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 年度校務研究議題分析摘要 
大一新生適應調查分析－跨校比較 

研究目的 
藉由台灣評鑑協會「112 學年度全國大專新生適應調查」資料，了解本校和同儕學校新生在
基本資料、入學背景、就讀科系狀態、學校資源、學習狀態、對校系之滿意度的差異性，有
助於本校擬定未來之招生策略、輔導機制、以及校系改善方向。 

統計方法 敘述性統計、獨立樣本比例差異檢定。 

研究對象 南臺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的大一新生。 

研究結果 

原畢業學
校之類型 

 

■本校最大生源主要還是來自高職，但也有 16.3%的生源來自於綜合高中－職業學程。來自普通高中的比

例則相對低於同儕學校。 

原畢業學
校所在地

區 

 

■本校在雲嘉南地區是有地緣優勢的，但是同儕學校 2 的生源比本校多元，在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高

屏的生源都比本校高。 

■同儕學校 3 的外籍生最多。 

得知本校
最主要管
道(複選) 

  

■學生得知本校和同儕學校４的管道最為多元，平均有兩個管道以上。 

■本校在學校聲望和報考簡章部分具有優勢。 

決定就讀
本校最主
要的原因

(複選) 

 

■新生選讀本校最主要的原因是由考試成績決定，本校在台南也有地緣優勢。 

■受朋友/同學/學長姊影響而決定就讀的原因，本校顯著地低於同儕學校，是未來調整招生策略可強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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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目前
就讀科系
的動機 
(複選) 

 

■本校新生選系的動機，對是否符合個人志趣，本校是低於同儕學校 1 和 2 的，此因素可能會影響日後的

就學穩定度，不得不慎，須於大一加強輔導，以降低升大二時的休退學率。 

■對是否較容易就業，本校位於 6 校的中間。 

■對於是否銜接升學，本校與同儕學校 4 具有共同優勢。 

經濟或文
化不利生
之分布 

 

■本校經濟或文化不利生的比例位於 6 校的中間。但也超過四成，文化不利生的比例則接近三成。 

■對於經濟與學習弱勢生之助學輔導機制應該於大一就積極介入，以提升大一經文不利生的就學穩定度。 

學生打工
情形 

 

■本校學費或生活費須靠打工的學生比例超過四成，兩者皆須靠打工的比例則接近兩成。 

本校在我
心目中的
志願排序 

 

■本校新生選擇本校為第 4~6 志願，以及第 7 志願以上的比例皆是 6 校中最高的。再次顯示本校對大一新

生學習狀況的輔導至關重要。 

推薦度 

 

■註 1：左圖為新生願意推薦學校(X 軸)與推薦

就讀科系(Y 軸)之知覺圖。 

■註 2：六校中的國立科大被暫時移除，以利本

校與其他四所私立科大比較。 

 

■本校新生願意推薦學校，但較不願意

推薦就讀科系(第四象限)，顯示學生對

學校是認同的，但對科系的認同度稍

顯不足。 

 

建議 

■持續維持本校在雲嘉南的地緣優勢，但可努力讓生源多樣化，例如提高本校普高生、境外生的比例。 

■招生策略應強化親友、同學／朋友／學長姐之推薦宣傳管道。 

■新生輔導應著重科系生涯發展規劃之宣導，以提升學生對學校和就讀科系之向心力。 

■重視大一新生之學習輔導，並即時導入經濟文化不利生之助學機制，以提升新生之就學穩定度。 

■由於 112 學年度是本校第一次參加臺評會的此項調查，問卷填答率僅接近三成，相較於其他同儕學校

是偏低的，未來需努力提高學生填答率，以提升問卷資料的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