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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分科缺額 1》高中生提早體悟「語言只是工具」 外語系

竟成分發缺額王 
 

分科測驗（指考）日前放榜，少子化浪潮衝擊下，全國大學總計出現超過 1.4 萬個招生缺額，引起各界

矚目，其中外語類科系，在此次分發管道出現 6 成 2 的缺額，為各科系缺額之首。對此，從大學到高中

端都指出，隨著國際化越來越普遍，學生越來越早體認到「語言只是工具」，不少人因為擔憂 4 年只念

語言出路過窄，而在最後關頭選擇其他科系。 

 
「現在社會氛圍覺得讀外語系沒用，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去扭轉。」聽到今年（2022）各大學的招生狀況

後，任職於南部某私立大學應用外語系的博仁（化名）無奈地說，應外系的學生人數好幾年前就在下降，

他看了也是莫可奈何。 

 

外語類科系缺額高達 6 成 2，高過第 2 名快 1 成 

111（2022）學年度分科測驗，終於在 8 月 12 日放榜，做為大學入學的最後一個升學管道，這不只是

高三畢業生們最後一搏的關卡，也是少子化衝擊下，大學拚博招生的最後戰場；結果出爐，今年 1.4 萬

個缺額創下史上新高，就連中國文化大學、實踐大學、淡江大學等老牌私校也受創嚴重。 

 
除了各校災情不一，各系招生情況自然也有高有低，正如去年指考放榜，揭示餐旅科系供過於求的衝擊

到來，今年分科測驗缺額最多者則是外語類科系，在分發管道的缺額高達 6 成 2，遠遠高過第 2 名管理

類科系的 5 成 3、第 3 名文史哲科系的 4 成 6。 

 
當路上滿街美語補習班、線上滿滿的英語課程，同時政府又高喊雙語國家政策時，外語科系竟然淪為缺

額冠軍，聽起來似乎矛盾，但看在第一線教師眼裡並不意外，在考量未來就業的情況下，外語、外文系

往往難以成為學生的最後歸宿。 

 

如今私校為了拚招生，教師每年都要到全台各高中職辦講座、說明會，這幾年跟高中生接觸、交談的過

程裡，博仁便慢慢察覺危機來臨，「他們覺得去念其他科系，以後英文也可以自己念，如果 4 年只念英

文，出路反而太窄了。」 

 
學生直言外語系出路窄，缺額早有端倪可尋 

其實外文、外語系被認為出路窄不是第一天，但看在高中現場，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 

 

桃園大園高中是第二外語特色高中，多年來開設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及日語供學生選修，近年也積極

配合雙語國家政策，開設國際文憑班，但校長朱元隆則指出，這幾年推廣下來，發現學生會選外語科系

的並不多，「因為他們已經在過程裡認知到語言就是工具，不會單純當成未來職涯的考量。」 

 
朱元隆說明，過去學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念什麼時，會覺得自己英文強，那就先選外文系，就像有學生

也會選數學系，而非電子、電機一樣，但在新課綱下學生多了探索機會，許多學生開始認知到，即使自

己語文能力強，但那就是工具，「我去各個科系，都還是可以繼續學語言。」 

 
「現在就算去大學念外文，教授也會問學生要不要學第二專長，至少要修個輔系。」桃園內壢高中校長

王炎川說，如今國際化越來越普遍，外語已經是學生畢業時的必備能力，甚至即使是機械系，學生如果

有出國留學過，外語能力不見得比外文系差，本身還擁有其他求職技能，如今學生也越來越認知到，除

非練就像即時口譯這樣的能力，否則外語能力很難當專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