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試的準備方式 

石芳萌 老師  

當同學們順利通過甄選入學第一階段篩選，大部分的同學都懷著既興奮又惶

恐的心情面對第二階段甄選時，想必一定是既緊張又焦慮，除了準備好要審查的

資料外，面試技巧的訓練當然不可忽略！以下就提醒學生面試時該注意的事項。 

一、 面試的態度： 

面試前務必要持有「良性溝通的態度」，尤其是一開始面試的 3分鐘，你給

人的印象是要很舒服的，並且能讓評審們可以將目光放在你身上，仔細聆聽你所

要表達的內容。 

 
 

 

 

 

 

 

 

 

 

 

 
 

 

 

 

 

 

 

 

 

 

 

1、準時，並且提早 10 分鐘到現場 

2、應準備好所有的文件 

3、進入面試室前應先敲門；離開面試室後應說「謝謝老師」 

4、坐姿應端正 

5、有眼神接觸，保持自信、鎮定 

6、講話音量要足夠 

7、要有心理準備，評審有可能用英文發問(看科系) 

8、表現出想讀的熱誠 

9、衣著要清潔、整齊(其他要求看科系) 

Do it….. 

Don’t Do It….. 

1、遲到 

2、四處尋找文件 

3、東張西望 

4、對所報的學校、學系不瞭解 

5、答非所問、低頭不語 

6、過份坦白，例如：數學對我還說很簡單 

7、小動作過多，例如：眨眼睛、撥頭髮、有口頭禪 

8、態度輕挑 

9、服裝標新立異 



 

 

二、 面試類型： 

1、個人一次面試：一位學生對多位評審 

2、團體一次面試：多位學生對多位評審 

3、個人多次面試：一位學生在不同時段面對不同評審 

4、團體多次面試：多位學生在不同時段面對多位評審 

5、其他：例如：學生們自行討論口試題目，評審則在旁（或在小房間）觀察學

生的互動行為。 

 
 

