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新聞  

 出席「大學甄選入學招生訪視暨學系觀摩會」報告 

◎ 藥學系 吳玢玢 2011-03-10  

台灣評鑑協會接受教育部委託辦理「大學甄選入學招生訪視暨學系觀摩會」計畫，於民國100年3月10日(星期四)下午1～5時在國立台灣科技大學國際大樓1樓IB101

國際會議廳辦理「大學甄選入學招生訪視結果說明暨觀摩會」，請國內許多大學指派辦理招生相關業務人員4名(含學系代表3名)參加，中國醫藥大學的4名代表人員

分別是教務處招生組吳美樣組長、醫學系許儷絹老師、中醫學系張美齡小姐與我－吳玢玢(代表藥學系)。 

這個計畫的主持人是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的周懷樸教授，協同主持人是國立清華大學動力機械工程學系的陳榮順教授；目的是爲讓多元入學更臻完善，建立

社會多元智能、適性選才的觀念，使各校在辦理甄選入學招生時能招收到符合這個觀念與適合各學系特色的最佳人才。 

整個議程為： 

1. 大學甄選入學招生訪視結果報告  

2. “考察美國申請入學制度簡報＂與“招生卓越與績效提升試辦計畫＂  

3. 招生相關業務規劃經驗分享  

4. 甄試規劃：檢定及篩選倍率  

5. 系所招生經驗分享  

6. 綜合座談  

其中前兩項，也是這次會議的主要重點，其中“大學甄選入學招生訪視結果報告＂、“考察美國申請入學制度簡報＂與“招生卓越與績效提升試辦計畫＂都有把內

容放在台灣評鑑協會的“最新消息＂網頁上提供需要者下載(http://www.twaea.org.tw/news_display.php?AutoNo=191)，所以在此我只就我覺得對以後在辦理招生業務時

