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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112年校務研究成果報告 
 

校務研究議題：導入 IR分析學習歷程檔案綜合表現 

負責單位：學生入學服務中心 研究人員： 張遵偉、游雅芳 

壹、研究目的(建議條列式說明即可) 
學習歷程檔用以紀錄學生學習過程，包含：學習目標、計劃、成果、反思等。透過學習歷

程檔案內容，能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對學習進行反思和改進。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IR)利用學習歷程檔，針對學生背景、學習歷程、學習與未來就業成效等大數據資

料，經由數據化分析，作為建議改善教學的依據，同時，也能協助學生進一步了解自己的學習

情況、提供學習反思和改進方向；教師可以提供有效的指導，進而提高教學和學習成效。 

貳、研究方法 

■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     □深度訪談 

■內容分析    ■資料蒐集     □其他研究方法 

參、研究結論與建議  (建議條列式說明即可) 
研究結論： 

教師在面對新生，須先瞭解每個學生入學前人格及學習特質，方能針對不同學生，因材施

教。學校也必須掌握學生的家庭背景、入學前在校表現、入學測驗成績、入學申請相關資料，

才能真正掌握學生在學習及生活上所需要的幫助，並主動提供必要協助。學生學習歷程的內

容，是由各項數據積累而成，包括學生入學前在校各種學習歷程、在校成績、在校表現、行為

模式、興趣喜好等；進入大學後，各科學習表現、參與社團活動、一直到畢業後流向。學校應

定期檢視原先的課程地圖規劃是否適宜，並確定教學輔導措施在學生學習歷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此次研究，有下列幾點結論： 

1. 新生穩定性：超過一成的新生有轉學、休學的考量，值得本校分析其原因，並追蹤學生後

續發展，及早發現問題並投入相關輔導措施，以降低學生流失可能性。 

2. 學習預警輔導：入學後，學校提供學習平台，透過學習平台記錄學生的學習歷程，根據學

生的學習表現給予各項輔導措施，調整學習的規劃，提升學習成就感。包含以學習地圖拓

展學生的學習廣度，再由學生的背景資料、修習課程與成績，檢視各課程的成績分布，評

估不同學生之修課負荷，以調整學生的學習規劃。學生不僅可修讀符合興趣且難易適當的

課程，教師亦可就班上學習可能落後的高風險學生，加強學習輔導。 

3. 預估學生學習行為：通過分析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可以事先瞭解與預判學生的學習行為

資訊。例如，學生以往的學習慣性，常會在何時、何地、使用何種工具、自我學習。這些

模式，能協助學校和教師預測學生學習的習慣和特點，以提較佳的學習輔導措施。 

4.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透過分析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可以掌握學生的學習成效資訊，例

如，學生的學習進度、學習成績、成績落點等。導師與授課教師，可以評估學生的學習狀

況和成效，並相對應地調整教學進度與內容，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5. 學生學習需求：經由分析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可以瞭解學生在學習時需要哪方面協助，

例如，學生對某種工具的使用頻率，或跟上進度的時間，這些資訊可以幫助授課教師，知

道到學生學習需求和問題，以提供適時及更好的學習支持和協助。 

 

研究建議： 

1. 重視多元表現：由成績導向轉為重視學生的多元表現，例如，自主學習、社團經驗、幹部

表現、參與競賽或校外活動、特殊表現等。 

2. 適量減少學習歷程內容：各系科可適量減少要求學生繳交的學習歷程內容文件，可以選擇

至多 3 件，例如，(1)書面報告、(2)實作作品、(3)領域研究與實作成果、(4)不同領域探活動

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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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助改善家庭經濟：學生的家庭背景與入學成績資料比較，低收入學生所規劃的學習歷程

多元與豐富度較為不足，其次為中低收入學生。低收入的學生，因需要負擔部分學雜費及

個人生活費，較無時間籌備學習歷程。因此，輔以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學生部分工讀時數，

提升改善情況，鼓勵弱勢學生培養自信。 

4. 適度修正評量類型：包含，小考、上課時互動、課後作業等，以檢測學習進度與缺失，即

時調整教學方式與進度。另外，輔以測驗、觀察、作品、口試、專題報告、展演等；除總

分之外，多增加細項計分，以檢示學生個別強項與弱項。教師能評估是否達到預期學習或

標準。 

5. 提高教學效果：經由結合學習歷程檔案和校務研究資料，教師可以深入了解學生的學習行

為和學習效果，對教學進行針對個案調整，提高教學效果。 

 
肆、附件 

[1] 111學年度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學生學習歷程檔與成績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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