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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逢甲大學統計系及財金系的一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該學生

群對於大學申請入學備審資料的看法，以及在同時錄取多校系的情況下，學生選

擇校系的考量又為何。藉由現有在校生的數據，嘗試為逢甲大學推測在統計和財

金兩系未來影響新生申請入學意願的關鍵原因。 

    我們透過設計問卷，並讓目標學生填寫以獲得數據，問卷包含了以下三個部

分：學生的基本資料、學生討厭哪些備審項目，以及學生考上多個校系後，選擇

校系的原因為何。結合 Excel 和 SPSS 做出敘述統計和變異數分析以找出最為顯著

的關鍵原因。 

    由結果我們推測，任何備審項目若對於該科系不是必要條件時，就該考慮是

否放入評分項目，每多放入一個備審項目，都可能因此流失一部份潛在申請者。

另一方面，學生興趣及學校資源皆為學生較為注重的考量，後續應透過詳細的調

查得到更具體的結果。如果其他科系想知道學生對於各備審項目的影響程度，建

議另外發放問卷，才能有對於該科系更貼切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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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first and second grade students of the Statistics and 

Finance Departments of Feng Chia University. To explore the students' views on the 

application to the university , in the case of enrolling multiple schools at the same time, 

why do students choose this school? With the data of existing students, we tried to 

speculate key reasons ,which influence the willingness of students to apply the Statistics 

and Finance Departments of Feng Chia University. 

We design the questionnaire and let the target students fill in to get the data. Using 

Excel and SPSS to do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variance to find the most 

significant key reasons. 

From the results we speculate. Some items which are not necessary to the 

department, school should think twice before putting them in the rating items. Also, 

students' interest and school resources are more considerations f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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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背景 

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教育制度的完善，政府積極推動國民教育的升級，接受

高等教育的學生愈來愈多，從一開始進入大學就讀的人僅在少數，到現在百分之

百的大學錄取率。不論最初讀大學的目的是什麼，進入大學就讀，已成為多數高

中生的共同目標。然而，在台灣至少有 150 多所大學，面對如此多的選擇，學生

在選擇學校時更是審慎考慮，校方同樣希望能吸引更多人才，使學校發揚光大。

不論是學校挑學生，亦或是學生挑學校，有所準備，才能握住機會。 

高中生進入大學的管道主要又分成三種：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及指定科目考

試，其中又以申請入學為最主要的入學方式 (全台各校系在 2017 年，大學個人

申請占 50.69％，繁星推薦占 15.96％，考試分發僅剩下 24.28％，其他如特殊管道

或單招等則占 9.07％)。申請入學需要參考每年一月底二月初舉辦的學科能力測

驗(一項全國性的考試，分為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社會與英文聽力，共六

科。以下簡稱為學測)的成績。由於申請入學已經是入學方式的大宗，大部分高

中生都會報名學測，並且盡量用學測成績爭取在申請入學的階段就考上自己理想

的校系。 

各校系可以在申請入學時自訂要求的備審資料，像是數理或資訊相關科系注

重競賽成果、建築系重視成果作品，外文系或金融相關科系則常要求英語能力檢

定證明，以期挑選適合該系的人才。另一方面，學生也可以選擇想就讀的校系，

譬如在申請入學這個管道，學生一開始每人可以選擇至多六個校系，再透過學測

成績的排序，決定哪些學生可以至各校系面試。由於現在申請入學這個管道占招

生很高的比例，且這是唯一一個各科系可以檢視考生是否具備該科系所需特質的

招生管道，因此各校系無不希望在這階段盡力招到高品質的學生，因此，申請入

學階段，各校系的學測分數門檻設立，及備審資料的項目的要求，需要根據現況

謹慎評估與考量，避免因為某一項備審資料的要求，錯失一大群可能申請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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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比如說，一個數理相關科系的備審資料要求成果作品，本來對該科系有興趣

