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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起，高㇐選「分組」(班群)輔導問答集 
東高輔導室 111.5 

    不管新舊課綱，在升上高二的時候，高中生們面臨的第㇐個岔路！在舊課綱的時代，面臨的是高中選組，依照

興趣選擇社會組和自然組；因應 108 新課綱，新課綱調整後，每個學校不再以社會組&自然組區分，現在每㇐所高中

開出的「分組」(班群)都會有些許的不㇐樣。「分組」(班群)看似是新觀念，跨組選填現象普遍，文理組間的區分逐漸

模糊。對㇐個高中學生而言，選「分組」(班群)是㇐生中所面臨的重大抉擇之㇐，因為它是決定未來職業發展方向

的第㇐步與個人生涯發展的重要階段，每個高中會有不同種類的「分組」(班群)，每種「分組」(班群)的課程又會不

㇐樣；在此階段同學們經由統整、試探、分化的歷程，考量興趣、性向、價值觀、個人特質，選擇適合自己的課程

與進路。 

    面臨的是高㇐(下)選「分組」(班群)，雖然高二課程目的僅在試探，多元入學方式中學生也可以自己選擇考科： 

如果同學對自己的生涯規劃有很清楚的了解，老師恭喜你/妳！希望你/妳能朝著自己明確的人生目標去努力追求；

但如果你/妳還不太清楚了解自己未來的生涯發展方向，在此老師就同學們提出的疑問，以書面方式做個解答，希望

能對同學有㇐些幫助。 

在選「分組」(班群)時，可能會有以下【似是而非的觀念和看法】呢，如： 

1、不喜歡背誦史地，所以只好選理組；或由於理科不好，故選文組。 

2、家人都讀某類組，我應該也要讀某類組。 

3、認為聰明的人念理組；不是那麼聰明的人只能念文組。 

4、認為男生應該念理組；女生就要念文組。 

5、文組同學的數學㇐定比理組同學差。 

6、讀文組的同學比較沒有出息；讀理組的同學才比較有前途。 

7、偏向理組：只能選數學 A；偏向文組：只能選數學 B。 

8、文組：大學會用到數學的就選數 A，未來用不到數學的可選數 B。 

9、選數 A，再自學數 B；選數 B，再自學數 A。 

10、抱著「試讀」的心態去選讀，也就是在分組時，就已預留轉組的退路。 

11、跟著同班的好朋友選同㇐類組，而沒考慮到自己的興趣與能力。 

12、升大學選科系時，只要考慮成績分數，不必考慮自己的能力與興趣。 

13、要依據熱門的行業或科系來選擇「分組」(班群)。 

    以上這些想法，常會在選組的過程中，影響同學做正確的決定。但~以上觀念當然都不正確，以下試著以回答同學問

題的方式，幫助同學釐清觀念： 
 

重要㇐【111 學年度起，學測數 A&數 B：「分組」(班群)】 

㇐、㇐下為什麼選數 A 或數 B？ 

答：在 108 新課綱，學習這件事情的主動權，已經移交到學生與家⾧手中。 

【推薦連結】：教育部課程計畫平台。108 課綱，讓高中變得不㇐樣，每間高中開始走出自己的特色；每間高中所

看重的發展類型和修課要求都不㇐樣，在此網站可以依照地區分類，快速取得各高中的連結資料。 

課程架構 99 課綱 108 課綱 

部定必修(教育部指定的必修科目) 138 學分 118 學分 

有學分 校定必修(各高中自行要求的必修科目) 0 4～8 學分 

多元選修(自訂) 60 學分 54～58 學分 

團體活動(自訂:例班級活動、社團、服務學習、

週會…) 
2 節課 每周 2～3 節 

不計學

分 彈性學習(每周:自主學習、選手培訓、特色活

動…) 
0 每周 2～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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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制 108 新課綱下，111 學年度起： 

十二年國教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課程架構 本校 111 年 6 月 3 日 

必選 加深加廣選修 
㇐下學生們選科二上必修-數 A、B 

二下學生們選科三上選修-數甲、㇠ 
高㇐ 高二 高三 

8 學分 8 學分(分為 A、B 兩類) 8 學分(分為甲、㇠兩類) 

 

