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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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研究議題：主題微學分課程開設狀況分析 

負責單位：教務處 研究人員：顏瑞棋 

分析建議後提供單位：提供教務處及各系科教學單位參考 

壹、研究目的(建議條列式說明即可) 

一、分析 110至 112學年度主題微學分課程的開課數量及分佈情況。 

二、探討主題微學分課程的學生選課情形及不同系科間的差異。 

三、分析主題微學分課程開課老師的分布及其教學資源狀況。 

四、了解開課課程的整體需求，並預測未來主題微學分課程的發展趨勢。 

五、為各系科提供調整與優化微學分課程設計的依據，促進學生跨領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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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走訪 
 

參、研究結論與建議  (建議條列式說明即可) 

研究結論： 

1.主題微學分課程在 110至 112學年度的開設數量落差不小，且各系科之間的開課數量不均。

110至 112學年度分別由 6系開設 29門課、5系開設 22門課及 4系開設 33門課。 

2.選課學生數量與課程主題相關性較大，實務性或跨領域的課程較受學生歡迎。110至 112學

年度選課學生數量分別為 658人、476人及 705人。 

3.部分系科的微學分課程修課人數偏少，顯示部分課程設計或推廣有改善空間。 

4.開課老師的分佈集中在少數系科，部分教師需承擔多門微學分課程的教學，可能影響教學品

質。110學年度休閒系開設 6門課、會展系開設 6門課、餐旅系開設 6門課、廚藝系開設 5

門課、室設系及資工系各開設 3門課。111學年度餐旅系開設 11門課、廚藝系開設 4門課、

休閒系及室設系各開設 3門課、資工系開設 1門課。112學年度餐旅系開設 13門課、休閒系

開設 9門課、創設系開設 6門課、廚藝系開設 5門課。 

 

研究建議： 

1.鼓勵各系科積極開設符合學生需求的主題微學分課程，特別是在實務與跨領域學習方面。 

2.提供教師更多的專業發展資源，尤其是針對如何設計和推廣吸引學生的微學分課程。 

3.定期檢討課程設置與學生選課數據，針對選課人數較少的課程進行調整或優化。 

4.建立跨系科合作的課程平台，促進資源共享及學生的跨學科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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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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