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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倪履冰‧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輔導主任

高中輔導老師看學生選擇大學的
考量因素──政大附中觀點

「老
師，我這個分數可以上哪

裡？」、「老師，這所學校好

不好？」、「老師，我爸說念那個將來

沒飯吃。」、「老師，電子和電機到底

有什麼不一樣？」。

每年從一月到七月，隨著學測到指考

的步步接近，輔導室就會湧進一波波的

高三生，一臉無助與滿懷忐忑，希望老

師可以幫助他們做出自己不會後悔的大

學志願選擇。

每年在高一第一堂生涯規劃課時，我都喜歡問

學生一個問題：人生可不可以後悔？這一群剛從

會考解脫的高一生，一半僵著沒反應，另一半堅毅

的搖著頭。為什麼會後悔？怎麼可以後悔？他們心

裡一定這樣疑惑著。但如果要做出一個好的決定，

經驗值與資料蒐集的功夫必不可少。只是在臺灣

的教育制度下，高中生的體驗是很受限的，念了

十幾年的書，幼稚園、國小靠爸媽決定，國中

靠升學率選擇，高中則是由分數決定學校，那

到了大學呢？面對兩千多個科系又該要如何選

擇？這就好比進入自助餐廳，面對五花八門的各

國料理與佳餚，只吃過蛋炒飯和陽春麵的你，被

要求選擇一種吃到飽，又不能試吃，那到底怎樣

才是最適合自己的？什麼又是判斷基準呢？

學校排名與校譽

首先，學校排名或校譽仍是一般高中生採取最

省心的標準，從臺政清交成到中字輩學校，全國

考生都有共識。雖然這也是公認死得最慘，最容

易後悔的選填志願方式，但「落點分析」這四個

字，仍每每在大考後席捲全臺。學生通常問老師：

這學校好不好？其實也就是在問：大家心目中認

為這學校如何？只要照著社會期待的分數排行榜

填下來，分數最不會浪費；只不過這所學校的好

壞和你的認知能否相符，能否與個人興趣或專長

適配，那就是絕對需要進一步澄清的細節。

興趣考量與性向優勢

清楚自己所喜歡的學生是幸運但少數的，這類

熱門校系通常反映就業市場

之需求，成為學生競相就讀

的目標。（陳秉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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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早早設定目標，在學習過程中累積經驗，

