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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大直高中
高一選課選組家長說明會

時 間 內 容 主 持（講） 人

18:50-19:00 報到分發資料 輔導室人員

19:00-19:10 引言 校 長 李世文

19:10-19:30 教務處業務報告 教務主任 郭建誠

19:30-20:45 高一選課選組說明 輔導教師 楊凱文

20:45-20:55 意見交流

校 長 李世文
輔導主任 吳姿瑩
教務主任 郭建誠
輔導教師 楊凱文
輔導老師 楊懿恬
輔導老師 施 施



輔導室選課選組規劃

一、課程方面（生涯規劃課程）

1. 探索自己的人格特質、價值觀

2. 心理測驗施測與分析（興趣量表、性向測驗）

3. 認識多元入學制度

4. 認識大學科系與18學群、生涯資訊應用。

5. 初步學習撰寫學習過程相關紀錄

二、輔導行政方面

1. 學群講座與大學學習內涵（各大學教授、學長姐分享）

2. 提供大學參訪、營隊資訊

3. 個別生涯諮詢



大綱

一、如何和孩子談生涯選擇

二、選組的考量面向

三、大學多元入學制度與選組

四、心理測驗結果在選組上的應用

五、選組常見問題



父子的對話

• 父親：你是念社會組的，以後要不要念商學院，像是企管
系以後比較好找工作？

• 孩子：但學校的測驗結果和我參加社團的經驗、學習，我
是比較想選跟瞭解人、幫助人有關的科系。

• …………………..



人生中無時無刻都在
面臨「選擇」

我們是幫孩子做選擇？
還是幫助孩子學習如何選擇？



五心法，學會選擇，勇敢追夢
2012-09親子天下雜誌38期

閱讀全文

https://goo.gl/p9135T


不抹去孩子對人生的想像
小野：就算選錯，人生也不會毀了 /中學生生涯探索/親子天下

不給孩子魚吃，而是陪他學習如何釣魚

•孩子小的時候我很少會跟他們說：「我教你。」只是
在他做選擇的時候，陪著他去看，你是怎樣的人？有
哪些優點？適合什麼？從他的個性中找出他適合的方
向，他會比較有自信，有自信的人比較不容易做出錯
誤的決定。



選擇非常重要
每個人終究要回到自己身上
這是一條不得不走的成長路



葉丙成：放下台大，才能超越台大
台大2016畢業典禮致詞

台大電機系教授

閱讀全文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1286-%E8%91%89%E4%B8%99%E6%88%90%EF%BC%9A%E6%94%BE%E4%B8%8B%E5%8F%B0%E5%A4%A7%EF%BC%8C%E6%89%8D%E8%83%BD%E8%B6%85%E8%B6%8A%E5%8F%B0%E5%A4%A7-%E5%8F%B0%E5%A4%A72016%E7%95%A2%E6%A5%AD%E5%85%B8%E7%A6%AE%E8%87%B4%E8%A9%9E%E5%85%A8%E6%96%87/


