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年度校務研究議題分析摘要 
大一新生適應調查－校內跨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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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本校各學院新生在基本
資料、入學背景、學習狀態、遭遇困難、就學穩定度的差異性，藉以提供各學院未來擬定招
生策略與輔導機制之參據。 

統計方法 敘述性統計、比例差異檢定、交叉分析、卡方檢定。 

研究對象 本校 112 學年度的日四技大一新生。 

研究結果 

 

來源學
校縣市
區域 

 

■四個學院中，工學院的來源學校地區主要是雲嘉南，商管主要

來自於雲嘉南、高屏、桃竹苗，人文最能招到中彰投以北的學

生，數位的生源最為均勻，也最為多元，來自於台灣各地區以及

(東部、外島、境外)等地區。 

課程安
排、外
語能力
之認同
程度 

 

 
 
 

■課程安排方面，以人文社

會學院之認同度最高，數

位設計學院較低。 
■外語能力方面，認同度普

遍較低。 
 

學習狀
態之課
程發生
頻率 

 

■學生多能依老師要求對

於繳交作業/報告，準時上
課/不缺席，但對於尋求解
決課業問題頻率相對較

低。 

學習狀
態(學習
態度、
學習掌
握度) 

 

■學習態度方面，學生比較

無法主動發問、參與討論

與表達看法，且學習專注

力較弱。 
 
■學習掌握度方面，學生對

上台報告較無自信。 

感到困
難的問
題、預
計學習
重點 

  

■學生感到困難的問題以

課業學習、時間管理、對未

來進路的迷惘、經濟壓力

為最。 
 
■學生預計學習重點以專

業能力、人際溝通、外語能

力、表達能力、團隊合作等

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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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不
利生分
布 

 

■整體而言，本校約有 39.4%的經濟或文化不利生(經文不利生)。 
■商管和數位設計學院的經濟不利生較多。 
■人文社會學院的文化不利生最多。 
■人文社會學院的經文不利生最多，商管和數位次之，工學院最少。 

學費及
生活費
是否靠
打工之
分布 

 

■整體而言，本校新生需要打工支應其學費或生活費的比率超過四

成。特別是在生活費的部分，除數位學院外，其他學院均超過 42%。 
■其中，學費和生活費皆須靠打工的部分，商管學院和人文學院都

超過二成，工學院也接近 19%。 

轉系傾
向 

 

■商管學院轉系傾向最高，其次是數位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和工學

院較低。 

轉系*休
退學 

 

■考慮轉系的學生，其休退學傾向也是最高的。 
■因此，對有轉系傾向的學生提供即時輔導，應可有效提高新生的

就學穩定度。 

經文不
利生*休
退學 

 

■根據大一升大二學生實際休退學之結果，顯示經濟不利生比一般

生更容易休退。 
■因此，幫助大一學生度過經濟不利的難關，可有效提高新生的就

學穩定度。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應提早於大一時就積極導入。 

打工*休
退學 

 

■學費和生活費都需要打工的學生，其休退學傾向是最高的。 
■因此，同上，應積極於學生大一時導入各項助學機制，特別是以

「學習取代打工」為推動目標的完善就學協助機制。 

 

建議 

■在招生策略方面，各院系可針對主要生源地區加強宣導，掌握既有生源，並針對生源較少地區，擬訂

擴充生源方案。 

■在學生學習輔導方面，各院系可針對學生對課程的認同度、學習態度、遭遇的困難等進行教學調整與

輔導機制。 

■在學生就學穩定度方面，各項助學機制須於大一新生進入學校開始便積極導入，特別是經濟不利生與

學費和生活費皆須打工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