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孩子討論選組的決定 

壹、選組前的先備知識 

類組的選擇，不會因此而日後無法選填某些校系，重要的是該校系所要採計

的考科，學生有應考即可。各類組課程節數的安排，依循該類組大多數校系較為

重視的考科規劃較多的授課時數，但並不影響學生各科皆有所學習、皆有應考能

力的機會。 

選組選課取決於學生未來想朝那個大方向發展，還不需明確指認那一個學系。

學生的人格類型與那些學系的類型比較相似，這些學系大多數屬於那個類組，這

個類組就是學生應優先考慮的。 

選系時，必須先了解測驗指出與人格類型相似的學系環境，學生仍須從能力、

成就、價值觀、生活經驗、家庭背景及社會因素等多方面考慮之後，再做最後決

定。 

貳、108學年度第二學期選組重要時程表 

時間 內容 主責單位 

109.04.20-109.05.27 選組個別諮詢/諮商 導師、輔導室 

109.04.20 
高一導師會議 

(主題：新課綱與選組輔導) 
教務處、輔導室 

109.05.11-109.05.27 學生填寫選組輔導表 導師、輔導室 

109.05.25-109.05.27 各班收齊與繳交選組輔導表 導師、輔導室 

109.05.28-109.05.29 彙整高一各班選組選課結果 輔導室 

109.06.01-暑假前 進行編班作業與公告編班名單 教務處 

參、選組的迷思 

選組時性向及興趣測驗結果、學生高一各學科的成績表現、未來的發展意願

是重要的參考資料外，下列缺乏實證，似是而非、經不起考驗的傳聞或想法也有

待澄清。務必要考量每個學生的個別學習狀態，不能只有想像與盲目跟隨。 

 ★認為讀△組的工作不好找，讀△組的才比較有前途。 

 ★認為三類組為學測組，學測可以有比較好的成績。問題是學生適合三類的性

向能力嗎？大學校系採計五選四的現今，三類組依然通吃嗎？ 

 ★認為唸△組的一定數學不好。 

 ★比較聰明、功課又好的人應該唸第△類組。 



 ★女生選第△類組比較適合。 

 ★不喜歡背科的人應該唸第△類組。 

 ★選第△類組進可攻、退可守。 

 ★先隨便選第△類組，反正可以轉組，不用擔心。 

 ★抱著「試讀」的心理去第△類組，亦在選組時，就已預留轉組的退路。 

 ★聽說第△類組師資、班級風氣不好，所以只好選第△類組。 

 ★好朋友選那一類組，不願與其分開，只好跟他們選同一類組。 

 ★別人都認為我適合讀某類組，所以應該也讀某類組才對。 

 ★家人都讀某類組，我應該也讀某類組。 

肆、選組需要考慮的因素 

我們可以透過以下三方面的探索來作為選組的參考依據： 

一、自我認識：從測驗結果、過去學業成就及校內外的各項活動的表現，以及

個人的特質、興趣、價值觀瞭解。 

二、週遭環境：透過與師長、同學討論、學姊經驗分享，了解他人的觀點以及

期望，瞭解社會的發展。 

三、資訊探索：透過說明會、科系介紹座談與博覽會、網站資料、書籍與輔導

室提供之參考資料，來了解未來升學的方向、科系資訊及就業

市場的趨勢。 

  



伍、高一的心理測驗 

一、「適性化生涯性向測驗」結果解釋 

(一)何謂性向？ 

1.「性向」是指學習某種知識或技能的潛能，可用來預測個人未來在某些相關

工作上的作業，和目前個人能力發展相關。  

2.「性向測驗」幫助我們了解自己的能力在那方面，也可以幫助我們在未來選

擇就讀的科系或預備從事的工作，往自己能力高的方向發展，成功的機會

就比較大。  

3.性向與興趣的差異： 

性向：可預測個人「能不能」從事某些事。興趣：「願不願」做某些事。 

4.怎麼解讀： 

從百分等級分數：百分等級越高代表與同年齡、同性別族群相比，每 100

個人中該項能力優於多少人。 

與自己相比：根據不同的分測驗結果，找出自己較優勢的能力加以栽培，

或避開較弱的部分。如果各分測驗的結果都差不多，無法比出明顯優劣，

那就考慮興趣或是在校課業成就。 

(二)八個分測驗所代表的意義： 

 

 

 

 

 

 

 

 

 

 

 

 



(三)測驗結果報告書 

 

1.各分測驗的百分等級 

 

 

 

 

 

 

 

 

 

 

 

 

 

 

2.最高分的三個能力及其內涵 

 

 

 

 

 

 

 

 

 

 

 



3.對應最適合發展的四大學門 

 

 

 

 

 

 

 

 

 

 

 

 

性向測驗最主要是幫助同學依據自己的長處和短處，選擇自己的教育和職業

機會，並擴大自己的選擇機會；瞭解為何某些學科學得好或是不好；擴大自己「生

涯發展」選擇的機會而非侷限於特殊的選擇；或以客觀的結果來增進父母對自己

的瞭解，幫助親子間的溝通。因此當測驗結果有下列情況：（1）當自己對自己

的主觀認識與測驗結果不一致時；（2）自己的能力與性向與興趣不符合時；（3）

測驗結果全部偏高、偏低或側面圖過於平緩以致於無法比較時，應主動積極地找

輔導老師說明，找出問題所在，才不至於誤用，或僅就字面意義加以引申解釋，

或人云亦云而導致錯誤的認知。 

  



