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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教學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於 2010 年首度辦理研究所畢業生學習

回顧問卷調查。本中心實施大學部畢業生問卷調查已行之多年，有鑑於本校研究

生數目佔全體學生之一半，因此今年開始將研究所畢業生問卷，納入調查項目之

一，希望結果能提供各院、所在課程規劃、提升教學品質策略與學生學習成效的

參考，同時也作為本中心推廣業務的依據。本次問卷內容主要包括兩大部分：研

究所教育現況以及研究所教育分軌制度初探調查，研究所教育現況包含課程與學

習、輔導與指導、時間分配、核心能力具備情形、滿意度等；研究所教育分軌制

度初探調查則針對專業軌與研究軌進行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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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問卷回收 1703 份，回收率為 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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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教育現況 

(一) 基本資料 

本次問卷填答對象，其中碩士班畢業生 1439 人 (79%)，博士班畢業生 264

人 (21%)；就讀研究所時的身分多為全職生：碩士班 (85%)、博士班 (89%) (圖 

1-1)。 

 

 

     

 

 

 

 

 

 

 

 

 

 

圖 1-1 就讀身份 

圖 1-1 就讀研究所身分 

 

碩士班畢業生所就讀的研究所領域，有半數是和大學學系相同領域，34% 為

相近領域，15% 則是完全不同領域；博士班畢業生所就讀的領域有高達 97%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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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領域相同或相近，僅 3% 的人選擇完全不同領域 (見圖 1-2)。很明顯的，

繼續攻讀博士者通常是對某領域相當有興趣，大學至碩士的領域選擇則變化較

大。 

 

 

 

 

 

 

 

 

 

 

 

 

 

 

 

圖 1-2 研究所就讀領域 

 

絕大多數的學生對於研究所教育的期待以掌握專業知識 (96%) 與培養學術

能力 (94%) 為主，其次為增進論文發表能力 (85%)、獲得實務應用能力 (81%) 

以及了解產業最新脈動 (66%)，僅有 16% 表示沒有特別期待 (見圖 1-3) 。 

 

 

圖 1-3 對研究所教育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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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當初對就讀研究所感興趣的程度，若以 0-100 評估，碩士班平均為 

78.88；瞭解程度平均為 68.66。博士班畢業生當初對就讀研究所感興趣的程度平

均較碩士班高，為 83.83；瞭解程度同樣較碩士班高，平均為 74.88 (表 1)。 

 

表 1 當初對所讀研究所感興趣與瞭解程度 

 
 

當初對目前就讀研究所 

感興趣的程度 

當初對目前就讀研究所 

瞭解的程度 

N Mean Std. Dev. Mean Std. Dev. 

碩士班 1439 78.88 16.94 68.66 20.56 

博士班 264 83.83 14.17 74.88 20.00 

   

若再評估畢業生畢業時對就讀研究所感興趣的程度，同樣以 0-100 為範

圍，碩士班平均為 73.16，比當初感興趣程度略為下降；瞭解程度平均為 83.76，

較當初上升 15.1。博士班的畢業生畢業時對就讀研究所感興趣程度平均為

79.98，同樣較當初略為下降；瞭解程度為 88.10，較當初上升 13.22 (表 2)。 

 

表 2 目前對就讀研究所感興趣與瞭解程度 

 
 

目前對就讀研究所 

感興趣的程度 

目前對就讀研究所 

瞭解的程度 

N Mean Std. Dev. Mean Std. Dev. 

碩士班 1439 73.16 22.33 83.76 14.47 

博士班 264 79.98 20.03 88.10 12.01 

 

由表 3 可知，碩士班平均取得學位時間需 2.4 年，其中修課約 1.6 年，論

文寫作約 1.2 年；博士班取得學位平均時間需 5.8 年，修課 2.7 年，論文寫作 

2.8 年。整體而言，碩士班畢業生多數認為取得學位所花時間適中 (67.8%)，博

士班畢業生認為時間適中、有點長或過長者則各有 1/3。對於畢業資格的要求，

半數以上的碩士與博士畢業生都認為適中，認為嚴格者以博士班學生為主 

(40.2%)，只有少數比例的學生認為過於嚴格及寬鬆 (圖 1-4 & 1-5)。 

 

表 3 取得學位所需時間 (單位：年) 

 
N 取得目前學位時間 修課所花時間 論文寫作所花時間 

碩士班 1439 2.4 1.6 1.2 

博士班 264 5.8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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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取得學位時間 

 

 

圖 1-5 指導教授畢業資格要求 

 

圖 1-6 為研究所畢業生畢業後計畫，多數人選擇就業，尤其博士班畢業生；

碩士畢業生則有約 18% 選擇繼續升學 (圖 1-6)。繼續升學的人當中，碩士畢業

生絕大多數 (92%) 會選擇相同或相近領域；至於進修地點則以國外居多，博士

畢業生又明顯比碩士畢業生比例高 (83%、60%) (見圖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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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畢業後計畫 

