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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研究所甄試筆試與口試

進入心中理想的研究所就讀，是一般大學畢業生的夢想。透過

就讀研究所取得比較高的學位，可以在未來的就業市場中擁有優

勢，比一般畢業生可以擁有更多元的選擇機會。然而，在生涯規劃

中，如何規劃理想的研究所？哪些研究所比較適合自己？研究所考

試的類型有哪些？研究所筆試與口試如何取得高分？是在就讀與選

擇研究所前必須正視的議題。

一　為什麼要讀研究所

(一)取得高學歷

就讀研究所的大學畢業生，主要的動機在於取得比較高的學

歷，透過高學歷的取得，可以在未來的生涯發展中，擁有比一般大

學畢業生更好的優勢。依據相關的研究指出，國內目前的研究所碩

士班數量，在短期內過渡發展的現象下，大學畢業生要就讀研究

所，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只要在研究所的選擇上，配合自己的興

趣和專長，稍加努力就可以如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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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擁有高能力

一般的學生認為研究所畢業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和大學

畢業生相比，擁有比較高的能力，不管在思想上、思考上、行為

上。因而，大學畢業生如果沒有更好的職場就業機會，就會選擇和

自己興趣比較接近，或是離就業市場需求契合的研究所就讀。

(三)就業機會多

研究所畢業取得高學歷，在就業機會上會比大學畢業生還高的

想法，普遍地存在一般大學畢業生的想法中。目前就業市場在徵求

人才時，在待遇上的確有因為高學歷，給予比較高待遇的現象。

但，並非所有的就業市場和產業，在員工待遇上因為高學歷給予比

較高的待遇，而待遇的高低往往因為能力和努力的程度而定。

(四)追求更好的發展

大學畢業生如果可以順利進入研究所就讀，比一般的大學生具

有更好的發展。不管是生涯發展，或是未來職場上的需要，擁有高

學歷可以追求更好的發展。殊不知，影響生涯發展的因素，除了取

得比較高的學歷之外，也要靠自己在專業方面的努力。

(五)走學術研究路線

進入研究所就讀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基礎，透過研究所階段的學

術訓練，可以引導學生了解基本的學術研究，所必須具備的條件，

以及基本的涵養。此外，研究所就讀期間，研究生多半會參與教授

的專案研究計畫，從研究計畫的進行與實施，學習各種學術研究的

步驟、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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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我提升的機會

就讀研究所不僅可以提升個人的基本能力，同時可以透過學術

研究，讓自己的能力不斷地提升。研究所階段的課程，重點在於方

法論的研習，以及批判能力的培養，透過各種學術研究方法論的運

用，可以讓個體有不斷提升的機會，對於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生活事

件，可以用嚴謹的方法論加以探究，透過探究的形式可以提昇自己

的視野。

(七)逃避就業壓力

就讀研究所的另一個消極因素，在於大學畢業生逃避就業壓

力，希望就讀研究所，可以暫時減緩來自就業方面的壓力。此外，

也寄望研究所就讀期間可以為自己在各方面多加充實，以時間換取

空間的方式，在未來的就業上可以擁有更多的選擇，以及更多的機

會。如果，大學畢業生在短時間可以找到理想工作，就不必急於就

讀研究所，可以先進入就業市場，等工作一段時間後再以「在職進

修」方式就讀研究所。

(八)他人期望

依據相關的研究資料顯示，有大半的研究所新生，選擇就讀研

究所的原因，在於將就他人的期望，包括同儕友伴、父母親友等。

如果持此種想法的學生，比較缺乏自己的想法，對於未來的發展缺

乏系統性的計畫。此類學生應該給予適性的生涯規劃與發展的訊

息，並且透過學校教育系統或輔導系統，給予學習方面的協助。

(九)現實社會的要求

就讀研究所的動機，包括來自現實社會的要求，例如整體景氣

不佳、就業壓力大、謀職不易、收入驟減等情境脈絡因素。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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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生在社會現實和壓力之下，選擇就讀研究所加以因應。有

鑑於社會現實的要求，學生在選擇研究所就讀，通常會考量現實環

境以及未來發展上的問題，選擇比較適合自己未來，並且能有所發

揮的研究所。

　　哪些研究所適合你

國內研究所招生人數，隨著高等教育的快速擴充，研究所的入

學比率相對地提高，就讀研究所對大學畢業生而言是相當容易的

事，只要在入學考試上花些時間和心思，要考上研究所並非難事。

然而，選擇研究所就讀前，應該考慮各種因素，作為選擇的參考。

(一)應考慮哪些因素

選擇研究所就讀，必須考慮並且將就各種因素，包括自己的生

涯規劃、未來的發展、對學術研究的興趣、對研究所屬性的熟悉度

等，在報考研究所之前，都需要作深度的思考。如果單純只為了念

研究所而選擇研究所的話，日後在進修過程中會感到相當孤單寂

寞，甚至因為缺乏興趣而輟學。在選擇報考研究所前，比較理想的

方式是結合各種因素，選擇最適合自己發展的研究所，對自己的生

涯發展具有正向積極的意義。

(二)有哪些基本能力

在研究所的選擇方面，需要考慮自己的基本能力有哪些？一般

的研究所在入學考試時，都會依據該所的性質、宗旨、發展方向、

師資陣容等，設立研究所入學的基本條件，例如國內一般教育大學

的研究所，具有師資培育的系所會要求入學新生必須國內相關科系

畢業，或是現職中小學教師（例如在職進修班），始可報考。此

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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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系所屬性與一般性研究所不同者，考生在報考前也應該了解自

