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學品質提升之校務研究成果摘要 

項

次 
議題 成果摘要 

1 

學生學習

成效及其

影響因素

分析 

1.了解不同入學管道學生之表現 (學期平均成績及排名百分比)，發現三種入學管

道 (指考、申請入學及繁星推薦學生) 中，繁星推薦學生之學期平均成績表現最

好。 

2.了解不同入學管道學生之休、退、轉學人數比例，發現三種入學管道學生之休、

退、轉學人數比例，以指考較高。 

3.了解不同性別下，學生之學期平均成績及排名百分比是否有差異。發現不同性別

下，學生之學期平均成績及排名百分比皆有顯著差異，且女性之表現比男性佳。 

4.了解不同入學身分別學生之表現，發現港澳生表現有待加強。 

5.了解不同戶籍下學生之學期平均成績表現，發現以來自澎湖縣及台東縣之學生表

現有待加強。 

2 

經濟弱勢

學生「就

學扶助措

施」之需

求評估 

1.針對弱勢生就學扶助措施調查，弱勢學生最希望得到的幫助為獎助學金，其次為

就業力輔導與住宿協助。 

2.各類就學扶助措施選項人數： 

 

就業力輔導 個數 

在職專班 1 

博士班 2 

進修學士班 12 

碩士班 34 

學士班 103 

總計 152 
 

獎助學金申請 個數 

在職專班 10 

博士班 20 

進修學士班 64 

碩士班 172 

學士班 378 

總計 644 
 

諮商及諮詢 個數 

在職專班 2 

博士班 1 

進修學士班 6 

碩士班 7 

學士班 32 

總計 48 
 

住宿協助 個數 

博士班 2 

進修學士班 3 

碩士班 13 

學士班 103 

總計 121 
 

課業輔導 個數 

在職專班 1 

進修學士班 6 

碩士班 7 

學士班 57 

總計 71 
 

 

 

附件 3-12 



3 

畢業生就

業流向及

薪資分析 

大專校院畢業滿 1年、滿 3年及滿 5年畢業生流向追蹤 

1.105學年畢業滿 1年 

全職工作人數佔 53%、目前非就業中 44%、部分工時 3%。 

部分工時：工作內容以企業居多，其次為自由工作者。 

未就業主要原因：升學中或進修中，其次服役中或等待服役中。 

2.103學年畢業滿 3年 

全職工作人數佔 76%、目前非就業中 22%、部分工時 2%、家管/料理家務者 0.38%。 

部分工時：工作內容以企業居多，其次為自由工作者。 

未就業主要原因：服役中或等待服役中，其次進修中。 

3.101學年畢業滿 5年 

全職工作人數佔 88%、目前非就業中 9%、部分工時 2%、家管/料理家務者 1%。 

部分工時：工作內容以自由工作者居多，其次為學校。 

未就業主要原因：進修中。 

4.畢業滿一、三、五年就業狀況(不分學制) 

根據資料顯示本校學生就業率趨勢逐年遞增，未就業率則逐年遞減，其中薪資維

持一定的水準，並逐年提升，顯示本校學生在職場競爭激烈的趨勢下擁有競爭力

的優勢。 

5.文學院在畢業 5年時，就業人數比例稍微下降，其餘皆是上升。可能原因為該院

女生居多，所以在畢業五年後會增加家管/料理家務者的比例，與該院在招生人

數上每年不同而造成的誤差。 

6.學用合一(目前的工作內容與原就讀系、所、學位學程之專業訓練課程，其相符

程度) 

畢業一年：符合比例 89%，不符合比例 11% 

畢業三年：符合比例 80%，不符合比例 20% 

畢業五年：符合比例 92%，不符合比例 8% 

 



