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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動機 

考上好大學未來才能有好的工作、好的出路，這個觀念在大部分的台

灣學生及家長心中已經根深蒂固，而不只是在台灣，平時我們也常在

新聞媒體或是網路上看到有關於韓國高中生升學相關的新聞及題材，

從這些我們能夠瞭解到韓國學生對於升學也是相當重視，因此身為高

中生的我們就想透過了解台灣和韓國的升學制度，來比較兩者之間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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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升學制度及升學考試 

(一) 韓國 

升學制度: 

韓國升學管道分為三種，수시、정시及地區優秀學生。 

수시為考前申請，類似台灣的推甄，可以選擇六個校系申請；정시為

考後申請，可選擇三個校系申請；地區優秀學生則類似繁星計畫。 

수시、정시簡單來說可用每年 11月舉辦的修能(大學修學能力考試)

做為分界點。而韓國修能考試一年只有一次，沒有學測，韓國推甄重

視高中三年表現和面試(視學校規定)，而韓國指考則不看在校成績，

主要看大考成績和面試表現。 

近年來，韓國逐年提高推甄入學的人數占比，由此可知，推甄是入學

的最主要管道，想用推甄上大學的高中生，要持續管理的就是「學生

簿」和「內審管理」，前者是各種校內外表現、活動等；後者就是要

維持考試成績等級。 

 

升學考試: 

大學修學能力試驗，簡稱修能、大修能、CSAT、CAT，又稱韓國學測

或韓國聯考，為韓國的全國性學業水準測試。修能考試由韓國教育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F%93%E5%9C%8B%E6%95%99%E8%82%B2%E8%AA%B2%E7%A8%8B%E8%A9%95%E5%83%B9%E9%99%A2&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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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評價院管理及舉行，在大學入學前一年的 11 月中的星期四進行，

以一日完成。 

 

(二) 台灣 

升學制度: 

台灣的升學制度主要分為以下七種: 

1、特殊選才 

 各校甄試及放榜時間多集中於 11~12 月 

 不須經過學測、指考，只需繳交資料及面試 

 具有特殊才能、經歷或成就的學生 

 大學自訂簡章，名額少，門檻高 

2、繁星推薦 

 基本條件：全程就讀同一所高中，修滿高一、高二各學期之應屆

畢業生高中前四個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符合大

學之規定 

 第 1 比序統一規定為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生僅能以通過校系訂定之學測檢定標準之學系為志願 

 學校推薦符合條件之學生，參加一所大學一類學群之學系， 參

加比序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F%93%E5%9C%8B%E6%95%99%E8%82%B2%E8%AA%B2%E7%A8%8B%E8%A9%95%E5%83%B9%E9%99%A2&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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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人申請 

 兩階段考試：學測+指定甄試項目 

 指定項目甄試：校系指定第二階段甄試 項目，如面試、 筆試、

備審資料…等 

 每年 3 月初報名、4 月面試 

 每個人選擇 6 個校系報名 

4、考試分發入學 

 採計<指考>3~5 考科  

 檢定可採學測五標(最多兩科目)作為標準 

 上網選填 100 個志願進行電腦分發 

 考科愈多,可填志願數愈多,但課業負擔也愈重 

5、科技大學申請入學  

 成績採計：學測 + 指定項目甄試 

 每人以申請 5 校系為限  

 3 月報名+ 4 月面試或書面審查(不少校系無面試)  

 科大以招收高職畢業生為主，僅提供部分學系， 部分名額給高

中生申請 

6、軍警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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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專科學校: 採學測成績或獨立招生考試(包含體格檢查、體

能測驗、口試) 

7、獨立招生 

 

升學考試: 

第一種為大學入學學科能力測驗，簡稱學測，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

進入大學的基本常識。 

第二種為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簡稱指考、指定科目考試。 

 

二、工作出路 

(一)韓國 

在韓國，大三的學生會著手準備各項資格證書，包括中英文的檢

定考、Word、Excel 等等，韓國大學生為了就業，也會拼命考多

益提高分數，還必須要自己挑戰與本科系相關的比賽或者到公司

實習、打工，充實自己。 

等到大四，就會為了畢業後考到像三星、現代、LG 的大公司，

先行準備「入社考試」，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基本考試，包含數

學、歷史和韓文等，依分數分發到各個部門。 

至於，那些即將畢業卻沒考上的人，就會選擇延畢，因為在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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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畢業生較為吃香，公司不愛聘用非應屆畢業的年輕人，而延

