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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很多人不懂為何我會選擇到中國大陸當交換學生，而不是歐美國家，但近年

來中國大陸的崛起已經不容我們小覷，擁有相同語言的大陸人更是我們未來強大

的競爭者，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加上現在臺灣和中國的交流越來越方便，

所以到對岸一窺究竟我覺得是必須的。 

我覺得花這個半年的時間來到中國當交換學生非常值得，老實說在課業方面

學習並沒有原先期望的多，因此我認為此次來到中國主要是對中國的文化、人文

和風俗名情比以前了解得多，不再只是透過臺灣新媒體所看到的中國，而是我親

身體驗最真實的中國，也因為這個交換學生活動讓我認識更多國家的朋友，這些

經驗將讓我永生難忘，希望藉由這份報告讓大家看看我在中國所見所聞。 

 

 

 

  
圖中為中國貨幣（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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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至南京農業大學（以下簡稱南農）修習，不僅希望能學習和本科系相

關知識，也能學習其他農業相關科系以增加自己專業知識背景。中國大陸

地大物博，環境氣候條件和地形與臺灣大相逕庭，肯定會延伸出截然不同

的農業技術，期許能從中獲取新的想法和概念，並修習能幫助穩固研究所

基礎的相關科目，如：種子生物學、生物統計與田間試驗、作物育種學、

植物生理學和耕作學等。同時積極參與實地考察的機會，與農民和其他相

關單位互相交流，以達到學術、實作整合的概念。由生物統計與田間試驗

學習試驗設計、邏輯推理、解釋結果、架構統合能力等。耕作學主要在學

習種植制度及養地制度，也就是土壤的利用與養護，此部分和本科系較有

相關，因臺灣三要素肥料的用量排名於亞洲第一，目前臺灣政府正致力於

推廣「合理化施肥」，而中國大陸是否也有此問題？又是如何去解決，都

是很值得我們去探討的地方。土壤環境科學系主要著重於土壤方面，但農

業技術另一個重要的環節即是在作物上，因此修習作物育種學、種子生物

學和植物生理可以了解如何利用育種和選種來篩選更佳良好的作物，並更

加了解作物的特性。 

去年暑假我參加了園藝系所開設的「國外農業訓練」課程到泰國一個月，每

天到各個不同的農業機關實習，一個月之中發現自己所學良多，除了自己本科系

以外，也學習了其他農業科系相關知識，更重要的是去看看不同國家的農業技術，

雖然他國的農業技術並不一定比臺灣好，但是因為氣候、地形等延伸出不同的耕

作型態，加上我們不是像一般旅遊團到處走馬看花，我們更深入接觸和體會泰國

人文。更重要的是中國是以後的世界強國之一，現今社會一直對我們灌輸一個觀

念－中國人多，競爭激烈，因此他們比我們來的努力許多，未來中國人是我們的

競爭者，因此我企盼可以通過此申請去中國看看不一樣的世界。 

當初是我和同學一同選了幾個比較有興趣的中國學校再讓指導老師推薦較

為適合我們的學校，老師說當初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很多老師都是從南京農

業大學來的，而且系上的土壤調查也多是從南農學習，加上政治歷史，南京曾經

是國民政府的所在地，對身為臺灣人的我們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因此最後選擇南

農做為交換學校。 

赴中國大陸當交換學生，不僅僅是在學業上的學習，更重要的是中國

是未來世界強國之一，中國人因語言和我們相通肯定會是我們相當強勁的

競爭者，藉由這個機會來窺視中國人是如何努力，並了解自己有哪些該補

足的地方，期許自己能更加進步並在未來能為臺灣的農業和環境盡一份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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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學校簡介 
中國大陸主要建設的大學分為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學，985工程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政府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國際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而實施的

建設工程。211工程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高等學校系統化。從全中國各地挑選出

的約100個高等學校被設立為重點高校，這些學校在資金中獲得優先對待，然而

南京農業大學正是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大學和“985優勢學科創新平臺”

