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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學網 科技串連台商子女

兩岸學習之路

根據主計總處 2018 年初發布的統計，目前

台灣在中國大陸工作的人數約 40.7 萬，雖然有

下降的趨勢，仍代表相當數量的家庭。台商子弟

的教育問題，一直以來就是台商朋友相當關心的

課題，父母白天要面對大陸日益競爭激烈的職場

生態，晚上還要協助子女適應錯綜複雜的學習環

境與制度，真是一根蠟燭兩頭燒。

近年來發現，有越來越多的台商子女選擇報

考台灣學測，但也有不少家長與學生對於是否返

台仍存有疑惑，本期月刊特別訪問樂學網科技總

經理，同時也是知名升學輔導專家張財銘博士，

針對台商子女升學策略給予如下建議。

線上教學讓跨境學習不再困難

樂學網科技為數位學習教育服務電商，主要

產品項目為數位線上課程，包含在網站上銷售各

種產品（涵蓋高中職、國中、國小、研究所、轉

學考、公職、證書考試），其產品銷售方式，主

要係透過 O2O（Online to Offline）銷售提供線上

課程服務之電子勞務，除透過平台進行網路銷售

外，也可於實體的銷售據點購買線上課程服務。

學生可以透過電腦或平板電腦等手持式的裝置來

進行上課，讓跨境學習不再困難。

對於台商子女來說，選擇繼續在大陸就讀，

或返台參加台灣的考試，雖然考科都是國文、數

學、英文、化學、物理、歷史、地理等，但是名

稱相同的科目，兩岸之間的共通性卻不大，考試

的方向，更是大異其趣。雖然台商子女學校從

2005 年起，已經直接採用台灣的教材與師資，

教學目標也直指台灣的會考、學測及指考，但由

於現實環境使然，不論學員學習，抑或老師在課

堂教學，皆有其侷限性。

近年來，在各方努力之下，針對台灣學生創

建的新管道出現了，考生開始可以透過學測的成績

來申請大陸的大學，透過台灣這個公信力強的學測

成績，台商子女可以同時申請台灣及大陸的大學，

為大陸的台商子女開啟了一條新的升學之道。

◆整理／陳明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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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升學制度複雜

但是，台灣的升學制度也在持續不斷的變

化，申請台灣大學的關鍵不僅僅止於學測成績的

高低而已，台灣大學的入學方式已經分為特殊選

才、繁星申請、個人申請及指考分發，而這些升

學制度的差異與攻略，對於一般的台灣父母來

說，咸認艱澀難懂，更遑論在大陸的台商，要理

解其箇中差異，更是困難重重。

在民國 108 年之後，新的課綱即將上路，

111 年開始將全面實施新的考招制度，大學招聯

會依據教育部 106 年所核定的考招方案，以及台

灣高中端的強烈呼籲，在 108 學年先行推動配

套銜接措施，將現行學測必考五科改為選考，讓

學生適性選擇考科、專注準備，大學在繁星推薦

及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管道最多只能使用 4 科，希

望高中開始發展多元選修課程，落實新課綱適性

學習。這些考試制度的變化對於台商子弟，都是

必須掌握的重點。

以學測來說，根據 103 學年統計，報考學

測的有 14 萬 7 千多人，但學測的繁星推薦和個

人申請，兩甄選入學管道的招生名額為 6 萬人，

換言之，有將近 7 萬多人是沒有透過學測成功上

榜的。

張博士分析會「落榜」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兩

種情形：

1. 志願沒填好�

先不論同學的學測級分考得高或低，學測

第一關最大的難題就是只能填上 6 個志願。老實

說，6 個志願真的不好填，加上有些同學因為高

估、錯估，或者根本是亂估，自然第一關就敗陣

下來了。

2. 備審資料、口面試不夠出色

能通過第一關的同學，成績可說都在伯仲之

間，此時進入口、面試才是一場真正的考驗，如

果以時下很夯的歌唱選秀比賽來比喻，學測筆試

就像是參賽資格的審核賽而已，而真正比拚的是

緊接而來的口、面試。口、面試就像正式舞台，

要一次將自己完全表達出來，不能 NG、不能重

來，闖過這關才能真正的上榜。

更值得一提的是，學生的備審資料與口、面

試要兩者同時都出色，可就有相當的難度。除了

跟學校老師、家長討論之外，張銘財也建議同學

可以尋求專業的升學指導機構，透過一系列的指

導、演練，提升自己製作備審資料與口、面試表

現的能力，才能在口、面試時獲得青睞。

關注大陸對台政策緊縮的影響

張博士表示，由於大陸近年大量開放名額給

台灣的學生以學測成績來申請入學，這個管道的出

現讓學生能以學測均標以上的成績來申請大陸的

知名大學，頂標的同學能夠申請如北京大學、清華　�樂學網張博士指導醫科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 練習。

圖／樂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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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均標也有人民大學、政法大學能夠申請，

一時蔚為風潮，成為許多台灣學生的選擇之一。

但是張博士也提醒，這幾年實施後，大陸的

這些大學也發現，所錄取的台灣學生不見得適應

大陸的環境及風氣，退學或離開的學生不在少數，

加上大陸學生的競爭力日益增加，因此以學測成

績入學的錄取的名額正在緊縮中，如果對於大陸

就學風氣及環境無法適應，那麼對於台商子弟來

說，回台就讀台灣的大學，仍然是最佳的選擇。

準備學測仍是最佳的升學途徑

張博士建議，台商子女最佳的升學路線，應

該以台灣的學測為主要努力的目標，平時可以選

擇台商學校或者是台灣的線上課程來強化學測的

能力，學生本身夠資優，學習資歷豐富者，更可

以直接參加各個大學於 10 ～ 11 月舉辦的特殊

選才招生，學生可以憑藉其豐富的學習資歷及競

賽成績，或者持有 ACT 或 SAT 等國外具公信力

的大型測驗成績，如程式能力檢定 APCS，直接

申請進入優秀大學。另外也可以參加學測，透過

個人申請或繁星的方式來進入台灣的大學。

如果學測上榜了，但不是最理想的系所，

應該如何選擇呢？張博士建議學生，除了可以以

學測成績申請大陸的大學以外，也可以考慮評估

一下繼續就讀或選擇指考，選擇方法是，如果學

測的級分已經比平時在校普遍平均分數還高出許

多，那可謂是「高攀型」，加上錄取的校系如果

又是自己喜歡的話，就不用考慮指考，直接去

唸！但如果學測考得不理想、沒有發揮平常水

準，雖然有上榜，但是屬於「低就型」，那就可

以考慮拚一拚指考。

他表示，回台的管道相當多，對於台商的子

女來說，並不用擔心選擇性不夠。

是危機也是轉機�

將挑戰轉化為實質的競爭力

張財銘博士認為，無論兩岸政治再怎麼變

化，升學制度如何複雜，身處在兩岸之間的台商

子弟其實也掌握了整合兩岸文化的關鍵能力，他

們不僅對大陸有深刻的了解，韌性也是兩岸之

最，未來整個世界經濟的重心，必然以東亞的華

人地區為主，而兩岸人才的交流，更是這個地區

的主要脈動，在這兩個環境之下成長、求學、茁

壯的台商子弟，未來有機會成為掌握兩岸交流能

力的優秀人才。

　�台灣學測升學輔導三部曲落點分析、備審資料、口面試輔導。

　�台灣區 TRML 高中數學競賽。圖／樂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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