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113年校務研究成果報告 

壹、 校務研究議題：應用文字探勘分析班級 line 通訊內容-以德霖科大電通系為例 

貳、 負責單位： 電通系 參、 研究人員： 黃燿麟 

肆、 分析建議後提供單位：電通系 

伍、 壹、研究目的(建議條列式說明即可) 
1. 探索進修部學生情緒表達趨勢 

透過應用文字探勘技術，分析德霖科技大學電通系進修部二技 Line 班群的聊天內容，了解

學生在校園生活中所表達的正向與負向情緒。研究結果將揭示學生對學習、課程和校園生

活的情緒傾向，幫助學校更好地了解學生的需求與感受。 

2. 評估課程與教學的情緒反應 

研究目的之一是分析學生對課程學習與教師教學的情緒反應，辨別正向與負向詞彙的頻

率，藉此探討教學效果和課程安排對學生情緒的影響，並提供改進教學的建議。 

3. 分析學生對行政作業與校園活動的看法 

本研究旨在分析學生對於行政作業（如校方公告、通知）及課外活動的情緒回饋。透過探

討學生在這些方面的正向與負向情緒，學校可以調整相關活動與行政政策，以提高學生滿

意度和參與感。 

4. 提供校務決策參考依據 

研究將為學校行政和教學單位提供有價值的數據，作為改善校園生活質量和提升教學效果

的參考依據。透過理解學生在不同情境下的情緒反應，學校可制定更有效的策略來促進學

生身心健康及學習發展。 

 

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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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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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研究結論與建議  (建議條列式說明即可) 
研究結論： 

1. 學生正向情緒反應占主導地位 

根據分析結果，進修部二技 A班學生在 Line班群中表達的正向情緒詞彙顯著高於負向情緒

詞彙，情緒得分為 411。這顯示學生對於課程學習、教師教學及校園生活多數抱持正面態

度，尤其在學習進度上，"明白"一詞出現 238次，代表學生普遍對教學內容具理解力。 

2. 課程學習與教師教學影響顯著 

從正向詞彙出現頻率來看，與課程學習及教師教學相關的正向詞彙如「明白」、「實用」、

「參加」等，出現次數最多，顯示這些方面對學生情緒的影響較大。負向詞彙中「問題」和

「辛苦」也相對高頻，反映部分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遇到挑戰。 

3. 校園生活帶來正面影響 

校園生活相關的正向詞彙如「快樂」、「健康」、「感恩」等出現頻率較高，顯示學生對校

園活動和校園環境感到滿意。然而，負向詞彙如「麻煩」和「隔離」的出現，則反映疫情或

其他行政因素對學生生活的影響。 

4. 負向情緒詞彙集中於特定議題 

雖然負向詞彙總數較少，但多集中在「不能」、「問題」等詞彙，顯示學生主要的負面情緒

來自於學習和校園事務中的挑戰或困擾。這些情緒表達反映了學生在特定領域遇到的問題，

例如課業壓力或校務繁瑣。 

 

研究建議： 

1. 強化教學輔導與支持 

針對學生在課程學習中表達的負向情緒，如「辛苦」、「問題」等，學校應加強教學輔導與

學習資源的提供，協助學生克服學習困難，並透過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有效溝通，解決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的困惑與挑戰。 

2. 優化課外活動與校園生活 

研究結果顯示，校園生活帶來大量正向情緒，但也存在「麻煩」和「隔離」等負面情緒。學

校可考慮進一步優化課外活動，並改善校園防疫措施或行政程序，以提升學生對校園生活的

滿意度，減少負面情緒的產生。 

3. 建立更有效的行政溝通機制 

行政作業相關的負向情緒，如「問題」、「麻煩」等，顯示學生對校務處理的部分流程感到

不滿或困惑。學校應檢討並簡化行政程序，並提供更明確的溝通渠道，讓學生能夠快速獲取

相關資訊，減少因行政問題引發的負面情緒。 

4. 定期進行學生情緒分析 

為持續提升教學質量與校園環境，學校應定期進行學生情緒分析，透過 Line群組等非正式

渠道了解學生的真實感受與需求。這將有助於學校即時調整政策，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學習滿

意度與整體情緒健康。 

 

捌、 附件 
分析資料：進修部二技 A班學生在 Line班群聊天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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