畢的年限是 2 年，在 2 年內，還沒找到工作的人，會拚盡全力找

到一份稱職的工作，即便韓國大學的學費十分昂貴，他們也願意

犧牲這筆錢，換取一輩子的衣食無憂。 

南韓教育部「韓國教育開發院」的調查資料（調查對象為 2016

年 8 月到 2017 年 2 月應屆畢業大學生），畢業前已經成功找到職

場的人，約只有三成五，卻有近五成五的學生，都在畢業後才開

始投履歷面試。詳細而言，約有 40%的應屆畢業生，在畢業後六

個月內找到工作，而更是有高達 21.8%的人，花上六個月以上到

一年的時間，尋尋覓覓才成為社會新鮮人，剩下 3%的畢業生，則

是花了一年以上，才順利踏入職場。 

 

三、考試禁忌和習俗 

(一)韓國 

考試禁忌: 

 不喝海帶湯跟吃麵包。在韓國海帶湯是很常見也很重要的一道料

理，他們會在生日、坐月子的時候喝海帶湯，但在考試的時候並

不會喝，因為海帶很滑，分數會滑掉。麵包也千萬不能吃，因為

麵包的韓文跟零分為同一個字，吃了的話可能就要拿到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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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麥芽糖。吃麥芽糖、年糕、糯米糕等等甜食，讓考生的名字可

以黏在榜單上，也讓要考試的內容可以被黏在腦海裡。 

 送考生叉子或鏡子之類的禮物。這些東西在韓語和「考」是同音，

所以送鏡子類的禮物本來是好好看鏡子，但也可以代表好好考試

的意思。 而送叉子則有叉中對的答案。 

 送廁紙。送考生廁紙並不是要讓他們用，而是廁紙很好拆，希望

他們能把考題順利拆開拆開。 

還有像是和台灣一樣的不能剪頭髮、不能掉東西和高考禁曲等。 

 

考試習俗: 

喝釀了 100 天的酒考試、吃首爾大學出的巧克力或喝延世大學出的牛

奶。而韓國的傳統就是低年級學生跪拜考生，在韓國學生的心中不只

是對學長姊的勉勵，更是期許自己未來可以考好成績。    

 

(二)台灣 

考試禁忌: 

 考前一百天不可以吃牛。聽說牛是文昌帝君的坐騎，如果吃牛的

話，文昌帝君就不能幫你送分數來了。 

 考前一個月不能剪頭髮。會把考運剪掉。也有人會把額頭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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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運比較好。 

 考前一星期不剪指甲、刮鬍子。可能會把分數剪掉。 

 

考試習俗: 

拜文昌帝君、拜高粽(高中)，忌鴨蛋、「蔥」和「芹菜」有「聰明」

跟「勤奮」的意思、「竹筍」和一瓶「油」去參拜，祈求自己「加油」

和「順順利利」。 

 

 

四、讀書環境 

(一)韓國 

韓國讀書房: 是一間獨立木造的空間，甚至還有避免外界妨礙而加裝

的門片。一開始的用途是讓人不用改裝房間，也能自然的多出讀書的

空間，是個家庭用 K 書中心的概念，但在韓國卻被不少家長拿來監視

孩子讀書的空間，即使這樣的木造讀書箱要價不斐(200 萬韓元，約 6

萬台幣)，甚至取得專利，據說仍造成搶購。產品理念是幫助孩子在

一個更安全，更舒適的空間中學習而不會受到干擾。 

構造: 裡面有桌子、椅子、白板、燈、書架架子、電源插座，甚至還

有腳底指壓滾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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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 

台灣 K 書中心:台北車站有許多 K書中心，例如: 長青 K 書中心、狀

元 K 書坊、學成 K 書中心等。 

大多都有個人位、討論室，也有販賣咖啡或輕食點心。 

 

 

 

 

五、背後壓力 

(一)韓國 

韓國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就是從早上 6、7 點通勤上學，下午 4 點

下課以後晚自習，晚上 9、10 點結束後再到補習班，回家時已

是凌晨 12、1 點。 

而根據韓國統計廳的調查，超過七成的韓國學生有接受補習班

的教育；小學生每週平均上課 6.7 小時、初中生 6.4 小時、

高中生 4.9 小時。 

從上面這些資料看來，韓國學生一整天的時間不是在學校就是

在補習班度過，因此同儕間的比較及影響，一定在壓力來源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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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小的部份。同時，父母為了不讓自己的小孩差人一等，大

