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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在暸解影響技術學院甄試生選校決策因素及其資訊接收管道，研究對象以中部某技術學院甄試生為主。以一

年之時間，運用質性研究之方式來探討研究旨趣所在。在質性研究過程中，以深度訪談法及招生組留言板的詢問問題進行

資料之蒐集及內容的彙整與分析。 彙總研究主要發現：技術學院的甄試生在選擇推甄學校時，影響決策的因素有個人特質

、學校特質、人際因素、經濟因素及學生次文化等五大項構念。而其接收資訊管道有招生文件、原校指導、新聞、廣告、

網際網路、人際間及活動等七大類。 研究中發現的管理意涵：應避免推甄已上榜的學生流失、爭取專科部畢業生回流本校

及吸引稍有經濟壓力的學子就讀，以穩定及增加學生來源；並著力於媒體、高中職、補習班的關係管理，以提升學校形象

；同時應重視宣導人員的挑選、訓練，在進行招生宣導活動時，可強調學校社團活動的活躍性及課後休閒娛樂的規劃，以

迎合學生次文化的喜好；最重要的是，應強化學校網站、留言板及電話答覆詢問的功能及管理，做為學校與外界接觸的第

一線，提供學子及家長所需的訊息及解答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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