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入學制度又改？」讓家長傷透腦筋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 

2025 年若全面實施高中學分制與全科目絕對評價制度，現行大

學入學制度勢必也將出現變化。為此，教育部於 2 月 17 日宣布將討

論未來大學入學考試等制度改制方向。並於 2024 年公開新制，於 2028

學年度正式採用。大學入學制度一改再改，讓不少學生家長傷透腦筋。 

目前考生主要可透過大學入學考試、學生簿綜合招生、學生簿科

目招生等三種方式擇一升學。其中，政府認為大學升學考試會助長競

爭，必須將其廢除。然而，2019 年發生前法務部長官曹國女兒「走後

門」事件後，大學入學考試公平性引發不少疑慮，最後決定增加大學

入學考試比重。 

而絕對評價制度則是為了解決校內競爭過度白熱化的問題，這與

增加大學入學考試規模之政策相互違背，讓不少教育界人士認為政府

推出的政策前後矛盾。因此，若大學入學考試改制，很有可能會以絕

對評價方式實施考試以降低其影響力，並同時加入問答題題型。 

若高中校內成績採用絕對評價，原本只選拔成績優秀學生的「學

生簿科目招生」選拔標準也將無用武之地。因為除了高一的共同科目

之外，其他科目的排名並不會反映在學生簿上，如此一來，可能造成

唯一能實施相對評價的國、英、數等主要科目的校內競爭更加激烈。

鐘路學院天空教育的林成鎬（音譯）代表認為，這可能會導致國中生

先修高一共同科目的風氣盛行，如果高一校內排名不夠優秀，會有更

多學生從高二開始提前準備大學入學考試。 

「學生簿綜合招生」也造成不少大學的困擾，因為學生的選修科

目各不相同，只能透過定性資料來進行學生評價。因此有升學相關業

者預測，學生簿綜合招生規模將難以再擴大。 

光州教育大學朴南基（音譯）教授表示：「可以確定的是，學生

必須及早開始考慮未來升學方向，才能讓學生簿更具一貫性，對升學

較為有利。大學校方也沒有確切的選才標準，很可能會造成學校與學

生兩方都頭痛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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