多數人都會選擇跟隨主流，將小孩送進補習班。這也能看出韓

國父母相當重視兒女的教育，平均一個學生每月就花掉 27.1

萬韓圜（約新台幣 7,400 元）在私人教育上，當中以首爾家長

最多，每月的金額超過 51 萬韓圜（約新台幣 1.4 萬元）。父母

在兒女身上花的錢越多，自然也就希望得到更好的成果，同時

也擁有一種子女過得好不好，都是父母責任的觀念。然而就是

因為這樣的想法跟期待，更是加重了小孩身上所背負的壓力。 

 

(二)台灣 

台灣的上課時間為早上 07:30到下午 05:00，平均上課時間為 9.5

小時，和韓國學生相同，台灣學生在下課後，仍然需要到補習班

讀書，根據 2017年的資料顯示，高中學生參加家教補習的比率為 75.6

％、每周約有 4.5 小時，比例和韓國學生差不多，台灣學生大部分時

間也都是在學校和補習班度過，只要有競爭，就會有壓力的存在，而

董氏基金會公佈六都國、高中生青少年憂鬱程度調查，結果發現有

23.9％情緒起伏不定，13.3%有明顯憂鬱情緒，其中前三大原因是，

有 64.8%的人因「課業考試壓力」、47.8%「對未來不確定性」、39.5%

「人際關係」等。台灣的學生和韓國的學生相同，多數都背負著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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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望，有些學生甚至沒機會去探索自己喜歡什麼，只能照著父母的

期待選擇自己的志向，因此來自父母的壓力肯定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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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總結 

透過以上的資料，我們更了解了有關於韓國高中生升學的資訊， 

從這些也能看出其實台灣和韓國的高中生是很相似的，每天在學

校和補習班待上好幾個小時，社會上對於「唯有讀書高」的觀念

都很深，學生都背負著很大的升學壓力，因此也造成了許多影響，

至於要如何改善這些影響和問題，也是每個國家需要面對的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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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資料來源 

https://sundayss.pixnet.net/blog/post/352620560 

http://web.hshs.ntpc.edu.tw/%E5%8D%87%E5%AD%B8%E8%A8%8A%E6%

81%AF/h4Tapply.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A6%96%E9%A1%B5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529483?page=3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international/blog/25012 

https://news.knowing.asia/news/5aebfd9f-a932-4cb9-856f-c0c3

aff04a1b 

https://taiwan.sharelife.tw/article_aid-379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7%E8%80%83%E5%89%8D%E8%BF

