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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教學發展中心 ( 以下簡稱本中心 ) 自 95 年 5 月成立迄今，每年均對大學

應屆畢業生實施「學習回顧問卷調查」，了解學生大學期間學習狀況，提供各學

系及校方課程規劃及提升教學品質策略之參考，同時亦作為本中心業務推動之依

據。問卷調查包括歷年固定不變的題目以及每年特定題目兩部分。歷年固定不變

的題目旨在維持題目的穩定性，以供長期追蹤之用；每年特定題目則視需要，針

對特定議題調整問卷題目。本年度係第三次實施網路問卷調查，回收問卷 2385

份，回收率 47.7%，問卷內容包括大學學系選擇、大學學習、畢業後生涯規劃三

大部分，茲將調查結果摘要說明如下。 

貳、調查結果 

本問卷採四點量表，從 1 至 4 代表同意程度，1 代表非常不同意，4 代表非

常同意。為方便說明，以下圖表將以同意百分比 (亦即同意和非常同意兩者百分

比相加的數值) 表示。 

一、大學學系選擇 

（一）選擇就讀學系原因 

整體而言，學生選擇就讀學系最重要的原因是「符合自己學科能力」，有八

成以上持贊同態度，其次是「自己興趣」與「按分數落點」，約有七成左右贊同。

與去年相比，「符合自己學科能力」、「自己興趣」、「按分數落點」皆為選擇就讀

學系的前三項主要原因。

（二）對就讀學系感興趣程度及了解程度 

    學生入大學前及畢業時對就讀學系感興趣程度 (1-100 分) 的變化，結果發

現兩者並無顯著差異，感興趣的程度皆約在 70 分上下。但學生對於就讀學系瞭



解的程度，在畢業時則大幅提升約 31 分，平均分數從不及格的 50 分，提昇到畢

業時的超過 80 分。

 

    有趣的是，與去年相較，兩組數據的平均頗為類似，學生對於就讀學系感興

趣的程度入學時與畢業時都約有 70 分左右；學生對於就讀學系了解程度，入學

時瞭解程度約 50 分，畢業時瞭解程度約有 80 分左右。 

     對就讀學系感興趣程度 對就讀學系瞭解程度 

 入學時 畢業時 入學時 畢業時 

去年 96 學年度 68.67 68.97 48.49 79.62 

今年 97 學年度 69.38 70.34 49.59 80.38 

二、大學學習 

（一）老師要求學生的學習項目 

在課堂活動上，約有七成以上的學生認為老師常常或總是要求學生「解釋概

念並解決問題」、「分析問題了解形成原因」及「依據邏輯推理判斷論點」，但是

卻只有四成多的學生認為老師要求他們提出新點子或想法。



 

（二）學習困擾 

    學生認為大學期間的學習困擾的前兩名是「讀」與「寫」，即「閱讀量大增，

書讀不完」與「不太會撰寫學術研究報告」，都有六成三以上。三年來，「閱讀」、

「 寫 作 」 與 「 時 間 規 劃 」 都 穩 定 列 為 學 生 學 習 困 擾 的 前 四 名 。

 

大學期間口頭或書面報告的機會頗為頻繁，學生認為在作這兩種報告時最主要的

困擾是「不知如何找到支持論點的證據」，約有四成八，其後依序是「不知如何

決定報告主題」、「不知如何形成報告架構」、「不知如何統整分析蒐集資料」皆有

三成五以上表示有困擾。



（三）學習習慣 

 學生各自擁有不同的學習習慣，調查發現，有高達 92%的同學是對某領域有

興趣而學習，也有多達 91%的同學是以理解方式學習。前四項代表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approach)的動機與方法，顯示台大自畢業生頗具有深度學習的傾向，頗

為可喜；然而，接下來的數項「讀書以課本為主」、「為考試壓力」、「需要老

師統整」、「用記憶背誦學習」、「為求高分而學」、「為求考試過關」等為淺

層學習 ( surface leanring ) 的動機與方法，我們發現仍有約三分之一的學生自認

有這樣傾向。這樣的結果有三種啟示：第一，台大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可能主動

採取不同的學習策略，進行不同目標的學習；第二，學生學習很多時候傾向深度

學習，但使用淺層學習的機會也不在少數；最後，在學校的課程規劃與教學過程

中，可能亦有一些因素促使學生使用淺層學習策略，只求記憶過關，不求甚解，

值得我們注意。 

 

 （四）學習信念 



 大學期間各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學習信念，作為支持自己學習的動力，從本次

問卷調查得知，很大一部分的學生 ( 90% ) 認為努力可讓表現更好，而也有很多

學生 ( 89% ) 覺得努力學習是負責的表現，更有 88% 的學生認為不努力將會造

成退步的情形。可見努力的義務感與功能性深入台大畢業生的信念，將成為這些

學生未來發展的重要資產。不過學生努力信念與努力行為是否一致，努力目標是

否集中在課業的學習，值得進一步思考與探討。 

 （五）時間分配的評估 ( 以一星期為單位 ) 