我們希望孩子追求的是標籤？
還是活出自己的生命價值。



談如何「協助」孩子，「一起」作選擇

父母管教風格 孩子的決定風格

權威式 依賴型（猶豫不決型）

民主式 理性型（計畫型）

自由式 直覺型（衝動型）

調整自己在與孩子討論決定時能充分表達想法，相互
溝通，並引導孩子能有計畫、理性的思考。



從生涯發展階段談選組

以後想要的生活型態、實現的夢想

未來希望從事的職業

符合興趣、能力的大學校系

高中選組



生涯目標

能力與性向

自己

環境
學習與職業

資訊

興趣與需求 價值觀

家庭因素 社會經濟
因素

生涯決定

平面資料 演講座談

參觀訪問阻力及助力

生涯抉擇
考量原則



• 學業表現、新編多元性向測驗、思考學習或生活過

程中自己能夠勝任的事情。
能力

• 興趣量表結果、評估自己最願意投入的活動為何興趣

人格特質 價值觀

父母期待 對大學校系的了解

未來就業趨勢的走向 多元入學管道的了解

選組時應考慮的面向



大學主要入學管道



能力篇：學業的考量

• 各類組學習科目

• 一類組：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公民、地科

• 二類組：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地科

• 三類組：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科

• 空有興趣，但能力無法配合，容易產生挫折、無力感，無
法得到成就感，熱情逐漸降低。



認識分組後主要學習科目~以指考考科為主

國文 英文 數學
公民與
社會

地理 歷史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科

第1類組       ● ● . ●

第2類組    . . .   ● ●

第3類組    . . .    ●

以上僅列出指考考科。

標示科目：為此類組需修習，且與此類組科系相關指考科目。

標示●科目：為此類組高二需修習（高三無），但與此類組科系不相
關之指考科目。

高二雖然幾乎各科都修習，但不同類組各科學分數（上課節數）不同，
校內段考題目也略有差異；高三則只剩標示之科目。



學測自然科部分

• 目前以考試範圍以99課綱微調為依據，學測自然考科部分，試
卷分兩部分。

• 第一部份以高一課程內容為原則，每科10題共40題，佔 80分。

• 第二部分以高二課程內容為原則，28題答對24題數即得滿分48分。

第一部份
傳統題型

佔分率
第二部分

學科知識與科學推理
佔分率

基礎物理一

62.5％

基礎物理二A

37.5％

基礎化學（一） 基礎化學（二）

基礎生物（1）
（主題壹～參）

基礎生物（1）
（主題肆～陸）

基礎地科（主題一～五） 基礎地科（主題六～八）

106年學測，考試分數若拿 99.37 - 107.64分，即達自然科頂標13級分



能力篇：
性向測驗結果的應用



高一新編多元性向測驗

• 性向指學習的潛能，此測驗偏重於測量個人
學習新事物的能力，也就是評估及瞭解個人
的學業學習潛能。

• 但此測驗所測得的結果為普通性向（無法預
測音樂、美術、體育等領域）



新編多元性向測驗 ~性向為潛在學習能力，經過學習或訓練後展現（1）

項目 所測量的能力 選組應用

語文
推理

測量推斷兩對字詞所
含意義間關係的能力

各類組、各系均須具備，
尤其對於一類組文史哲、
法政、大傳、教育學群較
為重要。

中文
詞語

測量辨認同義詞的中
文成語，以及連接中
文俗諺上下片語之使
用能力

文組學科成就較高，適合
從事秘書、作家、圖書館
及編輯人員。對於一類組
文史哲、法政、大傳、教
育學群較為重要。

數學
能力

不只強調計算的熟練
度，而是測量數學推
理能力

與二、三類組理學院、一
類組商學院科系相關性高。



機械
推理

測量應用基本的機械
原理工具配件以及物
理學原理之能力。

與二、三類組，尤其是工
學院科系學習有關。

圖形
推理

測量對於各種抽象的
圖形或符號線索變化
之推斷能力，評量非
語文的流體認知能力。
有助於填補語文和數
字推理能力之不足。

與一類組設計、二類組工
學院等科系學習有關。

空間
關係

測量方位空間關係之
視覺領悟力、視覺注
意力、觀察力以及圖
樣記憶力。

與一類組藝術、設計，二
類組工程、建築、三類組
醫學等科系學習有關。

新編多元性向測驗 ~性向為潛在學習能力，經過學習或訓練後展現（2）



英文
詞語

測量辨別意義相近的
英文詞彙及校正英文
語法錯誤的能力

各類組、各系均須具備，
尤其對於一類組商學院、
外語學院、大傳、教育學
院科系，二類組學術研究
