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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詠齊‧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輔導主任

高職輔導老師看學生選擇大學的
考量因素──士林高商觀點

高
職學生究竟怎麼

選擇大學？名聲

嗎？特色嗎？師資嗎？

其實學生很少真正理解

到該學校的核心價值、

很少看系所簡介裡面寫

了那些字句，因為學生

很多時候都是用「分數」

來選擇志願的。高職跟

高中很不一樣，從進來

學校的那一刻，八成左

右的學生就會走向本類

科的道路，只有兩成會在求學過程中，正視到自

己的興趣、能力不在這邊，開始轉向自己「稍

微」有點興趣的科系去。只是不禁讓人思考的一

件事情是那八成的孩子真的都對本科系有興趣

嗎？還是迫於無奈、被家長說服以及種種現實考

量之下，選擇了一條「看似」適合自己的道路。

其實學生選擇大專院校就讀的時候，沒有想像中

的自由：分數本身設立了一道艱困的門檻，家長

給予一個無限的期待，社會媒體給了五花八門的

世界觀，遑論這些還會交互影響，那學生該何去

何從？透過這篇文章，我們來看看學生選擇志願

時，到底在考量什麼？

學生選擇志願的主要考量分析

一、學生自己僅有的籌碼：分數

學生手上最為明確的資訊就是分數，每一年學

生來到輔導室，最常詢問的問題不是自己適合念

哪一個大學校系，而是自己的分數可以上哪一個

大學校系。學生不知不覺地將自己的未來交給分

數決定。大多數學生都信奉著只要考好分數、上

好大學，人生就是璀璨光明的，所以都把高三的

一切奉獻給分數。分數越高的學校，就是學生排

序比較前面的學校。反過來說，學生也會因為自

高中職
  櫥窗

▲學生易因外在因素而做出不同生涯選擇。（臺科大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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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校程度跟名次、模擬考大致的落點與PR值，

