的印尼僑⽣S的真實處境。

交⼤電機系⼤三的澳⾨僑⽣阿狗也認為⽤其他語⾔無法完整表達出⾃⼰的感受和
最真實的情緒，「發現⾃⼰的笑點跟他們(本地⽣)不同，就覺得很難⻑久地相處
下去」，所以比較會選擇和來⾃家鄉的同學來往，覺得這樣的相處上比較容易和
開⼼，⼤學中也不難看到僑⽣經常只與原鄉同學來往形成⼩圈⼦的現象。

語⾔藩籬除了導致⽣活圈變得狹窄外，僑⽣們也認為這樣似乎失去了當初選擇在
外地留學的意義，無法透過在地⼈了解當地文化，造成與在原居地時的⽣活無
異，但也無奈無法輕易解決這個問題。有些僑⽣仍會與台灣⼈來往，⽽與原居地
的同學甚少聯絡，但這也會造成⼤學的僑⽣互助會活躍⼈數越來越少，難以運
作。

課業之外　⼯讀有利弊
比起原地區的⼤學，僑⽣們覺得台灣的⼤學⽣活多姿多彩，社團、營隊、表演等
各式各樣的活動，相當豐富，也可以凝聚團隊的感情，為異地⽣活增添⾊彩，學
習與⼈相處和舉辦活動的技巧，是在原居地較難獲得的經歷。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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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與⼈相處和舉辦活動的技巧，是在原居地較難獲得的經歷。

台灣學校的課外活動眾多，豐富了學⽣的⽣活。（圖片來源／pixabay）

比起在本地升學，到外地讀書除了有學費的⽀出外，還有⽣活費、住宿費等，海
外聯合招⽣委員會對在台就學每⽉⽣活費估算約為8千元台幣，但還要加上在台購
置的⽣活⽤品、電器等⽀出，也是⼀筆可觀的數字。交⼤機械系⼤三的澳⾨僑⽣
W覺得，「學費就已經是⼀筆不少的⽀出，也不好意思總是跟家⼈伸⼿要錢。」
因此，想要減輕家⼈的經濟壓⼒，很多僑⽣都會有⼯讀的習慣，根據勞動部統計
處發佈的105年底外國專業⼈員概況指出⾺來⻄亞僑⽣的⼯讀比率最⾼，佔
45.7%。交⼤⼈社系⼤⼆的⾺來⻄亞僑⽣Joey則認為儘管愛家⼈⽽⼯讀賺取⽣活
費的⾏為很值得尊敬，但如果耽誤了學習，將會本末倒置，因此如果因為⼯讀令
⾃⼰學習成績倒退反⽽會令家⼈擔⼼，所以認為在⼯讀之前要先考慮⾃⼰的能⼒
和實際經濟狀況，不要勉強⾃⼰。

找⼯作　⼈⽣必經階段
⾄於⽇後出路的問題，僑⽣似乎比別⼈多了⼀些選擇。受訪僑⽣都覺得無論在哪
個地⽅讀書，都會產⽣迷茫和擔⼼。因為每個地⽅需要的⼈才都不同，像港澳地
區企業傾向聘⽤有經歷的⼈才和本地⼤學的學⽣，且他們對台灣的⼤學不太了
解，所以學歷認證上也會有難度，加上產業發展⽅向不同，如在台灣的課程會偏
重在本地的應⽤，所以僑⽣若要回港澳就業，有台灣的學歷可能沒有什麼優勢，
也因此留在台灣發展成為⼀個不錯的⽅向；⽽⾺來⻄亞的⼯資⽔平較低，在台灣
⼯作的前景比⾺來⻄亞好，但因出外留學後回流的薪酬也會有所提⾼，所以在兩
地都會有不錯的發展；⾄於印尼⽅⾯，因為⼤多數僑⽣的語⾔不通，所以留在台
灣的意願較⼩，S表⽰，「﹙因為⾃⼰的中文⽔平不好﹚不希望⼯作時還要別⼈輔
助才能完成⼯作」，⽽且當地的公司現時也需要⼀些與中資溝通的⼈才，比起本
地⼈⾃⼰在這⽅⾯還是比較吃香，所以回國就業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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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就業環境都有其利弊，需要從中選擇最適合⾃⼰的環境。（圖片來
源／pixabay）

無論在任何地區讀書，社交、經濟、出路是每個⼈都要⾯對的⼈⽣課題。尤其是
在新環境中，免不了會遇到挫折，但只要能從中學習，充分地了解、做好準備，
以平常⼼去⾯對，那就算遇到再多難題也可以找到答案。

      

 記者 關⼦茵

編輯 簡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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