高校之一。 

南京農業大學坐落於鐘靈毓秀、虎踞龍蟠的古都南京，主要分為兩大校區，

分別為浦口校區和衛崗校區，然而在這次的交換活動，我們主要學習的地方位於

衛崗校區。南京農業大學是一所以農業和生命科學為優勢和特色，農、理、經、

管、工、文、法學多學科協調發展的教育部直屬全國重點大學。學校設有農學院、

工學院、植物保護學院、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園藝學院、動物科學技術學院（含

漁業學院）、動物醫學院、食品科學技術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公共管理學院（含

土地管理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生命科學學院、理學院、資訊科學技術學

院、外國語學院、農村發展學院、金融學院、草業學院、國際教育學院、思想政

治理論課教研部等20個學院（部）。設有60個本科專業、33個碩士授權一級學科、

16個博士授權一級學科和13個博士後流動站。現有各類在校生32000餘人，其中

全日制本科生17000餘人，研究生8000餘人。學校校區面積近1.4萬畝，建築面積

72萬平方米，資產總值23億元。圖書資料收藏量超過206萬冊（部），擁有外文

期刊1萬餘種和中文電子圖書100餘萬種。學校教學科研和生活設施配套齊全，校

園環境優美。 

 

  

◣左圖為南農兩個校區位置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4%B8%AD%E5%A4%AE%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4%B8%AD%E5%A4%AE%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7%AD%89%E5%AD%A6%E6%A0%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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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成果 

學期與選課制度 

基本上中國的學期制和臺灣相同，一年分為兩個學期，其他較為不同的，以

中興大學舉例說明，有最低學分和最高學分選修限制，大學部一到三年級最低學

分限制為 16學分，大學四年級則為 9學分，最高學分限制則為 25學分，超修必

須繳交學分費，然而南京農業大學大一到大三要求每學年（兩學期）必須修夠

15學分，但並沒有最高學分限制，據說他們一學期可以修到三十幾學分，大四

則有專業實習（但有些安排在大三），造成有許多學生都在三年級以前盡量修習

完全部的課程，四年級就完全不選課可以用來準備考研究所或者找工作，和臺灣

不同的是，中國男生沒有強制當兵，反而在中國想要當兵並不是那麼容易的，可

能是因為中國從軍比較優待，因此想要當兵得先通過層層的篩選，因此大陸學生

多從大學四年級就開始找工作。 

以下為我在南京農業大學擔任交換學生期間所選的課程，因為我們交換學生

屬於短期學生，所以和一般學生上網登入的選課方式不同，我們是直接到國際學

生事務處選取任何自己有興趣的課程，基本上是開放全校的課程供我們做選擇，

而國際事務處的工作人員也告訴我們，如果有任何有興趣的課也可以自行到課堂

上聽講。在中興大學我所學的專業為土壤環境科學系，來到南京農業大學，希望

能夠多接觸其他自己以前沒有接觸過的專業，因此選課的範圍很廣，包含農藝、

植病和食品加工等。 

 

課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上午    農產品運銷

學農業推廣 

葛繼紅 

3~4節 

作物遺傳育種

研究進展 

蓋鈞鎰 

3~5節 

下午  現代作物生產

理論與技術 

王紹華 

6~8節 

 高級生物統

計學 

章元明 

3~20  

農產品儲藏與

加工研究進展 

屠康 

6~7節 

晚上  植物有害生物

鑑定與監測 

胡春林 

11~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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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00~8:45              五．11.30~12.15               九．16.40~17.25 

二．8.50~9.35              六．14.00~14.45               十．19.00~19.45 

三．9.50~10.35              七．14.50~15.35              十一．19.50~20.35 

四．10.40~11.25             八．15.50~16.35               十二．20.40~21.25 

以上為每堂課的上課時間，南京農業大學一堂課為 45分鐘，下課時間 5分

鐘，而中興大學為 50分鐘，下課時間為 10分鐘，一個上午就能擠下五堂課，

我想這也是他們一學期能修到三十幾學分的其中一個原因吧！ 

 

