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學系



政治學是一門社會科學，是以人為研究核心的科學。

社會科學試圖建立起人類行為以及社會運作中可以預

測的法則。政治學的訓練除了基本的獨立思辨的訓練

外，開展政治學門所關切的治理公平正義、制度創建

與運作，觀察各種政治部門的管理互動，以及全球國

際社會與國家間政經互動面貌等重大課題。

成大政治系為不分組，課程分為政治理論、公共行政、

國際關係、比較政治四大領域，有別於他校各領域係

分屬不同學系。成大政治為集各領域於一系。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大一
經濟學、法學緒論、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
政治學概論（ㄧ）（二）

社會學概論、
高等教育與社會實踐

大二

政治哲學概論、
比較政治與政府、
行政學、國際關係、
應用統計公共政策

比較政黨政治、
政治學文本分析概論與應用、
司法政治、公共財政、公民社會、
社會運動、政治發展、政治社會學、
當代政治思潮、國際關係史（ㄧ）、
內戰與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經濟學、
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國政治思想史、
立法過程與政治、民意：理論與方法

大三
政治經濟學、
政治學方法論 (一) (二)

亞太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經典選讀、
美國外交政策、台灣地方政府與政治、
公共事務管理、公民意識與政策溝通、
國際公法、兩岸關係、組織行為與理論、
選民行為、性別政治、國會與立法行為、
環境政策、公共財政、西洋政治思想史、
司法政治、政治心理學、比較選舉制度、
行政法、賽局與決策、美國政府與政治、
比較民主制、科技與行政、比較選舉制、
國際關係史（二）、中共外交政策

大四 無

創新政策、國際組織、組織發展與倫理、
人事行政、政府與企業、拉丁美洲政治、
社會科學計量分析、東南亞政府與政治、
國際政治經濟學、歐洲各國政府與政治、
比較政治專題、亞洲安全：理論與政策、
國際關係與學術論文寫作、中國大陸政
府與政治、比正研究方法與寫作、政治
經濟學經典選讀



申請入學
第一階段採計科目：國文前標（倍率5）

英文前標（倍率3）

社會前標（倍率8）

第二階段：學測國、英、社*1－佔甄選成績30％

審查資料－佔甄選成績30％

面試－佔甄選成績30％

附加說明：招生名額21人、預計甄試人數63人、原

住民外加名額 2人

審查資料指定內容，修課紀錄(A)、課程

學習成果(B、E)、多元表現(F、G、I、K、

N)、學習歷程自述(P、Q)。

分發入學
學測標準：數學Ａ或數學Ｂ均標

採計科目與加權：英 文（學測）*1.25

國 文（學測）*1.25

公民與社會（分科）*1

歷 史（分科）*1



繁星推薦
學測成績：國文前標、英文前標、數學Ａ均標、

數學Ｂ均標、社會前標

分發比序項目：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英文級分

3.學測國文級分

4.學測社會級分

5.學測國文、英文、社會之級分總和

6.英語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數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招生名額： 9人



系上營隊
國家領導研習營

系隊
系籃、系羽、系排、系足

系學會
設有學術部，主要辦理學術講座、讀

書會與寫信馬拉松，動部則是籌辦各

式系內外交流活動，例如野餐、系沙

烤、系卡K、聯合耶舞等，而行銷部

也會進行期中期末送暖活動。



政治系畢業後，除了繼續在學術領域深耕外，也

可以選擇

考取公職：政治系的課程所學包含了政治理論、

公共行政、國際關係、比較政治四大領域，課程

內容和各項公務員考試項目有相當大的交集，因

此政治系的一大出路為公務員，能夠進入國家公

共行政體系、司法體系、外交系統或地方縣市政

府等處就職，有例如高普考、調查官與司法官等。

從事政治：有加入政黨或選舉、成為國會助理以

及在各種 NGO從事政治工作爭取權利等，而新聞

媒體產業也不失為監督政府、傳達民意的力量，

透過上述工作畢業後也能持續參與政治關懷社會。

此外也有像是，修讀師培學程以擔任公民教師、

民意調查與資料分析師、企業行政管理人員、人

力資源專員等，亦為畢業生發揮長才的合適發展

方向。



Q1：成大的政治系相較於其他學校的政治系有什麼特點？

A1：本系為南台灣重要之政治學研究與教學中心，重視前述

四大課程領域的學習，並以溝通能力與國際視野的強化為目

標，希望培養關懷社會、積極參與國內國際事務的政治與行

政人才。我們重視社會科學之跨領域整合與多元研究方法的

訓練，以探究人類社群如何組織與統治，尤其在過程中權力

是如何被取得、分配、與運作，另外也同樣關心衝突、援助、

國際組織等國家之間互動的現象，以增進政治學專業的實務

應用。

Q2：成大政治系有什麼特別的選修課程嗎？

A2：在大二時開設的民意：理論與方法課程，對於民意調查

的目的與意義、方法乃至於如何進行，規劃了十分詳細的教

學內容，並且課堂中也著重搭配介紹國內外之民意調查實例，

使學術理論知識與實務應用得以並進。並且，大三年級也規

劃了國際關係領域之課程，有例如中國、美國等國家之外交

政策，深入剖析各國家間的互動。

Q3：政治系的同學間會有因政治立場不同而爭執嗎？

A3：有些課程當中會設計討論環節，讓每個人都有機會能夠

表達自己的觀點與立場，比起爭執及衝突，聽見他人的多元

想法更能促進自身不斷加深對於問題的思考，或是想辦法合

理論證己見以說服他人，並且學習換位思考理解、尊重相異

的立場，使得良好的溝通能力與社會科學素質得以展現。



Q4：成就讀政治系需要具備什麼特質或能力？

A4：需要具備主動關懷人文社會的素養，對多元社會議題有

獨立批評思考的能力，並且關注國際情勢發展，了解根據事

實與證據作出判斷的重要性，而非流於主觀臆測；而熟悉英

文以及學習第二外語，更有利於閱讀其他國家的研究文獻。

Q5：請問教授在審查學習歷程檔案時會特別看重哪一方向？

抑或可以給同學關於學習歷程檔案的建議嗎？

A5：動機很重要，我們希望同學對政治與社會有好奇心、關

心相關議題，真的想就讀政治系才來申請，但並不是期待看

到同學刻意營造志向專一。我們希望看到你的自我風格，明

確說明想進政治系的動機、想學哪些主題，切記不要只有抽

象的描述與修辭卻沒有實際具體說明。學習歷程中的動機

（你為什麼這樣做）與過程（你做了哪些事）比成果更加重

要。重點不是堆砌許多表現或呈現完美成果，而是你在一個

活動中具體學到了哪些事、經歷了什麼挑戰，更重要的是，

如何經由這些過程而讓你想要選擇政治系。

Q6：請請問教授會建議同學在準備政治學系的自主學習中如

何找到適合自己的研究方向？教授想從自主學習中看到學生

培養何種能力？

A6：學習成果中：我們希望能看到你關心社會與公共事務和

找書籍資料的具體動機與過程。我們希望能看到學生尋找資

料、根據證據進行判斷、作出決定的能力。請留意自己的資

訊來源與判斷依據，媒體與輿論的說法不一定都很正確，也

盡量不要僅根據刻板印象就作出推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