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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議題 

 

會展系新生學習適應性調查分析 

 

實際執行 

期間 
自 111   年  4   月  1   日 至   111    年   10    月  31     日止。 

研究目的 

(一) 瞭解新生基本背景資訊如入學管道、區域性及入學動機。  

(二) 瞭解新生對於校、系科之適應性。  

(三) 將其調查結果提供本系教師參考，以利於輔導新生時應留意之面向。 

研究對象 
(建議以研究變項具體羅列待研究之問題) 

以110學年度會展活動管理系日間部入學新生為主要研究對象 

使用分析資料

內容及範圍 

(建議分別敘明所需資料的內容及範圍，包括系統表單名稱、欄位名稱及資料範圍，如「所需資料內名

稱及範圍：○-○學年度大學部學生學籍資料，所需欄位名稱：學生之系所別、入學管道欄位」) 

本研究將以台評會所設計之問卷題項區分為入學背景、就讀科系狀況、學校資源、學

習情況、自我評估及總體滿意度等六大面向，進行分析。以下為六大面向涵蓋之題項

問題究其調查。 

一、入學背景：新生入學人數、家庭經濟狀況、新生原畢業學校類型、新生原畢業學

校所在地、大學學費主要來源、學習及生活費、新生入學管道、得知本校最主要

的管道、決定就讀本校最主要的原因、選擇目前就讀科系的動機、目前就讀科系

是否舉辦新生活動。 

二、就讀科系狀況：對目前就讀科系的了解程度、新生對目前就讀科系的總體課程狀

況。 

三、學校資源：新生對於本校所提供資源或支援事項的期待程度、新生對於本校所提

供資源或支援事項的滿意程度。 

四、學習狀況：入學至今對於課程安排的認同程度、對於外語能力的認同程度、課程

學習時相關活動發生的頻率、入學至今學期上課期間平均每天花在各項活動的時

間程度、入學至今對於課程學習的態度、入學至今對於課程學習的掌握度、授課

方式對於新生在學習上的幫助程度。 

五、自我評估：入學至今新生感到比較困擾的問題、新生未來生涯規劃最主要的目

標、就學期間新生預計的學習重點、入學至今新生在學現況。 

六、總體滿意度：入學至今對於本校整體狀況的認同程度。 

研究結果及 

建議 

(建議依研究問題一一說明研究結果及建議) 

一、研究結果 

(一)敘述性統計結果 

根據本系新生資料顯示 110學年度以四技二專甄選名額最多佔 40%，選擇就讀本

校最主要的原因來自地緣關係及符合生涯發展規劃最大比例為 33%，其次為朋友(同

學、學長姊)的影響或建議為 27%。選擇就讀本系以符合個人興趣及想學習專業知能佔

最大比例為 53%。 



從新生就讀科系狀況來評估新生在選擇會展系就讀時對本系瞭解程度在畢業條件

相關規定為 80%以及學生畢業時須具備的核心能力瞭解程度為 80%(含瞭解與非常瞭

解)，其各課程所與培養的能力為佔 74%，課程與未來就業的關聯性為 73%。新生對於

就讀科系的總體課程狀況在教師專業度認同度(含程度高及程度非常高)為 6成，其他

問項中的專業挑戰性、教師授課品質及整體滿意程度為 4成，其問卷顯示學生認同系

上教師的專業度，因大一課程多為建構學生的基礎知識與技能，在進入大學生課程

中，新生還在適應老師的教學方式，其滿意度只達 4成，系上老師在協助高中生進入

大學時應留意學生的適應情況。 

對於學校資源，學生期待最高的有舒適的教室空間、良好的學生餐廳與膳食規

劃、便利的校園生活機能、乾淨整潔的校園環境、便利的交通機能及清楚實用的打

工、獎助學金資訊佔比為 7成。新生進入本校就讀後對於學校資源與支援的滿意程度

最高者為有完善的證照輔導與經費補助機制最高者佔有 53%，其次為滿意完善的競賽

輔導與經費補助機制為 40%。其中不滿意程度最高者為學生餐廳與膳食規劃以及便利

的校園生活機能為 47%。。 

對於新生學習狀況在課程安排認同程度最高者為能夠修到自己想修習的專業課程

認同程度高(含程度非常高)為 47%，其次是透過學校的課程，在畢業前能學到足夠的

專業知能為 40%。對於外語能力的認同程度並不高，有能力閱讀英文教科書比例為 7%

為最低的比例，對於學校訂定的外語畢業門檻，能激勵加強外語能力為 27%。新生在

課程學習中對於發生次數為經常和非常平頻繁的比例最高是依老師要求繳交作業或報

告為 40%，其次為準時上課、不缺席為 27%。新生在非學習性的上網或滑手機所花的

時間程度為高達 67%，以及校內外工讀也高達 67%。新生對於課程學習的態度除了學

校課程外，也找到其他想學的事物或方向以及會及早準備課程所要求的作業或報告避

免拖延比例最高為 47%，其次為面臨挑戰時，會盡力解決困難為 40%。新生對於在課

程學習掌握度最高者是可以跟得上課程進度、可分辨輕重緩急和妥善規畫時間為

60%。新生對於在學習上的幫助程度在老師協助下進行實作、實驗最高佔 67%。 

新生感到較困擾的前三問題，對未來進路的迷惘為 53%，時間管理為 40%與經濟

壓力為 27%。新生在未來生涯規劃中還是以進入職場為最高佔有 66%，尚未有明確規

劃為 27%。新生預計的學習重點前三高是與就業相關的專業能力 93%，其次為領導、

管理及規畫能力為 73%，最後為人際溝通能力為 60%。有考慮轉校的新生比例為 20%，

考慮轉系的新生比例為 7%，考慮重考者為 7%，考慮休學 27%，能清楚瞭解就讀目的同

意的比例為 33%，能預期就學期間會有實際收獲同意比例為 40%，能快樂學習同意的

比例為 33%，最後新生學習目標非常清楚明確比例為 20%。 

新生願意同意推薦他人就讀本科系為 27%，願意推薦他人就讀本校為 20%，整體

而言認為學校的學習風氣良好為 13%，最後對學校感到滿意為 20%。 

(二) t檢定 

    對於本校所提供資源或支援事項的期待程度和新生對於本校現在所提供資源或支

援的滿意程度進行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 t檢定，則 p值為 0.008175，符合 p<0.05，

