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碩專班考取及入學心得分享 

劉 OO（110 學年度入學） 

    遙想當年，時光荏苒，當初還是剛入學的大一新生，懵懂青澀的模樣，好

像昨日才發生。回想大學 4 年生活，既充實又開心。自己出了社會工作，更是

特別懷念學生求學的生涯。那種每日求取新知的充實感，是與每日上下班的忙

碌感，有著天壤地別的差異。猶記得大學剛畢業之際，周圍的同學們陸陸續續

都報考了研究所，讓那時對研究有興趣的我好生羨慕。因為經濟、家庭因素，

我必須從報考研究所與公務人員考試中作選擇，最後我只能先黯然地放棄就讀

研究所，轉而準備就業考試-公務人員考試。皇天不負有心人，之後我也順利地

考上公務員，服務至今。在這幾年的工作中，雖然也學習、收獲了許多，但心

中總是有所缺憾。那缺憾一直深深藏在心裡，默默發酵，直至去年完成高考訓

練後，我毅然決然地投入準備碩專班的考試。因為，在準備公職考試的過程

中，研讀了行政學、公共政策及公共管理這幾門學科，愈念愈有興趣，再加上

自己本身是一位公務人員，便選擇了公共行政系(所)作為我未來碩專班就讀之

研究所。在眾多公行所中，我發現國立台北大學的師資陣容優良，學校的口碑

也不錯，且不少公務人員係從北大公行所畢業。由於以上的原因，我便以北大

公行所為我碩專班考試的首要目標。經仔細研讀報名簡章後，開始準備考試所

需的資料，以下便分別說明研究計畫書、資料審查、面試的準備方式以及入學

後心得： 

一、研究計劃書： 

由於備審資料須附上一份研究計畫，我便開始在生活中找尋自己有興趣的

題目。有一天我在壽司店用餐時，看到了餐廳的點餐機器，便想到它與現

今熱門的 AI(人工智慧)有關，其是否可用於公部門，便有了一系列的想

法，於是便以 AI(人工智慧)是否可用於公部門，藉以提升工作績效為題做

為我研究計畫書之題目。訂定了主題後，我便著手進行資料的蒐集及撰寫

了。在研究計畫的撰寫中，我蒐集了不少資料，參考了一些文獻，從中也

參閱了其他人的博碩士論文，便順利的完成研究計畫的撰寫。 

二、資料審查： 

在準備備審資料中，我依序將系所要求的資料，予以排列整理。只要符合

系所備審所要求的資料，如自傳、考績資料、歷年獎懲紀錄、工作經

歷……等等，只要符合簡章規定的資料我皆一一臚列，並依順序排列整理

清楚，以方便審查人員予以審定評分。 

三、面試： 

在準備面試的過程中，由於每人回答時間有限，我會事先了解每個人回答

時間，便以這有限的時間，模擬老師們可能的提問，不外乎自我介紹、報

考動機、目前工作單位與工作性質、所提交的研究計畫書、最近所發生的



新聞或制定的政策及自身的看法……等等問題，在考前不停地對著鏡子練

習，增加熟練度及減低考試當日的緊張感。 

 

四、入學來的心得： 

在這幾週上課下來，初步了解碩專班上課之方式，雖然目前只上了幾週的

課程，但著實獲益良多，增加不少以前從沒學過的知識。在這期間，由於

大部分的課程老師皆要求繳交讀書報告，無形中也迫使自己念了一些書。

老師們所介紹的書籍，書中的知識與觀點，有些部分是我以前從沒想過

的，在經過老師們的指導下，也發現了過去所忽略的思考面向，點出了我

思考上的盲點，讓我產生了「思考震盪」，著實獲益良多，也擴展了我的視

野，也期待未來能持續有更多的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