 大學期間學生一星期的時間分配，發現上課時間平均約是 23.69 小時，其次

是上網，花費 14.73 小時，再者是課後複習自修約 12.71 小時。這項結果驗證高

等教育資料庫的結果，學生上課時間與課後複習自修時間的比例約為 1：0.5，與

國外研究型大學 1：2~3 的比例恰好相反。



（六）課程參與情形 

 學生參與課程的情形，有近九成的學生不課前預習，也有六成多的學生，上

課前沒讀完老師要求的資料。顯示如果老師有要求課前閱讀，學生從原來近九成

沒預習降低為六成沒課前閱讀。其次，學生與老師在課堂上或課後的互動都顯不

足，「向老師或助教尋求課業協助」、「課堂上主動與老師互動」、「課後與老師討

論問題」等三項贊同的比例都頗低。這些訊息似乎透露出學生學習習慣較為被動。 

    值得注意的是，學生認為遇到艱難課程，只要有興趣仍會選擇修習者占了

77.5%，顯示出多數學生對自己興趣的重視度。 

 



（七）參與研究之經驗 

  本校為研究型大學，在學期間學生參與研究的經驗，結果發現近六成的學生

修習過做研究或專題的課程，另外分別有三成八及二成七的學生進實驗室或加入

老師的研究團隊。

  

（八）大學時期培養之能力 

 畢業時學生認為最具備尊重多元文化、分析批判思考能力、閱讀與理解學術

報告的能力、就讀學系專業知能，都有近八成的贊成度。最不足的能力與前兩年

結果相似，都是資訊科技、領導能力、英語及外語能力。至於數學或邏輯運算能

力為今年新增之項目，也屬於較欠缺的能力。 



（九）生涯探索 

    高達八成的學生表示在大學期間探索過自己的興趣及性向，約有三分之二的

的畢業生很了解自己的興趣與性向，近六成的學生已確定未來要投身的領域與生

涯發展的方向，但是畢業時仍有三分之一的學生不清楚自己的興趣及性向。

 



三、未來規劃 

（一）畢業進路 

 畢業後約有一半以上的學生選擇繼續升學，約有五分之一的學生則是選擇就

業，一成七的學生選擇服兵役。三年來，都有五成到六成的應屆畢業生打算繼續

升學與兩成以上打算就業。 

 

（二）繼續升學 

 繼續升學的學生當中，有 87% 打算唸碩士學位，13% 則計畫取得博士學

位，與去年打算攻讀博士學位約 40%明顯銳減。有 22%表示會到國外進修，78% 

選擇在國內，此比例與去年相當。57% 攻讀與大學相同領域，27%進修相近領

域，16% 選擇與就讀學系不同領域，三年下來大約一成以上的學生會選擇不同

領域進修。 

    畢業生計畫進修的領域，有 57% 為文、理、社科、生科、生農、公衛，43%

則為工、商、管理、電資、醫學。選擇進修領域的最主要原因是自己的興趣與專

業能力，都有九成以上的贊同度，其次依序為考上機會大、實用有出路、少部分

為父母期望、選擇自己的路、同學考我也考。值得一提與去年相比，此七項同意

度的排列順序是一致的。 

     



               圖二十                      圖二十一 

                      

 

 

 

 



參、結論 

    總括本次應屆畢業生學習回顧問卷調查與近三年的調查資料顯示，在大學學

系選擇、大學學習、畢業後生涯規劃三大部分有以下幾點小結。 

 

 一、大學學系選擇 

     兩年下來，「符合自己學科能力」、「自己興趣」、「按分數落點」為學生當初

選擇就讀學系的前三項主要原因，其中又以符合自己學科能力為最主要考量。 

     學生對於就讀學系感興趣的程度平均分，入學時與畢業時相差不大，且兩

年平均分數皆在 70 分左右；又學生對於就讀學系了解程度，皆從入學時的 50

分提高了 30 分至 80 分左右。 

 

二、大學學習 

    今年調查透露學生學習習慣被動，近九成表示沒有課前預習，學生上課時間

與課後複習自修時間的比例約為 1：0.5，與國外研究型大學 1：2~3 的比例恰好

相反。在課堂活動上，臺大老師較少要求學生提出新的點子或想法，且僅有少數

同學在課堂或課後會與老師互動或尋求課業協助。 

     至於臺大學生的學習方式，大部分傾向深度學習，也就是學習動機為對某

領域有興趣而學習，以理解方式學習並自己統整分析。又調查中也發現努力的義

務感與功能性，普遍深入學生信念。 

     三年資料顯示，臺大學生求學時所面臨的學習困擾為「閱讀」、「寫作」與

「時間規劃」；與畢業時認為較不足的能力有「資訊科技」、「領導能力」、「英語

及外語能力」。以上資訊提供老師、系所，不論在課堂活動或課程規劃的安排上

可多加留意的地方。 

     生涯探索上，高達八成的學生表示在大學期間探索過自己的興趣及性向，

畢業時約有三分之二了解自己的興趣與性向，並有六成的學生已確定未來要投身

的領域與生涯發展的方向，但仍有三分之一的學生不清楚自己的興趣及性向。 

 

三、畢業後生涯規劃 

    歷年來，約有五到六成的應屆畢業生打算繼續升學，兩成以上打算就業。 

    今年度在繼續升學的學生當中，有 87% 打算唸碩士學位，13% 則計畫取得

博士學位，與去年打算攻讀博士學位的近四成比例相較之下明顯銳減，並有兩成

多的學生表示會到國外進修。 

    在選擇研究所就讀的領域上，57% 攻讀與大學相同領域，27%進修相近領

域，16% 選擇與就讀學系不同領域。三年下來，大約一成以上的學生會選擇不

同領域進修。最後，在選擇進修領域的主要原因與大學入學時選系原因的結果雷

同，主要是「自己的興趣」與「專業能力」，但在研究所的選擇上，此兩主因贊

同度比入學時選系的贊同度高，透露出學生在此時自主性已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