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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ssist the low achievement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 providing 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nd alternative

small supplement classrooms,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used the screening criteria to choose students who can attend the after

school alternative program. However, because of the constraints of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 alternative after school program

cannot fulfill all students’ needs. After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helped to develop a screening criteria and

sub-criteria.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was used to analyze data and each criterion was given a weight. According the weight

proportion, a rational and fair screening criteria for the after school alternative program was developed. This screening criterion

includes 4 criteria and 18 sub-criteria. The first three criteria were disadvantaged families (40.2%), learning disabilities (38.9%),

assessment methods (11.5%),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9.3%). The first three most valuable sub-criteria are learning motivation

(18.8%), learning ability (13.1%), and new citizens’ children (12.2%). This screening criterion can be a reference for the school

which is going to develop an afterschool alternativ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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