己的基本能力，是否適合就讀該研究所。例如，測驗與統計研究所

的新生，至少應該具備基本的數學能力或測驗統計基本素養。

(三)如何正確的選擇

就讀研究所不僅涉及個人未來的生涯發展，也會影響未來的就

業與職場的選擇。因此，在選擇就讀的研究所過程中，應該多方蒐

集研究所的相關資料，多向學長姊請教，深入了解研究所的屬性、

師資、未來的發展等，以便形成正確的選擇。如果入學之後才發現

和自己的興趣不合，或是基本能力無法應付研究所的課程，徒然浪

費自己的時間，很容易因而形成學習的挫折。

(四)自己的實力何在

要選擇好的研究所就讀，就必須先衡量自己有哪些實力，才夠

資格挑選適合自己的研究所。如果自己的實力不佳，各方面的基本

能力欠缺，則只好淪為研究所挑學生的處境。研究所的設立，主要

在於延續大學教育的課程，因此在學生基本能力的培養上，具有相

當高的延續作用。在大學階段如果想要畢業後，繼續在研究所深造

的話，必須充實自己的學科知能，以及各方面的專業能力。

（五)了解研究所性質

在選讀研究所之前，應該針對該研究所的性質、發展、師資、

課程、設立宗旨、學生出路等方面的訊息，作充分的了解。避免在

考上該研究所就讀之後，發現研究所的性質和自己的規劃相去甚遠

的現象。想要深入了解研究所的性質，可以從大學的網站資料連

線，進入該研究所的網頁，了解研究所的相關資料和訊息。或者，

可以透過熟識的學長姊，請其提供該所的相關訊息，作為選擇的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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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正視興趣的議題

研究所的就讀，除了將就現實環境之外，也應該配合自己的興

趣。如果能夠和自己的興趣相結合，未來的進修生涯遇到任何的挫

折時，才能以各種毅力和精神面對各種的挑戰。假若單純考慮到現

實環境，以及未來職場上的需要，缺乏顧及自身的興趣，則遇到困

難時容易萌生退縮的意念。在理想與現實的抉擇中，還需考慮自身

意願的問題，才能在未來的生涯發展中適性的發展。

(七)結合生涯的規劃

生涯規劃與生涯發展，彼此是息息相關的。就讀研究所的規劃

與選擇，理應結合個人的生涯規劃，作為後續發展的參考指標。研

究所的課程是針對學術發展而設計，選修研究所的課程是為了未來

的學術發展奠定基礎。當然，國內有少部分研究所強調實務經驗的

重要性，學術研究則為大部分研究所的重點。研究生應該了解研究

所的屬性，結合自己的生涯規劃，並研擬有效的策略以為參酌。

(八)其他重要的因素

除了上述的因素之外，選讀研究所也應該考慮外在環境與情境

脈絡的各種因素，例如有學生為了提昇自己的專業能力，而選讀研

究所；有學生為了加薪晉級而選擇就讀研究所；或是為了和老闆賭

一口氣而就讀研究所等。不管自己選擇研究所的考慮因素為何，都

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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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讀研究所的準備

(一)研擬適當讀書計畫

準備研究所考試前，應該擬定一個適當的讀書計畫，針對自己

的作息時間，並且結合自己的專長，挑選適合的研究所，作系統性

的讀書準備。才能在研究所考試中，找到理想的系所就讀，以發展

自己的未來。在讀書計畫的準備上，應該多向學長姐請教，才能達

到系統且高效能的讀書效果。

(二)準備個人專業資料

個人專業資料的準備，應該在平時就累積並養成建檔的習慣，

隨時可以從檔案中擷取自己需要的資料。國內資訊電腦發展速度相

當快且普遍，想要就讀研究所的同學，應該在平日就養成電腦建檔

的習慣，將自己的專業資料儲存在檔案中，作為未來發展的參考。

(三)調整日常生活作息

一般的學生在時間的運用方面，需要透過更有效的策略運用，

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大學生普遍的習慣是「晚上不睡覺、早上不

起床」，因而生涯規劃僅停留在紙上作業，無法收到預計的效果。

如果想要就讀研究所，就必須在日常生活作息有所改變，以計畫性

的、系統性的作息，配合自己的讀書習慣，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並且在研究所招生考試中，以優異的成績拔得頭籌。