的考生，可能因為沒有該項成果，而放棄選填這個科系。 

本研究透過校內的問卷調查，希望能夠了解高中生對於各個備審項目的喜好

程度，有哪些備審項目的設立是學生最不樂見的，提供校方做為日後招生的參

考，以期迎來更多有能力的人才。而此問卷除了備審項目的部分外，我們也設計

了一些問題，嘗試了解高中生在選擇校系時，影響他們選擇行為的重要因素為

何，希望經由該部分的調查結果，能更加了解學生在選填志願時的考量。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以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考生對於備審資料的看法，以及放榜後決

定讀哪個校系的選擇行為。由於就讀不同科系的學生，特質可能有所差異，進而

會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有所不同，在此我們聚焦在財務金融學系(以下簡稱財金系)

與統計系這兩個科系。 

期待藉由這次問卷調查與分析結果，能為學校的財金系與統計系提供日後申

請入學簡章制定的參考、進一步審視以往所設立的備審資料項目是否有需要修改

的地方，使入學管道更趨完善，吸引更多人願意選填系所。除此之外，選擇行為

的問卷也可以讓校方了解在申請入學此入學管道下，學生在意的事情，進而做出

改善，使得申請入學發揮它最大的效用，替逢甲大學網羅各地的人才。 

 

第三節 文獻回顧 

儘管多元入學的觀念越來越普及，全科教育的制度卻仍然存在，國小、國中

再到高中，大部分的學生在高中階段才真正開始思考自己的興趣所在，並進行文

理分組，而學測成績也會跟這時的分組有所相關(李佳玲，2002)。 

「在台灣，學歷高低依然是社會新鮮人主要的就業指標之一，所以進入好的

前段大學早已成為大多數學生追求的目標。」(王姿云，2017)。到了進入大學前，

學生沒有充分的時間了解並專注於自己感興趣的校系，大部分的時間還是花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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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上，因此，高中生往往在選填志願時陷入兩難。應該從高分校系的開始選填？

還是應該在短短數天內想辦法找出自己的興趣？當兩難結束之後，卻發現備審項

目中又是一道又一道的關卡，例如某大學數學系也要求了英文聽力成績、某大學

外語系國文要求前標、某大學中文系在科展參加證明上加分極大、某大學電機系

要求高中在校總成績必須達到某一程度……。最終，大部分學生仍須表現出他們

在全科領域表現的優秀程度，才能進入某間大學的專業系所。 

對於大部分的高中生來說，進入大學後，一直讀書的生活終於可以結束，但

他們在選擇大學時或許被迫放棄許多他們心目中的第一志願，最後選擇了其他符

合自身條件的志願。不過，「學生的學習興趣愈高，學習的投入程度也就越高。」

(張玫芳，2019)，所以說，在勉強選擇的大學中，學生的學習熱忱終究會被限制

住。 

我們希望找出不受歡迎的備審項目和原因，讓大學方能在無傷大雅的情況下

做出調整，而學生們也能在更多希望中前進一步。 

 

第四節 現況分析 

因為目前沒有相關的研究，且就讀大學已是大勢所趨，再加上學生們選擇校

系也會有許多的考量，所以，此研究不僅能了解考生們如何選填志願，也能幫助

校方招收到更優秀的人才。 

 

接下來的章節，我們在第二章介紹調查方法與簡述使用的統計分析。第三章

為統計分析結果，以敘述統計及卡方獨立性檢定分析數據，期望能使逢甲大學統

計系和財金系的教授們更了解學生對於眾多備審項目的討厭程度，以及哪些因素

會影響學生選擇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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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母體是：該年度考大學且在申請入學階段會考慮選填逢甲大學財金