然後一步步往目標接近，這從個人申請的備審資

料便可一覽無遺。而其他絕大部分的學生，即使

無法準確命中自己的一生所愛，但多半18歲的孩

子都可以用刪去法，排除部分自己比較不喜歡或

自認不適合的科系，知道自己不要什麼和知道自

己要什麼一樣重要，配合高中學業的表現，再輔以

興趣測驗及生活體驗，就可以大幅縮小選擇範圍；

不過興趣是會改變的，認識自己要付出時間的成本

與嘗試的代價，高中生的眼界受限於年紀和經驗，

選擇自然有限，變心的機率當然也高。因此無論在

高中或是進入大學，甚至職場，我都鼓勵學生多

去嘗試，營隊也好，社團也好，甚至休閒活動都

好，碰撞越多也越可以看到自己的全貌。

在臺灣高中教育比較傾向全才教育，從學科到

術科，從國英數到體育美術，分數越高的越有機

會優先選擇，所以在成績單上有明顯優勢的學生

就會往相對應的科系領域接近：數學好的會嘗試

理工，語文優勢的會往法商找出路。除此之外，其

他像是溝通、人際互動、同理、問題解決等等這些

考試考不出來的能力，也應以同等重要性看待。一

個在熱音社奮力嘶吼、搖滾魂上身的大男孩，在服

務學習課程時，變成把稀飯一口口吹涼才送進安

養院老爺爺口中的小天使，當他靦腆地來找我，

表示自己成績不夠上醫學系，但很想試試看護理

科系時，我都為他未來服務的病患感到慶幸。

熱門科系與對科系的新認識   

曾經在課堂中讓學生各自寫下九個他們認為臺

灣的熱門科系，然後以賓果的遊戲方式進行，有

共同的答案就可以得分，連成三線就賓果，每每

都玩得很熱烈，因為大家寫的科系都差不多，所以

很容易賓果！在選填志願時，分數最高的好像不填

醫學系就白考了這個分數！棄法律填中文的更會

被師長關心到底問題出在哪裡？熱門對18歲的孩

子來說是很難抵抗的，所以即使對自己的興趣性

向均有認識的學生，都難逃熱門科系的引誘。

高中會不定期邀請各大學科系來校舉辦科系介

紹講座，從經驗而論，最受歡迎的講座不是平鋪直

敘的介紹系所與課程、獎學金什麼的，而是從生活、

從實際的角度帶入專業。曾有一次本校邀請國立中

央大學物理系系主任來校進行講座，系主任帶著

學生深入淺出地看看生活裡與宇宙間的物理現象，

以及目前物理界的研究方向，許多學生聽完之後很

驚訝地跟我分享：原來這才是物理！跟課本上講的

都不一樣，也更堅定想要往物理發展的信念。

從課程到專業核心價值

讓學生看看各科系的課程地圖是最起碼的科系

認識，至少知道未來四年所學的課程名稱，還可

以顧名思義一下。所以各大學提供課程資訊當然

有助於吸引到真正對該領域有興趣的學生。而這

部分有必要再更進一步細緻化的原因，是從現實

環境中發現，有相近特質的人絕對會因不同的興趣

而選擇迥異的道路，興趣相投的團體也需要因應每

個人的特質及能力而各司其職，所以喜歡這些課程

不一定適合這個領域。因此大學端如能更進一步

具體呈現自己科系的核心價值與專業應用所在，

自然會引導高中生對此有更深入的澄清需求。

轉輔系的機會

選校還是選系永遠是大哉問。一般而言是對科

系選擇較不確定，或是掛在名校尾的學生會有這

樣的掙扎，是選學院科系多的讓自己可以繼續探

索嘗試？還是擇一專業從一而終？但如果唸了真

的不喜歡該怎麼解套？學校的轉輔系政策這時就

會變成決定的關鍵。一個完整的綜合型大學的確

可以有更多探索的機會；而如果心儀的科系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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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未達，校內轉系的機率至少也高過轉學考。各

大學轉輔系的大門都越開越寬，的確也影響了高

中生對大學的選擇。

家庭與便利性因素

家長是哪個學校畢業的、家族是從事什麼工作

的、周遭親朋好友的經驗值、經濟條件的限制、

甚至性別刻板印象都有可能是影響科系選擇的家

庭影響因素。這一部分通常最難撼動，多半孩子

在此環境下也會潛移默化自然地被影響，即使一

方略有微詞，雙方仍可以踩在一平衡點上；但如

果真的雙方立場不一，我只能說我還沒遇過存心

想要整孩子的父母，所有的選擇都是交互作用的

結果，一方面我會肯定家長的用心良苦，另一方

面也會鼓勵孩子勇敢表達自己為何有所堅持，人

生是誰的，誰就要負責。

住臺灣的學生方便習慣了，交通時間超過一小

時的叫太遠，臺北的學生較多不喜歡出外縣市，

對於住校或外宿，也還是有經費或安全的考量。

此外大學生活還要考慮早八趕不趕得到、打工機

會多寡、社交活動和各式講座的舉辦頻率、參加

的方便性等等，所以捷運能到的地方最受歡迎，

基本上跟房價的概念頗為一致。

未來出路與選擇多樣性

經濟情況越不好，學生就越擔心畢業後的就業

市場，熱門科系通常就是就業市場的反映連結。

專業性高的工作一向都吃香，而這幾年新興的證

照制、有公家保障工作的相對應科系也變得炙手

可熱。只是大學並不是職業訓練所，要出社會跟

別人比拚，不能只靠大學那一張學歷證明。要磨

亮自己最利的劍，把自己的特質與能力提升到專

業，自然有你不可取代的一席之地，似乎這才是

因應未來多變世界的生存之道。

此外，像是交換學生、各類學程、聯合修課等制

度，對初出牢籠的高中生來說是很具吸引力的，畢

竟多方嘗試才能知道自己能力到底在哪裡。不過這

類的資訊似乎對高中生來說都不夠透明，一般都是

口耳相傳，所以就會變成少數知道相關資訊的學

生就可以掌握機會。有些學生會對這類訊息錯失

而感到扼腕不已甚至抱怨不公，但蒐集資訊也是

一種能力，畢竟世界本來就不是公平的。

同儕選擇與學長姐經驗

從眾行為帶來安全感，這也適用於高中生選擇

大學的時候。面對一無所知的大學生活，高中生

很多會習慣求教他人，同學蒐集到的資料也好、

學長姐的經驗分享也罷，都是重要參考依據。透

過詢問來了解選擇不是不好，但會問問題也要會

懂得檢視答案，曾經有一次兩位念同所大學同一

科系的校友一前一後回來看我，一位對於系上彈

性的課程安排激賞不已，認為可以量身訂製自己

的課表非常充實；另一個對於這樣的彈性政策完

全嗤之以鼻，覺得在未具備足夠專業知識之前，

學校應多一點引導和先備知識的提供，這兩位學

長姐經驗如果分別單一傳遞給學弟妹，影響就變

得很絕對。所以多問不如實察，追根究柢還是要

夠了解自己，才能有所判斷知所取捨。 

看過十幾屆學生來去，學生教會我很多事，其中

一件我最有把握的，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它

不是一句安慰人的口號，而是每個人都可以挖掘到

的寶藏。人生可不可以後悔？面對一連串的選擇，

從來都沒有最好，失敗經驗的價值就在於從中發

現錯誤所在，跌倒後爬起，避免在未來犯同樣的

錯誤。同時也因著越來越多的人生經歷堆疊，讓

你看到自己更多的可能。只要這些選擇都是有

意識的思考結果，何來後悔之有？人生不怕選

擇，怕的是從不選擇，祝福所有的莘莘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