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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優缺點探討 
 
壹●前言 
 
在高中職實施多元入學方案後，大學也緊接著跟進，一個標榜著希望把每個學生

的程度都帶上來，讓學習能多元化、教學正常化及紓解學生升學壓力的「完美教

育方案」，在集合國內多數教育專家、研議多年後終於誕生，但為什麼才一上路

就飽受外界的批評與質疑，許多人認為在制度設計上並沒有真正達到減輕學生壓

力的效果，反而讓學生對課業更無所適從，浪費社會成本，但也有人認為雖然多

元入學方案令人混亂，以及實施過程中產生不信任、不公平、學生可能更辛苦等

問題，但其背後崇高的理想仍獲肯定的，如果能從中學習、改進，便能真正擺脫

實施多年的聯考舊制，開創清新的學習風氣。由於筆者也是高中生，在兩年後也

將會面臨同樣的問題，所以想研究大學多元入學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制度？有什麼

優缺點？以即其可行性？ 

 

貳●正文 

 

一、理想中的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01. 考試兩階段分發有甲乙丙 3案 

 

在考試分發制方面，分成甲、乙、丙 3案，考試分兩階段進行，第 1階段是大考

中心舉行的大學學力測驗，第 2階段是各大學委託大考中心研發的「指定科目考

試」。考科仿照現行聯招科目訂有 9科，其中甲、乙兩案均需先通過學力測驗的

門檻，才能參加指定科目考試，丙案仿照現行聯招分成 4類組，被喻為「小聯考」。  

   甲、乙、丙三案都必須採計指定項目考試科目，指定考科包括國文、英文、數學

甲（社會組數學）、數學乙（自然組數學）、歷史、地理、物理、化學及生物等

9大科，各校採計科目也略有出入，採計英文科的校系最多，以 1065個系採用奪

冠，其次採計國文科的有 9百多個校系，再來依序為數學乙、數學甲、歷史、物

理、地理、化學，最少校系採計的生物科也有 1百多個校系採計。（註一） 

 

02.兩大特點 

 

Ａ.考招分離 

 

考試由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等專責機構辦理，就命題進行持續研究，使試題不僅具

有評量功能，更能兼顧高中的教與學。招生則由各大學自主，可單獨招生或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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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使大學各校系依特色訂定招生條件，招收適才適所的學生。（註二） 

 

Ｂ.多元入學 

 

目前的入學管道將過去「大學推薦甄選」、「申請入學」以及「大學聯招」概分

為二大類，第一類是甄選入學制，第二類為考試分發入學制。其中類似聯考的「考

試分發入學制」是藉由統一考試，依考生學科能力測驗及指定科目考試的成績，

以聯合分發來錄取學生，甄選入學制則包含「申請」和「推甄」。（註三） 

 

從好幾年前，社會各界就一直有「廢除聯考」的聲音傳出，聯考這種一試定終身

的升學制度，造成老師教學上僅侷限於考試內容、五育無法均衡發展，學生學習

的範圍也相對的變得狹隘，甚至急功近利，「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是集眾人智慧，

經三年研議而產生的，多元的入學管道為大學選才及高中教學的多元化開創新

機，學校不再只是重視學生的課業成績，而是對學生的各種表現作多方面的考

量，對於一些在課業以外有其它長才的學生，也給了他們更多的發展機會和空

間，不是一昧的由學業成績來決定一個人的未來，多元化的升學管道，提供學生

更多機會，筆者相信這都是當初政府推出這個方案的美意吧！ 

 

二、實行上的困難與缺失 

 

01. 學業上的壓力 

 

Ａ. 考試次數增加： 

幾乎對所有的高中畢業生而言，都需要準備學科能力測驗，如果成績未達一般檢

定標準，還要參加四月份的第二次學科能力測驗。〈註四〉 

 

Ｂ.權利有限，負擔加重，抉擇困難度提高： 

新方案在考試科目上提供了更多元的選擇，但有一半的大學校系選擇了與現行聯

招相似的丙案，當學生想擁有聲望接近的大學同一學群校系時，可能不得不接受

所有方案的考試負擔，實質上也是抉擇困難度的提高，每增加一個機會，就為自

己帶來許多整理資料與準備考試的負擔，還要預備一旦失敗所帶來的心理衝擊，

其實都是充滿風險的選擇。（註五） 

Ｃ.相近性質學群科系選考科目也會造成學生困擾：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

學群（或是相近學群）中科系的選考科目差異性太大，勢必造成學生放棄選修課

程的多元安排，而又回歸到制式課程。這現象在理、工學群中明顯的存在，會影

響學生的適性選擇。（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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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部分科系選考學科，對學生造成壓力：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

