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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入學考試影響一個人極其深遠，過早被貼標籤，影響個人自信心與自尊心

相當大，然考試可促使社會流動；本研究得到以下啟示，大學入學考試具有社會

化功能、以多元智慧而論天生我才必有用是成立的、大學入學制度變遷具有時代

意義、文憑及升學主義難從根拔除、門檻標準若陳義過高部分天才仍被摒於大學

之門外、考科零分照例分發則學生通才不足、及夜間部轉型後入學管道亦趨向多

元，茲分述如下： 

「大學入學考試」和「大學入學制度」不盡相同，每個國家都有大學入學制

度，但不一定有大學入學考試。西歐國家如英、法、德可說沒有大學入學考試，

法國以通過高中畢業會考取得入大學的資格，德國根據證書登記入學，英國在中

學畢業前採用GCE的考試，在GCE裏的科目成績要有兩科優等，三科中等，才

有機會升學，亦即英國雖無入學考試，但仍有基本要求。無論有無大學入學考試，

升學壓力在大多數國家都是存在的，雖說法國沒有入學考試，但學生為了準備高

中畢業會考，從進入中學第一年就開始緊張了。日本因大家都想擠進明星學校，

升學競爭更嚴重；美國學生如想進入好的學校，也必須苦讀，爭取很高的 SAT

或ACT的分數才有可能。 

大學入學考試的確給學生帶來心理上的壓力，然而此種壓力確具有社會化的

功能，日本學者（Nobuo K. Shimabara）在一九七八年發表的論文中提到大學入學

考試具有社會化功能1：一、入學考試對社會人才有選優拔粹的甄選功能。在日

本，某些企業會指定要某校的畢業生，所以入學考試的成績，便決定大學生的前

途，等於能力的評估。同時大學文憑亦具象徵價值，在美國，拿普通大學的文憑

與拿哈佛、耶魯或史丹佛大學的文憑，是無法相提並論的。二、大學入學考試使

                                                 
1 節錄自郭為藩，談大學入學考試（七十一學年度教育學系教育週演講文，時任台灣師範大學校
長），今日教育第 42期，72.1.15，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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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必須學得基本的知識。三、大學入學考試製造許多工作機會。 

四、大學入學考試可以激發學生的成就動機。學生經入學考試進入明星學校，獲

得「象徵的價值」。考上大學，父母獲得滿足，增光門楣。 

在台灣，社會上呈現的機會是平等的，即使出身寒微，只要肯努力，通過入

學考試即可脫穎而出，漸次爬到社會上層，改善生活環境，這是一個社會公平的

展現，也是促使社會流動的重要機制。 

教育的理想目標，在培育個人健全人格，致力開發其潛能，在現實環境下，

固然要兼顧升學，滿足學生就讀大學的願望。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的實施，反應

多元成就目標概念，其涵義與「天生我才必有用」相類似，它在肯定人具有不同

的智慧，教育尖兵應積極去發掘、引領這些智慧2。大學入學管道從單一的聯招

朝向多元，篩選方式由一試定終身的紙筆測驗朝向多樣化的評量，校系由被動的

接受分發改為主動的選擇學生；升學輔導不應只侷限於學業的表現，對學生情緒

抒發、道德的培養、社會的適應能力都是教育的一大挑戰，我們更應培養學生個

人的興趣、人際互動的能力、問題解決的能力、與責任感和領導力，如是教育方

可達到最崇高之目標。 

大學聯招政策變遷有其時代背景與意義，在戒嚴時期與強調經濟發展的同

時，聯招政策較僵化且具濃厚國家政治色彩。解嚴後，社會走向開放，民主政治

與意識漸次成型，政經業已達開發中國家之水平，多元文化思潮衝擊著大眾社會

觀念，多元入學管道乃因應社會需求而獲得實現3。 

基本上，在文憑情節與中國人固有士大夫觀念，社會「萬般皆下品，唯有

讀書高」的價值偏執意識型態上，雖明知升學道路是一條毒籐4，然而有能力的

家長絕不會放棄任何一個讓子女進入大學就讀及往上爬的機會。大學名額在有限

制的名額控管下，縱使開闢多元入學管道？在匯統為「一元（有限的名額）」分

                                                 
2 李良末，經營多元智慧—教育及升學的雙贏策略，90.1.1網址：

http://www.pths.ptc.edu.tw/pths/page04-45.htm 
3 鄭婷儀，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考試分發入學制度之研究，今日教育，第65期，2000年 
4 家長的徬徨—科舉的聯招與多元入學，網址：
http://140.112.50.101/educc/Discusslon%20Prompt/entrancexa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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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究仍難滿足高中生就讀大學的需求？升學壓力及競爭的激烈一樣無法消除？ 