 
①新型學測：【數學科】將有重大變革，分為數 A、數 B 兩考科，變成六科自由選考(參採最多 4 科)〔國/英/數 A/

數 B/社/自〕→其中數 A 將比過去學測數學科難度更高。 

②多數理工科系採計數 A，但同樣是商學管理類，有些校系採計數 A，有些則採計數 B。 

③111 學年度起分科測驗(即 110 前指考)：直接沿用國文、英文、數 A 或 B 考科學測分數；變成七科自由選考：歷

史、地理、公民、物理、化學、生物、數甲→文組的三個學科（歷史、地理、公民）與理組的四個學科（數甲、物理、

化學、生物）。所以，國文、英文以及數 B 都只有㇐次考試機會，在 7 月的考試中是無法額外擁有㇐次考試機會，

若學測考差的學生，恐難靠分科測驗翻身。 

 

※升學進路分析(招聯會公告版)：依「數學」課程手冊，18學群眾是不同數學能力需求 

資訊學群 工程學群 數理化學群 醫藥衛生學群 生命科學學群 生物資源學群 

AorB A A AoB A AorB 

地球環境學群 建築設計學群 藝術學群 社會心理學群 大眾傳播學群 外語學群 

A AorB B AorB B B 

文史哲學群 教育學群 法政學群 管理學群 財經學群 遊憩運動學群 

B AorB AorB AoB AorB B 

 

學群 

偏文組 跨文組&理組 偏理組 

文史哲、外語、藝

術、大傳、遊憩運

動、法政、財經、

商管 

教育、建築設計、

社會心理、法政、

財經、商管 

工程、資訊、數

理工 
醫 生、藥 農林園牧 

學測

&分

科測

驗 

國英數 B 歷地公 
國英數 B 歷地公/

國英數 A 歷地公 

國英數 A 物化/ 

部分:國英數 B 物

化 

國英數 A 物化生 

國英數 A 物化生/ 

部分:國英數 B 物

化生 

國英數 A 化生/ 

部分:國英數 B

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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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11 學年度課程地圖：

 
 

下列問題自我評估，有利數學 A 或數學 B 的選擇： 

Q1 高㇐數學定期評量成績為何? (班平均以上、低於班平均) 

Q2 對數學學習(演算數學題目)動力為何 ? (強、不排斥 、被動) 

Q3 先了解自己的目標 

Q4 想讀的大學/科大校系參採學測數 A 還是數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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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連結】Colle go：想要認識㇐大堆學系？建議你先認識學群! 

請同學務科系探索經驗，多看教育部連結：「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 Colle go」平台資訊，認識大

學學群、學類、學系。也可搜索大學科系課程地圖，及早釐清科系迷思向自己的方向；做生涯選擇時，興

趣、能力、學費、交通…等都是選擇考量。請結合生涯規畫課，所學善用。 

【推薦連結】：從招聯會首頁連結點選「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完整版查詢系統」，依學

校及系別點選參閱。 

 

【推薦連結】：從招聯會首頁連結點選「大學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參採數學考科查詢系統」，依數學

查詢點選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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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喜歡背的科目，所以選理組？ 

答：別鬧了???~理組也有㇐大堆要背誦的基本知識。其實任何㇐科的學習均以最基本的知識記憶為開始，其次才能做

更深入的理解、分析、綜合、應用等。因此，無法以喜不喜歡『背』做為選組之依據。在現今的考試中，重要的

是要能【理解分析】才是致勝關鍵。 

三、不喜歡史地，故選理組；或由於理科不好，故選文組。這樣的考慮方式正確嗎？ 

答：１、能力和興趣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你/妳只是逃避史地（或數理科），而不是有能力和興趣去選擇理組（或文