主要須注意之處做個摘要與提出我個人的想法。 

根據會議上的報告，計畫的委員們已於98及99年進行數個學校的招生訪視，因而促使各校重視招生試務作業，使各校在甄選入學招生之作業程序、資料分析整理、

考生服務等方面都有很好的成效；99年訪視委員的意見已寄送各校，以後將持續辦理使試務能進一步提升，建立社會公信力。報告中列出一些由訪視結果所發現的

一些共同問題，我覺得值得全部提出來供各系參考： 

1. 學系對於五標檢定、篩選倍率、採計加權內涵，仍不了解；  

2. 學系性質、選才目標相同，甄選作法及標準迴異，令人費解；  

3. 評分教師穩定性不佳，經驗累積及傳承不足；  

4. 新設或規模小的學系及學程經驗及人力不足、試務品質不佳；  

5. 二階段甄選依據學測成績評分、或只有筆試、徒具形式；  

6. 不確知一階段篩選、二階段評分效果如何，欠缺統計資料；  

7. 不確知如何有效利用備審資料、高中成績，欠缺統計資料；  

8. 甄選入學者表現均較佳，缺額回流至指考，甚為可惜；  

9. 評分草率分歧，或分組評分沒有歸一作法、缺少檢核機制；  

10. 備審資料規定不明確、學生提供無謂(小學)及不當資料。  

我覺得其中將所有資訊建檔建立統計資料是較迫切需要的，因為許多的問題包括定篩選倍率、甄選入學者的表現(可提供以後決定甄選入學者的比率)或評分效果之

檢核等也都是由統計資料可看出來的。 

訪視結果報告亦提出一些建議改進事項(可參考網路資料)，我覺得其中在甄試規劃方面，“依據學校本身的定位及招生對象、成立招生發展策略小組、常態性檢討

招生政策及作法－如何招到適當學生?如何招到足額學生?＂這一點是若學校希望改善招生結果的話應值得考慮之處！由這個小組成員將所有招生試務相關資料去做

統計，提供各學系規劃檢定標準(是否過低形同虛設或過高不切實際)及篩選倍率(是否恰當?)等工作的參考。而在二階段甄試規劃方面，“送審資料表格化、限制送

審資料量、宣導勿精美印製、上網寄送資料與建立口試題庫＂，都是很值得參考的做法。不知學校各系的甄選入學招生成效如何？報告中提出“招生困難缺額較多

學系，建議簡化作業及操作方式＂。另外“補助低收入戶的旅宿費用＂這一點，若學校經費許可，對極優秀但家庭為低收入戶的學生是很好的方式！ 

試務執行方面，“學校需訓練審查委員及口試委員、建立評分共識(例如以範例說明選才標的及評分標準)＂；“建立評分檢驗機制、明訂複審原則與作法＂；“規

範口試內容與建立口試題庫＂；這些都是值得借鏡的做法。 

回饋檢討部分，指出由訪視結果分析，發現部份學系缺額原因是檢定篩選及錄取標準不恰當，建議仔細檢視。 

對未來訪視作業在會議中亦提出建議(列出全部資料)： 

1. 甄選標準訂定合理性。  

2. 評分委員訓練、評分信度及效度。  

3. 招生過程是否符合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學校需提供各學系評分原始資料供委員審閱)。  