%B7%E4%BF%A1%E6%9C%89%E7%94%A8-%E7%B6%B2%E6%9B%9D%E7%A5%9E%

E6%8B%9B-%E7%9C%9F%E7%9A%84%E6%9C%89%E5%B7%AE-150018267.htm

l 

https://kimchi4sell.com/%E9%9F%93%E5%9C%8B%E6%96%87%E5%8C%9

6/%E9%9F%93%E5%9C%8B%E5%82%B3%E7%B5%B1%E6%96%87%E5%8C%96/%E

3%80%90%E9%9F%93%E5%9C%8B%E7%A6%81%E5%BF%8C%E3%80%91%E7%82%

BA%E4%BD%95%E8%80%83%E8%A9%A6%E5%89%8D%E4%B8%8D%E8%83%BD%E5

%96%9D%E6%B5%B7%E5%B8%B6%E6%B9%AF%EF%BC%9F/ 

https://sundayss.pixnet.net/blog/post/352620560
http://web.hshs.ntpc.edu.tw/%E5%8D%87%E5%AD%B8%E8%A8%8A%E6%81%AF/h4Tapply.htm
http://web.hshs.ntpc.edu.tw/%E5%8D%87%E5%AD%B8%E8%A8%8A%E6%81%AF/h4Tapply.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A6%96%E9%A1%B5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529483?page=3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international/blog/25012
https://news.knowing.asia/news/5aebfd9f-a932-4cb9-856f-c0c3aff04a1b
https://news.knowing.asia/news/5aebfd9f-a932-4cb9-856f-c0c3aff04a1b
https://taiwan.sharelife.tw/article_aid-379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7%E8%80%83%E5%89%8D%E8%BF%B7%E4%BF%A1%E6%9C%89%E7%94%A8-%E7%B6%B2%E6%9B%9D%E7%A5%9E%E6%8B%9B-%E7%9C%9F%E7%9A%84%E6%9C%89%E5%B7%AE-15001826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7%E8%80%83%E5%89%8D%E8%BF%B7%E4%BF%A1%E6%9C%89%E7%94%A8-%E7%B6%B2%E6%9B%9D%E7%A5%9E%E6%8B%9B-%E7%9C%9F%E7%9A%84%E6%9C%89%E5%B7%AE-15001826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7%E8%80%83%E5%89%8D%E8%BF%B7%E4%BF%A1%E6%9C%89%E7%94%A8-%E7%B6%B2%E6%9B%9D%E7%A5%9E%E6%8B%9B-%E7%9C%9F%E7%9A%84%E6%9C%89%E5%B7%AE-15001826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7%E8%80%83%E5%89%8D%E8%BF%B7%E4%BF%A1%E6%9C%89%E7%94%A8-%E7%B6%B2%E6%9B%9D%E7%A5%9E%E6%8B%9B-%E7%9C%9F%E7%9A%84%E6%9C%89%E5%B7%AE-150018267.html
https://kimchi4sell.com/%E9%9F%93%E5%9C%8B%E6%96%87%E5%8C%96/%E9%9F%93%E5%9C%8B%E5%82%B3%E7%B5%B1%E6%96%87%E5%8C%96/%E3%80%90%E9%9F%93%E5%9C%8B%E7%A6%81%E5%BF%8C%E3%80%91%E7%82%BA%E4%BD%95%E8%80%83%E8%A9%A6%E5%89%8D%E4%B8%8D%E8%83%BD%E5%96%9D%E6%B5%B7%E5%B8%B6%E6%B9%AF%EF%BC%9F/
https://kimchi4sell.com/%E9%9F%93%E5%9C%8B%E6%96%87%E5%8C%96/%E9%9F%93%E5%9C%8B%E5%82%B3%E7%B5%B1%E6%96%87%E5%8C%96/%E3%80%90%E9%9F%93%E5%9C%8B%E7%A6%81%E5%BF%8C%E3%80%91%E7%82%BA%E4%BD%95%E8%80%83%E8%A9%A6%E5%89%8D%E4%B8%8D%E8%83%BD%E5%96%9D%E6%B5%B7%E5%B8%B6%E6%B9%AF%EF%BC%9F/
https://kimchi4sell.com/%E9%9F%93%E5%9C%8B%E6%96%87%E5%8C%96/%E9%9F%93%E5%9C%8B%E5%82%B3%E7%B5%B1%E6%96%87%E5%8C%96/%E3%80%90%E9%9F%93%E5%9C%8B%E7%A6%81%E5%BF%8C%E3%80%91%E7%82%BA%E4%BD%95%E8%80%83%E8%A9%A6%E5%89%8D%E4%B8%8D%E8%83%BD%E5%96%9D%E6%B5%B7%E5%B8%B6%E6%B9%AF%EF%BC%9F/
https://kimchi4sell.com/%E9%9F%93%E5%9C%8B%E6%96%87%E5%8C%96/%E9%9F%93%E5%9C%8B%E5%82%B3%E7%B5%B1%E6%96%87%E5%8C%96/%E3%80%90%E9%9F%93%E5%9C%8B%E7%A6%81%E5%BF%8C%E3%80%91%E7%82%BA%E4%BD%95%E8%80%83%E8%A9%A6%E5%89%8D%E4%B8%8D%E8%83%BD%E5%96%9D%E6%B5%B7%E5%B8%B6%E6%B9%AF%EF%BC%9F/
https://kimchi4sell.com/%E9%9F%93%E5%9C%8B%E6%96%87%E5%8C%96/%E9%9F%93%E5%9C%8B%E5%82%B3%E7%B5%B1%E6%96%87%E5%8C%96/%E3%80%90%E9%9F%93%E5%9C%8B%E7%A6%81%E5%BF%8C%E3%80%91%E7%82%BA%E4%BD%95%E8%80%83%E8%A9%A6%E5%89%8D%E4%B8%8D%E8%83%BD%E5%96%9D%E6%B5%B7%E5%B8%B6%E6%B9%AF%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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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4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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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1368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126690?page=3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3330636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3247076?page=2 

https://health.ettoday.net/news/1250361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8313 

 

 

https://www.popdaily.com.tw/korea/576481
https://tammytwkr.pixnet.net/blog/post/223353403
https://kknews.cc/zh-tw/education/y8nmzpn.html
http://istudycube.co.kr/
https://www.stskbook.com/
http://www.hibook.com.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39073
http://www.hibook.com.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39073
https://tammytwkr.pixnet.net/blog/post/226965758
https://sundayss.pixnet.net/blog/post/352620560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4166916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4166916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1368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126690?page=3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3330636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3247076?page=2
https://health.ettoday.net/news/1250361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831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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