我們不能一概而論，術科（如舞蹈、美術、雕刻等）或部分資賦優異者（如

國文資優、英文資優、數學資優、自然科資優、運動資優等）在統整學科上稍嫌

弱勢？但多元入學管道不啻是為了提供有特殊專才者進入大學就讀的一個途

徑。然而若各校系檢定標準訂定過高，此類人才將可能被淘汰？以推薦甄選來

說，倘學生在參加學科能力測驗時，極可能就無法通過學科門檻被剔除，遑論進

入第二階段的指定項目甄試；若循申請入學管道，學生若仍無法通過各校系訂定

門檻的篩選，亦毋庸進入下一階段甄審了？再就考試分發入學制，更以學科掛

帥，學生必須先通過學科能力測驗的一般檢定甚或校系檢定，方能參加指定考科

考試，達到繳卡標準才能參加考試分發入學報名，假設考生在學科上就明顯弱

勢，那麼？縱使管道多元，機會多次，仍無法圓夢？何況教育部已明令5自九十

一年一月一日起廢止「高級中學數學及自然學科資賦優異學生保送甄試升學輔導

要點」、「高級中學英文學科資賦優異學生保送甄試升學輔導要點」、「高級中學國

文學科資賦優異學生保送甄試升學輔導要點」及「中等學校學生參加國際數理學

科奧林匹克競賽保送升學實施要點」等四項甄試甄審管道，並希各校院併入「甄

選入學制」中甄選此類資賦優異的學生，各類資賦優異生得加把勁了？ 

從最近幾年大學聯招簡章及九十一年七月分發的考試分發入學簡章中可看

出，考生只要不是缺考或未報考該指定考科，即使得零分仍可依總分分發校系。

依邏輯判斷，學生連最起碼就讀大學的基本學科能力都不足？在學習的過程中難

免窒礙？但從另一角度分析，也許該科剛好是學生之「最弱科目」，而以其他學

科總分補足此科之不足，自是給予進入大學就讀的機會，然而通才之能力卻有待

加強。 

夜間部已轉型為大學第二部及進修學士班，第二部採考試分發入學制方

式，依九十一年考試分發入學簡章中統計，各校院第二部共約三十四學系加入考

                                                 
5 教育部 90.8.22台（90）中（一）字第 90118543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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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分發。依教育部九十年十月五日頒布之「夜間部轉型進修學士班大學辦理進修

學士班審核作業要點」，進修學士班得採筆試、申請入學或甄審等方式入學，（一）

筆試入學：可由各校自辦筆試或採納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定科目考試成績。考試

（採納）科目應不得少於三科，以提高入學篩選之鑑別度，及避免同分數者過多

之現象。（二）申請入學：各校申請入學考試項目，除須採計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外，可由筆試、口試、術科、實作及書面審查等選擇一項或多

項辦理，其考試階段應試項目及所佔總成績比例由各學士班自定之。（三）甄審

入學：各校除自辦筆試或採納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定科目考試成績外，得兼採口

試、術科、實作及書面審查等方式，筆試考試（採納）科目不得少於二科。由此

可見進修學士班入學管道亦屬多元，而非一試定終身了。 

第二節 建議 

新制度施行，難免阻力重重，問題叢生；多元入學方案之執行能否順利，

實質教育意義是否能呈現？依政策執行面論述，我們應有幾許認識： 

壹、應強化大學招生部門功能 

美國大學招生申是申請制，各大學都成立專責的招生部門（通稱

ADMIAAION OFFICE），給予充分的經費和權限，聘請最優秀的教授和職員，甚

至邀請傑出校友當義工，讓她們一年到頭專心推廣招生業務，研發最好的申請制

度。反觀，國內大學甄試學生的制度及經驗都明顯不足，部分大學雖已成立招生

組織，但負擔太多行政業務，無法專心從事招生業務，幾近淪為考試試務組織。 

貳、招生宣導機制應建立及加強 

一、善用網路提供服務：各類管道招生的考古題評分標準等資訊儘量公佈，

以提供學生更多的選擇。二、培育學群或學院的宣導人才：讓學生了解學群特性

及本校與他校學系間之差異，比單獨就某一學系作介紹，較容易收到宣傳效果。

三、善加利用假期營隊廣泛宣導：由系與系學會，或跨學系舉辦，學生較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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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願，活動較多樣、不枯燥，學生較易參與。四、利用甄選過程介紹學校校院

