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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做評量尺規?01



疑問

評分有問題嗎?
招生組不夠專業嗎?
當務之急是建立退場機制吧?

評分真的沒有問題嗎?
招生組真的夠專業嗎?
如何讓自己避開退場?
說不定是良藥苦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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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專業化試辦計畫

謎樣未來與高中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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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要注意

01 02 03

108 / 111 是不同的 可以不要審查嗎? P=P1+P2，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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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課綱→111學年度入學

申
請
入
學

各階段參採時最多僅可使用相同X考科4科成績，或

就所選之4科中另訂不同科目組合總分。

校系於第二階段可自設P之方式，計算甄選總成績

時，P至少須占50％，學習歷程應占相當比例。

不同管道參採重點與招生條件不同

招生參採資料
主要管道參採項目

繁星推薦 申請入學 分發入學

學科能力測驗（X） 參採 參採 參採

分科測驗（Y） ------ ------ 參採

綜合學習表現（P） 參採（在校成績） 參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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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課綱→111學年度入學

01.學科能力測驗（X）
評量基本核心能力，以部定
必修為測驗範圍

02.分科測驗（Y）
評量關鍵學科能力，以部定
必修及加深加廣選修為測驗
範圍

03.術科測驗
評量音樂／美術／體育專長

04.學生學習歷程（P1)
包括學生基本資料、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自
傳及學習計畫，以及其他與學
習歷程有關之資料

05.校系自辦甄試項目（P2）
如：面試、筆試 、實作 、其
他等

P

大學入學考試成績 綜合學習表現

註：入學考試另有「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使用方式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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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學習歷程銜接大學招生選才

收錄項目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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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經驗│三方努力再努力

1 2

招 委 會

3

招 生 組 ( 與 招 專 辦 )

4

參 與 學 系

5

最 高 決 策 會 議 哪 些 系 要 參 與 ?

努 力 快 速 精 通

盡 力 配 合

( 對 系 ) 麻 煩 降 至 最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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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招專辦做些什麼?02

10



招生組與招專辦之關係

02

01

03

行政歷程vs.分析回饋

招專辦的永續發展與人力配置

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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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尺規會歷經數次修正

初稿
訂定

高中
對談

參考
教育
部審
查意
見

模擬
審查

正式
書審

108
尺規
參考

版本1 版本2 版本3 版本4 版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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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模擬?

01

0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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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審查-評分分布樣態類似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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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專業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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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尺規制定過程03



審查評量尺規 –劉老師公版
傑出(90-) 優(80-89) 佳(70-79) 可(60-69) 不佳(-59)

面向一 定義描述 定義描述 定義描述 定義描述 定義描述
面向二 定義描述 定義描述 定義描述 定義描述 定義描述
面向三 定義描述 定義描述 定義描述 定義描述 定義描述
面向四 定義描述 定義描述 定義描述 定義描述 定義描述
綜合評語
(Optional)

(1) 各面向可有不同權重。
(2) 面向可為資料類別取向(如修課表現、自傳與學習計畫、
校內多元表現、校外多元表現)，也可以為能力取向(如學
習探索能力、合作領導能力、溝通互動能力、學系專業取
向能力)。

(3) 校院系可根據審查評量尺規要求審查資料內容與格式，高
中端也可從評量尺規了解大學端選才依據。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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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模板可能

資料類別取向
模板1

面向 1
學習表現

面向 2
多元表現

面向 3
能力特質與學習計畫

能力取向
模板2

面向 1
邏輯能力 50%

面向 2
語言能力 20%

面向 3
自我學習與生涯規劃能力
15%

面向 4
問題解決能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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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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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組教學版-以APCS為例

傑出(90-) 優(80-89) 佳(70-79) 可(60-69) 不佳(-59)

學習
成果

能在時間內
正確撰寫3-
4個程式，
程式設計實
作表現極優
異

能在時間內
正確撰寫2-
3個程式，
程式設計實
作表現優異

能在時間
內正確撰
寫1-2個
程式，程
式設計實
作表現佳

能在時間
內正確撰
寫約1個
程式，具
基礎程式
設計實作
能力

尚未能在
時間內正
確撰寫任
1個程式

多元表現 可參採競賽、社團活動、課程成果、其他活動心得等

能力特質/
學習計畫 可參採讀書計畫、未來規畫、小論文、特殊專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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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而非版

佳

學習
表現

• 數學的學習表現中上-(佐證文件如成績單)。
• 曾修習不只一門資訊選修課程或相關學習經驗且修習成果中
上 (能具體說明或佐證)

• 能撰寫數學或資訊相關之小型科技專題或問題解決之作品。

多元
表現

• 積極參加益智類(系統思維或邏輯推理)、數理類(分析思維或
圖形思維)、科技類(基礎學理或統整應用)類社團。

• 參加校內益智類、數理類、科技類競賽或科展並有名次。
• 獲得數學或資訊能力檢定初階證明或證照
• 積極參加校內或校外益智類、數理類、科技類相關活動之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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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高中端的建議與提醒

01

不是能力

培訓中心

簡單為上

02

有興趣?

還是

有成就?

03

社團?

幹部?

