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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給學弟妹的話： 

剛開始了解特選，發現大家都是參加了許多全國競賽，或是在自己的專長

上有非常出眾的作品，我心想，那麼究竟要有多特殊才是特殊？ 

過程中，我準備得很匆忙，在簡章出來後，才下定決心要做，我不是一個

有自信的人，在報名之前也是一直找老師詢問，無論是熟悉的班導或科任老

師，輔導處老師也非常願意幫助在迷茫中的我，在決定要做特選之前，學弟妹

不妨找以上的師長們聊聊，做個評估。 

二、 可參考網址： 

1. 112 特殊選才各校簡章下載 ：可以搜尋關鍵字「特殊選才」，找到官方網頁

（如下圖），瞭解所有大學特選簡章、日期、網址、招生名額。 

 
2. 特殊選才/ 個人申請 備審撰寫小撇步 : 可搜尋 IG「Jerry Chiu」Sep 23, 2021 文

章，瞭解準備方向、實際經驗、案例分享 

 

https://347.com.tw/exam-info/40/260/110/2021%E7%89%B9%E6%AE%8A%E9%81%B8%E6%89%8D%E5%90%84%E6%A0%A1%E7%B0%A1%E7%AB%A0%E5%BD%99%E6%95%B4
https://medium.com/%E5%8F%9B%E9%80%86%E9%9D%92%E5%B9%B4%E7%9C%8B%E7%A4%BE%E6%9C%83/%E7%89%B9%E6%AE%8A%E9%81%B8%E6%89%8D%E5%82%99%E5%AF%A9%E6%92%B0%E5%AF%AB%E5%B0%8F%E6%92%87%E6%AD%A5-cdd3b5dfdbc7


三、 做特選前要準備什麼： 

要有「絕對不會半途而廢的決心」。做特選，不像讀書有老師教導知識，

從頭到尾都必須親自完成，過程中會感到徬徨和不確定，會因為懷疑自己而放

棄。在我有這種心態出現時，朋友會給予我鼓勵和支持，有疑問也能尋求有經

驗的學長姊幫忙，雖然打備審是自己的事，但絕對不是孤單的。 

要「保持正確心態」。不是報名特選就一定會上，可以把特選當作是多一

個升學管道，但千萬不要把學測放掉，且有些大學很看重在校成績，百分比約

落在 20~25%，保持穩定的在校成績，對未來的繁星也非常有優勢。 

「對自己有一定的了解度」。備審資料從頭到尾都在闡述自己，並沒有正

確答案，能夠讓教授在短時間內瞭解你的個人特質或專長是非常重要的，怎麼

描述個人魅力，是打備審資料內容中，最重要的一環。 

 
四、 為何想做特選： 

我報名的是大眾傳播系，是因為高二時，發現自己對攝影有興趣，且付出

實質行動，做出了一些成果。在聽到特殊選才講座時，我不禁想是不是我也能

嘗試看看，於是我上網看簡章，尋找是否有符合自己興趣跟資格的校系。 

 
五、 怎麼評估自己的優點、亮點、特色： 

假設你有偏科 (ex.國文總是校排前 X 名)、特殊技能 (ex.鋼琴十級) 、特殊經

驗 (ex.辦過攝影展) 或是競賽得名優異 (ex.全國音樂大賽 X 名) 都是非常加分的，

若社團幹部跟科系有相關也可以 (ex.大眾傳播社公關職位)。 

 
六、 特殊選才做備審資料會花多少時間？過程中，辛苦點是什麼： 

以靜宜大學為例，簡章公告日期 :9/26   報名(資料上傳)日期：11/1~12/1  

我做得比較急，在十月才開始動作找資料打備審，但學弟妹可以從現在就

開始準備整理以前的相關資料，多看看喜歡的校系需要的是什麼人才，往這方

面去準備（ex.考證照、比賽、檢定）對自傳更有利。 

而最辛苦的點，是要發掘自己，你有什麼樣的優勢、特點，要怎麼利用備

審和面試，讓教授在眾多人裡選擇你。特選這個入學管道只佔 1％，在準備過程

中一定會懷疑自己，導致沒有信心繼續下去，而且那時候離學測倒數不到三個

月，變成要一心二用，兩邊都會沒把握。 

 

七、 報名程序、費用多少： 

每間學校的報名程序無論科系，基本上都是同樣的操作模式，在簡章出來時就

能看到正式的報名程序了。幾乎都是「報名→上傳資料（繳費）→一階通過

（書面備審）→二階通過（面試）→放榜」。費用就是看每間學校的公告，通

常落在 600~1200 新台幣。 



八、 什麼樣的人「不適合」特殊選才： 

較沒有出眾的才能或優勢，或學習成績較平均（沒有特別偏科）這樣的人

用繁星更有優勢，申請也可以。 

 

