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年度校務研究議題分析摘要 
日學士生修讀產業連結創新教學課程之學習成效分析 

研究目的 針對本校修讀創新教學課程之日學士生，探討有安排業師協同授課或企業參訪等產業連結課程之學習成
效，包含學生學業成績、學習涉入，以及就業力等面向。 

統計方法 比例檢定、Cohen’s h 效果量檢定。 

研究對象 本校在 110~111 學年期間，曾修習創新教學課程之日學士生(四技、二技)。 
其中，有產業連結安排的課程作為實驗組，而其他一般課程則為控制組。 

資料蒐集內容 
（資料分析變項） 

比較學生在有產業連結的課程與其他一般課程的學習成效，分以下幾個面向： 
■學業成績（以期末實際取得的分數衡量） 
■學習涉入（含行為與主體涉入、認知涉入、情緒涉入） 
■就業力（包括專業知識、實務技能、資訊能力、整合創新、外語能力等專業職能，以及熱誠抗壓、表達
溝通、敬業合群、人文素養、服務關懷等共通職能等十大校定就業力指標） 

研究結果 

產業連結課
程安排對學
業成績影響 

 ■有產業連結的課程學生整體平均成績顯著高於
無產業連結的課程。 
■就效果量來看，全校整體產業連結課程在成績
方面僅有小的效果量。以各學院來看，僅商管
學院的效果量達 0.374，而人文社會學院及工
學院效果量介於 0.12 至 0.14，並不明顯。 

產業連結課
程安排對學
習涉入影響 

  ■行為與主體涉入，以課後至少投入 1 小時的學
生比例為量測基礎。 
■整體而言，產業連結具正向的影響效果。依各單
位，僅對數位設計學院和工學院的影響效果是
顯著的。 

 ■認知涉入，以課程理解度至少 60% 的學生比例
為量測基礎。 
■整體而言，產業連結具正向的影響效果。依各單
位，發現其對所有學院皆有顯著的影響效果。 

 ■情緒涉入，以學習興趣至少普通感興趣的學生
比例為量測基礎。 
■整體而言，產業連結課程具正向的影響效果。依
各單位，除了人文社會學院之外，其他學院皆有
顯著的影響效果。 

產業連結的
課程安排對
就業力影響 

 ■整體而言，產業連結課程對大部份的就業力指
標具正向的影響校果，特別是共通職能方面。 
(註 1：左方表格有列出的就業力指標，皆是產業連結課

程顯著優於一般課程的指標。) 

(註 2：左方表格的排序，表示產業連結課程對就業力指

標影響效果的排序。) 

■專業職能部分，整合創新和實務技能的提升最
為顯著。 
■共通職能部份，除工學院外，其他學院在五項指
標上均有提升。 

 

後續研究 

■本研究以本校創新教學課程設計有/無產業連結之二分方法來分析學生學習成效，並未考量課程的產業
連結頻率或深度，建議未來進一步納入業師協同授課與企業參訪之程度資料，以更精確地分析產業連

結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就產業連結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學習成效之比較，建議未來可納入更多控制變數，例如，老師的變異、

學生初始表現的變異等，以更精準地剖析產業連結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本研究僅針對案例學校有申請高教深耕計畫創新教學的課程進行分析，建議未來可以同時檢視其他非

創新教學的課程，以更全面掌握此類產業連結課程的學習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