(四)養成閱讀資料習慣

資料閱讀習慣的養成，必須靠平日養成習慣。如果在平日沒有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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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蒐集資料的習慣，則對於各種專門知識的發展，缺乏整體性的

了解，無法在未來的研究所生涯中，發展屬於自己的特色。研究所

階段的課程，與一般大學的課程是相去甚遠的。研究所強調的是對

理論與實際的批判，對實務發展的反省，因而必須透過大量資料的

閱讀，才能養成批判反省的能力。

(五)蒐集各項專業文獻

專業文獻資料的蒐集，必須透過各種方式的蒐集與整理，才能

建立專業資料庫。一般設有研究所的學校，該系所單位多半設有簡

易的圖書館，管內藏有屬於該系所特色的重要文獻資料。專業文獻

的蒐集，可以透過未來系所的接洽，作先期的資料整理。專業文獻

的整理，除了可以提供學生針對未來的研究所課程，有粗淺的了

解，同時也具有導讀作用。

(六)建立個人文獻檔案

個人檔案的建立，不僅是為了研究所入學考試，同時也為了了

解自己過去的經驗，以及努力的成果。文獻檔案的建立，主要用意

在於協助發展自己的專長，以及作為後續就讀研究所的準備。透過

個人文獻檔案的建立，可以將自己有興趣的主題，作系統性的整

理，並且可以作為研究所學科考試與口試的準備。

(七)熟悉研究所的訊息

報考研究所前，對於自己未來即將就讀的研究所，相關的訊息

應該作深入的了解。包括研究所的發展目標、師資設備、目前的發

展方向、已經有多少的畢業生、畢業生的就業市場等，對研究所訊

息的了解越透徹，未來的發展就會越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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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擬重要先期計畫

對於先期計畫的研擬，可以結合各種與研究所有關的資料和訊

息。報考研究所前，可以先蒐集相關的資料，將資料作統整歸納，

不僅有助於對未來研究所的了解，也可以認識該研究所的特性，作

為準備研究所考試，以及未來就讀研究所的先期作業。

　　研究所筆試考哪些

(一)蒐集歷年筆試科目

想要考上理想的研究所，歷年筆試科目的了解，是最重要的關

鍵。在準備研究所考試前，應該針對該研究所的歷年考試，以及歷

年的考試題目，作重點式的分析。包括入學考試筆試考哪些科目？

出題的形式如何？題目類型和重點何在？哪些書籍是該研究所入學

考試的聖經？每年命題的重點何在？等等，都是筆試準備的要領。

(二)了解系所專業課程

每個大學系所在研究所入學考試時，在筆試方面都會以系所幾

門必修課程，作為筆試的主要科目，通常筆試必考科目為該所的專

業課程（或必修課程），想要在筆試方面取得比較高的成績，考生

必須先透過該系所的網頁資料，查詢研究所的專業課程，以及重要

的課程內容。

(三)有效運用歷年題目

歷年題目對想要報考研究所的考生而言，具有相當關鍵性的影

響因素。如果可以蒐集該研究所歷年的入學考試科目，透過考古題

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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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的練習，可以提供考生考前的複習，並且透過考古題的模擬寫

作，有助於在筆試成績方面取得比較高的分數。此外，一般研究所

的入學筆試，在命題技術上多半要求不可以有命題重複的現象（至

少幾年內），此一原則可以提供考生在考前預習的另類思考。

(四)筆試作為入學關鍵

研究所考試在內容方面，通常分成筆試和口試兩階段，而筆試

所占的成績比率，往往是比較高的。例如有研究所的入學考試，筆

試占80%，口試占20%，因而筆試成為金榜題名與否的關鍵。如果

考生可以在筆試中比一般考生取得比較高的分數，則考上研究所的

機率就比較高。例如筆試如果比一般考生高40分，換算成百分比為

32分，口試成績必須高過考生160分才可能趕上。

(五)分析歷年筆試題目

研究所的筆試與一般的學力測驗，或是各類型的考試差異性相

當大。研究所強調的是學生的歸納分析與批判論證能力，因而在筆

試方面以申論題占多數。透過歷年筆試題目的分析，可以提供考生

在筆試準備上的參考。一般申論題的命題與測驗題或填充題的命題

形式，差異性是相當大的。換言之，哪些議題可以成為申論題，其

實是有限制的。

(六)運用歷年筆試題目

歷年筆試題目的運用，對於考生的臨場考試，具有正面積極的

意義。考生可以透過考古題的練習，了解自己在申論題作答的各種

現象，例如一分鐘寫多少字？申論題的作答是否需要調整？對於申

論題的作答習慣是否可以適應？會不會產生頭重腳輕的現象？等等

問題，都是透過歷年考古題練習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