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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學品質提升之校務研究成果摘要 

校務研究計畫主責單位為本校校務發展中心，透過持續召開「推動校務研究業

務」小組會議，邀集相關單位包含教務、學務、國際、研發等研商分析需求，訂定

研究計畫主題，並進行成果討論，將分析成果與建議回饋相關單位運用於決策支援，

並提供後續研究議題訂定與資料庫擴充之參考，期望以更多元且精確的資料進行分

析研究，以期透過有效的數據分析支援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學品質的提升。分析主題

包含： 

 探討與比較不同學生基本特質與學習成效之關聯及探討不同背景學生之休退學表現

及原因，做為未來招生策略與學生入學後學業輔導相關措施之參考。研究結果顯示以

入學管道而言，繁星入學學生之學習表現普遍優於其他入學管道學生，就身分別來看，

港澳生的表現需加強。就休退學表現而言，學士班不同入學管道下休學百分比最高者

為大學聯招(指考)入學學生(3.32%)，且以一年級學生休學人數最高，退學百分比最高

者為外籍申請入學學生(5.02%)。碩士班則是以考招在職生休學比例最高(8.47%)，退學

百分比最高者為甄試在職生(3.45%)，不同年級下休學人次與退學人次最高者皆為 1年

級生。博士班以陸生聯招會入學學生休學百分比最高(37.50%)，退學百分比最高者為

甄試一般生(2.28%)；不同年級下休學人次與退學人次最高者皆為 7年級生。研究結果

也發現休退學原因普遍為志趣不合，為排除因表單設計造成調查結果的偏誤，進行表

單設計之調整，並持續追蹤與分析調整後之調查結果，期望以更為準確之調查結果提

供相關單位做為研擬相關措施之依據。 

 針對推動實務應用課程、國際合作辦學、通識課程改造等進行成效分析與現況檢視，

並回饋相關單位作為後續推動與改善規劃之參考。就實務應用課程而言，分析結果發

現選修實務應用課程與選修非實務應用課程的學生其畢業後動向有顯著差異，但在薪

資表現上則無顯著差異，為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應持續精進加強學生實務應用能力

之相關課程，並鼓勵教師培養相關實務教學能力，透過專家業師協同教學與產業合作

推動實習或微型課程。此外，為拓展校內師生之國際視野，強化教學品質，針對外籍

教師開課與來校交流進行分析，分析結果發現學生對於外籍教師的教學回饋普遍較佳，

應可鼓勵外籍教師與本國教師交流教學心得，藉此增進教學品質。為配合新課綱之推

動，透過問卷施測檢視現行通識課程之架構，結果可歸納出學生欲修習且有熱忱的方

向，著重在生活運用、專業技術、實際操作、創新創意、資訊科技應用之課程內容，

提供相關單位作為課程改造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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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弱勢學生對就學扶助相關措施之需求、獎助學金投入對學生學習之幫助，以期作

為獎助學金等相關就學輔助措施之調整與改善規劃的參考。針對弱勢學生在就學扶助

相關措施上的需求進行探討，透過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本校弱勢生對就學扶助之需求以

獎助學金的需求最多。為有效透過獎助學金幫助弱勢生在校學習，進一步針對 102-107

年獎助學金投入對弱勢學生學習表現的影響進行分析，發現領取助學金者之學制別差

異對於其學習成效有所影響，其中「碩士班」與「博士班」有領取助學金者，其進步

人數多於退步人數，相較於未領取助學金的情況，差異較大，顯示助學金之投入對弱

勢學生學習有所幫助。為更深入探討相關就學輔助與弱勢學生學習，將持續擴增包含

課程學習與課外學習等學生學習成效資料進行分析，以提供相關單位調整相關輔助措

施時之參考。 

 啟動教師發展相關議題，探討本校各領域教師發表情形與研究影響力，提供學術獎勵

相關支援機制進行調整時之參酌，以鼓勵教師投入學術研究並持續成長，進而提升教

學品質。透過主要的世界大學排名指標進行校際間的分析比較並針對各類學術發表管

道包含 SCI、SSCI、A&HCI、TSSCI、專書與專書論文等進行本校學術研究現況之相

關分析，發現各領域之研究表現有不同的發展趨勢，但研究產出有集中於部分教師的

現象，且整體而言學術研究影響力的表現有逐年下降的趨勢。然而，參與研究計畫雖

然對教師成長與教學應用有所幫助，仍需避免因過度強調研究而影響教學品質，因此

將持續進行包含教師教學與研究負荷之相互影響與其對教學品質和學生學習之影響等

相關研究，以期提供相關單位規劃教師學術發展策略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