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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和家同學們：面對眾多的大學科系，我們該如何選擇呢？這裡有詳細的介紹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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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術科考什麼？(體育、美術、音樂) 

 

大學術科考試是由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聯合會所主辦，委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辦理術科考試等試務行政工作。 

術科考試分為音樂組、美術組和體育組，考試成績可作為升大學時各校系的檢

定篩選標準或納入總成績計算之用。所有高中三年級的在學學生、畢業生或具同等

學力者皆可報考。 

對於擁有音樂、美術或體育等才能的高中生而言，如果想要就讀大學音樂、美

術或設計、體育等相關學系，不管是個人申請、繁星推薦或指考分發，一定要注意

該校系是否需要術科成績。 

 

術科體育組考什麼？  

擁有運動才能的高中生們，若想就讀各大學的體育或運動相關學系，除了需要報

考學測外，有些校系也會需要術科考試的成績。 

大學術科體育組考試分為：60公尺立姿快跑、20秒反覆側步、一分鐘屈膝仰臥起

坐、立定連續三次跳、1600公尺跑走等五大項，考生五項皆須報考。分數計算方式為

各項原始成績分別轉化為 T分數，再將五項 T分數加總，即為總成績，並以百分等級

與級分二種方式呈現。男女考生分別評比。 

一、 60公尺立姿快跑：占 20%  

考試方式 1. 每人測驗一次 

2. 考生先站在準備線上，聽到「各就位」口令時，隨即向前立於起跑線

後，發令員待受測者就定位後「鳴槍」；考生聽槍響立即起跑；計時

員於鳴槍同時啟動碼錶，直至考生跑完全程停錶。 

紀錄方式 以跑 60公尺跑的時間為成績；以秒為單位，記錄至小數第 2位。 

注意事項 考生不得穿任何樣式的釘鞋，起跑違規達 2次者以失敗判定，本項成績

以零分計算。 

二、 20秒反覆側步：占 20%  



考試方式 1. 每人測驗 2次，每次測驗時間為 20秒 

2. 在平面場地規劃 3條個相距 1.2公尺(男)、1.0公尺(女)的平行線。

預備時考生跨立於中線兩側，聽到「開始」口令後，自跨立的中線以

右腳向右側跨步至跨過右線，即計 1次；然後向左側步，回跨於中線，

計 2次；繼續向左側步，致左腳跨過左線，計 3次；再向右側步，計

4次，依序反覆進行。(測驗時亦可自跨立之中線向左側步開始) 

紀錄方式 以 20秒的反覆次數為成績；測驗 2次，取較佳成績為記錄 

注意事項 右腳須跨過右線，左腳須跨過左線，否則不予計分(含踩線) 