組），以後會很辛苦，應慎重考慮。 

２、通常缺乏興趣，與以往學業成績有關。因此建議同學去請教老師正確的讀書方法，試著去除對該科的主觀成見，

努力把學科讀好。 

３、對於不喜歡史地（或數理科不好）而選理組（文組）的同學： 

① 考慮自己的能力與興趣，是否適合念理組（文組）。 

② 如果不適合念理組，同學則必須培養對史地的興趣，且找出學習效率較高的讀書方法，才能勝任愉快。 

    在 108 新課綱 111 學年度起，在目前的多元入學方案中，學測的國文、英文以及數 B 都只有㇐次考試機會。分

科文組的三個學科（歷史、地理、公民）與理組的四個學科（數甲、物理、化學、生物），並非㇐定要科科強棒，才

能選擇好的大學科系就讀。 

    【建議】同學可進㇐步了解自己所想念的大學科系比較重視之重點學枓，再做適當決定。 

四、成績優勢偏向文組，但對理組有興趣，怎樣抉擇？ 

答： １、選擇文組並非要完全放棄理組學科，高二的理組同學也要化學、物理(本校二上二下對開)，因此同學可在高

二重新探索自己想要就讀的類組課程 

２、如果個人理組能力亦不錯，就可考慮依興趣做抉擇。 

３、選分組宜考慮「能力」，興趣是可以在後天培養的。 

五、 成績優勢偏向理組，但對文組有興趣，怎樣抉擇？ 

  答： １、選擇理組並非要完全放棄文組學科，高二的理組同學也要歷史、地理(本校二上二下對開)，因此同學可在高

二重新探索自己想要就讀的類組課程。 

２、如果個人的文組能力亦不錯，就可考慮依興趣做抉擇。 

３、選分組宜考慮「能力」，興趣是可以在後天培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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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果選理組，但數學不好（或自然學科不好）可以嗎？ 

答：原則上，同學們要有㇐個觀念是：「數學」是學習自然學科的基礎，因此，假設你/妳的數學能力確實不好，那麼

可能要有心理準備，選讀理組讀數 A 後需要花費加倍的時間來思考和運算，而理組除了數學 A 外，仍有物理、化

學、生科等學科需要顧好，希望同學能慎重選擇。同樣的，自然學科不好，亦是要有如此的心理準備。 

七、如果對數學有興趣，但不喜歡物理、化學，那該怎麼辦？ 

答：不同類組間的界線因而顯得模糊，你/妳對數學有興趣，可以嘗試選擇偏文組，文組之財經、管理、法政學群能讓

你/妳發揮對數學的興趣！同學們真的釐清校系的學習內涵再做抉擇。 

【財經學群】65%的校系要參採數學，如有心努力朝財經領域發展者，參採數 A 的多是頂尖大學。 

【管理學群】49%的校系要參採數學，參採數 A 的主要是工管、資管、科技管理、管理科學…等。 

【法政學群】55%不參採 A 或數 B，而多為參採數 B；而參採數 A 的校系分別是：臺大政治系(細分 3 組)、中山政經、

政大地政系土地管理組。 

 
八、如果就讀理組，將來跨考文組，這樣會比較有優勢嗎？ 

答：假設你/妳在理組成績表現不錯的前提下，又有能力跨考社會學科(歷史、地理、公民)這三科，也考得不錯的成績，

當然有較多的科系選擇。但是，請別忘記，每個人最終都只有㇐個歸屬，也就是只能就讀某㇐所大學裡的㇐個科

系，花了這麼多時間讀自然學科(化學、物理、生物)，最後就讀文組的科系，是為了什麼呢？ 

    如果你/妳的理由是要測試自己的實力，那麼另當別論，如果不是，那麼請謹慎思考你/妳鍾愛的科系是什麼，再

來選讀理想的類組，或許更符合你/妳的需要。若毫無興趣只因將來跨考方便而盲目選理組，是用自己的弱勢去拼

別人的強勢，不但讀得很辛苦，表現比較差，也將因課業負擔重，無法專心準備學測之國英數 B 三科，想考文組

科系，不見得能拼贏文組學生；反而㇐開始就選社會組加強數學，不用擔心跨考的理組學生。 
 

 

重要二【能力&興趣】 
九：興趣測驗與性向測驗的結果不㇐致時，該如何取捨？ 

答：經由多因素性向測驗，同學可以了解自己潛在的特殊能力、優勢與弱點，屬於能力的部分。而興趣測驗目的在幫

助同學了解自己之職業性格，受後天的影響較大。因此當這二項測驗解釋結果不㇐致時，的確會造成同學無所適從的

困擾。老師建議同學： 

1. 自問自己在寫測驗時，是否認真作答？當時的情境及個人生理狀況如何？是否有受到某些因素的干擾以作為評估測

驗結果的依據。 

2. 若二項測驗都有認真作答，且當時心理或外在情境影響甚微時，則以性向測驗為主要參考依據，選擇個人學習上的

優勢，再重新培養個人的興趣，以期在學業表現上收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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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能力與興趣如何抉擇？ 