上課方式 

近年來，我們不斷地被灌輸著中國學生努力用功學習，因此第一堂課的時候

我非常期待看看中國學生的上課方式及態度，但一窺究竟後發現，其實中國學生

和臺灣學生並沒有很大的不同，上課聊天、睡覺和玩手機的還是大有人在，和中

國學生討論這個問題後發現，他們也和我們一樣，以前被灌輸著要認真念書考上

好大學以後就可以好好的玩，好好的享受生活，因此他們在高中以前確實是沒日

沒夜的在認真念書，甚至有了我們在臺灣新聞上所見的，為了更有精神念書，許

多學生在醫院大排長龍等著吊著點滴打營養液，一切都是因為高考一試定生死，

正因為就只有一次的考試，連家人過世都隱瞞著小孩，為的只是讓孩子能專心念

書、應試，高考如此龐大的壓力，使得多數同學到了大學就大大解放，但其實到

了大學還認真念書的也有，這種人在中國被稱之為「學霸」，我覺得帶有些許調

侃的味道，像是在嘲笑為什麼好不容易可以放鬆了，卻還要把自己逼得那麼緊，

但是，認真念書的學生也不在少數，只要一早經過南農校門口前的草皮，又稱「勤

人坡」就可以看見不少人捧著書在大聲朗誦念書，這個景象在臺灣我從來沒見過

呢！ 

平時上課和臺灣也大同小異，老師利用PPT講解課程，但是中國有許多方言，

有些老師可能講話會用方言或者帶有我們不易理解的口音上課，比較不一樣的是

在臺灣大學多用原文（英文）書上課，而在中國除了外語課程，其他課程的課本

都是中文，因此有些專有名詞在翻譯上和臺灣很不一樣，可能得透過解釋或定義

名詞才比較能了解。據說中國新聞有項規定，在新聞中不得出現任何英文，因此

他們會將其全部翻譯成中文。他們上課內容也比較著重在中國的課題，例如：要

求你了解中國棉花三大產區，以及這三大產區種植棉花優缺點得比較。 

 

實驗室 

雖然我在臺灣主修土壤，但因為打算研究所的時候做植物病害相關研究，因

此打算在中國交換期間加入植物保護實驗室，想先學習有關植物病害的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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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從植物上分離病原菌、病原菌的接種、接種病源菌後續觀察和鑑定菌種等，

我加入的實驗室主導教授為張正光教授，致力於植物病原真菌分子生物學及植物

與病原菌互作分子機制研究。而張教授聽了我想要研究的方向後將我分配到大豆

病害組，主要的工作是利用傳統的 PCR技術鑒定大豆上的各種病害，先從大豆上

分離出病原菌，經過多次的純化以後，回接確定為致病原，再以 PCR鑑定病害。

另一個主要工作為針對目前的新技術（Padlock和 LAMP），建立一個高通量（一

次能夠檢測多種病害）快速檢測大豆病害的體系，最終希望能做成一套試劑盒，

在海關以及進出口的口岸使用能夠幫助檢測一些檢疫性病害。 

 

 