 

 

 

 

 

 

 

 

 

 

 

 

 

 

 

 

 

 

圖 1-7 繼續升學者計劃攻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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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繼續升學者進修地點 

 

 

(二) 課程與學習 

    本校去年所建置的系所課程地圖，約有 55% 研究所畢業生曾經使用過，而

使用過後，也有 85% 的學生認為該網頁所提供的訊息是有幫助的 (圖 2-1)。 

 

 

圖 2-1 課程地圖使用情形與幫助程度 

 

圖 2-2 為研究所課程規劃。由圖可知，多數畢業生都贊同所上課程對於發

展學位論文的專業知識以及研究方法有幫助 (82% vs. 76%)。77% 的學生認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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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程規劃以培養研究學者為目標，62% 認為以培養實務人才為目標。整體而

言，73% 的畢業生對於所上課程規劃感到滿意。 

 

 

圖 2-2 研究所課程規劃 

 

將近 80% 的畢業生認同並清楚所上所要培育的人才與目標，72% 的學生

贊同課程規劃與教學可以達成所上要培育的人才與目標，並有 74% 的學生認為

已具備所上所要培養的能力 (圖 2-3)。 

 

 

圖 2-3 所上教育 

 

圖 2-4 顯示研究所畢業生的學習取向以深度學習為主，多因為興趣而學

習，或以理解的方法學習，只有少數是因外力驅使的淺層學習 (成績、分數、贏

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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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學習取向 

 

在發展學位論文的過程中，相較之下，最初與最後的階段學生最為感到困

擾，即論文題目的確定與聚焦 (72%) 以及形成獨特與新穎的論述與論文撰寫 

(78% vs. 72%)。中間的過程如：文獻回顧與批判 (62%)、資料或數據的蒐集 

(60%)、資料統整與分析 (62%)，也都有六成以上的學生感到困擾 (圖 2-5)。 

 

 
圖 2-5 發展論文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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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學生在研究所期間有修過要做研究或專題的課程 (73%)，約半數的學生

曾加入老師研究團隊實質參與研究 (59%)。獲得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如國科會) 

者則有 36%，另有 31% 曾加入老師研究團隊協助行政事宜 (圖 2-6)。 

 

 

圖 2-6 研究所期間的研究經驗 

 

(三) 輔導與指導 

65% 的研究生表示所上曾提供生涯發展相關資訊，82% 表示所上曾說明修

課與畢業要求，74% 表示所上曾舉辦類似新生座談之活動 (圖 3-1)。 

 

 

圖 3-1 本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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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所扮演的各種角色，例如：傳授專業知識、關懷學生、行為舉止以

身作則、指導學術研究等均得到八成以上學生的認同。有 60% 的學生認為指導

教授還協助學生就業 (圖 3-2)。 

 

圖 3-2 指導教授所扮演的角色 

 

對於指導教授的指導，研究生的滿意度都很高，近九成研究生認為指導教授

對於完成論文有幫助，八成以上贊同指導教授給予指導的時間與頻率足夠。整體

而言，高達近九成學生對於指導教授的指導感到滿意 (圖 3-3)。 

 

 

圖 3-3 指導教授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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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 47% 的研究生表示在研究所期間有打工或工作經驗，57% 的學生從

事與就讀領域相關的打工或工作 (圖 3-4)。39% 的學生表示在研究所期間經濟

負擔沉重 (圖 3-5)，但僅有 18% 因經濟因素而影響學業進度 (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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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打工/工作與修讀領域相關性 

 

 

圖 3-5 經濟負擔沉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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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經濟負擔影響學業進度程度 

 

研究所畢業生自評多項能力的具備情形都相當良好，尤其是專業知能，有高

達 92% 的學生認為自己已具備。培養程度較差的能力則是外語能力與美感品

味，只有略高於半數的學生認為已具備。另外，人文關懷與回饋社會 (65%) 以

及履行公民責任 (68%) 也只得到相對少數學生的認同 (圖 3-7)。 

 

 
圖 3-7 本校基本素養具備情形 

 

對於整體所上與臺大的滿意度，有 3/4 的畢業生仍會選擇目前就讀的研究

所，90% 仍會選擇就讀臺大。83% 對於所上教育感到滿意，87% 對於臺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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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感到滿意，由此可見，學生對於臺大的滿意度仍比所上高 (圖 3-8)。 

 

 

圖 3-8 整體滿意度 

 

二、研究所教育分軌制度初探調查 

近年來報考研究所的人數不斷攀升，學生升學目的也日趨多元。經與國際比

較，研究所教育可分為「專業軌」與「研究軌」兩軌，此次問卷特別調查學生對

於分兩軌的看法。兩軌說明分述如下： 

 