學系應善加利用甄選過程，推銷自己學系外並積極介紹學校，發揮宣導的正面功

能。五、加強多層次宣導：1.培育招生種子部隊：以學生或教師為對象，透過研

習會培訓。2.製作電視媒體廣告或設置招生諮詢專線3.編製招生資料：寄發高中

學校。 

參、教育行政機關應建立明確的政策方針及配套措施 

教育行政機關應切實思考各項配套措施，除完成入學管道多元化設計，持

續規劃各項相關宣導活動，讓家長及學生明確了解各項入學管道實施方式，減少

不確定性，善用傳播行銷理念做好政策溝通和宣導工作。 

教育政策制定之方向須確定、明瞭，決策不能舉棋不定，賦予學校、教師、

學生與家長明確的方向，並取得社會的公信力，如是才易引起支持，另須配合適

度宣導，深入社會了解民意，作為參考與修正之意見。 

肆、鼓勵教師專業進修，加強學校管理與經營 

學校行政人員（特別是領導者）及教師應主動了解政策之精神與意義，在

行政措施、課程規劃、教學活動、升學輔導（包括學生及家長）等事項尤須配合。

領導者更須運用智慧，發展學校自主與經營學校特色，必獲家長及師生的支持；

多元入學方案的精神意味著潛在期望，教師的專業能力當得以淋漓盡致的發揮，

故專業知能與專業能力汲取不可漠視，須努力進修，吸收相關訊息，才不致被淹

沒於科技知識洪流中。 

伍、申請入學制宜限制考生申請學校間數 

申請入學因各校自辦且時間不定，為避免並降低重複錄取現象，宜限制考

生報考學校間數。日本僅允許學生報考二所學校，目前國內尚未有此設限，故重

複錄取考生相當多，不僅佔用他人名額，亦造成備取生冗長的心理煎熬。報考學

校多，增加錄取機會，雖說使用者付費原則，但也是一筆很大的開銷，若能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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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考生報考學校間數，對學生來說，自可設定自己性向與校系特色專攻該學

校、系指定科目即可，猶可免除勞頓之苦；對家長來說可省卻一筆報名費（原則

上家長不會省這種錢），更能專心協助子弟蒐集報考校院系更詳細資料，取得先

機，上榜機會將加強。 

陸、適時導正學生學習能力方向與家長心態及社會價值觀 

在此多元入學管道啟動之同時，學生的學習方向必須適度修正，在智育吸

收外，須加強能力導向，如生活適應、自主學習、問題解決、人際關係⋯⋯等能

力之學習，這才是新一代國民須具備的。聯考陪伴了台灣家長已四十餘年，一般

社會大眾，只被動的將學生交給學校、老師，甚或課後補習班，三年期限一晃，

聯考金榜字裡尋。往後家長負擔的不僅只是如此，尚須走進學生的學習領域與世

界中，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及專長所在，與教師合作，協助學生適性發展，幫忙

蒐集相關資訊，提供學生更多入學訊息，家長心態並須適時導正，解除根深蒂固

的社會價值觀念，技職教育與終身學習管道，爾後將來將可與一般大學教育相互

抗庭的。 

柒、大學各校院篩選標準宜審慎研訂 

針對特種天份之資賦優異（如體育、舞蹈、美術、國文、英文、自然學科

等）考生，宜訂定相關配套措施，以防通才趨逐天才之陋習。畢竟投資教育就是

投資未來，沒有好的教育，國家就沒有希望。教育工作是要提供孩子一個有成功

機會的環境，有成功的經驗，可以培養自信心、成就感，將會把事情做的更好。

每個學生每天在學校都是成功的經驗，都在接受鼓勵，自然會產生熱忱與動機往

前衝。 

捌、大學校院應加強功能的發揮並儘速發展自有之特色 

中央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李誠認為6，台灣要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大學的使命

                                                 
6聯合報，90.10.7.第 11版。李誠於「知識經濟時代—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第理念與實踐研討會」
上發言。聯合報系與救國團合辦，90.10.6於台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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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改變：不再是菁英教育，而是普及教育成為知識工作者的基本訓練。當台灣

的大學增加，學生不再個個是天才時，大學要達成知識經濟新使命的作法是「把

學生從過去被動式接受學校教育，轉變成主動的人力資本投資者」。 

在一個資訊化的社會裡，大家所追求的產品或服務不在於數量的多寡，而

在於品質的良窳，教學革新的重點就在這裡。教育事業自不例外，不管家長或社

會，對於學校所期望的是提供良好的服務和培育優良的學生；而學生對學校所期

望的則是提供良好的教學和設備；至於教師對學校所期望的亦是提供有效的教學

資源與支援；因此，學校要發揮高度的品質，建立一套持續長遠的目標、滿足教

育系統顧客的需求、持續不斷的改進教育品質、提供教職員在職進修機會、學校

成員共同參與教育的改進，以及改進傳統的評量力式，發展學校特有學風與學習

環境，吸引適性與適切的優秀學生加入，提昇教學品質等，那是相當必要的工作。

我們期望下一代年輕人，適性發展，學以致用，自信快樂的學習成長和生活。老

師都能有更大的教學自主空間，樂在學習充滿關懷，學校家庭和社會連結成為相

互支援的終身學習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