4 

各系所招

生人數趨

勢及就業

市場需求

趨勢分析 

1.透過本計畫之探討，「繁星」入學管道名額應有增加之空間，因為在探討題項各

面向中，「繁星」畢業生評價明顯優於其他入學管道畢業生。惟「學院」看起來

應該是影響題項評價的因素之一；且需考量「繁星」的適度名額惟何？因為若名

額過多，可能導致繁星都不繁星的情形發生。 

2.有鑒於「工作內容與就讀系所之符合程度」題項之認同程度普遍較低，不認同程

度普遍較高 (指考入學管道尤甚)。主觀因素部分可建議部分學系可考慮以大一

大二不分系的方式招生，待學生志趣性向明確後，再選擇主要學系修讀。客觀因

素部分可建議學系開課多元化，且鼓勵學生跨院系多元修課，以因應未來就業工

作內容之多樣性。 

3.雖然「工作內容與就讀系所之符合程度」題項之認同程度較低，不認同程度較高；

但畢業生「對母校師資與教學表現」及「整體對就讀系所之評價」滿意比例均超

過七成，不滿意比例均低於 3%，表示畢業生對於工作內容與就讀系所之不符合

情形，並非由師資與教學品質不佳所引起。 

4.目前畢業流向調查僅執行畢業 1、3、5年，建議可以持續執行調查，長期追蹤畢

業生之流向及職涯發展，以利畢業生資料之累積與後續相關研究之用。而對於畢

業問卷的題項部分，建議後續可考慮放入下述相關問項，以臻完整。 

(1)從學校畢業後至今，是否曾經轉換過公司？轉換公司次數及原因為何？ 

(2)目前的工作內容，是否需要具備專業證照？何種專業證照？ 

(3)對目前任職公司的整體滿意度為何？對目前工作的整體滿意度為何？對目前

直屬主管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5 

推動實務

應用課程

教學與學

生成績分

析研究 

1.探討實務課程瞭解學生成績表現，提升未來工作表現與職場競爭力。鼓勵學校教

師開設實務應用課程，並且規劃完善的學習活動。 

2.對於一些具優勢的實務課程，學校可邀請實務工作者與業師參與課程規劃，以促

進學校課程的發展與創新。 

3.透過適切的課程安排與規劃，可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在成績表現、畢業後工作

選擇及薪資表現獲得很好的績效，建議具體教學創新施行原則與策略來達成創新

創意教育的目標。 

4.從教師或系、院、校角度觀之，選擇或發展實務應用課程是個挑戰，因為過程需

要各系所系務及課程委員會對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其相對應績效指標做通盤的

規劃。本校可依據本研究計畫的研究成果，持續規劃、檢討與改進教師個人、系

所課程及校方課程的調整，共創以實證結果來精進教學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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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

辦學趨勢

與來源分

析 

1.外籍教師在興大的教學情形： 

學生對於外籍教師的回饋情形比本國教師良好，因此可以邀請外籍教師分享教

學的經驗供本國教師參考，以促進教學效果。 

2.外籍教師在興大的教學情形： 

從 102~107學年非姐妹校的國際科技人士每年約 20人，來自姐妹校的國際科技

人士每年約 5、6人，這些國際人士主要在材料系、精密所、獸醫系、法律系等

系所演講。在 102~106學年間，工學院邀請了最多的外籍客座人士，共有 37名；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次之，共邀請了 17名的外籍客座人士。而從國際科技人士

短訪核定金額可以看到材料系、精密所也提供了較多的補助邀請國際人士來演

講。因此其他的系也可以從不同的管道獲取經費，提供更多的補助吸引外籍人

士到興大交流。 

3.本計畫研究探討之結果可用於外籍教師的邀請、聘任策略上，以客觀的分析方式

來提供相關研究依據，期望能促進國際合作辦學及優良外籍教師來校，拓展校

內師生之國際視野。若未來欲評估邀請國際人士來中興做短期交流（如：演講、

短期授課）之成效，可以設計滿意度問卷，在交流結束後交予參與之學生填寫，

並記錄每次參與學生的資料（如：人數、科系、參與原因、男女比例等等），以

增加不同面向的分析探討，進而提升教學品質。 

4.可針對兩方面進行強化： 

（1）加深與重點姐妹校的合作，由校方提供經費，並作為教研人員間的媒合橋

樑，協助雙邊跨國研究合作發展。以現有的學術研究計畫及姐妹校為基礎，

建立跨領域的頂尖國際研究合作中心或據點，提升興大全球影響力。 

（2）可提升學生參與國際事務、與其他學校交流的機會，以提升學生國際觀、

素質與表現，使本校學生得以在國際成為更具競爭力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