1. 目標： 

 (1)「專業軌」旨在提供專業知識，強化理論與實務結合，以期學生畢業後從

事該領域相關專業工作。 

 (2)「研究軌」旨在提供學術理論知識，強調學術訓練，以期學生畢業後成為

研究學者或大學教師。 

 

2. 入學條件：(在不擴張現有碩、博士班招生名額的前提下) 

 (1)「專業軌」學士畢業後申請碩士班。 

 (2)「研究軌」學士畢業後直接申請博士班。 

 

3. 課程設計： 

 (1)「專業軌」與「研究軌」修習共同必修核心課程。 

 (2)「研究軌」另需修習研究理論、方法學、論文寫作等相關課程。 

 

4. 畢業要求： 

 (1)「專業軌」進行專題計畫 (project) 或創作作品等。 

 (2)「研究軌」通過資格考試，撰寫學術學位論文並通過口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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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軌道轉換： 

 (1)「專業軌」學生如欲轉換至「研究軌」，需補修學術研究相關學分，並通

過相關規定，以取得博士學位。兩軌重疊之共同課程學分皆可抵免。 

 (2)「研究軌」學生修業過程中，若未達博士學位授予標準，但合於碩士學位

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6. 學位授予： 

 (1)「專業軌」授予碩士專業學位 (如：M. Eng 工程碩士)。 

 (2)「研究軌」授予博士學術學位 Ph. D；碩士學位則為 M. A 文學碩士或 M. S 

理學碩士。 

 

 

調查結果如圖 4-1、4-2 所示。 

若能重新選擇，約 1/3 學生會選擇研究軌，2/3 會選擇專業軌。對於每項敘

述，學生都抱持正面態度。同意度最高的是贊成「專業軌」可轉換至「研究軌」

(91%)。另外，88% 同意「研究軌」未達博士學位標準，但合於碩士標準，可授

予碩士學位；83% 同意兩軌授予學位名稱不同；82% 同意分為「專業軌」與「研

究軌」；79% 同意「專業軌」可用其他方式取代學術論文；72% 同意「研究軌」

直接修讀博士學位。 

 

 

圖 4-1 分軌制度選擇 

 

專業軌, 67% 

研究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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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研究所教育雙軌制意見調查 

 

參、結論 

本年度第一次針對研究所應屆畢業生，進行學習回顧問卷調查，填答者約八

成為碩士班畢業生，兩成為博士班畢業生。調查內容著重於研究所教育現況、課

程與學習、輔導與指導、能力與態度培養情形、整體滿意度，以及研究所教育分

軌制度初探等。以下就調查結果提出幾點結論： 

 

一、 整體而言，從各面向看來，畢業生對於研究所教育都是偏正向的回饋。

七至八成的學生認為，所上的課程規劃對於完成學位論文的專業知識與研究

方法有幫助，也能夠達成所上教育目標。多數學生也對所上教育經驗滿意，

並願意繼續選擇目前研究所。對於指導教授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指導，學生也

多表示認同與滿意。 

二、 碩士班與博士班畢業生對於就讀研究所的瞭解程度，在畢業時都比當初

入學時還要高，然而，對於感興趣程度，則是兩者都在畢業時比入學時降低。

學生對於所就讀領域，有可能是因為「瞭解而分開」，接觸深究之後，越暸

解反而覺得沒有當初想像的那麼有興趣。也有可能是因為學生選擇就讀研究

所的心態，讀研究所可能是為了延緩出社會的時間，也可能是為了讓自己有

更好的學歷，找到更好的工作。研究所分軌制度初探的結果也顯示，2/3 的

學生會選擇專業軌，期望畢業後從事相關專業工作。但研究所提供的是研究

訓練，培養研究人才，可能與學生心中最終期望不合。也有可能因為學生接

觸研究所學業之後，需要大量英文閱讀、做學術研究等，發現有其難度，因

而感興趣程度下降。學校對於這個訊息應加以重視，針對研究生，可加強課

業輔導，讓研究生心裡感到有支援、協助。指導教授或導師也可更關心學生

狀況，讓學生在有困難的時候，知道如何尋求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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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前臺灣的研究所教育制度偏向兩軌混合，針對分軌制度的探討，八成

的學生同意研究所分為專業軌與研究軌。若能夠選擇，多數學生願意選擇專

業軌，學得專業知識，強化理論與實務結合，並以專題或創作方式取得學位，

較以就業為導向。由此可見，並非所有學生進研究所都是想要成為研究人

才，而是希望自己在找工作時有更好的利基。其它各項兩軌的措施也得到大

部分學生的認可，例如兩軌之間的轉換、授予學位名稱不同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