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教寫引導式自傳 助考生展現特質及優勢 

大學學測上周末落幕，許多考生已開始著手準備個人申請所需的自傳及讀書計畫。

但大學招生單位究竟想看到什麼樣的書審資料?本校從去年起推動「引導式自傳」，

鼓勵考生用自己的話寫出專長及興趣、對人生意義的追求，以及進入大學後的學

習規劃。還想不出如何下筆的考生都可以上網到清華網站

https://reurl.cc/XX0lNe參考。 

本校教務處招生策略中心焦傳金主任表示，部分考生的自傳流於「流水帳式」或

「罐頭式」，只寫家境小康、家庭和樂及條列在校成績與獲獎事蹟，「這些不是不

能寫，但如果只有這些內容，招生單位不容易了解你是否就是他們想招的學生。」

因此本校希望能用引導的方式，幫助考生去思考並呈現自己真實的一面，展現個

人的優勢與獨特性。不需要尋求補習班的幫助，以免失去獨特性與真實性而得到

反效果。 

清華網站貼出一封賀陳弘校長寫給考生的信，引導考生思考並回答三個問題來完

成自傳。問題包括： 

1. 對您而言，什麼是有意義的？為什麼？（以 200字至 300字為限） 

2. 您最專長的能力是甚麼？您是如何培養及發展這項能力呢？（以 200字至 300

字為限） 

3. 請分享一個您曾正面影響他人、解決衝突或對團體有貢獻的活動或經驗。（以

200字至 300字為限） 

在許多考生都感到頭疼的讀書計畫撰寫方面，賀陳弘校長建議考生思考並回答

「若您進入清華就讀，想更深入瞭解大學裡的專業知識或進行跨領域學習時，您

將如何尋找清華校內外資源完成目標呢？」這部分則以 800字至 1000字為限。

不需要長篇大論，也不需要華麗文藻或包裝排版，將自己的想法說明清楚即可。 

招策中心焦傳金主任表示，許多學生寫自傳時都會附上各種獎狀，但大學招生單

位更願意看到學生把參加各項競賽的動機及努力過程呈現出來，不要只列結果；

字數的限制則是在考驗學生的表達能力，看是否能提煉想法並以精簡的文字表

達。 

有些考生認為如「對您而言，什麼是有意義的？為什麼？」這樣的引導範圍似乎

還是太廣、難以聚焦。焦傳金主任說明，「適度」引導、但不要「限縮」考生回

答的自由度及寬廣度，的確不易；且引導的方向應讓不同身分背景的考生都能有

所發揮，比如在這一項，考生可以寫成長歷程中長期投入的一件事，但並不以此

為限。 



焦傳金主任建議學生在撰寫自傳及讀書計畫時，可以暫時關閉手機，好好地靜下

心來，花幾個小時與內在的自我對話；也可以找機會與比較了解自己的師長、學

長姐或好友討論，激發更多的想法。 

焦傳金主任說，去年曾邀請美國史丹佛大學的招生主管沃希特爾(Jeff Wachtel)

來清華座談。沃希特爾告訴他，史丹佛花了很大功夫到全球尋訪最優秀的學生，

雖然申請者當中僅有 5%能獲錄取，但相信其他 95%的學生在申請過程中，也會更

了解自己想學什麼、未來想做什麼，即使未獲錄取，也能有所收穫。 

清華醫學科學系大一學生陳巧耘說，她去年申請入學時，也曾對著沒有題目的自

傳頭疼，不知該寫什麼，直到看到清華的引導式自傳題目，產生許多靈感，略加

思索整理，很快地就完成了自傳，也展現出自己的優勢。 

清華動機系大一生賴郁欣去年入學前，也針對引導式自傳題目靜下心來思考，並

與家人、朋友討論，「經過這一番思考及討論，真的有更了解自己。」她認為，

引導式自傳的題目十分生活化，不需要強調競賽成績或特殊經歷，只要從自身真

實的成長經驗出發，就能展現想法與價值。 

 

  

清華網站貼出一封賀陳弘校長寫給考生的

信引導考生回答 3個問題完成自傳。 

清華希望幫助考生去思考並呈現自己

真實的一面。 

 

 



本校招策中心焦傳金主任表示，引導式自傳

的題目讓不同背景的考生都能有所發揮。 

本校希望考生透過引導式自傳能更了

解自己想學什麼、未來想做什麼。 

  

清華網站貼出一封賀陳弘校長寫給考生的

信幫助考生表現個人的優勢與獨特性。 

清華網站貼出一封賀陳弘校長寫給考

生的信引導考生回答 3 個問題完成自

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