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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 105 年度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期中報告摘要 

本校於 105 學年度提案並將於 106 學年度正式成立「校務研究中心」，並已完成校內

組織新增調整之相關程序。同時，訂定「校務研究指導委員會組織辦法」，完成校務研究

指導委員之聘任後，並已於 105 學年度召開第一次校務研究指導委員會議。目前校務研究

中心設於秘書室之下，由主任秘書兼任中心主任，並由副校長直接督導。校務研究指導委

員會，則由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並以校內一級主管及 3 位校長選聘教師組成，作為本校

推動校務研究之諮詢及指導單位。 

校務資料庫建置與配套措施落實情形 

目前已完成校務研究系統之資料庫整備，涵蓋範圍包括教務、學務、教師、圖書館、

校友資訊及外部資料來源等，其主要提供予校務研究相關人員使用，可下載去識別化資訊。

為使資料能即時更新，系統排程作業將每週自動更新平台一次。當使用者下載資料集後，

即可進行資料合併、篩選、排序等動作後，以進行後續分析。在研究成果展現上，目前本

校 IR 系統平台提供的分享功能，得以讓研究成果，如：視覺化圖表、簡報資料等，直接

上傳至平台或以網址登錄的方式分享，以利校內相關人員參考。 

校務研究議題辦理狀況 

本校延續前一年之計畫，深入針對四大議題分析，故本單元分為四部份。其中，議題

二與議題四又細分為三個子議題。議題一主要目的為檢視學生之先備因素或學習歷程因素，

是否對英文檢定成績有所影響。議題二以探討學生之自主學習與校園生活樣態為研究目的，

如圖書館資源使用情形、五育認證、服務與社團活動參與等。議題三為學生核心能力調查，

其將從廠商與教師等兩者不同的角度切入，一方面瞭解廠商期望，另一方面得以提供教師

教學參考。議題四則聚焦在教師績效、特色課程與境外生之學術表現。以下針對各議題逐

一呈現研究分析結果。茲就 105 學年度四項校務研究議題之辦理情形，摘述如後： 

【議題一】學生學習歷程與就業歷程之分析 

104 學年度已先針對學生戶籍地、畢業高中、學測英文級分、國際交流活動等變項，

以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方式進行初步研究。本學年度將進一步以居住村里、入學管道、

學測總級分及學院別為自變項，探究其對英檢成績（僅針對多益檢定，不包含其他體制之

英語檢定）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英檢成績與學測總級分成正相關，且學測總級分、入學

管道對英檢成績具影響性，其中以甄選入學學生的表現最好。建議未來進一步細看各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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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性，並將專業英語、通識英語等課程納入，以瞭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是否有助於

提升英檢成績，再以村里區域做分析，更能瞭解居住區域之間的差異性。 

【議題二】自主學習行為與校園生活樣態分析 

現今的大學入學管道日趨多元化，舉凡繁星計畫、甄選入學、考試入學及轉學考等皆

是，其學生的入學條件也不盡相同。除入學管道外，公私立高中性質差異較大，遂亦加入

公立與私立學校類別進行探討。因此，「議題二之一」係研究不同入學管道與公私立類別

的學生，其自主學習行為與校園生活樣態。研究發現轉學生之校園生活樣態與其他入學管

道學生差異較大，推測是入學之初對學校相關規定較不熟悉，且人際網絡尚未建立所致。

此研究結果已轉予學務處參考，並規劃將自 106 學年度起安排轉學生參加新生訓練相關

活動，協助熟悉學校各項活動與辦法，以利即早融入校園生活。 

「議題二之二」則是以社會經濟地位之自主學習行為與校園生活樣態分析作為研究議

題。試想家庭社經地位較低的學生，是否因為需要賺取生活費用或負擔學業貸款等其他因

素，因而較少參與校園活動。相反地，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學生，或許能投入較多的時間