九、 如果特選沒上榜怎麼辦？如何調適心情和後續的規劃： 

像一開始說的，可以把特選當作「多一個」升學管道，但不要把它當作唯

一的管道，學測不能放掉。就算特選沒上，也不代表全部失敗，可以把特選的

備審資料和面試經驗用在個申上，等於你比別人先體驗到一次大概的面試模

式，大家在忙學習歷程和自傳的時候你也比別人輕鬆。 

失落是一定會有的，但要清楚自己的身份，不要自暴自棄覺得特選沒上就

是失敗者，而影響學測的準備，你已經比許多人勇敢願意跨出這一步了，給自

己加油打氣，休息一下子接著再努力往下走。 

 
十、 我一開始就有考慮用特選嗎？綜合考量後為什麼會這樣選擇： 

我一開始從沒想過自己會用特選，在高二了解特選後，我一直覺得那就是

要特別優秀的人才可以用，也不敢做夢覺得自己有那個能耐，倒不如好好準備

學測就好，是一直到九月份高三時，學長姐的成功案例讓我很心動，那陣子老

師們也一直在鼓勵，於是我自己上網看更多範例，是不是自己目前的條件有機

會才決定行動。 

我在國中時得過一些音樂比賽的獎項，雖然看起來跟大傳系不太相關，但

其實教授也會希望你在專長之外，還有別項技能，他們會覺得你精通很多他們

領域外的事，會更加分，加上我十月份開創自己的攝影工作帳，十一月份參加

了靜宜大學大傳系辦的營隊，才覺得自己有機會。 

 

十一、 備審資料要怎麼寫： 

其實這沒有什麼固定答案，在網路上的範例也是各式各樣的，但我在準備

時會假設自己是教授，今天有 50 多位學生我要選出 5 個人，那我要第一眼看到

的是他，有清楚的標明、自己的特色，簡潔不攏長，因為沒有那麼多時間去了

解你這個人的故事，所以最後我選擇了一個最普通的白底黑字，沒有過多顏色

或樣式，但卻能讓教授很清楚地看我想表達的東西。 

 

十二、 怎麼寫比較吸睛？小巧思是什麼： 

1. 封面：簡潔俐落就好，讓教授知道你就讀哪裡、名字、想報的科系，記得要

打「完整名稱」，如下圖： 



 
2. 小巧思：一定要附目錄，教授可以選擇他特別要觀看的是什麼，不用慢慢

翻，耐心被磨損也不想看了，所以頁碼也非常重要，如下圖： 

 
3. 照片可以多：人類都是視覺性動物，圖片多比較吸睛，且能讓教授知道你不

是口說無憑，可以在圖片旁邊用文字標記，更直觀的讓教授知道你想表達的

重點，最後再用文字補充說明，把內容呈現的更豐富不空洞，如下圖： 

 

 

 



 
4. 大標要清楚，小標做統整：自傳不是在打小說，字那麼多教授會看不下去，

但如果做好了主題分析，教授就能一眼去看想看的內容。 

 

 
5. 讀書計畫小巧思：可以利用「近程、中程、遠程」去做段落，多看該系的課

表，明確指出想修什麼課，讓教授知道你有用心在了解他們系。去年學姐範

例是用表格，而我是用時間軸的方式，只要表明清楚就好。 

 



十三、 面試問題：因為靜宜不用面試，故無法回答 

十四、 確認上榜之後，要注意什麼事： 

放榜後不代表你就上了，他只是一個成績單的概念，所有的正備取都會在

上面，不管正備取，你還需要注意時間去填就讀意願，填了就讀意願也可以在

時間內放棄，若沒有放棄就不能參加後續的繁星和個申，且放棄後不能再反悔

填就讀意願，請學弟妹們務必想清楚再做決定。 

 

十五、 放榜後，高三寒假和下學期有什麼規劃： 

如果真的確定要用特選資格升學了，說實話真的會比別人輕鬆很多，畢竟

已經沒有升學壓力了，但不代表就能擺爛，可以利用多出來的這段時間做很多

事（ex.考檢定、準備多益）。 

那我自己會利用接客單，增加攝影的實拍經驗，在學測前我一個月只能接

一次，學測倒數那一個月甚至是停擺，所以在上榜後我就開始積極接客單，拍

了許多組照片讓自己更充實經驗更多，除了更熟悉自己的相機，也因此認識了

許多人。 

從一開始只拍身邊朋友，到現在有人會自己找上來，我膽小的個性讓我不

擅長跟陌生人交流，也因為這樣慢慢學著怎麼跟人互動，雖然沒有升學壓力，

可以不用每天泡在書本裡，但我學到更多書本外的知識，需要實踐、遇到挫

折、反思，才能體悟到的經驗。 

所以學弟妹們確定自己上榜後，可以更精進你喜愛並且跟之後科系能銜接

的事物，或是探索嘗試新的東西，不要浪費這多出來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