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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大綱

• 清華大學招生專業化簡介
• 招生專業化試辦計畫-學系（班）評量尺規的制
定與修正過程，及實際運作情形
–第一年執行情況
–第二年執行情況

• 招生專業化優化協助機制
–考生學習資料表
–高中生競賽及語言檢定簡介
–清華大學學生學習追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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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招生專業化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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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揚才，在既有的招生環境下，找到大學想要的學生。

 擴大學生來源的多樣性，多元組成的環境中才能卓越。

 提升個人申請書面審查、面談的有效、可信度，提升試務

品質等。

 擴大建立各管道入學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及資訊平台，藉

以長期追蹤學生學習表現、回饋檢討各管道招生策略。

 成立招生專責辦公室較易達成招生專業化，例如:清華大學

「招生策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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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
院、學系
依人才培
育目標決
定入學管
道與選才
標準

大學學習表現
（學業與非學
業表現）

社會／業
界／學界
評估是否
符合人才
培育目標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分發

其他管道

清華大學學生學習表數
據分析平台（平台 3.0）

升學或
就業

特殊選才

回饋招生（Feedback Loop）
• 藉由招生數據分析不同入學管道、不同高中學生入學後的

學習表現，再回饋到招生策略與審查指標的制定。

依據外界的反應，
修改教育內容

檢討招生方式
檢討取才方
式或標準 5



圖片來源: https://tw.123rf.com/photo_54217126_stock-photo.html

審查／面談委員

基本資料
及

客製化表格

學生學習表現數據分析平台

競賽與檢定
參考資訊

宣傳、互動及
主動蒐集資料

畢業升學、就業

回饋
分析

執行審查／面談SOP

入學

學業、非學業
資料

學系參考
及修正招
生標準

清華大學招生專業化（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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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專業化試辦計畫-
學系（班）評量尺規的制定與修正過

程，及實際運作情形

 第一年執行情況

 第二年執行情況



第一年執行情況



個人申請「審查評量尺規」過程

參與學系班
透過書面和
工作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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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專家諮詢會議 –高中、
校內尺規專家

• 個人申請審查評量尺規討論
會議 –參與學系班

• 工作坊 –大學多元化招生與
入學書面審查

修訂重點與
原則

 106.7
尺規架構初版

 107.1
依據高中回饋
斟酌修訂（修訂版）



高中學習歷程檔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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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資料

大專院校指定審查
之其他資料

基本資料

學生身份辨識

1. 修課紀錄

修習科目及學業成績

2. 自傳、學習計畫

個人經歷
及未來學習規劃

3. 多元表現

幹部經歷、競賽成果、
檢定證照、志工服務、
實作評量及其他
*由學生登錄每學年至多10項，
由學校或校外機構登陸之資料不再此限

1. 課程學習成果

實習作品、書面報告
*學校在籍學生每學期至多3件
(經任課教師認證)
*實驗教育學生每學年至多6件

------------------------------------------------------------------

-----------------------------

質性分析、是否符合
學系選才目標 ?

社團領導人、
辦理大型活動
經驗 ?
競賽層級、長
期累積的成果。

人為操作風險



個人申請「審查評量尺規」原則

修訂重點與原則

選才目標

尺規一致性

備審資料細項描述

特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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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系所特色，配合高
中新課綱，注重學生學
習歷程修課表現。

共同模板
3-5個面向
5個尺度的一
致性。

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項目。

考量高中屬性、
資源差異與預
計開設的加深
加廣選修學分
總量調整之。

善盡社會公平正義的
大學社會責任，重視
弱勢、扶助資源貧困
的學生。



審查評量尺規（合成尺規範例）
傑出(90-) 優(80-89) 佳(70-79) 可(60-69) 不佳(-59)