資料與三類組專業用語特
別重要。

知覺
速度
與
確度

測量快速而又準確的
視知覺能力和短暫記
憶力，也是所謂的文
書性向。

顯示測驗時的耐心與細心
程度，對於一類組商學院
特別重要。

新編多元性向測驗 ~性向為潛在學習能力，經過學習或訓練後展現（3）



新編多元性向測驗VS大學學測

•學業性向、文科性向組合分數預測大學學測總
分有高相關性，理工性向有中相關性，整體而
言可以解釋約50％～58％的變異量。

•國文科→語文推理、中文詞語

•英文科→英文詞語

•數學科→數字推理

•自然科→數字推理、機械推理

• 成績、成就不必然與性向測驗結果劃上等號，還須看個人
的動機、學習方法等因素配合



新編多元性向測驗VS 在校成績

•建議解讀的角度

1. 若平常考試比結果來得好，測驗作為學習方向的
參考，不必過於在意其結果。

2. 若測驗結果很好，但平常考試卻很差，值得檢討
自己是否用功或讀書方式是否正確。



性向測驗在選組的應用

學業性向 語文推理、數學推理、圖型推理

文科性向
（一類組）

語文推理、中文詞語

理工性向
（二、三類）

機械推理、空間關係、圖形推理

英文能力 英文詞語

文書性向 知覺速度與確度



新編多元性向測驗 VS 選組

• 文科性向與理工性向的組合分數高於10.99分，才能說
在兩者的性向上有顯著的差別。

例：某同學理工性向組合分數：130

文科性向組合分數：100

• 就作者的分析而言

• 高二、高三自然組學生在理工性向組合分數的平均數，
都顯著高於社會組。

• 高二、高三社會組學生在文科性向組合分數的平均數，
都顯著高於自然組。



你的這項能力與全
國高中生(普通科)

做比較 PR

與自己做比較，瞭解
自己的優勢和劣勢

預估整體的學業表現

預估理科的學
業表現

員林高中

預估文科的
學業表現

性
向
測
驗
結
果
解
釋
範
例



興趣篇：興趣量表的解讀

file:///C:/Users/Kevin dcsh/Desktop/選組說明會/興趣量表.pptx


興趣篇：興趣量表結果之應用
物

人

資
料
處
理

創
意
動
腦



R 實用型 I研究型

A藝術型

S社會型E企業型

C事務型

操作/物、偏重機械操作
資訊、工程、建築與設計學群

思考/探索：偏重觀察和發現
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
農林漁牧、地球科學與環境學群

創作/創意 偏重情感的表達
文史、外語、大眾傳播、藝術、
設計學群

幫助/人 偏重內心的探索
社會、心理及教育學群

經營/人與事
偏重影響管理組織或人
法政、管理學群

認證/資料 偏重數字統整
事務資料整理
財經學群



分數透露的訊息

• 以此推估：
－66分以上表示較喜歡這個類型的科系或工作
－50上下表示普通喜歡
－33分以下表示不喜歡這個類型的科系或工作

33 55 66
1. 假設全答不喜歡
2. 有排斥的傾向

1. 平均數
2. 普通喜歡

1. 假設全答喜歡
2. 認同且偏好這個領域



興趣測驗在選組上的應用

第一碼若是...
藝術型(A) 社會型(S)  
企業型(E)       事務型(C)

第一碼若是...
實用型(R)研究型(I)

較偏向社會組

較偏向自然組



測驗對於選組的參考

興趣六型 選組應用

實用型（R） R、I在第一碼，可能興趣偏向
二、三類組研究型（I）

藝術型（A）
A、S、E、C在第一碼可能興
趣偏向第一類組

社會型（S）

企業型（E）

事務型（C）

＊分數差距在6分內可互換代碼，興趣可能仍有變動

＊有興趣才容易有主動學習、積極參與的心理傾向，並有
克服困難的動力



第一高分
R

第二高分
I

第三高分
A

1. 興趣代碼 RIA，表示這個人是實用型的人，兼
具研究型和藝術型的傾向。

2. 興趣偏向二、三類組

 R78 I 72 A 66 S 50    E58    C45

興趣代碼

舉例說明



測驗中的各數值的意義

•諧和度：人與環境的匹配程度

（客觀與主觀認知的差異性）

•一致性：興趣類型穩定程度

（興趣代碼間相關高，興趣較為穩定）

•區分值：興趣類型清晰、明確程度

（每一型分數都差不多＝興趣不明確）



性向、興趣大不同

•性向：可預測個人「有沒有潛能」從事
某些事。

•興趣：「有沒有動機，願不願意」
做某些事。

•



選組常見問題
•學業表現、性向與興趣測驗間不一致，怎麼作選擇？

• 每個因素都需納入評估，以科系取代類組考量，儘可能找

出交集處

• 有興趣，但能力不足：容易受挫，不易成功

• 有能力，但興趣缺缺：缺乏主動意願，遇挫折易放棄

• 評估:興趣可以培養嗎?能力可以加強嗎?學習方法可以改善

嗎?

