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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被視為是增進社會流動性之重要管道，而家庭經濟等社會階層背景為可能影

響個人教育資本累積的重要因素之一，教育公平性亦成為重要的探討議題。其中，不

同家庭經濟背景學生所獲得的高等教育機會和品質是否有所不同，則為各界關注之議

題。臺灣由於高等教育擴張，受過大學以上高等教育為主要趨勢。然而，不同家庭經

濟等背景之學生所就讀的大學，其擁有的教育資源與品質可能有所不同。為了解臺灣

高等教育之公平性與社會流動功能，本研究對不同家庭經濟背景學生之高等教育狀況

進行分析，主要將探討經濟弱勢學生與非經濟弱勢學生的校系選擇考量。 

學生家庭經濟背景與高等教育選擇 

過去研究發現，家庭經濟等社經背景與學生所獲得的高等教育機會和品質存在顯

著的相關性，且主要的可能原因未必來自於大學的決定，也可能來自於學生在申請學

校時的選擇。因此，經濟弱勢學生之高等教育取得，除了從是否可進入大學就讀之階

段進行探討，亦可從學生在申請大學之志願選擇階段時的校系選擇進行探討。若學生

由於家庭經濟等相關因素影響其選擇，將對其教育機會或品質，以及未來福祉產生影

響。此外，學校的扶助經濟弱勢相關措施亦可能與學生之高等教育取得有所關聯。因

此，本研究將對經濟弱勢和非經濟弱勢學生在申請大學選填志願階段的校系選擇考量

進行了解，並檢視大學和高中在扶助經濟弱勢學生之相關措施。 

學生之大學校系選擇考量與學校扶助經濟弱勢學生相關措施 

本研究利用半結構式訪談進行分析，將可根據受訪者之回答進一步深入探討相關

問題。訪談個體分為高中學生端、大學學校端，以及高中學校端。透過對高中學生端

之訪談，將可對學生在選擇大學學校與科系的考量因素進行直接的了解。關於大學學

校端之訪談，主要目的在於了解大學所進行的扶助經濟弱勢學生相關措施。而在高中

學校端的訪談，將可了解高中的扶助經濟弱勢學生相關措施。本計畫以開放式問題進

行訪談，透過以上訪談對象之經驗分享，並與其進行開放的互動方式，給予雙方更豐

富的討論空間。 

對學生在選擇學校和科系時之考慮因素進行了解後，本研究發現，雖然經濟弱勢



與非經濟弱勢學生之考慮因素可能有相同的部分，但對各因素之重視程度則有所差異。

關於學生之學校選擇，非經濟弱勢學生考量學校的資源與聲譽等因素，經濟弱勢學生

則同時重視學費因素。關於科系的選擇，非經濟弱勢學生較為注重個人興趣，而經濟

弱勢學生則較為關注未來出路等相關因素，同時也考量興趣等因素。 

另一方面，關於大學和高中在扶助經濟弱勢學生之相關措施，研究結果顯示，大

學對經濟弱勢學生提供了多樣化的支援，包括入學申請時之相關扶助措施，以及入學

後之輔導與獎助學金等支持。高中也提供學生在升學、課業及生活等方面的多元協助，

例如提供學生升學相關資訊和輔導等協助，以及獎助學金等支持。各校皆致力於提供

適切支援和協助，以確保學生能夠獲得其所需的幫助。 

結語 

本研究透過學生從高中至大學之流動，提供教育公平性之議題更進一步的思考。

本研究結果除了能與過去研究達到相輔相成的成效，亦可提供政府在相關政策制定與

調整時，具有參考性的建議。例如，是否對於學生在大學校系選擇的支援措施進行提

升，以及是否強化大學與高中之扶助經濟弱勢學生相關措施等，皆為相關政策可參考

的未來精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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