系與統計系的考生。若要進行隨機抽樣或者分層抽樣，我們需要至高中三年級調

查申請入學考慮選填逢甲這兩個科系的高中生。這樣的抽樣方式在實務上有些困

難，在此我們假設最近三年對這兩個科系感興趣的考生，對於本文討論的升大學

之考量不會有太大變動，如此一來，本研究的母體變為：目前高三至大二，對逢

甲大學這兩個科系感興趣的所有學生。基於上述理由，本次問卷的發放對象為逢

甲大學統計系和財金系大一以及大二的所有學生。 

為了達成研究目的，我們設計了一份問卷，問卷包含了以下三個部分：學生

的基本資料、學生討厭哪些備審項目，以及學生考上多個校系後，選擇校系的原

因為何。問卷詳見附錄。 

兩系大一大二共有 526 位學生，在各班課堂發放問卷後，有效問卷為 353 份。

由於問卷有些題目設計的過於複雜，我們制定了一些規則來處理數據，例如：(a) 

最討厭的備審項目漏填，則幫他填入第一部分第一題的最高分(若最高分只有一

個)；(b) 最討厭的備審項目不是最高分，則只採用最討厭的，不採用第一部分第

一題的答案；……。因為資料不甚完美，分析有些題目時，有效樣本不達 353 份，

我們會在該分析前說明。 

透過 excel 等軟體整理數據，並且使用 excel 製作圖表。例如，使用群組長條

圖了解「害怕的備審項目」與學系等基本資料的關係。使用變異數分析搭配 LSD

的兩兩比較流程，去分析影響學生選擇校系的比較重要原因為哪些。分析的結果

詳見第三章。 

變異數分析(ANOVA)是一種用來檢定各群母體平均是否相等統計方法。其假

設條件為： 

(1)每個母體的反應變數均呈現常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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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母體變異數相等 

(3)每個母體抽取之樣本必須互為獨立 

藉由計算表 1，且搭配 F 分配，即可完成檢定。 

表 1  ANOVA 表 

 
Sum of 

Square (SS) 
df 

Mean of 

Square (MS) 
F 

Treatment SSTR k-1 MSTR 

 
Error SSE n-k MSE 

Total SST n-1  

 

第三章 結果分析與應用價值 

第一節 基本資料的描述性統計 

在我們調查的 353 份樣本中，男生占了 47.88%，女生占了 52.12%。而學系

的比例，這次問卷的發放對象為四個統計系和六個財金系的班級，因此粗估比例

大概會是 2：3，但是統計系的填答率較低，導致樣本中統計系只有 34.84%，財

金系有 65.16%。至於樣本中各年級的組成，實際上一年級和二年級各有五個班，

調查的結果，樣本中兩個年級的人數相去不遠，一年級較於二年級多了 5.38%。 

問卷在基本資料的部分，調查了受訪者的入學方式。樣本的入學方式長條圖

如圖 1。在 353 位受訪者中，有 6 人在此題為無效樣本。由圖 1 可看出各入學方

式的人數和比例。而申請入學的比重最重，幾乎占了 50%；比例第二高的是指考，

占了 29.75%；再來是繁星推薦，占了 14.16%。 

除了上述的基本資料外，本研究也想知道，對於備審資料的偏好，與科系的

選擇行為，是否會與高中所在地區有所差異，因此我們也調查了受訪者高中時所

居住的縣市。在整理資料時，我們將基隆市至新竹縣市及宜蘭縣合併為「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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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至雲林縣及南投縣合併為「中部」，嘉義縣至屏東縣合併為「南部」，花蓮

及台東縣稱為「東部」。由於樣本中沒有來自澎湖縣、金門縣或連江縣的同學，

故不採計。學校大學部有招收東南亞外籍生及陸生，這些都歸類到「其他」。高

中居住地區的長條圖如圖 2。353 位受訪者之中，有 3 筆資料在此題為無效樣本，

有效樣本數為 350。新聞常報導現在學生有就近讀大學的偏好，逢甲大學位於中

部地區，此次調查也顯示統計與財金系低年級的學生有這個現象：來自中部的數

量最多，占了 43.63%；南部地區的人數位居第二，占了 37.96%；第三則是北部

地區，占了 14.73%。 

 

 

 

 

 

 