三、 如何準備面試：當你進入第二階段面試時，意味著你和其他面試對手能力

是差不多的，所以，如何在面試突出、一展身手，將是你得分的關鍵！ 

1、收集資訊：例如該校簡介、課程內容、考古題、相關時事新聞、專業知識、

前途規劃等皆需要收集。 

（1）學校簡介：含學校特色、學術風氣與走向、課程大綱、師資陣容、校系設

備…等。這類資訊可以使你對這所大學、這個校系有初步的概念與了解，

並且將其內容倒背如流，可表現出你對此校系的「認同感」。 

（2）課程大綱：了解該校系有那些「必修課」、「選修課」，它可使你瞭解這個科

系在學些什麼，如果可以的話，多蒐集其他大學的相同科系的資料來比較

一下，可以發現各大學相同學系的特色之所在，面試時回答才能言之有物。 

（3）考古題：問一下曾參加過該學系面試的學長姐，面試的進行過程如何？有

哪些主考官？問了哪些問題？他們的經驗給你什麼教訓？筆試考些什麼？

另外，如果可能的話，能蒐集該系大一學生「必修課」的期中考、期末考

考古題的話，也有助於你的準備方向。因於大一的必修課通常是考試的重

點所在。 

（4）相關實事：通常一件與學術專業有關的時事問題也是教授愛問的題目，這

類問題幾乎是面試、筆試的最愛。多看看一些專家學者發表的文章高論，

多學些知識份子發言的語氣措詞、多角度思考觀點，將專業理論與社會時

事結合，對你會大有幫助。 

（5）前途規劃：包括該學系畢業後的進修、就業展望…等，「生涯規劃」幾乎是

大部份學系最愛問的問題之一，一定、絕對要事先打聽清楚，規劃好去參

加面試。 

2、何處收集資料： 

（1）御駕親征：對於擔心的事情，如果可能的話，親自打通電話到該系去，非

常禮貌地請問助教、老師事情。或是親自跑一趟該系，乾脆親自跑一趟該

面試成功的要領就是不斷地練習！再練習！ 

掌握成功要訣，並確實執行！成功才會屬於你！ 



校系，參觀一下他們的設備、器材、上課情形，趁機認識一下大學生，與

他們閒聊一下，說不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喔！ 

（2）參加大學博覽會：這了是一個重要的蒐集資料場合，通常大學博覽會的舉

辦時間在每年的 7月（暑假）、2月（寒假），所以你可以在高一、高二時

就去參加。在那個場合，你可以看到各校系的一切重要資料，而且他們會

派出許多重要的老師、學生到場免費解、諮詢，你得到的內壢資訊絕對是

第一手、最直接的，跑一趟博覽會下來，所有大學的資料都到手，一勞永

逸。 

（3）詢問學長學姐：這是蒐集資料最重要的方式，特別是參加過推薦甄選經驗

的學長學姐，你可以透過輔導室、教務處、熟悉的任課老師，得到校友的

資料，你就可以得到許多一手內幕消息了。 

（4）求助親友或長輩：如果找不到認識的學長學姐，可以徹底動員你所有的人

脈關係，請他們替你蒐集資料，給你意見。學校老師或者其他你認識的相

關領域的權威人士，多多徵詢他們的專業意見，讓他們的經驗成為你的養

分。 

（5）圖書館、輔導處：輔導處理有許多大學、校系製作的簡介、手冊、甚至是

學生刊物等豐富的資料，如果找不到的話，就換一間大一點的圖書館，比

方說文化中心、市立圖書館、各大學的圖書館…等。 

（6）網路：網路是個非常重要的新興資料庫，許多的寶貴資料全都在網路上等

著你免費查詢。只要你到「奇摩站」、「google」…等搜尋引擎之類的網站，

接照分類目錄一一按圖索驥一番，便可獲得豐富的相關資料。同時你也可

以發個 E-mail給系上老師，和他們討論或請教問題，也可以對該系有較深

入的了解。 

3、準備作品集：     

（1）獎狀、參加證明：高中三年來，你獲得的獎狀、獎盃是對你能力的最好證

明，不管和你甄試的科目有沒有關系，務必要帶去。如果你參加過與甄試

科目有的研習營隊、社團、社會服務等，不妨將結業證書、證明書之類的

證明文件帶去。 

（2）平面作品集：平面作品以視覺效果及美學取勝。舉凡繪畫、素描、平面設

計、攝影作品、小說、新詩、作文…等，都可以帶去。尤其是有關廣告、

廣電、新聞、美術、電影、室內設計、景觀設計、服務設計等與「美」、「文

學」有關的科系，千萬要攜帶你的平面作品去面試。如果你去甄試有關資

訊工程、電機、資訊管理之類的學系時，不妨將你寫過的程式列印出來給

教授看，如果你會寫程式的話。如果你的平面作品過於巨大，不便攜帶原

稿，可以將原稿攝影存證，攜帶照片亦可。 

（3）立體作品集：舉凡紙雕、模型、工藝作品、錄影帶、多媒體…等都算是立

要努力，勿心存僥倖！ 

不容易，卻值得一試！ 



體作品的一部份。立體作品的難度比起平面作品來說是更勝一籌，視覺效

果也更搶眼。有心的話，自己搞一個「多媒體」式的作品也不錯。 

（4）蒐集品、剪報：如果你平時有蒐集與甄試相關的東西，比方說甄試機械系

的人可以帶「汽車圖鑑」、名車模型這類的蒐集品，但重要的不是你帶什麼

東西去，而是你對蒐集品的鑑賞、批判的功力，要做個有智慧的學生，凸

顯自己蒐集這些作品是有思考過的。 

以上這些資料，要好好的分門別類整理一番，可以編成冊的就編成冊，需要

製作封面的就製作封面。書店都有賣一種資料整理夾，將這些資料分門別類地整

理好，才能從容地展示給評審老師看。 

4、儀態、表達能力訓練：平時在班級及社團中既可訓練自己表達意見的勇氣。 

（1）自我介紹的秘訣：說話音量要適中，要讓對方清楚聽到自己的姓名，說出

自己的姓名是要堅定而有自信。 

（2）深呼吸的好處：當我們處在緊張的情境，呼吸會變得急促，氧氣的供應量

也明顯不足，接下來會使我們更加的緊張，甚至有失常的現象。為了克服

自己的緊張，做幾次深呼吸是有用的，透過內在語言告訴自己放輕鬆。 

（3）破除心理的障礙：大部分學生認為自己的口才不好，是因為天生就比較不

善言詞，實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害怕在眾人面前說話，真正的原因不

在於缺乏這方面的潛力，而是對自己缺乏自信。只要破除「我天生內向，

不善言詞」的迷思，藉由正確的訓練方式，並創造有利的環境，每個人都

可以有效地發揮這方面的潛能。 

（4）有效表達自己的魅力：說話的時候眼睛要看著甄試委員，面帶微笑，可加

上肢體動作、表情、手勢的輔助。講話的音量、速度及語調，都是有影響

力的。當然言之有物是最重要的，天花亂墬是沒有用的。 

 

四、 面試題型介紹： 

（1）驗證自述型：從備審資料中提問，驗證真實性。 

例 1：你為什麼要創立熱舞社？ 

例 2：你如何準備此次甄試？ 

例 3：為什麼以後想當護士？ 

（2）學系基本資料型：確認學生對該科系的瞭解。 

例 1：為什麼選擇本系不選其他校系？ 

例 2：你認為「運動保健學系」跟「運動科學學系」有什麼不一樣？ 

例 3：你為什麼要選擇東吳會計系，而不選擇其他科系？ 

（3）漫天亂問型：瞭解學生的一般常識、該科系所需的特別能力，及臨場反應。 

例 1：說一下現在的心情？ 

例 2：一元硬幣可以做什麼（測量學生的創造力）？ 

例 3：為什麼今天選擇穿這樣的服裝？ 

（4）有標準答案型：瞭解學生的生活常識。 



例 1：電腦容 量 1G是多少 MB?  

例 2：「台灣通史」的作者是誰？ 

例 3：請說出微波的原理或定義。 

（5）專業型：從該科系的領域發問，瞭解學生對該領域是否有涉獵？ 

例 1：你喜歡哪一位台灣現代小說家的作品？ 

例 2：你認為自殺率的升高跟失業率升高有相關嗎？ 

例 3：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在事實和讀者所好間要如何取捨? 

（6）其他：例如即席演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