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強化大學入學公平性計畫案 執行進度期中檢討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 

迄今計畫案的 15 個課題中推動了 3 個 ，其他 12 個也將依序推

展，由 15 個課題所構成的強化大學入學公平性計畫案之期中評價結

果出爐。 

教育部自評在擴大定時招生*(韓國的大學入學方式分為定時招

生與隨時招生)部分獲得部分成果。 

教育部 2021 年 7 月 6 日公布召開第 20 次教育信任度恢復促進

團會議中，內容就強化大學入學公平性計畫案之執行情形進行檢討。 

教育部說明主要是針對 2019 年 11 月發表的計畫案之推動現況

作期中檢討，目前共有 15 個課題，已完成 3 個，剩下 12 個將依計畫

繼續推動。 

各領域的細部推動現況分為 3 類： 

△強化高中階段大學入學遴選繳交資料的公平性 

△強化大學內部評分的透明度與專業性 

△大學入學遴選的結構改制 

主要受到爭議的是改制大學入學遴選的結構。此節，輿論批判有

政策間不一致之情形。 

因為最初政府主要採「以生活紀錄簿遴選來減少社會兩極化的情

形」，卻轉向大學入學方式以擴大定時招生之方式。 

教育部主要以生活紀錄簿綜合遴選比重高的首爾所在主要大學，

來擴大定時招生比例。 

因此 2023 學年度有 16 所大學將全面以大學學科能力測驗為主

要遴選方式，此比例將高達 40%。對此，教育部認為業已達成目標。 

■生活紀錄簿的修訂或階段性的廢止自傳： 

為了確保大學入學遴選資料的公平性，修訂生活紀錄簿，也階段

性的廢止了自傳。 

教育部改訂「學校生活紀錄的撰寫及管理指南(教育部令)」並於

本年 1 月公布。 

自 2021 學年度高中新生將不需再紀錄青少年團體活動等內容。



 

 

資優生、發明教育等成果，社團活動，受獎經歷及個人志工活動成果

等正規教育課程以外的活動將盡量不作為大學入學遴選資料，並自

2024 學年度開始不再反映於成績上。 

自傳的部分則是階段式的廢止。自 2022 學年度的大學入學起，

將從過去 4 個題目 5000 字減少為 3 個題目 3100 字，並自 2024 學年

度起完全廢止。教師的推薦信也將於 2022 學年度開始廢止。 

為了讓生活紀錄部的紀錄融入各科，自今年起，各科的細部能力、

特別事項則成為必須紀錄的內容。 

另外並整理出生活紀錄簿禁止紀錄的事項清單，建構了教育行政

資訊系統(英文簡稱 NEIS)紀錄注意文句系統。 

此系統在今年 3 月起已被部分學校使用，並協助教師進行生活紀

錄簿的紀錄工作。 

■公開生活紀錄簿綜合遴選評分的基準，改善 NEIS 系統： 

教育部說明就大學評價的透明度及專業性業已強化。為了強化生

活紀錄簿綜合遴選的透明度，上年度 7 月發表了包含從遴選的運作到

公布結果為止全程的生活紀錄簿綜合遴選運作指南。 

教育部並補充說明該部已將評分基準標準案提供給大學，進行生

活紀錄簿綜合遴選的 139 所大學中，90.7%的 126 所大學公開了生活

紀錄簿綜合遴選的評分基準。至於大學入學遴選資料的部分，將改善

NEIS 系統，自 2021 學年度大學入學起，也將不提供個人基本資訊及

高中學校名稱給大學。 

為了強化大學的評分專業性，自去年起，實施了對入學評審委員

的共同教育課程。進行了 33 個課程，當中約有 1100 多名的入學評審

委員修習。 

俞銀惠副總理就未來計畫說明「由於大學入學制度的公平性是全

國民最關切的議題，將成為民眾恢復對政府教育信任度的核心要素，

為了強化大學入學公平性，其餘的課題也將加快腳步繼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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