第二節 考生討厭的備審項目為何 

本研究的第一個目的為：了解學生討厭哪些備審項目。一位考生在申請入學

的第一階段可以選擇 6 個校系，若考生感興趣的校系多於 6 個，我們想知道考生

圖 1 入學方式的長條圖 

圖 2 高中居住地區的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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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會因為一個校系列了該考生某些不擅長的備審項目，就放棄選填該科系。對

於大學端而言，目前大部分的科系都盡力在申請入學階段爭取最好的學生，若一

個科系列了一項對於該科系不是那麼重要的備審資料項目，又很多考生因此放棄

選填該科系，對於考生和校系都是一大損失。 

基於這樣的想法，我們設計的情境是，若一位考生有 8 個感興趣的校系，勢

必放棄其中 2 個，因為最多只能填 6 個，然而在這 8 個志願都是心中理想校系的

情況下，學生會更小心取捨，避免就這樣浪費了一個志願，但是，究竟要放棄哪

些志願呢？這就和校方要求的備審項目(此問卷列出了由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規

定的 16 個備審項目，詳見附錄)有很大的關連，假若校方要求了學生討厭或不擅

長的備審項目，那麼考生很可能因為害怕這項分數低，而放棄該志願，假設統計

系要求了英語能力檢定證明而不是數理能力檢定證明，會使原本對此校系感興趣

的學生望之卻步，因為他們擁有後者但是缺乏前者，學校也會因此錯失真正想錄

取的人才。 

1.「討厭的備審項目」 

在 353 份有效樣本中，僅有 5.1%的受訪者(也就是 18 個人)表示「不會因為

任何項目而放棄」。「會因為哪個備審項目而放棄選填一校系(複選)」這題剩下的

16 個選項的結果，以長條圖的方式畫在圖 3。由圖 3 可以看出，在眾多的備審項

目中，選擇小論文的比例最高(215 人，占 353 份有效問卷的 60.91%)，代表小論

文是大多數學生害怕的項目。也就是說，如果統計系或財金系要求小論文此一備

審項目，會使其錯失最高比例之原先可能選填逢甲大學該學系的學生。除此之

外，成果作品、競賽成果、英語能力檢定、數理能力檢定和證照證明，這五個項

目的比例都超過 25%，這些項目的共通點：都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開花結果，學

生必須及早準備、耐心耕耘，無法在申請入學前突然有此成果，所以比例才會如

此高。而在校成績、學生幹部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及學習檔案，這四項的比例都

未滿 15%，可能原因為，學校平時就會要求這些項目，例如規定學生要當任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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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參加社團，因此，學生對於它們的反感程度較低。有趣的是，社會服務證明、

大考中心英聽證明、自傳、讀書計畫還有學習心得，這些項目的比例都介於 20%

～25%，由此可以說明，學生可能因為在學測結束後才著手準備這些項目，沒有

拿捏好時間，準備起來較吃力和焦躁，所以造成了圖 3 這樣的分布結果。 

因為僅有 5.1%的受訪者表示不會因為任何項目而放棄，比例偏低，而除了

「個人資料表」此一項目，其餘選項的比例皆超過 10%。這樣的調查結果告訴我

們，大學校系在決定申請入學的備審項目時要很小心。若該備審項目對於該科系

而言可以有效地區分適合與不適合就讀的考生，那該備審項目一定要納入。但是

如果一個備審項目在篩選學生上不是那麼關鍵，是否放入就應該再三斟酌，因為

放入每一個備審項目，都可能因此流失一些潛在考生，其中可能有些是非常適合

該科系的學生。 

在了解了各選項被勾選的比例後，我們也想要進一步知道，這個比例是否會

因為性別、科系或年級而有所差異。由於複選題交叉分析的方法可能需要參考

Bilder 與 Loughin (2004)，超過我們的學習範圍，所以在此我們僅用群組長條圖

(side-by-side bar chart)來進行交叉分析。 

2.「討厭的備審項目」與「性別」的交叉分析 

「會因為哪個備審項目而放棄選填一校系」與性別的群組長條圖在圖 4。圖

中，169 位男生的受訪者中，62.13%有勾選「小論文」這個選項，其餘同理。由

圖可以發現不論是男生還是女生，勾選小論文的比例都是最高的，由此推知小論

文對於男、女生來說都是一場夢魘；然而在證照證明、社會服務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還有個人資料表，這四項的比例差不多，可能原因為，在高中階段，不論男

