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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招生專業化試辦計畫 

經驗分享 

温宏斌  教授 

電機系、校招生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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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級版依據校公版進行彈性調整，以彰顯各系特色。 

• 經全校各系共識會議討論，由學系於相關會議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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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審查評量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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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礎石: 認真學習高中基本學科， 
具備扎實的學科核心能力 

電機/工學院: 數學、科學、語文 

資  訊  學 院: 科學/資訊、數學、語文 

理/生科學院: 數學/資訊、科學、語文 

人文/客家學院: 語文、社會科學 

學  科  礎  石 

價值觀頂石 

興  趣  拱  石 

High School 

108年交大各系 
申請入學著重篩選
那些學科礎石? 



評審輔助: 匯整高中學術競賽活動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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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輔助: 學測總級分與類組排名%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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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輔助: 高中總成績與類組排名%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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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資料判讀不易(所有大學一起面對):  

1.相對成績比絕對成績重要，但有11種高中成績單格式，有
些呈現「各科成績」、「班排名%」或「組排名%」，有些
只有各科原始成績，無校排名， 

3.不是每生都各該科成績 

4.資優/特殊班級性質說明不足 

5.自傳書寫模糊或經專業編輯之可能 

• 評分者困境(本校各系不同): 評分時可能會考量考生的就讀意
願，成績最好的考生會同時錄取其他校系，若本系志願序不
是排第一，該生選擇去其他校系會造成本系正取報到率下降
，備取序後移，甚至導致缺額，若考生以備取身分錄取，可
能降低報到意願。 

評審委員意見舉例 



• 招生缺額之動力因素分析：即使同是校內
科系也可能成為競爭對手、互搶生源。在
所屬分數階層排名前的系具有招生優勢。
然而【各校的排名階層】每年皆有變動，
【階層內的科系排名】亦會變動，無法精
準預測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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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意見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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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加廣選
修 

42-52學
分 

補強性
選修 
0-6學
分 

 
多元選修 
至少6學

分 

選修課程 
54-58學分 

必修課程 
部定118學分 
校訂4-8學分 

團體活動時間 
0學分 

每週2-3節 

彈性學習時
間 

0學分 
每週2-3節 

普通型高中 
課程圖像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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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授提問: 不同高中的課程與成績 
評比複雜、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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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課程出現什麼變化? 如何從成績單上檢視學生學習狀
態? 

• 部分學系書審委員發現部分學生的備審資料很相似。 

• 由於考招新制，所帶來給高中教學的困難有哪些? 

• 高中老師如何打成績? (案例:考生英檢成績卓越亮眼，高
中在校英文科成績僅70幾分，透過面試時詢問得知因與評
分比重有關，例如平時小考占30%。) 

• 是否可提供特殊班(資優班、科學班、實驗班等)成績參考
基準？因特殊班採獨立命題/獨立教材，這類班級學生的
分數都是分開計算的，評委需要此類班級的成績相對參考
基準來判斷特殊班級學生與全校其他學生的相對程度(如
科學班學生為二類組前20%) 

• 高中生填志願會考量大學排名嗎？ 

 

交大高中諮詢交流: 教授提問 



11 

交大高中諮詢交流:高中老師提問 

1. 交通大學的選才標準？ 

2. 【學習歷程檔案】採計項目及重點 

a. 請問貴校評比【學習歷程檔案】的基準為何？ 

b. 交大教授希望高中端設計怎樣的【學習成果】可以讓貴校
各系參採？ 

c. 因應未來工作多為跨領域，可預期未來跨領域學程也會越
來越多，學生應該如何準備【學習歷程檔案】 ？ 

3. 書審評分 

a. 備審資料都是教授自己看的嗎?行政助理有沒有協助? 

b. 不同的高中是否有不同的加權? 

c. 當志工或參加營隊的經歷有加分效果嗎? 

d. 多益或全民英檢之類的成績要拿到幾分才有加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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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系：希望透過書面審查機制，讓不是那麼擅長考試、但具備其他
多元表現者能被欣賞、被選上。針對多元表現，評審委員的經
驗是學生「科展」經歷較具公信力；目前頗多教授因無法驗證
學生提交「小論文」實作能力或參與的比重，而非常為難。 

B系：本系整理相關競賽活動清單，做為評審評分參考。我們重視
學生之學習態度，盡量從自傳資料參採學生之個人特質。建議
以程式處理高中職在校成績評分，以建立更具公信力的標準。 

C系：今年審查量大增，過程中出現少數申請人同分，最後由評委
重看資料並透過圓桌會議機制進一步區分出學生的差異。部分
學生備審資料經過專業編輯，但評審委員仍可從自傳判斷內容
之真實性。 

D系：備審資料有些許城鄉差異，評審很珍惜偏鄉學生樸實的作品
，但有豐厚資源的學生可以呈現非常多有利資料。目前尺規標
準沒有可以讓評審加減分的依據，評審時非常為難。 

學系審查委員反省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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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系：數位評審評分差異過大時，由班主任重看備審資料，經過討論
後給予最終分數。選才重視「個人資料/多元表現」，而高中職
在校成績僅提供課程修習歷程參考。此外，本院選才必須辦理筆
試審視學生解題歷程，書面資料看不出解題的邏輯與能力。 

F系：擇優計分讓評審委員能根據學生不同面向的表現彈性評定分數
。建議先學測，學系再訂篩選標準，因學測每年難易度不同，頂
標、前標分數變動，達標人數變動，會影響通過學系一階篩選人
數。 

G系：本院科系備審資料普遍品質佳，且可看出學生個別獨特性。評
審觀察到備審資料之城鄉差異現象，看重資料本質所隱含之意義
，以減低不同家庭社經背景造成書審成績的差距加擴大。 

H系：建議依照學系領域特性差異設計考招制度，本領域較少高中
生競賽項目，致使考生不容易舉出相關的競賽表現成果。另，評
審委員書面審查時間應適度管控，以免影響選才品質。 

學系審查委員反省舉例 



借鏡SAT的逆境分數 

• 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預計將「逆境分數（
Adversity Score）」在2019秋天擴大到150家大學，2020
年全面實施。 

– 逆境分數的範圍為1至100分。50分為中性分數 

– >50以上則表示該考生處於逆境 

– <50以下表示該考生天生特權。 

– 只有招生單位看得到 

• 考慮學生原生家庭分屬在居住環境（犯罪率、貧窮率、平均
房價、區域空屋率等）、家庭環境（中位數收入、單親率、
平均教育程度、語言能力等）、高中環境（課程嚴謹度、免
費午餐人數、提供的AP課程等），將以三大項、15個評鑑
項目來評分。 

– 台灣該考量那些學生的背景所造成的競爭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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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專業計畫小組 

• 主持人: 林珊如(教育所)、黃育綸(電機系)、 

                 温宏斌(電機系)、陳皇銘(光電系) 

• 綜合組: 張漢卿組長 

• 教育所: 陳思光博士 

• 小組成員: 蔡燕茹、何臥龍、蘇雅雯、陳瑋 

• 大數據研究中心: 鄭朝陽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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