兩者之間具有顯著性。 

(三)相關係數測試 

針對整體滿意度四個題項進行相關分析，其結論可以發現到四個題項與新生對於

本校現在所提供資源或支援的「滿意程度」都是中度相關，可見得學校的行政支援對

其學校的整體滿意度有相當一定的關聯度。 



大學新生在面臨與高中學習有著不同的方式，帶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進入

校園學習，為使新生在大學的學習盡快銜接，有賴於學校行政單位資源的提供、系科

老師的協助及直屬學長姐的關心，可讓新生適應多元的大學生活並帶著穩定的心情學

習，朝向自己未來的職涯方向前進。 

二、系科建議如下： 

1.強化系科系學會及直屬學長姐的功能 

緊密結合直屬學長姐與新生之聯繫，對於剛進入大學的新生而言，進入陌生的學

習環境既害怕又期待，透過學長姐的經驗分享、讓新生有一定的方向與學習目標，能

順利銜接大學的生活降低負面的情緒。 

2.強化課程學習重點，建立良好的學習態度，提升學習風氣 

新生對於大學課程的教授方式需要時間適應與調整，系上老師需要解說專業課程

的學習重要性，課程不只要有橫向的連結性，更需要有深度的內容，以提高學生的學

習興趣，同儕之間的學習可以帶動學習風氣，有賴於全系教師的引導與啟發。 

3.宣導產業就業方向與機會 

    有66%的學生在未來的生涯規劃中選擇直接就業，新生對未來進路表示迷惘有

53%，資料顯示學生對於課業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是否能在未來職場中加分帶有焦慮

感，系上須透過專業課程的學習，並以業師、職場體驗、校外實習等豐富較學內容，

並且讓學生協助校外各種活動，以利於未來能銜接職場，給予未來的就業方向。 

4.強化師生溝通管道 

 新生剛入系上學習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為了穩定學生長期學習的情緒，有賴於

系上老師的協助，如加選課程的流程、請假事宜的條件、助學貸款及減免流程、專業

課程的難易度、未來職涯的進入等，師生溝通管道暢行無阻，能及時解決新生困擾的

問題，可降低新生流失率。 

提供校務發展

具體運用方向 

(建議依研究發現及結論，提出校務發展或決策之「具體建議」) 

學校端建議如下： 

1.強化學校與土城區之連結性，提高學校能見度  

根據資料顯示決定就讀本校最主要的原因來自地緣關係及符合生涯發展規劃佔最

大比例為 33%，其次為朋友(同學、學長姊)的影響或建議為 27%。學生對於學校聲

望、學校教育目標的熟悉度、師資陣容及推廣校園境及設施有待加強。新北市土城暫

緩發展區及附近地區市地重劃開發案未來會帶來商機與人潮，因此學校應強化與土城

區之連結，提升學校知名度，並透過社群媒體宣傳及學校、各科系之教學成果與活動

透過網頁呈現吸引目光。 

2.良好的餐飲環境、餐飲品質及合理的餐飲價格 

新生對於學生餐廳有一定的期待感，從資料顯示學生對學校餐飲的規劃高達 47%

是不滿意，學生在學校一周會有 4~5天在學校學習，用餐環境與品質學生感受特別深

刻，學生對學校餐廳滿意度越高越能夠把學生留在校園，對學校的向心力也就越高。 

3.增加多元化的社團、提升社團活動深度 

根據資料顯示新生對於社團的活動資源，大部分新生填答普通者高達 67%，新生

對於大學社團充滿好奇與期待，除了正規課程學習之外，參與社團是不可缺少的，學

生可藉由參加社團找到相同的愛好者，藉此能擴大社交圈子，拓展人脈關係，用不同

的視野增加自身的經驗。 



4.強化行政流程效率與溝通 

對於學校的行政效率有 20%的學生表達不滿意，對於學校網站的使用表達不滿意

有 13%及選課查詢系統表達不滿意有 7%。學校需簡化行政流程提升效率並加強網路流

量與系統及行政人員之素質。 

5.提供具有彈性時間的勞作教育課程 

    勞作教育課程是學校品德教育的一環，讓學生體驗愛校惜福的態度，學校利用中

午時間及課後的空堂時間安排勞作教育，學生反映學校在安排的勞作教育時段上可以

提供更有彈性的時間，以利於學生在中午用餐及課後時間的安排更有彈性。 

附件  

研究結果之 

實際運用 

(可複選) 

■供本校校務發展及決策之參考 

□投稿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並獲發表 

 (□國內研討會，會議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會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外研討會，會議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會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稿國內外學術期刊並獲發表 

 (□國內期刊，期刊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刊登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外期刊，期刊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刊登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學生完成學位論文 

□指導學生完成專題製作 

註：1.本表如不敷使用，可自行延伸。2.結案報告書需5~1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