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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教學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自 97 年起，每年均對大一新生實施問卷

調查，瞭解進入臺大之大一學生的學習背景，並提供未來學生大四畢業時追蹤比

較之依據，以客觀檢視臺大教育經驗對於學生的影響。繼去年度實施網路施測，

今年仍以網路調查方式進行，並配合學生學習歷程檔之宣傳，將網路問卷連結置

於學習歷程檔，請新生填答。不同於往年一開學就施測，今年的問卷調查延至學

期中進行 (11 月)，希望大一新生能在適應大學生活一段時間之後，更精確地對

於大學學習有所反思，俾便本中心推出符合學生需求的服務。另外，配合目前學

生學習成效評量政策推動，今年問卷首度加入各系核心能力，因此不同學系的學

生登入之後，將回應不同的系核心能力，讓學生自我評量各核心能力目前具備的

情形。此次調查回收問卷 1390 份，回收率 36.9%，問卷內容包括學系選擇與探

索、大學學習情形、基本資料三大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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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選擇與探索 

絕大多數的學生選擇就讀學系的原因為「符合自己學科能力」(78%) 以及「自

己興趣」(74%)，其次為「按分數落點」(64%) 以及「父母、家人的期望」(64%)，

接著是「為了進臺大」(53%)，最後則為「為了進相關領域或熱門研究所」(47%)、

「社會認為的熱門科系，好找工作」(45%) 以及「同儕或學長姐的影響」(41%)。

這項題目已進行三年，調查結果非常一致，臺大新生選擇學系最重要的原因是以

自己的能力與興趣為考量，未來進修或工作出路，並非首選。不過父母或家人期

待通常也佔有一定的份量，由此可見，傳統東方父母對於子女的影響並未隨著時

代而式微 (圖 1)。 

 

 

 

 

 

 

圖 1 選擇學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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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對於就讀學系感興趣的程度，若以 0-100 評估，平均為 76.36；了解程 

度則較低，平均為 65.30。這項題目也已進行三年，調查結果十分雷同，感興趣

的程度每年均高於了解程度，但好消息是，學生對於學系的了解程度越來越高 

(從 61.03 增加到 65.3)，或許是拜科技發展所賜，資訊越趨完整透明，流通也越

加迅速，未來學生認為選錯學系之興嘆或許會越來越少 (表 1)。 

 

表 1 對就讀學系感興趣與了解程度 

 N Mean Std. Deviation 

請評估對目前就讀學系感興趣程度 1390 76.36 17.88 

請評估對目前就讀學系了解程度 1390 65.30 18.78 

 

二、大學學習情形 

經過半學期之後，學生對於大學課堂的進行方式，以及課程要求已有一定程

度的了解，由圖 2 可知，學生多半認真完成作業及準備考試 (52%)，不過相較

之下，課前的預習就只有相當少數的同學會確實完成 (7%)。有 30% 的學生在

課堂上經常積極參與，例如討論、發問、認真聽講、做筆記等，37% 的學生有

時會積極參與，雖然這樣的數據尚可接受，但還是有提升的空間，授課老師可再

思考如何設計課程及安排課堂活動，增加學生的參與率。最後，值得慶幸的是，

學生翹課或缺課的情形並不嚴重，有約一半的學生 (52%) 從未或極少在該上課

的時間，選擇不進教室。 

 

 

 

 

 

 

 

 

 

 

 

 

 

 

 

 

圖 2 學習投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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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高比例的學生使用「理解的方法學習」(94%) 以及「對某一領域有興趣

而學習」(89%)，為考試壓力 (53%)、成績能過關 (48%)、求高分而學習 (46%) 的

學習取向，比例則大為下降。僅有少部分的學生是以「記憶背誦方式學習」(40%) 

或為「贏過其他同學而學習」(33%)。這項題目三年來的調查結果大致類似，學

生是自發性地因為對學科知識有興趣而學習，而非競爭性地為打敗他人；同時也

使用建構式 (constructivist) 的學習策略，並非單調且不求甚解的機械性方式 (圖 

3)。 

 

 

 

 

 

 

 

 

今年問卷首度詢問大一新生大學的學習困擾，排名第一的是「閱讀量大增，

書讀不完」(71%)，遠高於第二名「缺乏有效的考試技巧」(60%)，其他各項困擾

所佔比例則略同，約 50%。有趣的是，過去兩年的問卷結果顯示，學生在高中

時期的學習困擾，「書讀不完」也始終高居前三名。到了大學，選修的課程更多

元，閱讀份量只增不減，恐怕更難掌握。而「缺乏考試技巧」在高中的學習鮮少

成為困擾，卻成為大學主要的學習困擾之一。大學的考試多為申論，測驗的不再

只是事實知識的背誦，更講究對於概念的全盤了解，或推理思考的過程，甚而要

求提出自己的想法，與過去較為制式的答題方式大相逕庭，學生可能因此感到困

擾 (圖 4)。 

 

 

 

 

 

 

圖 4 學習困擾 

 

圖 3 學習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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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擁有相當豐富的學習資源與服務，大一新生因為只剛進學校半學期，可

能還未完全熟悉，因此除了 CEIBA 課程平台以及學習課程地圖網頁，使用的人

數比例偏低 (圖 5)。然而，曾使用過各項服務的學生均對幫助程度予以肯定 (圖 

6)。 

 

 

 

 

 

 

 

 

 

