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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大學學測成績正式公佈了，與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

會同時公佈了各系所最低錄取級分。依招聯會的解釋是「招聯會不公佈，補習班會

公佈，反而給考生錯誤訊息，既然考生需要，招聯會決議公佈」。然而，公佈各系所

的最低錄取級分供考生參考的決策，是否僅需如此單純的考量呢？站在不同的立

場，顯然會有不同的看法。就多數考生與家長而言，公佈這項資訊有如天上掉下的

禮物，想必是舉雙手贊成；就著名的傳統國立大學而言，他們應該是樂觀其成的，

原因是如此更加深了他們作為領先群的傳統印象，沒什不好；就新設大學而言，筆

者以為就會有不同的想法，原因是：在努力向領先群的傳統大學靠近的過程中，新

設大學期待透過優質的教學與具備教育熱忱的師資來向上提升，然而，刻板的排名

印象，像甩不掉的印記一樣，輕而易舉的摧毀了這些學校的努力。當然，站在不同

團體的本位主義考量之下，這些差異是可以理解的，只是，除了自身立場的考慮之

外，是否更該回歸事件的本質，去看看當初學測設計的初衷呢？ 
 正如招聯會所言「以往擔心會有各系排名的問題，因此不公布各系各科篩選後

最低級分。」的確，這正是當初學測的精神—跳脫傳統排名的窠臼，讓學生能適才
適趣的選擇自己的系所，讓學生不再以分數為導向，作為選擇系所的依據。因此，

學測考的是學生的基本能力，是門檻，不是分分計較的大學指考。當學生達到一定

的門檻之後，便創造出各種的可能性，不必然為了一兩級分的差異，而失去進入理

想學府的機會。在筆者的經驗中，曾經有甄試錄取過一位總級分遠低於其他錄取學

生的情形，錄取原因是該生的清寒背景與他表現出努力向上的企圖心。然而，當最

低級分公佈之後，這樣的彈性不見了，未來的學測將與指考無異，因為沒有一位老

師願意干犯級分降低拖累系所排名的風險，提供這樣的學生一次可以證明自己的機

會。 
其實，這件事背後反映出的，是我們社會的集體怠惰，大家不願花時間去認識

一所大學，即使它將會是影響我們小孩未來一生的大學。我們總習慣只要答案，而

不願付代價，於是，將差異十萬八千里的各個系所化約為簡單的數字排名，成了最

便捷的選填志願的方法，反正有多少分能填到哪各系，一分都不能浪費，卻不去思

考這是不是想要念的科系。筆者在國外求學的經驗是，家長帶著小孩利用寒暑假，

一所、一所大學的參觀與了解，極其慎重的選擇合適的學校。 
因此，筆者的建議是：將公佈各系所最低錄取級分的決定權回歸給各大學，甚

至各系所。這樣的好處是，考生還是得到了他想要的資訊，但不再是被動的交給電

腦去做最佳落點分析，而是要主動的去選擇他有興趣的系所，請各系所提供相關資

訊（如在系所網頁公佈等），使考生了解該系所的特性。而大學則在考生取得資訊的

過程中，至少得到了一個讓考生認識這個系所的機會。故此，各系所也必會認真的

經營出它的特色，以把握這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向考生宣傳的機會。這才是雙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