女，對這些備審項目的掌握都差不多。在圖 4 中也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競

賽成果及數理能力檢定的男、女比例都有懸殊的差距，且女生的比例較高，這與

大家的刻板印象「男生通常在數理能力較好」相呼應；然而英語能力檢定和大考

中心英聽證明這兩項則是男生的比例高，猜測或許跟「女生通常在語文方面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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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長」有關。 

3.「討厭的備審項目」與「學系」的交叉分析 

「會因為哪個備審項目而放棄選填一校系」與學系的群組長條圖在圖 5。由

圖 5 可以發現，不論統計系還是財金系，選小論文的比例都是最高的，由此可見，

這兩個系的學生都很排斥此備審項目出現在簡章中。英語能力檢定、證照證明以

及大考中心英聽證明這三項的比例，統計系都高出財金系許多，這個結果與大家

普遍認知的「財金系的學生英文好」之現象相符合。另一方面，數理能力檢定、

自傳和讀書計畫這三項的比例，財金系都明顯高於統計系。因為統計系在招生的

時候強調數學，學生有較豐富的數理能力檢定，不讓人意外。自傳與讀書計畫這

兩項的結果則較讓人意外，猜測可能的原因有兩個，其一是財金系的學生可能比

較不會參加像是 AMC 等數學競賽，自然很難寫出漂亮且豐富的自傳，而在讀書

計畫中，大家的內容雷同，大概是寫些加強數理能力等方面，所以很難突顯出自

己的特別之處，因而對讀書計畫產生某一程度的討厭。其二是由於目前高中數學

教材已有相當多統計的內容，學生可以由這些認識去寫自傳和讀書計畫，故這兩

項備審資料對於統計系的申請者不會那麼恐怖。 

值得注意的是，圖 5 是針對統計系和財金系所做的調查，圖中的百分比會因

科系有所差異。比如說，若只看統計系的學生，備審資料最需要審慎考慮的項目

前六名是：小論文、證照證明、成果作品、英語能力檢定、大考中心英聽證明、

競賽成果。而導致調查結果會因為科系而有所不同的原因推測是：各科系的性質

不同，學生的特質也會有差異，因而在各科系之間無法採用同一調查結果。因此，

如果其他科系想知道學生對於各備審項目的討厭程度，建議另外發放問卷，重新

調查，才能有對於該科系比較貼切的結論。 

4.「討厭的備審項目」與「年級」的交叉分析 

「會因為哪個備審項目而放棄選填一校系」與年級的群組長條圖在圖 6。由

圖 6 可以發現，不管是一年級還是二年級的學生，勾小論文的比例都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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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哪個年級的學生都無法喜歡這個備審項目。除此之外，社團服務證明、大

考中心英聽證明、讀書計畫以及學習檔案，此四項的比例在兩個年級間差異不

大，可能原因是，無論針對哪一屆的學生，這些項目都是很基本的，對學生造成

的壓力不會因為不同屆而有所差異。然而對於競賽成果，二年級的比例較一年級

的比例高了 11.3%，我們猜測是因為有了學長姊的經驗和老師的建議，比較後面

年度的學生會多留心並提早準備競賽，所以有較豐富的競賽成果，故在申請入學

時比較不擔心這項備審資料，但這僅為臆測，需要更多調查來驗證。 

 

 
 

 

 

 

 

圖 4 「會因為哪個備審項目而放棄選填一校系」與「性別」的群組長條圖 

圖 3 會因為哪個備審項目而放棄選填一校系(複選)，調查結果的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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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放榜後，影響學生選擇校系的關鍵原因 

