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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 8 月 20 日下午 1400 學術行政主管會議 議程 

工作報告 

主旨：10 年招生策略發展之研擬目的，建立各行政單位協助各學院系所的招

生方式！HOW DO?! 由『成長韌性 動力永續』- 招生的策略 Part I, II, 

III 進展為 -『韌性成長 永續動力』（圖 1）。 

 

 

 

 

 

 

 

 

圖 1 韌性成長 永續動力之招生策略三角結構 

 

「10 年招生策略發展」小組會議之研擬內容： 

Part I 建置『招生職涯』一條龍  並請各處室將 KPI 一同列入  

如何深刻自我檢討的勇氣，如何挑戰高超的危機處理跟公關策略!﹖ 

面對教育資源的稀釋與相關友校系所的競爭下，以及四大不可逆（學校經營無法改

變的事實）：a 少子女化；b 學雜費調整不易；c 大學自主的限制；d 學校不變的預算

經費！等。此外，教育部新時事：1. 第二專長學士班（35-50 歲）；2. EMI 的執行不變

但放慢腳步；3. AI、半導體效應；4. 百億學生海外圓夢基金（預定 3 年）等多重困難

壓力下，本校為能朝向招生持續站穩腳步，針對「10 年招生策略發展 Part I」之教學資

源的整合、產學的密切合作、推動校園的永續、大學的社會責任及邁向國際化的挑戰等

之共識策略如下： 

 各學系所『攬生、育生、留生、成生』關鍵的執行項目 

Part I 建置『招生職涯』一條龍 

『攬生、育生、留生、成生』 

Part II 各學制招生改善策略 Part III 10 大招生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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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攬生」：適才學生，實值策略 

(1) 各學系所聲譽，以及被選擇的質優特色與亮點的建立。 

(2) 系所網站容易搜尋點閱，資訊內容的完整性，有利於學生對系專業發展的了解。 

(3) 針對多元管道招生策略（特殊選才、繁星、申請入學、分科考試及碩博士班等），

各學系所需提出提高註冊率之具體作法。 

 教務處協助相關資料：各學制重點高中等； 

 研發處提供 103-112 年各學不同管道的招生大數據等； 

 學務處提供各校區生活、場域、宿舍或賃居、社團等生活方便性的協助資

訊；提供政府補助之外的其他安定就學及激勵學習之獎補助等； 

 國際處協助海外僑生、外籍生等招生策略。 

(4) 向下扎根強化與高中（舊雨新知）的連結； 

(5) 未來 3 至 5 年各學系所規劃之招生策略。 

 

2. 「育生」：入學安置，學系茁壯 

(1) 規劃有利學生學習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各科目教學目標等，並檢核各項指

標（核心能力等）之具體明確性。 

(2) 教師能用心教學及輔導學生，建立師生互動良好。 

(3) 108 課綱優化的學習，讓學生穩定就學，專業課程安排及職涯進路輔導等。 

 教務處提供『嘉義巡禮 Part I, II, III』，相關研習與『嘉大心』講座等； 

 學務處提供相關『職涯進路輔導與校友講座』等。 

(4) 建置符合現代社會對學系的人才培育，且能在老師的教學引導下，培養學生解

決問題的實務能力，進而考量與系所發展的視野！ 

(5) 教與學之空間、設施及軟硬體設備充足且維護良好。 

 

3. 「留生」：專業成長，學習地圖 

(1) 相關措施：課程地圖、專業就學輔導、多元學習（學程、雙主修及輔系）、跨域

學習及專題實作等精進實務導入等，提供學生培養第二專長及強化生涯發展能

力之機會； 

(2) 課程規劃良好，有助培養語文（EMI）、數位資訊（程式、AR、VR）等基本涵

養及就讀科系之專業能力，成績考評要公平合理； 

(3) 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教務處推動學習地圖（未來職涯發展、規劃個人志業方向、國際化、推動跨

領域課程等）； 

 研發處連結各公務學術單位的合作、加強專業產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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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推處、各學院媒合訂單式生產、企業產學合作等。 

