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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大學研議大一分院不分系，讓新生有更多思考和選擇空間。教育
部訓育委員會主委、成功大學學務長柯慧貞調查顯示，全國大一至大
四學生，有近半數認為所念科系與興趣不合，她建議大學應多提供轉
系和輔系機制，家長更應尊重孩子選擇。  

 
柯慧貞連續在93、94兩年實施大學生壓力來源調查，其中一題是
「所念的科系不合興趣者」，93年全國抽查3377名大學生，其中，
大一有四成三；大二和大三有五成四；大四有四成六的學生均答覆所
念科系與興趣不合。  

 
建議要選自己喜歡、有興趣的科系，而不要看到那一科考得好、加重計
分有利，為了「不浪費分數」，而選擇了一個只是「划算」的科系。  



其實選填志願 

 不應該只是由考科分數高低，來找能上的大學校系 
 而是從生涯規劃進行中，選擇出適合自己的校系 

 認識未來升學管道-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 
 認識學群 
 探索自己有興趣的學系 
 探索自己的能力、性向、興趣、人格特質及價值觀 
 認識職業世界 
 想一想、未來自己想要從事的行(職)業 
 學習做決定的技巧 
 執行具體生涯規劃事項 

 最後依個人的興趣、考科能力、個性與人格特質、價值觀、
社會評價、家庭因素、經濟考量、學校地點等因素作整體
考量來選填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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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不希望發生的案例 

 第一個個案是，清大材料系大學部畢業的一位學生，考上交大材料所
碩士畢業之後，進入職場才發現：生涯規劃才是他喜歡的工作。  

 第二個個案是，一位交大應化系大學部畢業的學生，考上清大材料所，
碩士畢業之後進入職場，幾次工程師工作之後發現：保險理財才是她
喜歡的工作。  

 第三個個案是，一位教授，當上教授幾年後發現：他比較有興趣的不
是工程專業，而是通識教育。  

     這些個案，我們都為他們感到慶幸！究竟，遲來的幸福還是幸福，在
那長長的後半生，他們總算可以過著自己想要過的快樂日子。  

 第四個個案則不然。有一位工程師，大學念的是電子工程，在園區半
導體公司上班，做的也是電子工程；但是，他卻很討厭這工作！可是，
討厭歸討厭，他還是要天天做，因為只有這個專長，無法另起爐灶，
只好守住這個飯碗一輩子！類似的例子，其實很多，敢於按照自己興
趣而另起爐灶的，簡直是少之又少，只好認命。  