學生所選擇學群或科系所選的考科與自己過去的認知或學習有差異（譬如商科科

系選考數學甲），可能引起學生自我能力的懷疑，致造成選組選修時的徬徨猶豫。

（註七） 

Ｅ.明星學校、熱門科系的選擇，絕對影響著學生選修、選考的態度：PPPPPPP

學生雖然已知道自己的能力層次，但每個人對未來仍有著美好的憧憬。所以部分

明星學校或熱門科系對方案的選擇，深深地左右學生選修、選考的意向。學生除

參加現行聯考（丙案）外，另加考學科能力測驗，以二次聯考來決定升學。（註

八） 

「多元入學」的本意本是讓學生有機會衡量自己的專長與能力，透過「推薦甄試」

進入理想的科系與學校就讀；或則根據自己的興趣「申請入學」選擇適合自己的

學校就讀，最後則是根據基本學力測驗的分數「登記分發」，希望能夠給學生更

多機會。「基本學力測驗」其重點在於實施「多元入學」方案，也就是透過「推

薦甄試」、「申請入學」、「登記分發」等三個階段，確保每一個學生都有合適的學

校可以唸。但我們的教育並沒有讓學生真正了解「多元入學」的意義，因此，聯

招雖然改為「基本學力測驗」，大家還是關心學力測驗的排名，只在意分數，作

為申請入學的根據，拼命往名校擠，多元入學沒有改善聯招的缺點，反而加重學

生的負擔，讓家長對多元入學的公平性產生懷疑，學校也無法經由多元入學來選

擇合適的學生。現今許多教改工作者均以廢除聯考為職志，多元入學方案的推動

更是以消除聯考的弊病為目標，事實上，聯考的陰影在多元入學方案中似乎沒消

除，學生的壓力並沒有真正變少，這種換湯不換藥的作法，真得可行嗎？這是筆

者所想要問的。 

02.經濟上的壓力 

學生為了增加入學的機會，而選擇參加多所學校的申請與推薦入學，因申請入學

與推薦入學各校均分別辦理，學生必需分別報名與繳交報名費。如果未能如願，

再參加考試登記入學，學生上需再繳交一次報名費，結果光是報名費就所費不

貲，如果再加上前往甄試或面試的費用，每個學生的負擔極為沉重。（註九） 

綜觀各界所提的經濟能力條件，以台灣的國民所得和儲蓄率而言，其實也還不致

因貧富差距造成絕對不公平。值得注意的是，從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確定到實施，

這兩年期間台灣的社會經濟狀況，卻出現戲劇性的變化。去年台灣的經濟出現負

成長，失業率突破五％居高不下。據教育部統計，九十學年度退學的大專生中，

有六千名是因為經濟因素退學。至於目前超過五十萬的失業人口中，不少是負擔

家計的中高齡勞工。失業勞工頓失負擔家計的能力，對其就學子女不啻是二次傷

害。 那些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向下流動的學生，經濟能力不足自然會影響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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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機會。同樣的道理，那些經濟能力每況愈下的學生，面對大學多元入學的競爭，

也會不如經濟能力較好的學生。這不僅是我國教育制度、考試制度的危機，也是

社會穩定的不定時炸彈。（註十） 

雖說多元入學制度與過去的聯招制度相比，的確較有利於學生多元發展，但筆者

也體悟到這似乎是要「用錢」來「買機會」，因為較為複雜的入學方式，相對的

所需要付出金錢就更都多了，而家境較好的人，在多元入學制度中會佔有較多的

優勢；相反的，家境較差的人則相對較為吃虧，所以有許多人便將「多元入學」，

譏為「多錢入學」。 

參●結論 

其實多元入學方案並不是所謂的「錯誤政策」，教改的本義也是由學生的利意為

出發，但筆者認為在先覺條件下，必須先改變臺灣的教育環境及其風氣，否則雖

然是立意極佳的制度，在老師、家長、學生不了解、舊觀念不改，社會環境不適

合的情況下，貿然實施，其結果必然是功虧一簣。現階段應是平心靜氣，深入檢

討、修正的時候，希望政府高層以及民間能攜手合作，為培育傑出的社會人才、

奠定國家基礎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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