答：簡單地說，能力是你/妳的條件與優勢，而興趣是讓你/妳可以持續維持的動力；有興趣不見得有能力，而有能力

則能培養興趣喔！所以，衡量自己的狀況再做決定。興趣是㇐般人願意投入心力的最大動機，可以使人專注、有

活力、無怨無悔的花時間，並得到樂趣，若再配合能力，便如虎添翼般，前途無限。 

十㇐、測驗的解釋與應用過程中，在何種情況下需主動找輔導老師做進㇐步的諮詢? 

答：基本上，因個人感受度的不同，因此只要同學覺得有疑惑，就可找輔導老師詢問或輔導室進行的職能線上測驗進

行分析討論。另外有幾種狀況，也建議同學不妨與輔導老師做討論： 

１、當同學主觀認知與測驗結果不㇐致時； 

２、實際能力與性向或興趣測驗結果不㇐致時； 

３、測驗結果全部都偏高偏低或過於平衡以致無法比較； 

４、來自家⾧之壓力與期望無法取得平衡與紓解。 

十二、至今尚不清楚自己的興趣與能力在哪裡，怎麼辦？ 

答： 1、就目前有的測驗結果、自己高中的學業表現、及學科老師的觀察等各方面資料，做㇐個全面的比較

與分析，儘量找出與自己能力相符且較感興趣的類組。 

 ２、【推薦連結Ⅰ】教育部連結：「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 Colle go」平台資訊，檢索並瞭解大

學校系之學習內容。 

 3、【推薦連結Ⅱ】勞動部中彰投分署連結：「哈利找伯樂」職涯魔法學院諮詢軟體，透過線上諮詢測驗，

即可獲得「客制化」職涯發展諮詢服務。 

4、如果以上二項建議都做了，還是沒有㇐個較明確的答案時，可找輔導老師做個別的晤談與討論。 

十三、如果興趣還不明顯，對各科都沒有特別的喜好，該如何選組？ 

答：從小學到高㇐為止，同學們應該讀過不少的科目，請你/妳仔細回想求學過程中的點滴，對於那些科目很討厭、那

些科目較喜歡，應該有所瞭解才是。若仍不明白自己的興趣所在，就請依照你/妳的學業成績表現來選組，選擇成

績表現較好的類組，再慢慢培養興趣囉！建議有相同情形的同學，到輔導室來找尋資源，不要害怕問問題，自己

的未來得自己掌控！其實，選分組只是㇐個開始，接下來的挑戰才是憑決心和毅力的，看誰能堅持到最後，誰就

是贏家。 

十四、發現自己就讀分組與能力興趣不合時，該怎麼辦？ 

答：探討自己表現不好的原因為何： 

（１）如果是因為個人的努力不夠，以致成績未見好轉，則應進㇐步分析是自己真的沒有興趣，或者只是想藉轉

組方式逃避目前不理想的成績。如果興趣還有，並非念不來，建議同學要積極地改變學習方法與態度，才

是最好的做法。 

（２）如果是個人已經非常地努力，但成績仍未見好轉的話，同學可以考慮轉組。有關轉組的相關規定，請向教

務處詢問。 

十五、自己的選分組決定與父母不㇐致時，怎麼辦？ 

答： １、建議你/妳將自己做決定的思考歷程，連同客觀的測驗結果、各學科的學業表現等資料，試著與父母溝通。

如果父母瞭解你的選擇是經過㇐番認真的思考時，就比較能接受你的決定。 

     2、你對某類組沒什麼興趣，且又不合乎自己性向的，不要因為別人的遊說或其它因素而勉強自己就讀。最好也

不要抱著試試看的心理，畢竟這個決定對自己高二的學習狀況及自己未來的生涯發展都有著相當程度的影響。 

 3、建議同學在選分組時，最好考慮下列三方面： 

（１）自己的興趣能力、性向及價值觀。 

（２）了解目前大學的科系及主要的學習內容，確定自己喜歡的科系，認識自己將來想從事的職業內涵。 

（３）了解父母的期望、家庭背景及社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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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三【科系&出路】 
十六、如何選擇學校科系？ 

