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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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創業課程及問題導向課程實施成效分析 

負責單位：教務處 研究人員： 張哲專 

壹、研究目的(建議條列式說明即可) 

1、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對於問題解決導向課程，其學習滿意度為何？ 

2、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對於問題解決導向課程，其自我學習評估為何？ 

3、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對於問題解決導向課程，其學習成效評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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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滿意度上 1091 學期高於 1092 學期及 1102 學期、1101 學期高於 1092 學期及 1102 學

期；在自我學習評估上 1091 學期高於 1092 學期及 1102 學期；在學習成效評估上 1091 學期高

於 1092學期及 1102學期、1101學期高於 1092學期。 

2.不動產學院在問題導向課程中於學習滿意度上高於餐旅學院及工程學院；不動產學院在問題

導向課程中於課自我學習評估上高於餐旅學院及工程學院；不動產學院在問題導向課程中於學

習成效評估上高於餐旅學院及工程學院。 

3.問題導向課程就年級上，在學習滿意度上一、三、四年級學生皆高於二年級；在自我學習評

估上一、三、四年級學生皆高於二年級；在學習成效評估上一、三、四年級學生皆高於二年

級。 

研究建議： 

1.在問題解決導向的課程中，可以發現學生不論是在學習滿意度或學習成效上，較高的大多是

專題類型的課程或者是容易遇到問題的課程，這類型課程授課方式大多是讓學生尋找問題，再

由授課老師從旁協助後，提出解決方式，當學生透過這樣的方式找到解決之道時，不論是滿意

度或者是學習成效自然會有所成長，建議教師在申請問題解決導向課程時，可以連帶地提出需

要解決的問題，這樣可以讓學生透過問題而引起自身的學習興趣。 

2.學生在初次接觸到課程時，比較容易遇到問題需要解決，但當課程接觸一段時間之後，學生

習慣後在成效上就自然地會有所下降，建議可以每個學期提出不同的問題解決，盡可能的上下

學期也都不同類型的問題，讓學生可以持續地去發掘問題，並提出解決方式，讓學生可以持續

地保持一定的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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