興趣

性向 成績

一致性高

興趣

性向 成績

交集處一致性低



選組常見問題

• Q：對文（理）組有興趣，但相關成績普通，適合
選文（理）組嗎？

• 若性向測驗顯示有潛力，但成績一直不好，需思考：
(1) 是否讀書方法不正確？
(2) 是否不夠努力？
(3) 是否有其他因素影響？

若能改善，可以考慮選該組

• 如果性向測驗及成績皆不理想，則比較不建議選則
該組



選組常見問題

• Q：各科成績、性向分數差不多，或興趣不明確，如何
抉擇？

• 正向思考：或許都有發展潛力

• 除了高一之外，參考之前國中學習經驗或其他生活經驗

• 想想看自己未來喜歡的職業是什麼？

喜歡的科系比較重視哪些科目？

它重視的考科是否是我學習速度比較快、比較有興趣的學

科?

• 喜歡的科系集中在自然組還是社會組多



選組常見問題

• Q：學的多，考的多，機會多更多？三類最優？

機會多≠機率高

• 錄取的決勝在於分數，而非機會。「考科分數」
不與「考科數目」成正比，而是與你的能力、努力
有較大的關係。

考科若與你理想的校系無關，考科多，負擔重，

反而浪費時間，集中火力說不定更好！



選組常見問題

Q：孩子與父母雙方意見不一致

•撥出時間請孩子將他的思考歷程，客觀蒐
集佐證資料說出來，不只是單純討論決定。

•將您對他的瞭解、您的看法與意見也讓他
知道，理性的溝通。

•最後，試著找出彼此的平衡點或共識。

• 切記：話語間不帶批評、否定或要他們對自己的決定負全
責，而是讓他們知道我們會支持，協助。



選組常見問題

•熱門的科系一定好？

熱門科系通常是反映目前就業市場上的人

力需求及薪資所得情形，卻不代表多年後的就

業市場。

找出個人優勢，成為領域內前50%，甚至

是前10% 的專家，無論在哪一個領域發展，

都可能更好。

與其預估哪一個領域會熱門，不如預估
孩子在哪一個領域會表現的突出。



選組常見問題

Q：未來哪些情形可以考慮轉組? 哪些是不合適的轉

組心態?

A： 1.較適合考慮轉組的情況

(1)志趣產生變化，對於想就讀的科系更明確。

(2)學習感到非常吃力，無法適應時。

2.不恰當的轉組心態

(1)努力不夠，想逃避不理想的成績

(2)逃避不能適應的科目、班級或老師



選組對未來學習的影響

•課程學習重心與學習時數的差異

•入學管道與就讀科系的選擇

•學習過程中同儕文化與學習氣氛的潛在影響

•對於學習能力與信心的提升或挫敗



父子的對話

• 父親：要不要念商學院，像是企管系以後比較好找工作？

• 孩子：我想了想，學校的測驗結果和這三年的社團經驗、學習，
還有我看了大學科系的課程，我想選跟瞭解人、幫助人有關的
科系，像是心理系、諮商與輔導或社工系。

• …………………..

• 父親：如果你聽了我們的意見，也覺得自己已經仔細想清楚，
我們會尊重、支持你的決定，你好好的念，在大學多充實自己
就好。



四不的親子溝通

•不問為什麼

•不批評、不稱讚

•不主動給予指導

•不轉移話題



結語

•面對生涯選擇，若孩子作了一個「不太上道」的決定，
父母儘量拋問題引導，去聽聽孩子的想法。

•面對選擇，讓孩子學會負責、面對修正自己決定的結
果，可能比每一次作對的選擇來的重要。

•選擇沒有好壞，就算失敗、就算走錯路，也都有意義，
都使你成為「今天的你」





謝謝聆聽
願我們能協助孩子都能做出適當抉擇發揮所長，
活出生命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