答： 同學們，不知道該選哪個科系的話，請不要緊張，這是很正常的！看看下面的簡單條件： 

選出可能的考慮條件 請打勾 可能的作法 

1. 我認為以較高分數進入理想科系是重要的。  比別人用功 

2. 我認為只要有學校唸就可以了。  推估近年最低錄取落點 

3. 我認為念熱門科系較有前途。  瞭解哪些是熱門科系 

4. 就算我念的科系是冷門科系也無妨。  可考慮的科系範圍較廣 

5. 升學只是為了將來就業更容易。  判斷哪些科系出路較廣 

6. 升學最重要的是厚植專業根基。  從課程、授課情況著手 

7. 我覺得選校比選系重要。  選擇風評較好的學校 

8. 我覺得選系比選校還重要。  從性向、興趣等著手選系 

9. 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滿足生活需求。  瞭解各行業待遇 

10. 從事自己有興趣的工作是重要的。  探索有興趣的行業 

11. 我覺得學校附近的生活機能便利是重要的。  利用假日參觀大學院校 

12. 對我而言㇐個寧靜的學習環境是重要的。  收集校園簡介資料 

13. 我覺得能自主的選擇科系很重要。  平常多與父母溝通 

14. 我覺得父母的意見比我的看法重要。  以父母的意見來抉擇 

15. 即使升學也不要加重父母的負擔是重要的。  選擇學費較低的學校 
 

十七、選理組，對日後就業會比較吃香嗎？而文組很難找到工作嗎？ 

答：工作對你/妳來說是為了賺錢，還是實踐理想？其實市場人力需求的狀況是隨著時代變遷的，因此，即便你/妳選

了熱門科系，也不㇐定在四年大學畢業後就是就業的保證，冷門科系也有出頭的㇐天。建議同學問問自己的興趣

與能力後，再多觀察蒐集就業市場的資料，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選對方向，你/妳㇐定能夠找到適合的位置。

話說回來，為了增進自己的實力，是否更該利用求學階段用心學習呢？ 

  【職場/學科資訊】可至下列網站參閱： 

 網址 QR-Code 

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

助系統 Colle go 
https://collego.edu.tw/ 

 

技訓網(技專校院招生資

訊網) 
http://www.techadmi.edu.tw/index.php 

 

「哈利找伯樂」職涯魔法

學院諮詢軟體 
https://tcnrcssw.w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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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訓網 https://course.taiwanjobs.gov.tw/ 

 

Career 就業情報站 http://www.career.com.tw/ 

 

1111 人力銀行 http://www.1111.com.tw/ 

 

104 人力銀行 http://www.104.com.tw/ 

 
     

十八、因為某些類組的錄取分數比較低或科系比較熱門的因素，所以選擇某類組。這樣的觀念正確嗎？ 

答：所謂的熱門科系可以維持多久？有些科系你/妳畢業時，不見得仍是熱門。而學群錄取分數的高低和報考者的程度

及題目難易有關，因此不能以這兩個因素為主要的考量。建議同學還是要以自己的興趣與能力為主要考量，再參

考父母的期望，社會環境的因素，做㇐個較全面的思考，綜合各項的資料，再做適合自己的最佳決定。 

 

十九、如果所選的類組，是所謂的冷門科系，將來在社會上很難找到工作時，怎麼辦？ 

答：選分組應考慮自己的價值觀。眼前所謂的冷熱門，數十年後未必如此。今後誰冷誰熱、誰浮誰沉，任何人都無法

預言，因此最好中立看待各個科系。如果同學以個人志趣為主，則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如同學以未來職業出路

為考量，則應了解時代的趨勢與人才供需的狀況。其實，大學所有的科系皆是針對社會的需要而設立的。在所謂

冷門科系中，也是有基本的社會工作人力需求。因此建議同學如有機會，可在專業領域之外培養第二專⾧，並抱

持終身學習之態度，以增加就業籌碼。將來在職場上，就比較有與別人競爭的本錢。 

 

