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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或文化不利生受輔導或協助之成效分析】

分析成果摘要



推動校務研究-主軸重點策略

研究教學創新精進相關
作法之回饋與就業情形

⚫ 分析多元學習成效，結合畢業
流向回饋教學

研究產學合作相關作法
與校務發展之關聯

⚫ 探討產學合作成果，檢視研究
量能

推動USR計畫成效評估，
探究方案社會影響力

⚫ 追蹤USR計畫執行成效，促進
方案評估改進

⚫ 分析輔導情形，作為優化教學
環境之依據

研究高教公共性相關作法之
學習成效與行政支持效能

指標15.校務研究(IR)落實情形



⚫經濟或文化不利生受輔導或協助之成效分析
分析結果

圖1.維持累計系排名學生打工狀況與學習表現相關分析

圖2.未維持累計系排名學生打工狀況與學習表現相關分析

C. 以文字探勘技術，針對輔導老師對於學生之評語與建議進行分析：
近7成的學生在學習表現以及態度上有正面的表現，大部分的學生在
學習輔導上，有良好的問題解決能力，且有明確的自主學習目標，願
意在課後之餘多花額外時間進行學習，但有3成左右的學生，在學習
表現上仍需要進行改進，分析情況詳見圖4。

A.分析領取獎助金後維持學習表現的學生，結果顯示校
內工讀不僅提供經濟支援，還有助於學生保持學習效
益，同時領取獎助金也為這類學生提供更多的經濟支
援，分析情況詳見圖1、3。

B.分析領取獎助金後未維持學習表現的學生，結果顯示
在領取補助計畫後，仍持續校外工讀且無減少缺曠課
時數，分析情況詳見圖2、3。

圖3.領取獎助金後，缺曠課時數變化情形

圖4. 文字 探勘 分 析結果



⚫經濟或文化不利生受輔導或協助之成效分析
研究建議

研究建議回饋單位

不宜採一致性補助方式，可規劃設立不同級別之獎助金，並可參考學生出勤與學習狀況

給予，達到勉勵學生之效益。

A.設立獎助金不同級別機制

後續追蹤領取獎助金學生之學習與出勤情況，以利了解領取獎助金後對學生的幫助。

B.定期評估和反饋

提供課餘輔導服務及線上資源運用等策略，並可參考各校作法，如臺大夢田深耕計畫獎

勵方案。

C.增強學生輔導資源

建議加強宣導，將校內工讀機會優先提供給經文不利生。

D.優先校內工讀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