(4) 強化課程與社會脈動的結合，分析現在學生的特質、學習方式、生活模式等； 

(5) 研擬吸引學生在校生活及學習意向的發展！ 

 學務處、圖書館及體育室等提供學生願意留在校園的誘因，如社團、圖書

館、自習室、運動場地等； 

 推動國際實質交流，一系一院國際化（國際事務處研擬嘉大十大國際化計

畫；語言中心建置國際化學習語言環境等）； 

 總務處強化校園綠美化、無障礙空間、安全維護、衛生整潔、生活設施（學

生餐廳、醫護室、電梯、廁所、休憩座椅、飲水機、汽機車停車場、人行通

路、指示路標、夜間照明）等； 

 各處室行政制度完善，分工效率良好，又意見反映及溝通管道需暢通。 

 

4. 「成生」：學生未來，職涯活力 

(1) 市場觀點：學生視為「顧客」，考量投入時間與經費； 

(2) 學術觀點：學生視為知識的「合作夥伴」，考量納入時間、過程及心血； 

(3) 創新觀點：學生為「未來財富（校/院/系友）」，考量可開展教學的新動力及學習

的新想法。 

 強化「優點」及營造「特色」的必要條件 

檢視現有「優點」係指「長處，美好的特點」；「特色」則指「與眾不同的地方」，以

利採取有效的精進措施： 

(1) 學校或科系聲譽【秘書室、各系所】。 

(2) 網站容易搜尋點閱，資訊內容完整，有利對學校及科系運作狀況的了解。【電算】 

(3) 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各科目教學目標、各種檢核指標具體明確，有利學生進行學

習規劃。【教務處、各系所】 

(4) 教師能用心教學及輔導學生，師生互動良好。【學務處、各系所】 

(5) 課程規劃良好，有助培養語文、資訊等基本能力及就讀科系之專業能力，成績考評

公平合理；且能提供學生培養第二專長及強化生涯發展能力之機會。【教、各系所】 

(6) 教與學之空間、設施及軟硬體設備充足且維護良好。【總務處、各系所】 

(7) 建置國際化學習環境，推動國際交流。【國際處、各系所】 

(8) 校園綠美化、無障礙空間、安全維護、衛生整潔、生活設施（學生餐廳、醫護室、

電梯、廁所、休憩座椅、飲水機、汽機車停車場、人行通路、指示路標、夜間照明）

等。【總務處、各系所】 

(9) 提供政府補助之外的其他安定就學及激勵學習之獎補助或協助。【學務處、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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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提供場域、宿舍或賃居等生活方便性的協助。【學務處、各系所】 

(11) 提供學生願意留在校園的誘因，如社團、圖書館、自習室、運動場地等。【圖、體】 

(12) 行政制度完善，效率良好，又意見反映及溝通管道暢通。【各處室、各系所】 

嘉義大學目前在逐漸少子化的社會環境，加上相關友校系所的競爭下，如何面對教

育資源被稀釋，並能朝向招生面臨窘境的突圍，而持續站穩腳步，實為校務發展對於推

動招生事務的一大挑戰，期待各處室具有韌性，能在成長中銳變，更能勤奮邁前的解決

危機，共同與學術單位再創新契機。 

 

 

