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大學推薦·綜合型選拔，2023年度佔比達 51.4%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約有 49萬人報名的日本大學入學考試於 2024年 1月 13日和 14

日舉行。雖然在過去被視為「入學考試季節的開始」，但近年來苦讀

參考書的學生數量一直在減少。這是因為大約一半的考生在新年以前

開始的「入學考試」決定了他們的升學學校。其原因是考生希望盡早

取得錄取通知的心理，以及大學希望在少子化的情況下穩定確保新生。 

年內的入學考試大致分為根據論文等對考生進行評估的「綜合型

選拔」（舊稱 AO 入試）和根據高中成績或推薦信等文件考核的「學

校推薦型選拔」（舊稱推薦入試）。大部分考生在高中三年級的 12 月

之前就可知道是否被錄取。 

「我不排斥只有推薦的入試」。東京都立廣尾高中三年級的菅野

亞麗絲（19歲）2023年 12月通過推薦型選拔，考取了難度較大的上

智大學綜合國際學部。從 2022 年開始將近一年，她在美國的高中留

學，學習了環境問題等。在一般的大學入學考試中，留學經歷非為評

估項目，所以她沒有考慮報考以筆試來決定是否錄取的一般選拔考試。 

自 2023 年 6月回國後，她在專門準備年內入試的補習班裡學習

了小論文的寫作技巧和面試指導。在入學考試中，她根據在留學期間 

根據廣尾高中升學指導組主任大元理繪老師的說明，該校每年約

有三分之一的學生考慮報考年內入試。她說「聽了學長的意見後考慮

報考年內入學考試的學生增加。他們需要特別的幫助，所以學校盡力

提供充足的支援」。 

根據日本 Benesse根據文部科學省的調查分析國內大學的入學趨

勢（不包括留學生等），2003年度有 60.4%的人通過一般入學考試（一

般選拔）入學，到 2023 年度減少至 48.6%。另，年內入試的比例在

2023年度增至 51.4%，在私立大學中，這一比例上升至 59.7%（2003

年度為 45.8%）。 

國公立大學主要使用一般選拔的第一次考試，私立大學也參加的

共同考試的報考人數也在減少，此次共有 49 萬 1,914 人，比上年減

少 2萬 667人，若包含其前身的大學入試中心舉辦考試的時代，這是



 

 

32年以來第一次報考人數低於 50萬人的水準。 

Benesse 教育情報中心主任谷本祐一郎表示，也評估學力以外的

年內入試擴大，有助於確保多樣化的人才，但「大學還懷有其他的動

機」。其原因之一是隨著少子化，大學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在 18歲

人口呈下降趨勢的情況下，日本的大學已擴展到 810所，到 2023 年

度，有 53.3%的私立大學出現了學生不足的情況。 

對於大學來說，年內入試不僅在時間上提早於 9月至 12月，而

且採用「專願（第一志願）」確保錄取的方式最為常見，這樣可以更早

預測入學人數。另，對於經歷了新冠疫情等社會經濟情勢的急劇變化

的考生來說，谷本主任分析「他們可能產生希望盡早確定錄取，穩定

自己未來的心理」。 

谷本主任並表示，綜合型選拔等方式會評估志願理由，因此「學

生需要『深入思考自己為什麼想在這所大學學習』，這樣可以減少配

對錯誤的情況。有些大學的退學率比通過一般入學考試入學的學生要

低」。預計類似的選拔方式將來還會不斷擴大。 

針對年內入試的專門補習班也很受歡迎。在京都、東京等地開設

分校的「AOI」一向專注於綜合型選拔的對策進行指導。該補習班的

代表小澤忠（40歲）對此類補習班需求增加的理由，提到了與其前身

AO入學考試的差異。 

他指出「你不需要像 AO 入試那樣具備優秀的『一技之長』，例

如志工經驗等，但需要將重要的活動和志願理由整合成一個故事加以

表述」，並稱該補習班為了學生在小論文和面試中得分，致力於指導

學生透過與補習班老師的對話來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 

該補習班自 2016 年成立以來，已有約 2,200 名學生，並總計在

220多所大學就讀。小澤代表說「學生在選志願校時，與注重大學知

名度的一般入學考試不同，綜合型選拔是從選擇自己想做的事開始選

擇大學，因此有許多學校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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