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 年度校務研究議題分析摘要 
箍桶式(專題導向式)課程教學對學生專業實務能力養成之分析 

研究目的 分析箍桶式(專題導向式)課程教學對學生就業力養成之成效。 

統計方法 
敘述統計，相關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輔以 Mann-Whitney 等級和檢定確認檢定結果的正確
性，共變異數分析 (ANCOVA)。 

研究對象 
本校電子工程系 111 學年度畢業之日四技學生。 

包括 1 班專班(箍桶式教學法)為實驗組，以及 3 班一般班(傳統教學法)為對照組。 

資料蒐集內容 
（資料分析變項） 

■學生修課之基本資料，包括修習課程數、修習學分數、成績表現等。 
■E-Map 學生之十項校就業力指標分數 (雷達圖)，包括各課程之十項校指標的權重。 
■學生大一 UCAN 調查之八項共通職能與十六項專業職能表現分數與 PR 值。 
(八大共通職能指標的 PR 值，以及十六大職涯類型指標的 PR 值，先做重要性篩選，再考慮是否納入分
析。根據檢定結果，最後僅有共通職能指標之「工作責任及紀律」在專班生與一般生兩群組之間有顯著

的差異，其餘指標皆無顯著的差異。因此，最後僅將「工作責任及紀律 PR 值」視為控制變數納入分析) 

研究結果 

學生修課基本資
料之比較 

 
■專班生平均比一般生多修 9.5 個學分，或多修

5.5門課，且專班生的成績平均比一般生高 4.6
分。 

十項校就業力指
標的成效比較 

 
(沒有考慮控制變數

的狀況下) 

  

■十項校就業力指標中，僅有外語能力、敬業
合群兩項指標沒有顯著差異，其他 8 項指
標，專班生的平均表現皆顯著地高於一般生
的表現。 

十項校就業力指
標的成效比較 

 
(考慮「修習課程
數」以及「工作責
任及紀律 PR 值」為

控制變數) 

 
 
 
 
 
 
 
 
 

■為了釐清專班學生的好表現是否可全歸功於專班之箍桶式教學，本研究將學生之「修習課
程數」及「工作責任及紀律 PR 值」視為控制變數，並再次比較專班生和一般生的十項校
就業力指標養成情形。 
■各項校就業力指標在專班和一般班之比較如上圖(以專業知識、實務技能、熱誠抗壓為例)，
可以清楚的看見，在不同的修習課程數，以及工作責任及紀律 PR 值之下，平均而言，專
班生的就業力表現皆是優於一般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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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研究 

■因專題導向式課程與一般傳統式課程的課程結構不太相同，所以可藉著比較此兩類課程學生之就業力
表現(雷達圖)來評量專題導向式課程之成效。屬於客觀分析。 
■另外，本校也有對電子系新工程教育學生做問卷調查，屬於自評分析，包括對 IEET核心能力之養成、
課程滿意度、課程學習經驗、以及意見分析等。本研究第二部分將繼續做自評分析，從學生主觀的角
度，進一步了解專題導向式教學對學生的訓練狀況。 
■未來宜再結合畢業生流向調查，追蹤比較專班學生與一般生畢業一年後的就業力表現。 
■根據分析電子系新工程教育成效之經驗，未來希望建構一套一致性的新工程教育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
制，從資料收集到分析，以便未來推廣至化材系、機械系、電機系等其他執行新工程教育計畫的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