三、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占 20%  

考試方式 1. 每人測驗 1次。測試時間為 1分鐘。 

2. 考生先穿上大會準備的背心，仰臥平躺在標準化測驗器材上，雙膝屈

曲約 90度，雙腳套進固定帶內，腳底平貼地面，雙手胸前交叉緊拉

背心肩帶。聽到「開始」口令時，考生屈身起坐，起坐時雙肘觸及雙

膝後，隨即回復仰臥預備動作，如此反覆測試 1分鐘。 

紀錄方式 自仰臥起坐雙肘觸及雙膝計算 1次。以次數為單位，紀錄考生 60秒累計

完成的總次數即為成績。 

注意事項 坐起時以雙肘觸及雙膝計算一次，仰臥時則以背部肩頰骨接觸地面後才

可以開始下一次的動作。坐起時雙肘未觸及雙膝、雙手離開背心肩帶或

上背部未接觸器材平面，則該次不予計算。 

四、 立定連續三次跳：占 20%  

考試方式 1. 每人測驗 2次。 

2. 預備時，考生站在起跑線後，雙腳開立，約與肩同寬，膝關節自然彎

曲，雙臂至於身體兩側後方。起跳時，雙臂自然前擺，雙腳「同時往

前上方躍起」與「同時落地」連續跳躍 3次。成績丈量由起跳線後緣

至第三步最近的落地點為準。 

紀錄方式 以連續 3次跳的距離為成績；以公尺為單位紀錄至小數第 2位。測驗 2

次，以較佳成績為記錄。 

注意事項 準備起跳時手臂可以擺動，但雙腳不得離地。起跳時雙腳須同時離地，

同時著地；雙腳著地如有明顯停頓、動作不連貫或不同時間著地現象者

以犯規論。犯規時，該次成績不計，並不得要求重測。 

五、 1600公尺跑走：占 20% 

考試方式 1. 每人測驗 1次。 

2. 考生案分組編號穿上號碼衣，並依引導至徑賽跑到預備區(起跑線後

3公尺)。聽到「各就位」口令時，即前進立於起跑線後。發令員待

考生就定位後「鳴槍」，考生聞槍聲立即跑出。計時員於鳴槍同時啟

動碼錶，直至考生跑走完全程停錶。 

紀錄方式 紀錄考生跑走完全程的時間(分與秒)；成績紀錄至秒為止。 

注意事項 測驗途中考生如感身體不適，無法抵達終點時，應停止測驗並繳回號碼

衣，本項成績則以零分計算。 

資料來源：術科體育組考什麼？  大學問編輯部 



術科美術組考什麼？  

對於擁有美術才能的高中生們，若想就讀各大學的美術相關學系，除了需要報

考學測外，有些校系也會需要術科考試的成績。 

大學術科美術組考試分為：素描、彩繪技法、創意表現、水墨書畫、美術鑑賞

等五大項，考生可依招生校系篩選或採計項目自由選考，每項考試皆以 100分為滿

分。各校系的採計項目與數量不一，有些校系並無採計，有些會採計三項，如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復學系，採計素描、彩繪技法、水墨書畫等三項，不僅設

有檢定標準，也有篩選倍率和加權，因此想進此系的考生就須三項考試皆報考。 

此外，若報考水墨書畫，則水墨畫（占 70%）、書法（占 30%）等兩考科皆應參

加考試，才能取得水墨書畫完整成績。 

一、 素描：考 150分鐘 

考試方式 觀察實物或參考圖片，並依試題的文字描述予以製作 

考試紙張 素描專用紙(4K) 

使用媒材 限單色手繪，以現場能乾燥、固著的素描媒材為限 

考試目標 檢測學生觀察與寫實描繪的單色造型表現能力 

二、 彩繪技法：考 120分鐘 

考試方式 觀察實物或參考圖片，並依試題的文字描述予以製作 

考試紙張 彩繪專用紙(4K) 

使用媒材 透明與不透明水彩、彩色鉛筆、麥克筆、粉彩、廣告顏料等，以現場能

乾燥、固著的媒材為限。可依個人意願選擇彩繪材料與技法予以表現 

考試目標 檢測學生色彩、型態與質感的造型表現能力 

三、 創意表現：考 120分鐘 

考試方式 觀察實物或參考圖片，並依試題的文字描述予以製作 

考試紙材 插圖專用紙(4K) 

使用媒材 1. 可使用各種繪圖顏料，以現場能乾燥、固著的媒材為限 

2. 不可使用自行攜帶的紙張及其他物件黏貼於考卷上，且不可以使用各

類形版及尺規 

考試目標 檢測考生設計思考、想像與組織結構之創造能力 

四、 水墨書畫：水墨畫考 120分鐘，書法考 60分鐘 

考試方式 觀察實物或參考圖片或依試題的文字描述予以製作或書寫 

(分為水墨畫、書法兩考科。水墨畫一張，書法一張) 

考試紙材 水墨畫：為棉紙或宣紙(4開) 

書法：為宣紙(4開)(兩者皆提供墊紙) 

使用媒材 毛筆、墨或墨汁、顏料等書畫媒材 

考試目標 檢測考生對筆墨特質之表現及書寫能力 

五、 美術鑑賞：考 60分鐘 

考試方式 為選擇題，在電腦答案卡上作答 

(分為水墨畫、書法兩考科。水墨畫一張、書法一張) 