二十、＊＊類組會很難學嗎？ 

答：請同學想想，高中三年的目的是什麼？考上心目中理想的大學吧，那麼在考量了自己的能力與興趣後，不論選擇

那㇐組，都要堅定信心，不怕困難，用功念書，朝自己的理想邁進！要廣泛接觸不同的知識學門，甚至提早試著

瀏覽大學課本。千萬不要做井底之蛙，只知道高中屈指可數的幾個科目，結果國文成績好就去讀中文系，卻不知

傳播學群有很多科系適合你/妳；或是歷史成績好就去讀歷史系，卻不知法政、社會等科系也很適合你。 

   讀書的過程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希望同學們別忘了自己的目標，也不要因為短暫的挫折就輕易放棄。【推薦網

站】連結：大專校院㇐覽表 

    因此，建議同學們可多找尋不同學校的特色，再按照自己的興趣做選擇。看待㇐個科系，要看方方面面，不能只

看片面，否則很容易「因誤解而結合，因瞭解而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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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想讀設計方面的科系，應選那㇐學群呢？ 

答：自從文創產業成為媒體聚焦亮點之後，設計人才成了各方矚目焦點，同時也帶動設計科系增設；然而文創產業能

提供的就業機會，卻不如各界樂觀的預期的成⾧。 

   基本上，建築與設計學群是橫跨理組與文組：藝術、時尚、數位、管理、傳播、建築、休閒、文化、工商設計、材

料…等相關。從考科來看，各學系有的採計文組的科目、有的採計理組的科目，得視同學們所想就讀的大學科系而

定。記得：「興趣」在選科系時固然重要，但不能做為唯一的依據。很多人誤把休閒玩樂的興趣，當成求學就
業的興趣，其實這根本是兩碼子事。例如喜歡玩設計，能力卻不足以做為謀生的專業；如果是這樣的話，當

成業餘興趣就好，不要勉強去讀相關科系。 
   【推薦網站】連結：大專校院㇐覽表。藝術學群 90%不參採數 A 或數 B，只有成大工業設計系(藝術學群跨建築設

計學群)111 學年採計數 A。 

    許多藝術/設計學群需採計術科考試成績，請同學額外留意。 

二十二、如果想考術科，如何準備？ 

答：由於每項術科的專業不同，準備方式也不相同，建議有意報考術科的同學直接請教本校的藝能科老師(如音樂、美

術、體育老師)，他們有豐富的經驗，可以給同學很大的幫助。 

二十三、想當心理醫生該選那㇐學群？ 

答：現在國內沒有所謂的心理醫生，只有分成精神科醫師、臨床/諮商心理師。若要成為精神科醫師，需考醫藥衛生學

群---醫學系，且㇐定就讀醫學系才有可能成為精神科醫生。通常精神科醫生的養成是經過醫學系完整的訓練後，

再選專攻的科別→身心科囉！ 

    若要成為臨床/諮商心理師，除了要唸完四年大學之外，仍要繼續攻讀臨床心理或諮商心理科系之研究所，並且經

過㇐年實習，準備考高考，考上證照，才有機會成為臨床/諮商心理師（每年 5 月 15 日訂為「臨床心理節師」）。 

二十四、心理學系在哪㇐學群？要特別注意什麼？ 

答： 心理學系在理組，設立此學系的大學有：台大、政大、高醫、中正、成大、東吳、中原、輔仁、中山醫、亞洲、

政戰學校等(多為參採數 A)。由於近年來對於心理健康的重視；許多學校陸續增設心理系、應用心理系、社會心理

系，同學們可多搜集資料；但與此相關的輔導與諮商學系、教育與心理學系等則在文組。 

【推薦連結Ⅰ】：哪些大學可以考心理系？什麼樣的人適合念心理呢？→要認真自問 

【推薦連結Ⅱ】：心理系 Psychology 都在念什麼？ 

 

重要四【超最重要的是】： 

大學入學方式多元化後，對高中生的最大衝擊是必須提前思考生涯規劃的問題；如何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科系，

有賴於自我了解。 

每個人是自己未來的主人，自己的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同學㇐定要經過資料蒐集、對相關訊息的了解後，才作

出慎重的決定資訊到處都有，只看你/妳願不願意，會不會自己去運用。 

如果你/妳還是無法掌握重點、下定決心的話，建議你最好找導師、任課老師、課諮師或輔導老師聊聊；選分組沒

想清楚，若不適應還能轉組，但也會面臨新的調適。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未來！ 

 

輔導室 11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