修課表現 數理成績優異且有
具體證明，學業表
現在全校前
1%~10%，同時考
量該高中屬性進行
綜合評量。

數理成績優異且有具
體證明，學業表現在
全校前5%~20%，
同時考量該高中屬性
進行綜合評量。

平均成績達中上，
數理成績沒有大
幅度起落，經常
維持中上。

成績中等，達物理
系招生最低標準，
然若無推薦信特別
說明或其他佐證資
料不建議錄取。

成績單不能顯現對數
理科目有高於平均高
中生的資質。

學系專業取向
能力

曾參加數理相關競
賽或科展，並得獎

曾參加數理相關競賽
及科展，但未得獎

曾參加數理相關
競賽或科展，但
未得獎

不曾參加數理相關
競賽及科展，曾做
過物理相關專題

不曾參加數理相關競
賽及科展，不曾做過
物理相關專題

自傳與學習計畫 讓審閱的人感動與
共鳴

自傳顯現對物理學科
的熱情，學習計畫
合理並朝向未來與物
理相關的生涯規劃。

自傳與學習計畫
為自己想法的真
實描述。

照公式寫，無新意 他人代寫，自傳放很
多與名人合照，卻無
實質關係。學習計畫
空洞與敷衍。

多元表現 與學科相關的社團
表現、檢定、服務
或實驗表現傑出。

與學科相關的社團表
現、檢定、服務或實
驗表現優異。

與學科相關的社
團表現、檢定、
服務或實驗表現
佳。

與學科相關的社團
表現、檢定、服務
或實驗表現尚可。

與學科相關的社團表
現、檢定、服務或實
驗表現不佳。

綜合評語
(Optional)

本系在上述審查評量尺規評分時，將以全方位審查考量考生是否來自各類弱勢、偏鄉離島等資
源不足的族群，並且酌情反映於審查成績中。

 修課表現40%(高中成績、專業科目表現、英文能力)
 專業取向能力30%(數理相關競賽、科展)
 自傳與學習計畫20%(自傳、讀書計畫)
 多元表現10%(與學科相關的社團表現、檢定、服務或實驗表現) 12



計畫辦公室審核後審查意見參採

計畫辦公室

審查意見

斟酌修訂
• 詳細說明修訂的部

分。

評估後維持

• 詳細說明未能修訂的

部分，並敘述困難點

與因應措施。

 107.1提報教育部
本校定稿尺規

 107.3教育部審核後
回復尺規之審查意見

 107.3.12寄予試辦
學系參採

 107.3.29
回復斟酌修訂

 107.3.29
回復窒礙難行之處

 107.8-9實地訪評時，
說明窒礙難行的原因

 107.4試行調整版之
評量尺規與評分表

整體審查意見重點：
1.部分學系參採的在校成績比重偏高、或過度
重視排名。

2.應強調學生學習歷程、多元表現、多資料參
採。

3.尺度詞語不夠明確。
4.部分向度存在人為代製風險，建議調降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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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表格填寫範例

學測應
試號碼/
面向/分

數

審查委員A
審查委
員B

審查委
員C

書審平
均分數

學習表現
自傳、讀書計

畫
多元表現 總分 同A 同A

原始
分數

30%
原始分
數

30%
原始
分數

40% 同A 同A

10001 85.00 25.50 88.00 26.40 90.00 36.00 87.90 …… …… 89.07 

10002 78.00 23.40 76.00 22.80 80.00 32.00 78.20 …… …… 78.20 

10003 80.00 24.00 85.00 25.50 88.00 35.20 84.70 …… …… 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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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系（班）依照招策中心提供之書審表格填寫
後回傳。

• 招策中心彙整審查委員之評分與人數分佈。



第二年執行情況



108 年度
招生專業化書審尺規再修訂

107 年度書審尺規：

合成效標

委員需評總分與各面向分數

108 年度書審尺規：

合成效標與多元效標

擇一

僅需評總分

無論是合成效標、或多元效標，書面審查尺規應有效鑑別出學系
所需具備的能力、知識、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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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擇優尺規範例

編號 申請人姓名

符合 面向 傑出
（90-）

優
（80-90）

佳
（70-
79）

可
（60-69）

不佳
（-59）

基礎學科知
能

綜合考量高中學習
歷程及成績表現為
傑出者。

綜合考量高中學習歷
程及成績表現為優者

一般表
現

較一般表
現差，但
尚在可接
受範圍

表現
不佳

對科學、人
文、與人的
興趣

在能力特質與學習
計畫、學習成果中
對科學、人文、跨
領域或與人相關之
主題有深入之探究
或反思。

在高中所修課程或參
與之活動兼顧科學與
人文或跨領域，或明
顯表現出對人的興趣
與好奇。

一般表
現

較一般表
現差，但
尚在可接
受範圍

明顯缺
乏相關
表現

評分程序：
1. 先評閱書審資料，若其內容符合任一項／多項之評量面向，請在左邊「符合」欄打√。
2. 就「符合」之面向綜合評分，若評分在80分以上（優或傑出）或59分以下（不佳）者，
於綜合評語欄說明理由。
3. 全部申請人資料評分完畢後，就同分或分數相近之申請人資料進行複閱，確認評分差距
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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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面向 傑出
（90-）