4. 甄選作業是否落實平衡城鄉及扶助弱勢的政策。  

5. 送審資料制式表格化、明確化，並推動上網送件。  

6. 資料造假及代製稽查機制及處分措施。  

7. 考生服務措施、收費及運用合理性。  

8. 建立入學學生統計資料、作為檢討招生策略及改進甄試規劃參考。  

9. 取消受訪學系簡報、以現場審閱資料及詢答為主；師生訪談及受訪學系名單加倍勾選、當天通知。  

“考察美國申請入學制度簡報＂中的結果是委員們參訪美國三所大學申請入學制度(1.史丹佛大學－全美前五；2.柏克萊加大－研究型大學、加州大學系統10所學校

之首、全美公立大學排名第一；與3.加州州立舊金山大學－教學型大學)所提出的心得，主要重點其實與前述之各項結果與建議有關，整個簡報的摘要如： 



1. 美國大學的核心招生理念－學生來源多元化→形成互相包容、互相尊重、激發創造力與多面向思考解決問題的學習環境(我國學測倍率篩選方式其實是限縮

學生來源多元化)。  

2. 成立校招生委員會(政策規劃)，招生辦公室(行政執行)。  

3. 審查人員(有專任及外聘)訓練→閱讀各種案例，檢討評分結果，對招生相關事項有清楚認知與高度共識。  

4. 備審資料表格化(資料中有範例)、明確化，便於線上繳交、線上審閱。  

5. 評分極佳或極差者逕行錄取或淘汰，中間程度的學生需要討論或再審；再審時以社經地位差、弱勢偏鄉學生優先錄取。  

6. 檢討招生成效：學生入學後學習動機及表現、教授對學生學習滿意度、學生畢業之後的成就與貢獻→提供以後招生政策是否調整之參考。  

7. 學習動機、學習熱情是學習表現良好主要因素，學習成效並未因學生背景多元而降低。  

也因考察美國申請入學制度，因此委員們又提出一個「招生卓越與績效提升試辦計畫」草案，請各個學校提供意見，草案與意見調查表均可由網路上下載，並請各

校於4月1日前回覆是否參加此試辦計畫。 

關於甄試規劃中的檢定及篩選倍率，特請教育部多元入學工作圈的蔡閨秀顧問進一步分析說明，蔡顧問分析的極為精闢，在此列出紙本主要資料(有底線部分)，並

加以說明(因為網路上沒有資料上傳)： 

一、 建立回饋機制→檢視招生規劃，建立統計資料，才能改善招生狀況。 

1. 報名人數少：因為檢定標準太高？學系吸引力、學校聲望不足？…  

2. 預計人數未善用「不超過50人」之規定(當符合最低倍率不得大於3的人數太少時，兩種方法是可二選一的)。  

3. 正備取錄取生嚴重流失：指定項目真是白忙一場。  

4. 招生缺額：增加備取名額、爭取放寬最低倍率。  

5. 招生名額增加試務負擔繁重、校系面試轉型。  

6. 錄取生重榜問題：校內先行統一分發，甚至可與友校聯合統一分發。  

7. 檢視通過篩選及錄取考生學測表現，修正招生條件。→蔡顧問建議這要做統計資料，由大考中心的「學科能力測驗檢定組合查詢系統」去查詢當年度的“學

科能力測驗檢定組合＂，據以擬定當年度系的檢定及篩選倍率，試務結束後也要統計結果並分析之： 

(1)報名考生人數為招生名額的幾倍？ 

(2)通過篩選的考生為報名人數的多少%？ 

(3)第二階段報名人數為通過篩選人數的%？ 

(4)正備取錄取生為參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人數的多少%？ 

(5)統一分發人數佔正備取錄取生的多少%？…  

二、 招生條件訂定 

1. 檢定：標準愈高、參採之科目愈多，通過人數愈少。  

2. 倍率篩選－由高倍率至低倍率依序篩選、最低倍率同級分超額篩選→是要“篩掉不要的，不是篩到要來的＂ →這樣才比較不會有缺額。 

(1)順序：次要科目高倍率、主要科目低倍率為原則→才能達到適性選才的目的。 

(2)倍率過大或報名人數少，可能無法發揮篩選功能。 

(3)使用數科級分和篩選或僅使用總級分篩選可能產生的問題。  

3. 檢定與倍率篩選科目搭配使用 

(1)個人申請管道檢定篩選科目及倍率篩選科目－重複V.S.搭配使用？ 

(2)個人申請管道有「倍率篩選」機制，檢定需要訂很高嗎？ 

(3)繁星推薦管道無「倍率篩選」機制，通過學測檢定後以校排百分比做為第一比序項目，直接錄取，校系訂定適切的檢定標準十分重要。檢定過高容易產

生缺額。  

會議中經驗分享部分包括：中原大學許教務長政行、國立清華大學材料科學工程學系賴系主任志煌及電機工程學系趙系主任啟超、淡江大學建築系賴系主任怡成與

國立陽明大學醫學系陳系主任震寰。由報告中顯示出這些學校都投入相當多的人力、時間與資源在做招生試務工作，也多符合上述訪視結果中之建議，綜合起來大

致如下： 

1. 成立行銷執行單位、制定招生行銷策略與定期招開招生行銷會議；  

2. 招生試務盡量網路化、試務相關資料有統計分析、評分與審查之分組有極嚴謹之規劃，務求公平；  

3. 有複核、複審制度，考生人數多的則安排多個不同時段之場次，甄試當天多有團體面談之規劃，對考生與隨行之家長都有很貼心的服務，甚至當天就舉辦師

長座談，系主任會親自帶家長參觀該系，介紹該系之特色，並有填寫座談滿意度調查問卷與意見回饋以供之後改進；  

4. 事後會招開招生檢討會議、討論執行成效與回饋機制。  

中原大學甚至對低收入戶採報名費全免之優惠與透過繁星計畫入學之學生四年學雜費皆比照國立大學收費，報名同校多系者報名費另有優惠；清華大學也補助低收

入戶面試時之往返交通費，招生期間提供各系熱線電話，便利考生諮詢；淡江大學建築系則對考生筆試成績要求不高，著重在選擇對該系之專業持有較高度興趣及

學習穩定性之學生(適才適性)，重視入學後對學生之課程安排，認為訓練學生不是在分數，而是看學生的energy，看他們能力有多強！國立陽明大學醫學系與我們

的性質較相近，他們認為大學的教育不太能改變不良的特質，所以甄選入學招生時很認真的挑選適合陽明大學醫學系課程(如PBL小組討論課程)的學生，挑選適合

成為醫師科學家或渴望從事國際醫療服務的學生；甄試時上午為個人面試，下午為小組討論，上下午各為不同組別之學生。面談內容尚包括注意學生的負面特質

(如無責任感)，面談委員都經過訓練，面談時不詢問有關考生的宗教、政治傾向或是重考與否；小組討論時委員是不介入的；陳主任還報告，根據統計資料，申請

入學與學校推薦的同學表現優於考試分發與繁星計畫入學者(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亦反應學校推薦者的表現最好，優於考試分發者)。 

總之，藉由此次觀摩會的內容，應該有許多可供我們學校參考與改進之處！ 

【相關圖片】 

  



資料來源：http://www.cmu.edu.tw/news_detail.php?id=14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