04

校排

班排

類組排名

05

心得過程

取代

證照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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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然大悟版

01

02

0304

05 自傳
(含自述
讀書計
畫60%)

自傳與讀書計畫
01.成長及個人特質(限250字內)
02.學習經驗(限250字內)
03.請依大學內不同時期(近、中、遠程)規劃專業課程及課外活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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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然大悟版

01

02

0304

05
能力
特質

(自傳學
生自述
20%)

能力特質項目
01.個人特質、能力或興趣。
02.有興趣選修的課程/學程。
03.特殊經歷或事蹟。
04.未來目標(升學或就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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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尺規修正參考04



如何比較來自不同高中的校排名?
(以貴學系評量尺規為例)

類別取向 108簡章分則審
查項目 評分百分比 傑出(90-)

專業學習面向
高中(職)

在校成績證明
語言能力檢定證明

30%
高中(職)

在校成績：10%
外語能力：20%

明確佐證足以證
明以下：
1.高中職整體學習
表現傑出(前20%)

建議分數:10-9

2.語言科目學習表
現傑出(相當於多
益750分之英語、
日語或其他外語
之同等檢定)

建議分數: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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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學生被評為不及格會否形成爭議？

類別取向 不佳(-59)

專業學習面向

無法提出明確佐證足以證
明學習表現者。
1.高中(職)在校成績
建議分數:2以下
2.外語能力證明
建議分數:1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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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及讀書計畫形成作文比賽，如何避免？

類別取向 108簡章分則審
查項目 評分百分比 傑出(90-)

學習計畫 自傳及讀書計畫 20%

完整清楚陳述
01.家庭背景
02.成長過程
03.求學經歷
04.社團參與
05.申請本系動機
06.修課計畫
07.生涯規劃
08.人格特性
09.本系專業特質
配合度
建議分數: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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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義傑出、優良…?評委間需共識討論

類別取向 108簡章分則審
查項目 評分百分比 傑出(90-)

多元活動表現

競賽成果證明
證照證明
專題計畫

社會服務證明
具體事蹟證明

40%

有明確佐證足以
證明以下，且表
現傑出：
01.參與專業競賽
02.取得專業證照
03.參與專題計畫
04.參與社會服務
05.其他具體事蹟
建議分數: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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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中的社團，還是國中的社團也可以？

類別取向 108簡章分則審
查項目 評分百分比 傑出(90-)

合作領導能力 社團證明
社會參與證明 10%

01.擔任社團社長、
副社長
02.競賽團隊隊長
03.重視社會參與
並有傑出表現之
具體事蹟
建議分數: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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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評量尺規的相關提醒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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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個人申請審查資料評分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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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校可考慮-多元擇優04
出自劉兆明老師簡報



評量尺規的基本概念

優劣評比

合成加總尺規 多元選擇尺規

多元效標合成效標

優勢加分

單項表現 歷程反思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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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並陳，同時顯現各面向強弱各面向獨立

考慮，擇優錄取，被錄取成員多元性高

總分/加權，各面向間具互補性依總分排序

決定錄取被錄取成員同質性高

合成效標與多元效標
(composit vs. multiple criteria)

合成
效標

多元
效標

Cascio, W, F. (2011): Applied psychology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7th ed) .
Upper Saddle River , NJ：Prentice-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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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擇優尺規-設計理念

01

以高中生在校所修
習之課程或參與之
活動為評量基礎，
避免引導學生為符
合尺規要求而刻意
參加某些活動、競
賽或檢定。

02

考量評分者的認知
負荷度，評分者只
需在資料中明顯可
見的面向做優劣程
度或優勢加分之判
斷，避免因瑣碎繁
雜之細項分散其注
意力。

03

評分採多元效標綜
合評量。學生只需
在某一面向或多個
面向上有傑出或優
異之表現，即可獲
相對高分，而非所
有面向得分之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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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擇優尺規示例
面向 傑出(90-) 優(80-89) 佳(70-79) 可(60-69) 不佳(-59)

對科學、人文、
與人的興趣

在自傳或學習成果中對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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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差，但尚
在可接受範

圍

表現有明
顯缺失，
已非本系
所能接受

主動探索、瞭解
或創造的動機

在自傳或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
中展現出完整深入的探究或創
造歷程，或已有傑出之表現。

曾主動探索或試圖瞭解一個自
己關心的主題，或試圖以創造、
發明或創新之途徑處理或解決

自己關心的問題。

一般表現 同上 同上

由經驗中學習或
自我省察的能力

在自傳或學習成果中對個人經
驗學習或自我省察有深入之敘

述或反思。

在自傳或學習成果中描述到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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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同上

自信、自主或自
我調適之風格

在自傳或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
中能展現出自主或自我調適之

完整歷程或優異表現。

在自傳或學習成果的表述中反
映出自信、自主或自我調適之

風格。
一般表現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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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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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同上

實踐理想與目標
的動機與能力

具有改善個人或社會的理想與
目標，且已有具體的實踐行動

及成果。

具有改善個人或社會的理想與
目標，且有具體的實踐構想或

行動。
一般表現 同上 同上

綜合評語
(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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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擇優尺規評分表示例

評分
程序

01.請先評閱申請人之書審資料，若其內容符合任一項或多項之評量面向，請在左

邊「符合」欄位

02.請就「符合」之面相綜合評分，若評分在80分以上(優或傑出)或59分以下(不佳)，

請於綜合評語欄說明理由。

03.全部申請人資料評分完畢後，請依評分高低順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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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下頁) 38



多元擇優尺規評分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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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規綜合運用

運用之妙
存乎一心

合成
加總

多元
擇優

能力
特質

資料
類別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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