參與校園活動。然而，研究結果顯示外縣市區域的學生投入較多的時間參與校園活動，推

測可能是因為住校或租屋於學校附近的關係。在所得總額中位數部分，則發現中位數越高

的地區，較少使用學校圖書館資源，同時也較少參與校園活動，而這些學生大多居住於北

部區域，推測有可能受到家裡或通勤的影響。前兩議題主要是從學生的先備資訊切入，為

能進一步瞭解學生在校自主學習行為是否對學業表現有所影響性，故「議題二之三」將以

該角度出發，以研究自主學習行為與學業表性之相關性。研究發現圖書借閱冊數越高的學

生，其學業表現狀況越好。為促進學生自主學習風氣，本校亦舉辦有讀書會、同儕課業精

進競賽等活動，後續研究可考量將此類活動一併納入，將可更進一步瞭解學校所推動的自

主學習活動，是否對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有所助益。 

【議題三】建構學用合一核心能力雷達圖 

本校已將「學生核心能力診斷系統」建立完成，利用各系所核心能力導向課程規劃以

及學生修課紀錄，建立每位學生核心能力雷達圖以及各系所畢業生群體學生核心能力雷達

圖。學生核心能力雷達圖可以顯示出學生在各核心能力相關課程的表現，讓學生反思目前

修課所習得之核心能力，進一步規劃未來的修課。畢業生群體學生核心能力雷達圖則可顯

示出系所畢業生群體的核心能力發展狀況，協助系所反思和調整課程與教學。研究結果發

現畢業生核心能力與教師期望以及廠商期望之核心能力存在差異，如：廠商重視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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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教師較重視專業能力，而課程培育畢業生核心能力則是平衡發展。目前已將相關結

果轉知予系所，將於課程發展委員會中檢視和討論課程規劃。並已於 106 年 1 月 11 日

105-20 行政會議中報告此議題之研究結果，未來將平行推動於各系所，協助學生提前了

解各產業需求，做為未來修課及職涯規劃之參考。 

【議題四之一】教師績效與學生學習成效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自 104 學年起著手探討教師績效與學生學習成效之關聯，獲致「教師『教學』、

『研究』績效等第皆與學生對教師教學滿意度、學生學習行為/成效等變項呈正相關」之

研究結論。遂規劃逐年持續統計分析教師績效與學生學習之關聯，依據 105 學年度教師績

效與學生學習相關分析結果，檢視及驗證前一年度分析結論，以作為教師績效獎勵制度設

計調整之參考依據。研究結論為教師「教學」績效等第與學生對教師教學滿意度、學生學

習行為/成效等變項為正相關，顯示「教學」績效評核結果與教學成效具一致性。且教師

「研究」績效等第與學生對教師教學滿意度、學生學習行為/成效等變項原則上為正相關，

顯示「研究」績效佳者，教學表現亦佳。皆與前一年度研究結果相符。後續研究建議於依

變項中增加「教師授課時數」等變數，進一步了解教師授課負擔是否亦對教學成效造成影

響。 

【議題四之二】特色課程與學生學習成效之關聯 

自 101 學年度起，本校開始投入大量資源推動特色課程，鼓勵授課教師精進教學，研

擬創新教學方式，跨越傳統教學模式，讓上課過程不再只是聽與說，教學成果不再侷限於

考試與報告，而是提供多元機會讓學生去發揮，遂推動特色課程計畫，其分為教學模式類、

教學成果類、新興推廣類以及教材發展類等四類。過去本校在特色課程上投注大量資源，

包含 PBL 教室之硬體建置、創新教學獎之設立，及創新教學補助等，為了解特色課程是否

對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有正向效果。研究結果發現特色課程在教材教法上有別於傳統之一般

課程，在高教深耕計畫中，亦一再強調跨領域、做中學等概念，透過該研究得知學生滿意

度普遍高於一般課程，證實過去投入資源有其價值，未來亦將持續在此部分挹注資源。 

【議題四之三】境外生學習成效分析及選校意見調查 

為鼓勵優秀境外學生選擇本校就讀，本校除了提供部分境外學生減免學雜費，105 學

年度編列 1,700 萬元生活津貼獎助學金給外籍生、僑生及陸生學位生，讓境外學生能專心

就讀。於 105 學年度全校有 7.2%境外學位生，在招募境外生擴增人數方面，已經達到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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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成效，至於如何評估學生素質與學習成效，依據各國家、管道、學制學生的表現訂定未

來獎學金分配的原則，調整招生策略與經費，是校務研究議題四之三所關注的課題。研究

結果發現境外生學術表現優於全系所平均水準，尤其是外籍生及陸生研究生。然而，獎助

學金核發金額與學業成績表現並無正相關，因此已規劃調整獎學金核發方式，以期達到資

源配置之最大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