選填志願前應有的認識 

一個理想的生涯選擇應是個人、生涯內容以及社會環境
三方面協調後的一個平衡點。 



從自己本身出發：  

 興趣是一個人努力的原動力，能力則是一個人學得好
不好的關鍵因素 

 『反求諸己』是選填的最高原則，去聽聽自己內心的
聲音，你喜歡什麼？愛什麼？最擅長什麼？ 

 不要單單只是看現在熱門的是什麼？或哪一種工作就
業機會多就往那方面走。 

 雖然就業機會的多寡是個現實的問題，也不能不考量 

 但我們未來在職場上不但要具備競爭力才能在競爭中
脫穎而出，我們的生活也要快樂才行，也就是將來我
們不但有事做，還要能做自己愛做的事。  



個性及價值觀部分： 

 把自己放在對的位置是個很重要的概念。 
 想想自己愛什麼、要什麼、會什麼？ 
 個性內向或外向？喜歡和人溝通、共事相處還
是寧願處理事務、資料或機器？ 

 喜歡安定或喜歡冒險？喜歡接受挑戰、不斷創
新還是喜歡做固定的工作… 

 這些都要去思考。不能光視未來就業機會多寡，
還須考慮自己是否合適？讀再多的書最後還是
要進入就業市場，你不能不先考慮將來你想過
怎樣的生活。  



一、選填志願思考方向  

 認識自我形象（我是什麼樣的人） 

 未來發展方向（以後想過怎樣的生活） 

 自己所需技能（職業生活技能需求） 

 大學相關校系（修習之課程內容） 

 能力評估（我可以考上那幾個校系） 

 生活條件要求（學校環境、自我能力） 

 做最佳的選擇（綜合評量後） 



二、選填科系原則 

（一）自己與興趣配合 

（二）社會人力需求 

（三）行為與個性 

（四）能力配合 

（五）與家庭相關職業關連 

（六）家長意見與關連 

（七）就業機會 

（八）行業及自身專長配合 

（九）行業安全 

（十）行業報酬待遇 



三、選擇學校方向 

（一）選擇學校考慮原則 

（二）選擇學校考慮因素 



（一）選擇學校考慮原則 

1.學校傳統校風 

2.辦學績效 

3.學校師資設備 

4.離家遠近 

5.科系特色 

6.課程與興趣配合度 

7.行業能力需求狀況 

8.家長的期望 

9.課程及學習能力配合 

10.未來發展性 



（二）選擇學校考慮因素 

1.學生本身興趣：興趣、性向、能力、身體狀況、各  

                          項成績考量。 

2.家庭背景因素：父母意見或家裡所從事行業。 

3.科系未來發展：大學校系概況、未來職業考量。 

4.距離家庭遠近：學校條件相同時，離家距離。 

5.家庭經濟狀況：是否能負擔龐大學費。 

6.大學校系概況：參考前一年的最低錄取分數。 

7.準備方式：廣泛收集資料做成決定。 



四、選擇志願時考慮的因素 

（一）選填志願量力而為：只填比自己實力稍為高一點的志 

          願，否則當你和別人共同評比時你將處於劣勢。 

（二）仔細評估多方考量：若依個人興趣、嗜好或能力來決 

          定，可能會不符合實際情況，還是需要考量社會的需 

          求，不然容易失敗。 

（三）社會變遷：未來職業、價值觀及勞動市場之轉變，會 

          隨著社會的進步而產生結構性的變化，不得不注意。 

（四）將來的社會評價：社會地位的高低轉變，決定一個人 

          的影響力。 

（五）科系受歡迎程度：冷門科系，不見得不好，相對的成 

          功機率較高，競爭對手少，分數低，未來亦容易成功 

          (誌鋒工作室，2003)。  



選填志願的方法 

落點分析 準嗎？ 



不準，但可參考 



免費落點分析  

 免費落點分析1：1111人力銀行免費學測落點分析 

 免費落點分析2：104興趣落點分析 

 免費落點分析3：http://www.q888.com.tw/ 

http://hs.1111.com.tw/testAnalysisType.aspx
http://hs.1111.com.tw/testAnalysisType.aspx
http://www.104.com.tw/area/hs/score.cfm
http://www.104.com.tw/area/hs/score.cfm
http://www.q888.com.tw/


選系？選校？ 

 考生可根據興趣、出路、就業導向選系 

 若完全沒概念，則可選校，依學校辦學理念好
壞、教學資源是否充足、校園環境是否優雅等
因素來判斷，而且不見得要侷限在國立大學，
目前很多私立大學校系的評鑑已超過國立大學。  

 考生尤其要深入了解有興趣、校系的師資、辦
學特色、學術水準、課程內涵、課外活動品質
及校園氣氛等項目，最好既選系，又選校。   



熱門及冷門科系的差別 

 熱門科系想當然分數都會比較高，不過要考量熱門科
系大量培植人才其實也會飽和，所以不妨把眼光拉到
幾年後，看看市場是否仍會有如此強烈需求。 

 許多人選擇校系都會考量未來出路及就業問題，但冷
熱門科系和將來的生涯發展其實沒有絕對的關係，最
重要的是你有沒有競爭力？所以即使唸的是較不熱門
的科系，在大學也可以選修輔系或各種就業的學程，
當然除了專業能力外，人際溝通、與人合作、表達能
力、積極進取、…等特質也是在大學四年必須培養的。 

 另外現在的師資培育法規定要當老師的不一定讀師範
院校，你也可以選擇開設有教育學程的大學就讀。  



落點分析的迷失 

 各校系採計的考科不同，缺乏相同的基準點可比較。 
 即使公佈各種累積人數，考生也很難掌握真正跟自己
比較、競爭的是哪一群人。 

 因為考生的分數結構、興趣、價值觀、校系採計考科
組合不同、學科能力測驗及志願序、錄取名額、文理
組考生的多重選擇…這些變化都會影響到每個學生的
選擇。 

 落點分析其實是愈多人遵循才會愈準的，也就是要所
有考生的遊戲規則相同才可能發生影響。 

 但這些都是變數，所以第一個要提醒考生的是千萬不
要盲目的相信『太肯定或過於強調分數』的落點預估。 



不要太盲目相信，但可參考 

落點分析 



如何選填志願？ 



決定平衡單試算表 

可在 路竹高中升大學網站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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