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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配合教育部「多元入學」方案，現行入學的方式有聯考制度、申請入學、推薦甄試等。學校有較大的調整空間篩選適合就

讀的學生人選。基於落實「適性、適才、適所」的教育理念，希望學生都是依自己的特質與志趣進入適合的領域學習，本

研究以大葉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希望整理出適合就讀工業設計領域的學生之人格特質，並了解目前三種

不同入學管道學生之學習成效的差異性為何，做為學生入學評選與訂定教育目標的參考。 透過文章探討首先歸納出一個工

業設計人才應該具備的能力條件。並取得相關人格特質特性與測量工具，作為學生之人格特質特性評量的依據。再經由問

卷方式取得學生之「性向特質」、「教師對學生的評價」、「學生自我評價」，並透過校方獲得學生在校「專業科目成績

表現」。再由此比較三種不同入學方式學生的差異性。並探討學生整體的「性向特質」、「教師對學生的評價」、「學生

自我評價」與「專業科目成績表現」等之間的相關性。希望研究結果能做為學生入學評選與訂定教育目標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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