 

 

 

 

 

 

 

 

大學生活的適應問題，和大學學習困擾一樣，都是須經過實際體驗方能作

答，也是此次調查的重點。由圖 7 可知，超過半數學生感到適應有困難的項目

分別是「課程多元豐富，不知如何選擇」(57%)、「未能確定生涯目標，對未來茫

然」(54%) 以及「專業學科基礎能力不足」(54%)。僅有部分學生難以適應大學

老師的上課方式 (35%)，以及覺得所選科系與預期不符 (22%)。本校一向以選課

自由及課程豐富為優良傳統，也難怪學生一開始會感到不知從何選擇。而學生對

於未來感到茫然的現象，與前兩年生涯探索的數據相互印證，學生雖然對於自己

的興趣與性向經過探索，但是對於未來方向的掌握仍尚在摸索。因此學系若能安

圖 5 各項學習資源使用情形 

 

圖 6 各項學習資源幫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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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導覽課程」(roadmap course)，引導學生認識系上整體課程架構，輔導如何選

課，了解未來的生涯發展，以及配合生涯發展應該選修的課程，相信學生會像吃

了定心丸一樣，減少焦慮的程度。 

 

 

 

 

 

 

 

 

今年首度加入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的選項，請學生自評各種素養與能力的具

備情形。圖 8 為本校基本素養的調查結果，絕大多數學生在進入臺大之時，已

能夠「了解尊重多元文化」(88%)，其次為「履行公民責任」(77%)、「團隊合作」

(76%)、「明辨是非且身體力行」(75%)。比例最低的三名則為「專業知能」(13%)、

「外語能力」(31%)、「資訊科技應用」(34%)。 

 

 

 

 

 

 

 

 

大學期間的計畫，超過半數的學生打算申請交換學生，以擁有國際交流的經

驗 (57%) 以及修習雙主修或輔系 (55%)。考慮進入研究團隊或參與研究計畫者

有 1/3，只打算專注於自己學系的則只有 11% (圖 9)。另外，預期取得碩士與博

士學位的大一新生比例相當 (圖 10)。 

 

圖 7 大學適應問題 

 

圖 8 本校基本素養具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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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資料 

如同過去資料所示，本校新生的父母親教育程度均偏高，多數家長都擁有專

科以上的學歷 (圖 11)。同樣的，本校新生的入學管道也一如往常，多由考試分

發 (57.72%)，其次則由個人申請方式 (25.4%)，進入臺大 (圖 12)。 

 

 

 

 

 

 

圖 11 父母親教育程度 

 

圖 9 大學期間計畫 

 

圖 10 預期取得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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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與前兩年相較，今年度大一新生問卷的回收率並不甚理想 (80.6 & 72% vs. 

36.9%)，經檢討，可能的原因如下所述。今年的執行的確有許多與過往不同的作

法，首先，不同於往年，今年首度於期中考後一週舉行，當初主要的考量，希望

能夠讓學生先體驗過大學生活後，中心對於學生學習能夠著力處或許更明確有

效。然而這樣的時間點可能並不理想，通常校訂期中考前後兩週都有可能安排考

試，也有不少科目是採兩次以上的考試，許多學生從期中考可能一直要準備考試

到期末考，因此造成學生填答意願降低。再者，為帶入各系不同的核心能力，今

年的網路問卷平台，首度與資訊組合作，可能因為彼此互相不熟悉，網路問卷系

統並不穩定。施測期間，曾多次接到學生的 email 反應系統有亂碼或無法繼續

填答等情形，推測這可能也是回收率下降可能的原因之一。另外，今年的問卷連

結置於學生學習歷程檔中，因此學生點選邀請填答的電子郵件內附網址，會先進

入學習歷程檔，而後還需點選歷程檔頁面上方的問卷網址，才會進入問卷。比起

過去直接點選電子郵件中的問卷網址，即可開始填答，今年則要點選兩次才能填

答，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填答率降低。最後，今年填答的誘因，

由原本的 100 份圖書禮卷，改為 2 台筆記型電腦，可能影響學生觀感，認為中

獎的機率不高，因此影響填答意願。未來施測時，將針對施測時程、問卷系統穩

定度、獎勵品項等再次進行討論與改進。 

 

總結本次調查結果，茲提出重要結論如下： 

一、大一新生選擇就讀學系的原因，以及對於學系感興趣與了解的程度相當

穩定。對於學系感興趣的程度高於了解程度，而選擇學系原因也是因為自己有興

趣或符合自己能力，可見臺大學生的自主程度高。 

 

圖 12 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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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一新生的學習態度良好，對於課堂作業及考試都會認真準備，也不輕

易翹課或缺課，惟課前預習的讀書習慣似乎對學生來說並不十分必要。至於大學

學習的困擾與適應問題，許多都是與高中的差異而造成，例如：大學學習要求更

多的閱讀、選課的自主與多元、課程測驗的方式更開放等。這些困擾是否能夠隨

著大學生活的展開，進而逐漸掌握，有待進一步觀察。 

 

三、絕大多數學生都尚未使用教學發展中心所提供的各項學習資源，但因為

選課與課程需要，CEIBA 課程網以及課程地圖網頁則常被使用，尤其是 CEIBA 

課程網。而曾使用過各項學習資源的同學，多半對其幫助程度有相當正面的評

價。相信假以時日，學生會越加熟悉校內各項資源，也會願意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