放榜後，考生可以從上榜的幾個校系中擇一報到。在本問卷的第二部分，想

嘗試了解影響學生選擇的關鍵原因有哪些。設計問卷的時候，就我們自身的經驗

設想了一些放棄錄取校系的原因，包括興趣是否符合、國立私立的迷思、校系異

性的比例……，對於每一個原因，採用六點量表調查受訪者的同意程度，分數越

高代表這是會放棄一個校系的重要原因。題目詳見附錄的第二部分。 

首先，我們對每一個原因計算平均分數，並以長條圖呈現在圖 7。由圖 7 可

以看出，「考上後才發現這不是感興趣的科系」的平均分數最高，達 4.37 分，這

說明了在現代社會中，大家會依照個人興趣來決定大學校系，而非只是傳統的照

分數排的價值觀。第二高分為「學校的資源太少」，儘管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取得

這些資源，但只要機會越多，也代表著成功的可能性越高。第三高分是「國立與

圖 5 「會因為哪個備審項目而放棄選填一校系」與「學系」的群組長條圖 

圖 6 「會因為哪個備審項目而放棄選填一校系」與「年級」的群組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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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學的學費差距」，由此可見，成本仍某種程度上限制著學生的選擇。第四

名是「學校太過偏僻」，儘管娛樂是重要的因素，但在選擇大學時大家仍會理性

的考量興趣等實用面。 

前四高分都與最後一名的「要跟朋友或另一半選擇同一間學校」的平均分數

(2.84 分)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們考慮使用變異數分析來了解：若這是一個逢甲

大學潛在考生的一個有代表性的樣本，我們可以由此平均分數的差距，推論到 

「逢甲大學潛在考生對這些選項的看法有明顯差距」嗎？ 

在問卷的第二部分，我們定義母體為逢甲大學過去這三年的潛在考生，符號

至 分別表示母體在這 11 個選項的平均分數。為了達成上述目標，設立虛無

及對立假設如下： 

 (這 11 個選項是一樣重要的原因) 

不完全相同 (這 11 個選項有些是比較重要的原因)。 

使用變異數分析的方法來分析數據。顯著水準設為 0.05，若分析結果 p-value 小

於 0.05，有足夠的證據說明，在面對不同的問題時，學生並不會有完全相同的在

意程度。 

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 2。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有足夠的證據說明，母體中，

各原因的平均分數並不完全相同。接著我們用 LSD 的兩兩比較方法，找出哪些

原因的分數顯著地較其他原因高。LSD 兩兩比較的結果列於表 3。根據兩兩比較

的結果，圖 7 排名前 6 名的原因比較是一組，排名相鄰的兩個項目之間彼此都不

顯著(舉例來說，一二名不顯著、二三名不顯著……)。這六個項目大多圍繞在自

身興趣、未來發展可能、花費及日常生活便利，分數低分的五個則多為個人需求。 

這樣的結果可以建議學校，若想要加強招生，可以從這六個學生重視的原因

著手，詳述如下。第一名是「考上後才發現這不是感興趣的科系」，代表現在學

生在考上幾個學校後，會繼續確認這些校系是否為自己感興趣的校系，而不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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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在意科系排名或者國立私立。基於這個結果，對於學校招生組的建議是，

若想要提高申請入學放榜後，填志願來就讀的比例，讓學生在申請入學第一階段

之前就對校系有足夠的認識，是很必要的。建議學校可以在各系所網頁提供更豐

富的系所簡介。 

圖 7 的第二至五名分別是「學校的資源太少」、「國立與私立大學的學費差

距」、「學校太過偏僻」及「學校名聲」，這四個原因都是以較實用的角度去想。

相對來說，情感面例如「離家近」及「要跟朋友或另一半選擇同一間學校」則比

較不在大家的考量範圍內。在對這幾個結果做解釋的時候要很小心，由於逢甲大

學給學生的資源豐富、學校地理位置在台中市的市中心，且近年有許多優良的辦

學表現，名聲良好。逢甲大學的學生在意這三個原因(學費難易改變，故排除之

外)，可能是逢甲大學的潛在學生都在意這些因素，也可能是在意這些因素的考

生才選擇了逢甲大學，或許不在意這些項目的考生都去了其他學校。所以目前調

查的結果，並不代表這三個也是全國的逢甲潛在考生重視的原因，需要做更廣泛

的調查才能下結論。若廣泛的調查結果，學校資源、位置及名聲仍是重要原因，

那麼這帶給學校招生組的訊息是，未來八年少子化的時代，持續投入學校的資

源，並且將學校的資源與良好的地理位置做適當的宣傳，會是招生利器。 

 