優
（80-90）

佳
（70-79）

可
（60-69）

不佳
（-59）

由經驗中學
習或自我省
察的能力

在能力特質與學
習計畫、學習成
果或社團參與中
對個人經驗學習
或自我省察有深
入之敘述或反思。

在能力特質與學習計
畫、學習成果或社團
參與中描述到個人由
經驗中學習之體驗，
或反映出自我省察的
能力。
。

一般表現 較一般表現
差，但尚在
可接受範圍

明顯缺
乏相關
表現

自信、自主
或自我調適
之風格

在能力特質與學
習計畫、學習成
果、多元表現或
社團參與中能展
現出自主或自我
調適之完整歷程
或優異表現。

在能力特質與學習計
畫、學習成果、多元
表現或社團參與的表
述中反映出自信、自
主或自我調適之風格。

一般表現 較一般表現
差，但尚在
可接受範圍

明顯缺
乏相關
表現

人際敏感度、
影響力或領
導能力

有具體之事例能
展現高度之人際
敏感度、影響力
或領導能力。

曾修習人際敏感度、
影響力或領導能力相
關之課程或參與相關
之活動。

一般表現 較一般表現
差，但尚在
可接受範圍

明顯缺
乏相關
表現

關懷他人、
服務熱忱及
合作與團隊
意識

對於關懷、服務、
合作與團隊意識
有深刻之體驗與
反思，並有優異
之表現。

有具體之事例能展現
關懷他人、服務熱忱
及合作與團隊意識。

一般表現 較一般表現
差，但尚在
可接受範圍

明顯缺
乏相關
表現

評分 綜合評語（80 以上或 5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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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班）書面審查尺規與評分
<修正建議>
項目 修正方向

面向內容

• 兼顧量化資料及質性學習。
• 以高中校內／課程內即可產生的學習成果作為

書面審查的參考。
• 在學系（班）網頁上引導學生準備自傳、讀書

計畫的主題、方向等，但避免提供詳細的範本。

評分範圍
學系（班）須自訂：
• 整體總分的平均數範圍、評分範圍（參考值：分數

範圍至少在80-99分）。

• 至少 3-5 尺度，且應有鑑別度。
• 各評分尺度之分數範圍與其人數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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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申請書面審查
標準流程（SOP）

1. 建立審查共識。

2. 初步校準：委員試評與討論。

3. 2019年3月，由招策中心辦理「審查委員訓練」。

1. 審查委員以學系（班）制定之尺規進行審查。

2. 建立連絡熱線（討論機制）。

1. 進行成績差異性檢核、個案討論。

2. 決定錄取人選、檢討審查過程。

審查前

審查期間

審查後

• 確定審查委員人數（至少3位）。

• 確定委員理解評量尺規內容。

• 制定評分制度：等第制評分或百
分制評分、每位委員評分平均數
和標準差（評分標準一致）、各
等第之人數限制。

• 建立審查後調整分數機制：降低
評分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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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專業化優化協助機制

 考生學習資料表

 高中生競賽及語言檢定簡介

 清華大學學生學習追蹤平台



考生學習資料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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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高中學業
表現



• 申請者的備審資料中，各類競賽琳瑯滿目，且審查委員對各

級競賽得獎的重要性及意義並非全盤了解。因此，本中心製

作《高中生競賽及語言檢定簡介》手冊提供審查者之參考。

• 目前蒐集各種競賽與語言檢定資料，包括：

– 學科類競賽（含科展）：42項

– 非學科類競賽：18項

– 語言能力檢定：7項

– 特殊優良行為：2項

• 提供審查、面談委員於個人申請或特殊選才

評分參考，有助於客觀評估各項競賽的評量標準。

• 將持續搜集其他項目並不斷更新、修正現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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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學生學習追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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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3.0 (2017年)

http://nthu1.hipaza.com

http://nthu1.hipaza.com/


學生學習表現數據分析平台 -平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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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瞭解各學系的高中來

源及競爭學校。

• 瞭解各學系的生源分布

（區域、高中）。

• 利用數據平台分析學生

之入學後的學業表現。

• 分析未分發至本校之學

生最終錄取情形。

生源分析

• 可審視各學系制定的篩

選標準是否洽當。

• 分析與調整現行的篩選

標準。

• 分析篩選標準與學生入

學後的學業表現之相關

性。

篩選標準

• 瞭解影響各學系招生成

效的重要因素。

• 分析實施招生措施後的

變化。

• 利用數據平台分析學生

之入學後的學業表現。

• 分析未分發至本校之學

生最終錄取情形。

招生成效

 透過學生學習表現數據分析平台，助於瞭解學系之生源的分布、

篩選標準的制定及招生成效的情形，以推動專業的招生。



0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