Part II 各學制招生改善策略  

未來院系所建置如行政處室 KPI 一同列入  

 「學生為中心」的專業模式，挑戰突破，創造雙贏 Win-Win 之可行性。 

 追求「唯一」（不可取代的特色）較「第一」（如：評鑑）者更為重要。 

 核心價值，諸如：特色化、在地化、國際化、產學合作或其他方向發展。 

 各行政及學術單位納入共同討論的議題，諸如：自主學習方式（涵養、態度）

等。(4) 學生課程安排及畢業流向追蹤之相關性：入學安置（課程地圖）、就學

輔導（專業學習）及職涯進路（學習地圖）等的建置。 

 行政學術的效率與效能，架構與結構系統的根本性的差異！ 

1. 大數據分析的應對！【研發處】 

2. 不同學制、不同招生方式，採用不同的策略，相關的執行策略！【教務處、

各處室】。 

3. 針對重點高中做不同宣導，在不同學制上做不同的宣傳！【教務處、各學院

系所】，各院系應建立議題溝通及宣傳效益，能夠分眾化溝通、精準訊息能夠

傳遞到各面向的溝通對象。 

4. 各學系特色亮點及系務發展方向的討論！【各學院系所】，針對教學資源整合、

產學密切合作、推動系務永續、大學的社會責任及邁向國際化的挑戰等。 

 院系級生源名額調整機制、規劃推動各項招生策略 

1. 招生缺額、生源校院系所競爭 

(1) 依新生人數預估（研發處），未來就業概況（學務處職涯中心），縮減及調配系

所招生名額（招生策略委員會）：各院系生源重點高中分析、未來 10 年各縣市

生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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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整申請入學篩選標準；優化選才機制，爭取「最適合」的學生入學（系所生

源）：各系所積極進入地方高中職學校宣導，透過招生說明會及大學博覽會，介

紹本校各式多元創新教學及產業實踐課程等資訊。 

(3) 調整系所發展、學用結合程度（系所課程、特色）：校系訂定較嚴格篩選標準、

108 課綱新舊考招制度轉換差異、教育及語文類科科系衝擊較大。 

a. 規劃系所發展轉型（產業需求方向、AI、EMI…）、強化系所亮點（如：一

系一院一國際化；十大國際化計畫）。 

b. 配合系所發展及學生就業加入『訂單式生產』，進而調整師資聘任方向。 

c. 調整課程結構與內容、提升專業課程質與量（學習+課程地圖+職涯進路）。 

諸如：如何讓大學課程變得有魅力？(1) 課程先後順序的改變（翻轉教學 etc）；(2) 

刺激學生專業追求（適才適教）；(3)更多實作入學考試的變化。 

2. 碩士班招生 

(1) 依據生源特色鎖定特定群體招生。 

(2) 加強碩士先修生招生宣傳（五年一貫）、宣導『訂單式生產』概念。 

(3) 調配系所碩班名額，符應未來趨勢及產業動態。 

3. 調整博士班所屬及課程架構 

為掌握展業趨勢脈動，增加畢業就業實力，有助於博士生未來職涯發展規劃。請盤

點招生現況，積極參與教育部博士班考試入學名額流用試辦計畫，期招生名額有效

運用。加強宣導博士班獎助學金，鼓勵優秀並具研究潛力之博士生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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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I 10 大招生的策略  