肆、「大考中心興趣量表」結果解釋 

一、測驗目的：了解自己的興趣類型 

二、所測興趣類型說明：性格及喜歡從事的活動 

 

 

 

 

 

實用型

（R） 

性      格 情緒穩定、有耐性、坦誠直率、講求實用、喜歡親手操作 

喜歡的工

作 

機械、電子、土木建築、農業 

研究型

（I） 

性      格 
善於觀察、思考、分析與推理，喜歡思考問題並解決之，有

創意、喜歡與相同興趣或專業的人討論 

喜歡的工

作 

生物、化學、醫學、數學、天文 

藝術型

（A） 

性      格 
直覺敏銳、善於表達與創新、希望藉文字、聲音、色彩或形

式來表達創造力和美的感受。喜歡獨立作業、較隨興。 

喜歡的工

作 

音樂、寫作、戲劇、繪畫、設計、舞蹈 

社會型

（S） 

性      格 
對人和善、易相處、願意關心、傾聽和了解別人、喜歡幫助

他人成長、喜歡團隊工作、交友廣闊 

喜歡的工

作 

教師、輔導、社會工作、醫護 

企業型

（E） 

性      格 

精力旺盛、生活緊湊、喜歡冒險競爭、做事有計畫並立刻行

動。不願花太多時間仔細研究，希望用有權利去改善不合理

的情事。善說服和組織能力，上進。 

喜歡的工

作 
管理、銷售、司法、從政 



事務型

（C） 

性      格 

個性謹慎、做事講求規矩和精確。按部就班、精打細算、有

效率、仔細、可靠且有信用。不喜歡改變或創新，也不喜歡

冒險和領導。 

喜歡的工

作 
銀行、金融、會計、秘書 

三、各類型原始分數區分定義對照表   

分數區間 0-33 分 34-43分 44-54分 55-65分 66-76分 77-99分 

興趣程度 不喜歡 不太接受 不是最愛 尚喜歡  認同 強烈喜歡 

工作態度 不快樂 心猿意馬 感覺平淡 尚有樂趣 力求表現 期望強 

工作表現 表現不佳  想換工作   工作滿足 

四、興趣測驗在選組上的應用 

1.社會組：企業（E）、社會（S）、藝術（A）、及事務（C）這四種類型中，

有兩個以上出現在最前面的三個高分時，通常宜優先考慮選擇第一類組（即

文組）。 

自然組：實用型（R）和研究型（I）同時出現在最前面的三個高分時，通常

偏向第二、三類組（即理組）；但是要優先考慮自己的數理能力。 

2.這六種類型並非只是單純的「興趣」而已，而是個人具有的「職業性格」如

藝術型(A)分數高的人，並不完全表示他將來要從事文學或音樂或美術的工

作，而是他的性格比較傾向獨立判斷、喜歡、獨立作業，不喜歡管人和被人

管，比較不受傳統的束縳。 

3.如有以下情形建議學生與老師進一步討論，如此量表如果諧和度不高（3以

下）或區分值低（3以下）且全距（最高分減最低分）低於 22，或一致性低

（即代碼是對角型，如 R 一 S、I一 E、A 一 C）均表示興趣類型不穩定或

區分不明顯，參考價值不高。 

4.學生的答題風格，或生活經驗是否狹隘，或對字義的界定等等，都會影響到

興趣量表的結果，因此，如果六型的分數，最高分不超過 52 或全部都是高

分群（最低分 60以上），都必須再探討問題何在。 

 



 



 

 



 

 



 

 



 



 

 



 

 



 

 



 

 



 

 



 

 

 



 

 



「性向測驗、興趣測驗」真可以幫助我嗎？與其期待它們帶給我們一個具體

明確的答案，不如視之為生涯探索的起點。常有許多同學拿到結果報告單後到輔

導室來討論，我們發現除了更深入地依個別情況解釋資料外，談話的主題往往延

伸到各科系的學習內容、名稱相近科系的異同，以及個人特質、價值觀、生活經

驗等多向度的再試探、再統整。因此測驗結果不僅在自我認識上多了份參考資料，

它更是生涯探索開展自己的觸媒。讓輔導室陪伴各位家長一同協助孩子選擇，幫

助孩子成為自己的「生涯貴人」！ 

 

 

 

 

 

 

 

 

 

 

 

給爸爸媽媽的友善小提醒： 

『有一種適合叫做爸媽覺得你適合，有一種能讀叫做爸媽覺得你能讀』 

    請試著讓孩子為未來的學習作一個為自己負責的選擇。或許，我們都擔心孩

子跌倒或走錯路，也為此感到心疼，但這份迷惘與探索的過程，只有孩子能夠為

自己找出適合與願意承擔的方向，也唯有經過這段考驗，孩子才能長出更多的力

量。 

    學習承擔是孩子的功課，學習放手是父母的課題。我們陪著孩子一起經歷這

個過程，即使因為一時的困惑而選擇有所偏失，在這個需要多元專長及跨領域整

合的時代，每一段的學習都不會白費，也都有再度轉換的機會。 

    安放我們內心的焦慮與不安，作為一個溫暖而堅定的存在，在孩子需要支持

時，提供您的接納與關懷，孩子就會有勇氣與力量繼續面對每一個未來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