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正大學114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 
政治學系甄試注意事項 

 

恭喜您通過本系第一階段篩選，誠摯邀請您至本系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

試，有關甄試相關安排如下，希望您帶著輕鬆的心情前來應試。 

一、面試日期：114年5月16日(五)上午10:00開始 

二、面試地點：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二館7樓(與法學院同棟)  

三、報到時間：  

◼ 面 試： 

1. 考生務必於指定之口試時間前15分鐘至「七樓報到處」辦理報到。 

2. 考生請攜帶學生證（須附照片且限應屆畢業生）或國民身分證正本

（或以駕照、附有照片之健保卡或有效期限內之護照、居留證正本代

替）辦理報到。應試過程中如有違規之情事，則比照本校「入學考試

試場規範及違規處理要點」辦理。 

四、面試順序： 

1. 原則上依序為中、南部學生、北部學生。 

2. 若與他系口試時間衝突及重大原因，請於5/9(五)中午12點前聯絡本系

協調面試順序(面試日期恕不調整)，5/12(一)於本系系網公告後，不受

理更動順序時段，請考生自行上網查閱。 

3. 面試當天如有考生出缺者，則面試順序依「面試時間表」依序遞補，

每人約15分鐘。(若當天臨時有狀況請於面試時間前30分鐘致電系辦。) 

五、面試當天，本系將安排學系介紹，會另於發送的邀請函中說明。 

六、其他注意事項及試務說明： 

1. 下列 3 項由招生組逕於網路公告或查詢，不寄發書面通知。 

(1) 114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須知（已於 3/3 招生資

訊網路公告，考生須自行下載並詳閱各項規定） 

(2) 甄試費繳費帳號及金額（4/22 上午 9:00 開放考生自行上網查詢） 

(3) 學系甄試注意事項（4/22 下午 2 時於網路公告） 

2. 報名作業流程為（1）繳費（先查詢帳號後再去繳費，5/5 下午 5 時截

止）→（2）上傳審查資料（5/5 晚上 9 時截止），二項均完成，才算

完成報名手續。 

七、聯絡電話：05-272-0411 # 22603 

傳  真：05-272-1195 

連絡地址：621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大學路一段168號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辦公室 

本系網址：https://polsci.ccu.edu.tw/ 

Facebook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CCUPSG 

https://polsci.cc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CCUPSG


 

    風情萬種政治學Podcast： 

Spotify: https://reurl.cc/ykG64a 

Apple podcast: https://reurl.cc/MRVyVL 

Kkbox: https://reurl.cc/jlov2D 

Sound on: https://reurl.cc/5MzONq 

Google podcast: https://reurl.cc/xlA6bZ 

 

 
 

 

  

https://reurl.cc/ykG64a
https://reurl.cc/MRVyVL
https://reurl.cc/jlov2D
https://reurl.cc/5MzONq
https://reurl.cc/xlA6bZ


 

附錄一：交通資訊 
本校「招生資訊」點選「交通飲食資訊」查詢相關交通、飲食資訊， 

網址：https://exams.ccu.edu.tw/p/404-1032-60690.php?Lang=zh-tw  

 
 

錄二：本系位置圖 

 
◎本系位於社會科學院二館 (法學院)之 1、7、8樓，開車前來者可依紅色路線

前進；步行進校園者，請依綠色路線前進(校門口至本系步行約 15分鐘) 

 

https://exams.ccu.edu.tw/p/404-1032-60690.php?Lang=zh-tw


 

附錄三：政治學系簡介 

一、 系所特色 
1. 課程規劃：本系教學設計與教師上課內容特別強調「獨立思辨」訓練，

結合理論、實務與相關時事案例，激發學生多元、慎思與明辨之思維。

課程分為國際關係、比較政治、公行與政策、與科技與政治四組。 

2. 獎（助）學金：提供表現優異學生之獎勵，以及「國際交流經費補

助」。 

3. 實務導向：本系設置民意及市場調查中心配合研究方法相關課程，專門

訓練民調專才 

4. 學習選擇多元： 

學生可自主選擇雙主修、輔系 (ex. 政治+傳播，政治+法律，政治+經

濟、政治+社福…)，亦可申請五年一貫念完學士、碩士。 

二、 師資與研究領域 
本系教師畢業於台灣、美、法、德、英各國，研究領域與國際議題或在地

議題緊密結合，包括能源政策、外交政治、社會企業、危機管理、中國議

題、東南亞議題、地方政府與政治、環境正義、系統思考、政治思想、民

意調查、台灣政治經濟發展、選舉研究等等，有助於學生探索研究興趣，

繼續深造攻讀博士學位。 

  

日本教育旅行 民調中心台西村面訪委託案 

  
系列演講 戶外教學 



 

 

  
電訪實作 焦點團體訪談 

  
社會企業發展與實作工作坊 導生聚 

  
系壘比賽 大公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