中國研究生分為學碩和專碩，學碩主要為學術研究，通常為三年畢業，專碩

則主要注重在應用，通常為兩年畢業，就目前而言學碩佔較多數，植物保護院在

南農算是一個比較大的院，因此實驗室規模相對來說也比較大，教授對學生要求

也比較高，在研究生休息室中幾乎沒有人敢做看 paper和整理數據以外的事情，

我覺得中國研究生還是比臺灣研究生認真一點，通常早上七點就會有不少學生到

實驗室做實驗了。植保院的資金不少，老師說過很讓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

只要實驗做得出來，花多少錢不是問題。但我想這也造就了我們實驗室研究生比

較浪費，手套只要一拿下來，就會換上新的手套了，他們似乎沒有重複使用的概

念，在中興，如果手套沒有破的話就換新的手套被發現以後肯定會被叨唸。植物

保護實驗室甚至聘了一個伯伯是專門在洗實驗用完的器皿。在做實驗方面帶我的

學姐做實驗比較「率性」，居然會把實驗真菌所產生的菌液直接倒在地上，但實

驗室同學們告訴我，這個其實是特例。 

植物病害和土壤也有很緊密的關係，有些病源菌為土生型，也就是說病原菌

通常都待在泥土裡，例如我們這組所做的大豆疫黴菌就是，中國進口大豆約 45%

都是從美國進口，我們也做了有關美國土壤中病原菌的分離，檢驗美國土壤中的

病原菌，分離土壤中微生物 DNA，這個部分我大三暑期在農試所曾經做過，但是

我們這組因為之前都是只針對病源菌和植物之間的關係做研究，所以對土壤的部

分比較不熟悉，我就提供他們一套我在臺灣磨土的流程，通常我們都是用酒精瓶

來碾壓土壤，這是最快最省力的方法，後來發現美國土壤硬到不行，在臺灣用的

方法根本行不通，只得用鐵鎚慢慢得敲碎，分離土壤微生物通常都是有專用的試

劑盒，每個公司生產的試劑盒藥劑不同，但基本理論都是相同的。 

▲圖中分離大豆及大豆桿中的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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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植物病害通常都得用到顯微鏡觀察真菌病源菌的孢子，但之前對於這方面

的經驗很少，我常常看了半天都找不到孢子在哪，看得我頭昏腦脹，學姐一接手

過去看馬上就找到了，果然隔行如隔山，想做跨領域的東西還是得多多練習。 

 

 個人心得 
初來乍到南京，對此無一了解，所有的東西在我眼裡都是如此新奇，至今半

年過去了，對中國有更深的接觸，更多的了解，甚至已經大大融入連講話口音，

用語也和中國人越來越像。半年過去了，這半年我所得到的東西遠遠超過當初所

想像的，我更了解中國的風俗民情，結交各國的朋友，更具有國際觀，對國際新

聞更加有興趣，充實了自己的人脈，對於未來有更多不同的想法以及更勇於嘗試

新的事物，這些上課和實驗額外的收穫是我到南京之前所沒想過的。因為來到南

京農大不能抵免學分，使得我在臺灣必須延畢半年，但是我在中國所經歷的一切，

每一刻都讓我想記錄下來，我覺得這一切都很值得，值得讓我花半年體會完全不

一樣的學習環境，遇見不一樣的人，做不一樣的事。 

這次的交換學生活動是第一次有中興的學生去到南農，雖然因此南農有些地

方準備和處理的方法不是很周到，例如：我們受到其他留學生的騷擾，我們告知

了國際學生辦公事的工讀生和老師，但老師只是口頭隨意帶過，工讀生卻是直接

和肇事者大吵一架，使得後來我們遭到報復。但大部分的時候南農很願意給我們

幫助，特別請了學生到南京機場接機，幫我們安排了較舒適的宿舍等。如果再重

來一次，我依然願意到中國看看不一樣的世界，但我會選擇可以抵免學分的學

校。 

 

 建議事項 
因為臺灣教育部並沒有承認中國所有學校的學分，像南農就不在此範圍之內，

造成我們回臺灣之後可能會需要延畢，雖然這個在我們去之前就已經知道了，不

過還是提醒大家，如果想申請到中國當交換學生的話，最好還是先看看臺灣教育

部有沒有承認學分。 

 

←在南農的國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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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圖片分享 

 

 

 

 

 

 

 

 

 

 

 

南農國際美食日 南農國際學生練習舞龍舞獅 

植物病理學院實驗室一隅 植物病理學院實驗室-整間操作台 

植物病理學院實驗室一隅 實驗室有請一個伯伯負責洗用完的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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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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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