考試紙材 命題以教育部頒訂高中美術課程、美術鑑賞為範圍；時事認知以美術新

聞及活動為內容 

使用媒材 2B鉛筆、橡皮擦 

考試目標 檢測考生有關美術之文史常識與時事認知或作品賞析之認知能力 

資料來源：術科美術組考什麼？  大學問編輯部 

術科音樂組考什麼？  

對於擁有音樂才能的高中生們，若想就讀各大學的音樂相關學系，除了需要報

考學測外，有些校系也會需要術科考試的成績。 

大學術科音樂組考試分為主修、副修、樂理、聽寫、視唱等五大項目，考生可

依招生校系篩選或採計項目自由選考，每項考試皆以 100分為滿分。各校系的採計

項目與數量不一，有些校系會五項全都採計，如國立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想進此系

的考生就須五項考試皆報考。 

此外，若選考主修、副修，則必須同時選考樂器，所以請考生在報考術科時，

要特別留意心目中理想校系所採計的項目為何。 

一、 主修：七項任選一 

主修又分為鋼琴、聲樂、弦樂、管樂、擊樂、理論與作曲、傳統樂器等 7項，考

生可從此 7個主修項目中任選一種應考。 

二、 副修：不能與主修同 

副修的考試項目和主修相同，也有 7項，但是考生在選考時，副修項目不可以與

主修項目相同。 

三、 樂理：考 3項 

樂理的考試內容有三項，滿分為 100分。包括： 

1.基礎和聲。（20%） 

2.基礎樂理：音程、音階、移調、轉調、音樂術語及其他。（40%） 

3.音樂基本常識。（40%） 

四、 聽寫：考 6項 

聽寫的考試內容有六項，滿分為 100分。包括： 

1.音程的辨認。（10%） 

2.節奏。（20%） 

3.單旋律。（15%） 

4.兩聲部。（25%） 

5.和弦的辨認。（10%） 

6.和聲進行。（20%） 



五、 試唱：考 3項 

試唱的考試內容有三項，滿分為 100分。包括： 

1.單拍子：口唱曲調。 

2.複拍子：口唱曲調。 

3.無調性：口唱曲調。 

資料來源：術科音樂組考什麼？  大學問編輯部 

藝術學群主要有美術、音樂、舞蹈、表演藝術、雕塑等學類。藝術包括許多種

的形式，如音樂、舞蹈、戲劇表演、美術品等等，包含思考、創作、賞析等。

而藝術學群的課程正是教導藝術工作者去運用自身的想像力與創作力，配合各

項的藝術理論與技術，以某種表達方式表現感受，創造出令人感動的藝術。 

美術學系 
科系介紹 

美術系主要訓練視覺邏輯的思考與表達，人文素養、視覺文化的理解、反

思批判的能力、以及對社會的關心，才能透過作品影響社會。學生必須學

習美術史與藝術理論，注重美學、創作理論、文化詮譯方面的基礎研修，

另外也培養學生當代思維與國際觀。 

美術系畢業生未來可從事的工作主要有創意設計應用藝術專業人才，例如

插畫、媒體設計、空間設計、公共藝術、建築、印刷設計等行業。另外，

專業策展人、藝術行政、藝術指導、藝術材質、公共藝術、出版、藝術修

復、文化創意產業等領域也是就業選項。另外，同學也可以進入美術館或

博物館成為學術研究人員，或是成為學校美術老師。 

核心課程 美學、色彩學、素描、油畫、國畫、書法、水彩、電腦繪圖、基礎設計等。 

音樂學系 
科系介紹 

古典音樂的市場在台灣非常有潛力，伴隨著台灣經濟的起飛，許多的父母

想讓自己的子女學習西方古典音樂，所以只要具有音樂文憑的人，要找到

工作絕不是難事。 

然而，社會價值觀持續地在轉變，也影響了音樂就業市場。對於台灣音樂

人才的要求，也從專精某一項樂器，轉變為具有靈活性且在多個領域精通

的音樂全才。例如想成為一名鋼琴老師，除了練習自己的樂器，可能還需

要擁有其他技能，以達成並延續自己的職業生涯。 

核心課程 音樂理論、西洋音樂史、和聲學、樂器學、曲式學、樂曲分析等。 

