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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發稿日期：2017年 5月 16日 

對5/15大學招聯會決議之回應 

全教總：樂見調降考科數，重視學生學習歷程  
 

    針對大學考招方案，招聯會常委會 5/15 之結論，其在整體方向上能考量高

中課綱的落實，符應高中課程教學需求；尤其學測考科數目下降，於 108學年度

起調降參採學測科目數至多 4科，且不得使用 5科總級分，有利逐步過渡到新課

綱 108年實施時，111年的學測考科數降為 3科，本會表示肯定。相關意見如下： 

一、 有利於學生發展自己的興趣、性向，更重視「了解自己」： 

當 5 科全考時，在考試準備壓力大，學生無餘力去探索自己，再加上 5 科

都要考，學生沒有探索自己的動機與必要。學生要儘早思考、探索自己的

生涯進路，思索適合的大學科系及相應的考科，不必 5 科全考的同時，學

生才有餘力充實自己在相關科系上所重視的能力和素養，學生適性發展與

生涯輔導更顯重要。 

二、 學生學習歷程(目前稱為備審資料)更重要，此為這一波考招改革的關鍵，

以利高中端發展課程教學的多元選修、校本特色發展： 

大學考招方案設計的核心在於考招與落實高中課綱的連動思考，若考科數

目過多、過重，則仍是落在傳統升學主義的窠臼中，在考試引導教學下，

沈重的大考壓力是不利於高中端推動選修的落實，降低考科數有其必要

性。學習歷程亦包括學生在高中之修課歷程及非學業表現（如學習經歷與

活動參與）展現學生學習能力、特質、態度和動機，都將是大學綜合審查

時的重要參考，有利學生多元適性發展。 

三、 大學招生專業化是考招改革的重要配套： 

伴隨降低考科數目，大學未來選才招生將無法依賴多科目的學科考試成績

作為篩選的單一標準，在考科減少的影響下大學勢必需重視「多資料參

採」、「學生學習歷程」，因此，大學端也需進一步推動招生專業化，以提高

資料審查之有效性，建立招生審查專業化的流程與標準，方能符應學生學

習歷程之意義與價值。 

四、 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採計學習歷程檔案資料應佔至少一半以上： 

雖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的書審資料及校系自辦甄試兩項合計至少須占 50%，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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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佔 25%以上，即佔第二階段的一半以上。此次考招方

案是源於配合高中課綱之落實，學習歷程檔案資料是此波考招變革最為關

鍵所在，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努力納入招生審查，方有利於引導落實新課綱

適性多元選修、校本特色課程發展，有助於讓高中教育脫離升學主義下的

泥淖，學生於高中三年的努力和成果應有其價值和意義。 

五、 應於三年前公佈學生學習歷程的參採方式和內容： 

大學招生科系參採學習歷程之方式，對高中學校選修開設、教師課程準備、

學生修課考量、學生生涯進路探索等有著直接的影響，因此大學應於招生

三年前公布參採學習歷程之內涵，亦即高一學生於入學時已知道，但考量

新課綱實施第一年因大學校系第一次實施新制，恐時間較趕而準備不及，

為免影響品質而考量延後一年，然實施第二年後應恢復於三年前公佈。 

六、 重視大學考試命題品質，朝向跨領域素養題型，並建置試題資料庫： 

大學入學命題亦會直接影響著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過去以來，大考試題

難易穩定性一直倍受爭議，應儘早發展題庫，以利試題品質提升。此次新

課綱強調素養、跨領域之精神，在建置題庫的同時，可延續近年來學測社

會、自然科等走向跨領域之素養命題，此亦為未來考招配套的要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