 校級生源名額調整機制、規劃推動各項招生策略 

優質的學校常被公認為師資優良，不僅因為其教師的學術成就與影響力，也因為老

師們致力於提高教學質量和研究指導，為學生創造豐富的學術及職業發展機會。所以

能感動在學生、畢業生校友，學生若自動積極為學校宣傳，最具說服力；當學生不幫助

學校或系所宣傳，確實可能對招生工作產生不利影響，因為現有學生的推薦和口碑，往

往是最有說服力的招生工具之一。不過，招生機制及宣傳依然是要做的基本功（感謝部

分資訊由農學院院長提供）： 

1. 建立名額調整機制【教務處、各系所】 

為掌握各學系所招生情形，建立自我管控機制，每學年均依據本校「各學制班別招

生名額調整要點」召開「招生名額審議委員會」，針對註冊率不佳之系所（進修部…），

適度調整其招生名額，以提升在學人數及新生註冊率。 

2. 招生現況檢討、滾動修正招生策略【教務處、各系所】 

每學年藉由瞭解各班別招生狀況，進行招生檢討與調整招生名額，同時配合 IR 校務

研究分析，包含各學制招生報名情形、報到狀況，學生來源學校分析等，以資料彙

總成冊，提供系所參考並適度調整招生策略，達到學校整體之永續經營目標。又為

改善招生困境，積極規劃推動各項招生策略，邀集各系所師長籌組招生

宣導團隊，拜訪重點及潛在高中以擴展生源、強化 IR 資料庫與分析，

確認標的客群以加強宣導與深化連結、邀請相關他校或業界專家進行

相關招生講座及交流，拍攝本校特色招生影片，透過網路及社群媒體增

加本校能見度，以利招生策略推動，優化招生簡章以達精準招生。 

3. 多元化的信息傳播《需更積極推動追蹤考核》【秘書室、國際處、各系所】 

招生宣傳可以透過多種管道傳遞信息，包括學校網站、社群媒體、宣傳手冊和校園

教學活動或參觀等。這些管道可以含蓋到更廣泛的受眾，即使學生不主動宣傳，這

些管道依然能夠有效地傳達學校的信息和特色。 

4. 系所專業形象與品牌塑造《有利口耳相傳》【各系所、教務處】 各院系所 KPI  

專業的招生宣傳材料與資訊可以展示學校系所的品牌形象和教育品質，強調學校的

人才培育特色、學術優勢、設施與資源等，來吸引潛在學生。頂尖大學的教授和其

教職員工在各自領域的成就和影響力通常廣受認可。學校注重跨域研究和教學，提

供較豐富的學術資源和機會。 

5. 重視校友及教職員工的角色《應可積極推動》【秘書室、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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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現有學生，校友和教職員工也是重要的宣傳資源。各系所校友的成功故事推介

宣傳、典範大師講堂的開設和教職員工的專業成就都能為學校系所增添可信度和吸

引力。 

6. 舉辦教學活動及參觀《可積極鼓勵，從高教深耕挹注經費支持》【學務處、院系所】 

如何實踐校園開放日（例如校慶…）、校園參觀和體驗課程等活動，讓潛在學生和家

長親身感受學校的氛圍和文化，可以彌補招生宣傳的不足。 

7. 大數據及成就展示《如何呈現招生吸引力⋯》【研發處、各系所】 

展示學校系所在各種排名、研究成果、畢業生就業率和升學率等方面的數據和成就，

應能有效吸引學生和家長的關注。 

8. 針對性的市場營銷《各單位已努力執行中…》【秘書室、研發處、國際處、各系所】 

利用數據分析和市場研究，針對特定群體進行定向宣傳，提高宣傳的效率和效果。 

9. 創建學生招生大使計畫【學務處、國際處、師培、院系所】 

可以鼓勵熱心的學生參與學生大使計畫，為學校宣傳，分享他們的真實體驗和感受。 

10. 召開「十年招生策略發展」研擬小組會議【教務處、各處室、院系所】 

針對招生策略之議題進行校務研究，據以研擬優質有效之招生相關配套與策略，如

積極至高中端辦理招生宣導、辦理高中生大學體驗營、教師至高中端進行課程共備

或授課、各系所學生高中母校進行招生宣導、爭取師培公費生名額等，以因應招生

大環境改變。 

總之，雖然現有學生的宣傳確實非常重要，但透過多管道及多策略的招生宣傳，學

校仍可有效地吸引招收更多優秀的學生。 

依此推動「嘉義大學 10 年招生策略」的邁進，始於翰謙治校理念之一：『招生-節節

優質永續傳承』，加上『打造有溫度的品牌嘉大，需擁有「嘉大心」：和諧『愛校心』、

團結『力量心』、互相『關懷心』、抱持『同理心』；培養學生具『關鍵力』、『適性力』、

『跨域力』、『國際力』、『終身力』的「嘉大力」；全校教職員工生能具備『責任感』、『使

命感』、『成就感』、『共有感』、『光榮感』的「嘉大感」』。這樣的加持五心、五力、五感，

需各位主管的參與，才能茁壯為『精準招生-優質俱進適才到位』的可及性，共同改變

「校園文化（Campus/Traditional Culture）」，由「當責文化（Accountability Culture）」

出發，形成『嘉大文化（NCYU Culture）』，進而達成落實嘉義大學『招生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