決定自己理想中的學校。

大學校系的選擇是被分數侷限的，也因為學生

所知道的只有大學端的部分訊息，自我認識不

高，手邊只知道分數的狀態下，就拿分數做選

擇。他們看的不是學校資訊跟未來進路，而是落

點分析跟去年分數，符合落點跟去年分數的話，

只要「不排斥」的科系，就照分數填下來。甄選

入學看分數可以填哪邊，就填哪邊，甚至不知道

自己申請的科系可以做什麼。畢竟學生只知道他

手上的分數，其他一無所知。

二、變化萬千的趨勢：市場需求

市場需求這一塊是學生滿常問的一件事情，學

生常常問我哪個「熱門」？哪個科系出路多？只

是熱門跟出路很難定義，我常常問學生一件事

情，你要問哪個時代的熱門？學生時常希望我們

給他一條安全的道路走，但到了現在，沒有一條

路可以保證絕對安全，只有相對上市場需求高或

者是長年都有職缺的工作，那麼這樣走就絕對沒

有問題嗎？不敢保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哪一

條路「絕對」怎麼樣，我們只能告訴學生，你的

作為會決定你在這間公司或是機構的存活與升

遷。回到選擇校系的時候，我們也只能告訴學生

沒有絕對順遂或是絕對坎坷的科系，順遂跟坎坷

取決於你走的方式、你走的時機跟你走的運氣。

當不能決定時機跟運氣的時候，你唯一能決定的

事情，只有你自己。

三、長輩提供的資訊：家長意見

家長會給孩子一些意見，也會對孩子抱以期

望，大部分的孩子，沒有太多想法的話，也會跟

著家長的話暫時走下去。學生來到商科學校、來

到工科學校，真的想學商業或是工業嗎？可以打

一個問號在那邊。部分家長存在著性別差異的觀

念，認為女孩子就應該是念商科、當會計；男孩

子就應該唸工科，當工程師，即便現在這個觀念

少很多了，但還是社會上存在的思維與考量。另

一部分是家長有名校思維時，會認為如果高中沒

考好，那就念好一點的高職，這也是為什麼學生

進來學校後，常常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進來這裡，

甚至會覺得上當受騙。到了高職端還是沒想法繼

續念上去的話，到了大學呢？研究所呢？學生會

對他的學習跟未來有考量嗎？

有時候學生也常常問我一句話讓我覺得無言以

對：「老師我適合唸什麼？」我時常反問他：「書

是你要唸的，人生是你在過的，你確定要將人生

的決定權交給旁邊的人幫你出意見嗎？更何況我

沒有比你了解你自己。」學生也開始習慣這個社

會的大人幫他出意見，給他答案，漸漸失去探索

能力；也因為現在資訊發達，想要知道什麼事情，

手指動一動就可以知道了，那又為什麼要那麼辛

苦去探索自我呢？不就給我答案就好了？這也是

我認為現在青少年很嚴重的狀況。

名聲、師資、環境也成為學生選擇因素

四、聲名遠播的學校：名望與知名度

選系不選校、選校不選系、選系又選校這些，

一直是我們實務現場中，學生常常問的問題，當

然選系又選校的這一批人，畢竟是有分數的籌碼

才會討論到這個問題，只是有一群人會在選系還

是選校中間搖擺不定。選校畢竟是為了名聲、聲

望等因素，想要從這邊畢業，得到這間學校的資

源；選系總是為著興趣，對於校跟系之間的決定，

我最常問學生一件事情：「你的需求是什麼？」

學生對大學的期待取決於學生該選系還是選校。

很多學生最大的考量還是這間學校是「赫赫有

名」、「地方名望」還是「名不見經傳」的大學，

這個名望不一定要整間學校，有時候是一個特色

科系或者是特色學院。如臺灣一線私校中，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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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自己的一片天，世新大學廣播

電視電影學系、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等知名校系

已經深深烙印在我們腦海中。科大

也有這種名校，如：設計類科去朝

陽科技大學、商業類去致理科技大

學等專才名校。這些是學生抉擇很

重要的原因，不一定是學校實際上

的條件，而是名校的招牌在那邊，

會自動吸引學生過去。

五、 特定人物的名氣：教授的個

人特性

部分學生來到一間校園的考量是因為某個教授

或是某個名人，很多學生是為了某一名教授在這

個地方教書而去。有的時候是因為這個地方接觸

的到業界名師或是客座講師，學生希望可以上到

這位教授或講師的課程，才去這間學校的，如：

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開設通識的馮翊綱、在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開課的宋少卿，或是業界名人在校