戲劇學系 科系介紹 

以戲劇理論與實務知識、建立劇場藝術的專業能力及發展戲劇與劇場理論

與實務的應用能力為目標。培養人文與美學基本素養、戲劇歷史與理論素

養、戲劇與劇場整合與表現能力、戲劇與劇場應用能力、戲劇創新能力與



想像能力、劇場經營與管理能力等。在課程發展上，以戲劇與劇場為核心，

擴展至戲劇、劇場、教育、影視媒體與表演藝術等相關領域之應用。並積

極推展國際交流活動、暑期辦理表導演訓練工作坊等戲劇專業交流，擴展

學生國際視野。 

核心課程 戲劇導論、劇本導讀、舞台技術、燈光技術、服裝技術、導演概論等。 

舞蹈學系 

科系介紹 

舞蹈系練習的時間很長很辛苦，舞臺上一個美麗的轉身，往往是腳底磨破

了無數的水泡的成果，因此有志舞蹈系的同學除了要有基本的舞蹈底子，

更重要的是熱誠、健康的身心靈，並且願意一步一腳印付出，有堅持下去

的毅力。還有，同學不能太玻璃心，在學習過程要有雅量接受指導。另外，

舞蹈是團體演出，講究群性，因此與他人的溝通合作也很關鍵。 

今日舞蹈系的學生畢業出路相較過往已經寬廣得多，只要願意努力，舞蹈

系畢業生絕對是各個舞蹈班、社區社團、國內外舞團競相爭取的人才。 

核心課程 
舞蹈概論、舞蹈創作、舞蹈教學、舞蹈鑑賞、現代舞、中國舞、芭蕾、舞

蹈史、運動生理學等。 

視覺與 

藝術創作學系 

科系介紹 

「藝術與設計」在今天早已是個與生活密不可分，卻常被忽視的領域。試

想，放眼周遭的一切，只要眼睛視線所及，莫不與藝術、設計有關。從大

的方面看，建築物外觀、街道規劃、商店櫥窗、到人們繽紛的穿著；從小

的方面，我們手邊如衣著、裝飾、手機…等等所有大小生活用品，全都是

經過藝術美化與設計包裝後的產品；所以，生活在今天的我們，根本已經

離不開藝術與設計了。大學院校中的「藝術與設計學系」，就是讓青年學子

在此領域，學習、培養與建立「藝術與設計」概念能力的場域。 

核心課程 
雕塑學、木雕、石雕、複合媒材、金屬造型、雕塑作品賞析、展示設計、

攝影美學、視覺藝術鑑賞、美術透視學、博物館藝術、廟宇藝術等。 

畢業出路 

攝影記者、多媒體動畫設計師、網頁設計、廣告設計、商業設計、包裝設計、平面設

計、美編人員、藝術指導／藝術總監、國小教師、國中教師、高中職教師、美術老師、

才藝類老師、公家機關相關人員 等 

常有人認為藝術學群是冷門科系，也常聽聞「藝術不能當飯吃」的說法，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隨

著社會的進步，人們越來越注重精神生活，對於藝術的需求也漸趨濃厚，因此，也催生了文化創意產

業，而在文創產業的快速崛起下，創造的就業機會也讓學藝術的孩子們在往未來的路更加寬廣、更加

踏實，因此也越來越多的學生願意就讀藝術學群。 

因應產業界需求，學校的教學重點也逐漸開始調整，課程漸漸趨向多元化、跨領域化，例如有些

音樂系原本只侷限在西洋古典音樂範疇，但現在也開始加入中國、拉丁美洲、中東、非洲等地的音樂



元素，也有部分科系引進行銷、設計、管理等其他領域師資，藉此激發學生多元思維並提升跨領域應

用與整合能力。  

另外，在就業上，除了擔任教師、音樂家、畫家、舞者、演員等職務外，更有不少人往人才需求

旺盛的設計領域發展，由於藝術學群的學生擁有厚實的藝術基礎訓練，並且對於藝術美學有著一定的

敏感程度，若能補足設計所需相關技能，並加以融合自身的想像力與創作能力，在設計領域中，反而

更能一展長才。 
  參考資料來源：1111大學網、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大學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