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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會議
本研究共召開了兩次諮詢會議，邀請共來自4所馬來西亞知名獨

中升學輔導處或專業教師共6位分批上線開會，另外也邀集校內三院
教師共6位代表與會。藉由此一會議，不但有機會向目標國家／學校
第一線升學工作人員請益，也藉由兩方互動交流，促進中學端教師
對本校的認識。

＊日新中學彭偉良副主任：
- 多方聯繫馬來西牙學校，建立管道。
- 辦理大學生海外志工活動。

＊江沙崇華獨中陳亞萍主任：
-辦理專業營隊，增加馬來西亞學生對科系之認識，提升大學知名度。

＊寬柔中學至達城分校何麗萍副主任：
-安排大學介紹說明會，提供給學生深入認識大學的機會。

＊寬柔中學新山主校李嘉琪老師：
-校友返校宣傳。

＊居鑾中華中學高秉益主任：
- 參與教育展。
- 推派老師到馬來西亞帶活動，如工作坊(workshop)。
- 定期郵寄文宣品，進行宣傳。

＊居鑾中華中學鄭雅君老師：
- 推派老師至馬來西亞中學親自宣傳。
- 舉辦活動邀請馬來西亞學生來台。

結語
經過本次研究施作問卷及召開諮詢會議，對於馬來西亞招生建

立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研究成果也可提供相關行政單位及各系所參
考，使制定未來招生策略時可以有更明確的方向及採用更有效的方
式，以求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研究問題及問卷結果分析
1.馬來西亞籍境外生來臺升學的管道及資訊的認知狀況爲何？
- 獲知台灣各大學相關資訊之管道：以經由校內單位(以升學輔導處為主)

得知為主，其次則是透過網路資訊及升學教育展、親朋好友的推薦引介。
由此可見大馬中學之升學輔導處在學生選校系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
持續參與馬來西亞教育展及加強網路廣告宣傳亦是必要。

- 申請就讀台灣各大學所採取之管道：則以參與海聯會舉辦之僑生個人申
請或聯合登記分發為最大宗，接下來則為各大學僑生單招，此統計結果
顯示大馬學生在申請台灣之大學時仍大多傾向以僑生身分入學，而不選
擇以外籍生身分申請。

2.馬來西亞籍境外生在選擇校系時所考慮的關鍵考量因素爲何？
- 學校網路系統使用之便利性，此外還包括校內住宿設施及學生餐廳多樣
及衛生程度，顯見學生對於校園生活品質的期盼高，這也是國際學生普
遍比較注重的項目，畢竟能夠住好吃好，才能在求學路上無後顧之憂

- 企業實習機會和畢業後當地求職輔導，也是最多填答者覺得非常重要的
項目，所以在招生時勢必應該納入說明在學與工作接軌之可能性及該系
所未來發展等資訊。

- 其他熱門項目還包含學校的國際聲譽及世界排名、地理位置、軟體學習
資源、行政單位效率及友善度、科系專業課程規劃、教師學經歷、以及
是否提供學習英語的環境等，皆為往後招生時的重要依據。

問卷設計與施作
- 第一部分調查1. 獲知大學資訊的管道；2. 主要會就讀的科系類別； 3. 已
知的台灣大學包含哪些學校(台灣學校於大馬知名度調查)；4. 同學對本
校的印象；5. 本校招生影片建立之主要印象。

- 第二部分採李克特量表方法，依重要性分1-5級：1為非常不重要，2為不
重要，3為無意見，4為重要，5為非常重要，請同學分別評選28項拉力考
量因素之重要程度，並設有其他供同學開放性作答，以涵蓋到未列入問
卷內之選項可能性。

- 在問卷初稿設計完成後，本研究並廣發電子郵件邀請大馬獨中升學輔導
處主任/教師進行對問卷內容的評估與建議，之後收到共9位主任/教師之
回覆意見，故後續按照建議進行問卷修改，而後才針對兩大族群，亦即1.

大馬獨中(高二/高三)及國民型中學(中四/中五)在學學生 2. 已在台就學之
大馬學士生進行問卷施作。

文獻分析
馬來西亞籍境外生前來台灣就學考量要素：
 推力─指馬國境內的種種不利華裔學生繼續求學的因素，例如國內存在
對華裔族群相較馬來人族群的歧視與不平等對待，或是獨中學歷未受馬
國政府承認以至於其畢業生無法申請就讀國立大學等，另一類型的推力
則是馬國的中學教師的推薦或是當地留台校友會大力宣揚留學台灣等，
也形成一股將大馬華裔生「推」向台灣就學的力量。

 阻力─指馬來西亞籍境外生在台求學所遭遇的種種不適應及困難，舉凡
生活起居、溝通(主要為文字運用上)、學習、人際關係及未來發展等各
類面向，都有可能產生負面影響而「阻」止或降低大馬華裔生到台灣就
學的意願。

 拉力─吸引學生來台就學的力量，在許多文獻中皆提及台灣友善的文化
氛圍及良好的生活環境，整體風土民情對大馬華裔學生形成極大的拉力。

前言
近年來，台灣高等教育顯示出兩種趨勢：

一、是在少子化下本土升學人數持續遞減，根據教育部2019年所做的統計，高中畢業生自96學年27萬9千餘人減至106 學年24萬餘
人，減幅高達13.6%，並預測在未來16年間每年約遞減4千人；

二、是高等教育國際化下境外生人數穩定增加，自99學年開始的4萬5千餘人，至108學年已突破13萬人。

綜合以上趨勢不難發現，境外生不僅有助於推動台灣高教國際化，也減緩了高等教育所面臨的招生困境。台灣政府早期所推
動的僑教政策，為海外僑民前來升學埋下了重要種子，而在海外僑民來源國家中，馬來西亞不管是從早期的僑教政策到現今的新
南向政策，都是台灣僑教政策中的主要對象，因當地學子不僅傳承了中華文化，更具備華語文能力的優勢，故一直以來皆是台灣
各大專院校爭相競逐的境外生源。

明志科技大學雖在台灣技職院校中名列前茅，但因校園國際化起步較他校晚，2020年在學的境外生尚未達100人，且大多集中
在碩博士生，學士生人數尚待努力衝高，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馬來西亞籍境外生，亦即馬國華裔學生（含僑生及外籍生身分）
來臺升學之主要考量因素，俾以此研究成果為基礎，為本校量身打造，制訂更有效之該國學士生招生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