內開課的不勝枚舉，有的學生會因為可以上到這

位教授的課程而前去。選大學是這樣，研究所更

是，希望給某教授指導等等的說法會出現。

六、 生活的種種考量：學校地理位置與生活

條件

最後來到學校地理位置與生活條件，這有點像

是人類的優生學般，一開始就被決定好好的。學

生考量的點不外乎就是離家遠近，生活機能是否

方便，若是跨縣市就讀的同學則有回家方不方

便，宿舍好不好抽，房子好不好租的問題。畢竟

這是一開始就決定好的條件，不過每間學校還是

會發展出自己的因應方式免對這項問題，如華梵

大學有專車接送學生到公館、台電大樓等捷運

站；國立中央大學則在校內設立公車站，讓學生

可以在校搭乘公車等，交通部分得以改善。那

食、衣、住等部分要怎麼改善呢？要我選擇一個

在山上或是海邊的稍為好一些的學校跟一個普通

但在捷運站或火車站旁邊的學校，照常理來說我

會選擇一個交通方便的學校，但這是在雙方水準

一樣的情形之下，若水平有所差距，當然會以學

校水平與名聲進行考量，只是當最後學校都很優

秀時，民生需求就會浮現。

分數、興趣、家長意見仍為三大主因

學生選擇理由各不相同 

上面所列舉的部分，是學生較常考量的因素，

當然也有一些學生較少考量到的因素，這邊也做

一些說明。第一個是特殊科系設立，近期台南應

用科技大學設立漫畫學士學位學程，不少學生看

見這個科系眼睛為之一亮，原因是臺灣較少學校

開設這樣的科系，而這科系卻是許多動畫與漫畫

喜好者會有興趣的領域，近期也有漫畫出版社來

臺開設補習班，要價昂貴且授課密集，相較之下

系統性的四年學習，還是稍有幫助。

第二個是學校傳聞，部分學校因發生一些社會

議題，也會傳出傳聞，讓學生在選擇上有所考

高中職
  櫥窗

▲大學端也應發展自我特色以吸引學生就讀。（臺科大

提供）



 評鑑   25

量。如：特定政治立場、特定宗教信仰，這些會

影響到學生選擇學校的考量，當學生對於學校認

同較低時，自然學習上以及對學校的信任上也會

沒那麼高；相反的，若是立場相符合時，學校學

習上也會有所加乘效果，可以看見學生更加踴躍

投入校園。

第三個是學校風氣，學生選擇學校時，會參考

學校風氣與氛圍，部分學生選擇相對保守的學

校、部分學生選擇校園風氣開放的校園，各有利

弊，但不是學生唯一的考量。很多很多的考量因

素在學生腦袋轉，不一定每個學生都會考慮上面

的內容，但學生都會思考自己在意的是什麼？

既然學生在意的不一樣，那學生要怎麼樣選擇

校系呢？學生選擇校系的流程大致上如下所示：

學生是否有思考自己想要什麼出路？→有的話，

學生會努力達成目標。→沒有，學生會先準備考

試→考試後看看各大學介紹跟思考自己興趣在哪

裡？→因為不知道跟家人討論→家人會以自己在

工作場域的經驗與學生說明→學生照著走的話就

會照著填選志願→學生不照著走的話就會詢問師

長→師長協助學生討論志願→學生結果：一、照

著分數由上向下填，交給命運決定；二、發現自

己想念什麼，填自己希望的學系；三、不知道自

己想念什麼，把討厭的刪掉之後，選擇自己不排

斥的。最重要的還是前三項：分數、學生興趣與

志向、家長意見這三件事情最為重要。

大學系所應發展自我特色以吸引學生

大學端要如何讓自己成為熱門名校呢？最重要

的是發展學校特色，既然學生是依照學校名聲與

特色選擇的話，那要把特色拿出來才能彰顯學校

的優勢。很多事情是需要「口碑」的，當學校這

邊做出口碑，那就不愁學生來源。特色不需要

多，一個就好。學生有一個心態是我沒有進到最

有特色那個沒關係，我可以先進去旁支的科系，

我再轉系考或轉科考進去就好。學生們會以冒險

的心態選擇其他學校不那麼出名的科系，再轉到

學校裡面熱門的科系中。只是發展「口碑」的時

候，千萬不能廢棄其他不是重點的科系，相信各

位都知道「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如果其

他學校學生知道貴校對於特色科目特別用心，對

其他科系較為忽視的話，這件事情也會傳回每個

高中生耳裡，學長姐會告訴學弟妹：不要填這間

大學的其他系，因為她重點跟資源都在ＸＸ系而

已，沒有那個系你就不要填這間學校。這樣的話

也會成為困擾，你可以用普通力氣對待一般科

系，特色科系做加強，但如果「全部」都給特色

科系的話，學生都會知道這件事情並且回學校告

訴校內師長。

如何成為名校又會因為私立與公立受到不同的

待遇，很簡單──因為「錢」跟「資源」這兩件

事情，不是說私立學校一定資源就不好，但學費

在家長眼中一定是問題。學費跟CP值的問題一

直以來都是私立學校的弱勢，因為公校錢少名聲

好，出去眾所皆知；私校又貴又不一定大家聽過。

很多學校開始積極拓展資源，發展自己的特色，

重要的是要想留住學生，或是想要招收到更加符

合需求的學校，這邊提供一些想法做為參考。

學生在意名聲跟名望，畢竟要聽過而且未來出

路好找；學生在意金錢與資源，需要一些金錢與

資源挹注，讓學校有更多資產可以幫助學生在各

科學習；學生重視民生需求，所以要讓自己的學

校能夠滿足學生民生需求；最後是學生重視分

數，再怎麼樣，分數還是主宰著學生選擇，很多

時候提供門檻是讓學生知道你有實力，而不是一

種限制行為。希望各位學校都能發掘自己的亮

點，開展自己招收學生的路，讓學生更加願意朝

向您那邊前進，更加容易填您們的志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