 

 圖 7 放棄一個校系的原因，各選項平均分數的長條圖，越高分代表越是放棄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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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選擇校系的原因之變異數分析 

 

 

 

 

 

表3 11個原因的兩兩檢定結果 

  h g i j b d e c a f k 

上
方
三
角
形
為
顯
著
性
，
下
方
三
角
形
為
平
均
值
差
異 

h   .058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g .206   .092 .017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i .389 .183   .477 .021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j .466 .260 .077   .112 .021 <.001 <.001 <.001 <.001 <.001 

b .639 .433 .250 .173   .470 <.001 <.001 <.001 <.001 <.001 

d .717 .511 .329 .251 .078   .001 <.001 <.001 <.001 <.001 

e 1.083 .877 .694 .617 .444 .366   .678 .238 .022 <.001 

c 1.128 .922 .739 .662 .489 .411 .045   .445 .061 <.001 

a 1.211 1.005 .822 .745 .572 .494 .128 .083   .267 .003 

f 1.331 1.126 .943 .866 .693 .614 .249 .204 .120   .062 

k 1.534 1.329 1.146 1.069 .896 .817 .451 .406 .323 .203   

h=感興趣科系 

g=實質資源少 

i=學費差太多 

j=太過偏僻 

b=學校名聲 

d=成績在通過邊緣 

e=離家太遠 

c=異性太少 

a=國立迷思 

f=離家太近 

k=朋友與另一伴 

 

 

第四章 建議/檢討未來走向 

(一) 結論 

1. 如果統計系或財金系要求小論文此一備審項目，可能會使其錯失最高比例之

原先想選填逢甲大學該學系的學生。 

2. 男性樣本在英語檢定相關項目上討厭程度較高，女性則是在數理檢定討厭程

度較高，與刻板印象有所呼應，或許可以斟酌操作。 

 SS df MS F p-value 

Treatment 869.147 10 86.915 42.173 <0.001 

Error 7903.527 3835 2.061   

Total 8772.674 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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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樣本中統計系較財金系討厭英文項目，與「財金系的學生英文好」之現象相

符合。另一方面，數理能力檢定中，財金系排斥的比例較統計系高。推測統

計系在招生時強調數學能力，學生有較豐富的數理能力檢定結果。 

4. 一年級還是二年級的樣本對大部分備審項目討厭程度差異不大，可能是在過

去幾屆大部分項目已經出現多次，因此世代差異已不明顯。對於競賽成果，

二年級的比例較一年級的高，或許也是一屆屆申請下來，新生代申請者取得

了過往申請者的建議或經驗而提早準備。 

5. 若學生錄取了多個校系，在選擇的考量上，會繼續確認這些校系是否為自己

感興趣的校系，而不再像傳統的考生只在意科系排名或者國立私立。 

 

(二) 建議 

1. 一個備審項目如果對於該科系篩選適合就讀學生時並不是關鍵，那是否放入

評分項目就應該再三考慮，因為每多放入一個備審項目，都可能因此流失一

些潛在申請者，其中可能有些是非常適合該科系的學生。 

2. 校方若想要減少申請入學放榜後，放棄報到就讀的比例，讓學生在申請入學

第一階段之前就對校系有足夠的認識，是很必要的。建議學校可以在各系所

網頁提供更詳盡的系所簡介。 

3. 若更廣泛的調查後，學校資源、位置及名聲仍是重要的影響原因，那麼未來

八年少子化的時代，持續投入學校的資源，並且將學校的資源與良好的地理

位置做適當的宣傳，將會是招生利器。 

4. 如果其他科系想知道學生對於各備審項目的討厭程度，建議另外發放問卷，

重新調查，才能有對於該科系更貼切的結論。 

 

(三) 檢討未來走向 

1. 大部分的考生通常討厭多於一個備審項目，如何將備審項目(複選題)對性別、

學系、地區等背景變數做檢定，是我們日後學習的目標，希望可以藉由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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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比目前的圖表更強而有力的結論。 

2. 第二部分的校系選擇考量的 ANOVA 分析，我們還能進一步使用性別、學系、

入學方式把受試者分成不同群體，檢定(ANOVA)不同群體在同一個選擇考量

上，是否有顯著差異，若有顯著差異，招生的策略可以進一步做到群體的差

異化。但要注意每一群體的人數不可過少，以免影響結果。 

 

第五章 團隊合作之學習與成長 

(一) 團隊合作之學習 

在課堂上所學的統計學，教導我們基本理論，以及使用紙筆親手計算的方

法，對於我們來說，當初參加統計競賽最主要的動機，就是希望能從理論中跳脫

出來，透過實際運用在課堂上所學的統計方法來探討那些離我們很近的議題。從

最初的選定題目，就令我們苦惱不已，而大學入學這個階段，正是身在逢甲的大

家，都曾經歷過的人生十字路口，許多細項影響著我們的決定，學生們在那時候

又是如何抉擇的呢？於是，我們開始了與大學申請入學的統計之旅。 

 選定主題後，又面臨了設計問卷的難題，哪些項目應該被討論？問卷的編排

又該如何呈現才不失原意？填答上會不會太過複雜？應該使用電子問卷還是紙

本問卷？一個又一個的疑問充斥著我們的腦袋，而每一次的討論，雖然使我們釐

清問題，但同時又多了新的疑問。接著，等待著我們的是，發放問卷、統整問卷、

輸入問卷，並且檢討問卷是否有問題，該如何挽救？慶幸的是，還有老師們以及

學長們的幫忙，他們不辭辛苦地與我們定期開會討論，帶領我們完成這一個艱難

的挑戰，當資料統整上出現嚴重的問題時，給予我們技術上的援助，並且在我們

不熟悉 SPSS 的情況下，撥出時間教會我們，有他們在的統計之路，我們才不至

於走得太艱辛。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著，儘管途中曾懷疑自身的判斷是否正確，不

過經由不停地修正錯誤，終究迎來這份報告的結尾。 

 因為我們都是第一次參加校內比賽，是很難得的經驗，在這歷時將近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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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計競賽中，我們學習到很多，尤其是團隊合作的重要性，組員間的互補使得

效率提升，而隨著研究慢慢進入尾聲，我們也獲得了成就感。 

 

(二) 成長 

1. 問卷設計方面，在 16 個備審項目中，請受訪者選擇最多五個害怕的項目，

並替所選的項目填上 1-6 分，此部分對於受訪者而言好似較複雜，難以在短

時間內理解，因此，PART1 第一題的資料，需進行後續調整，方能繼續研究。 

2. 問卷發放方面，起初採用 GOOGLE 電子表單，到班上提供 QRCODE 進行問

卷填答，電子形式的問卷雖方便資料的整理，並且省去輸入資料的時間，但

較難保證問卷的回收狀況，因此，後半段的班級改為發放紙本問卷，以確保

能採集到足夠的樣本數目。 

3. 而我們也嘗試在第三章第二節使用某些交叉列表的卡方檢定，但是有些我們

猜測會有相關的變數，檢定的結果卻沒有顯著相關。主要的原因是收集的數

據不夠龐大，有些欄位只有個位數甚至是 0，造成計算上的不精準，某些特

別的項目，更是沒有合併的可能，這使我們對卡方分析的結果無法全部採

納，因此，下次進行調查時這是必須考慮的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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