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7-110年

校務研究之高教深耕
執行成效



校務支持
以學生為主的評量提升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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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校務研究的評量準則

意涵－核心素養是各學院學生的共同素養，專業素養是各學院學生分別應具備的學科專業
素養

目的－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為要素，確保教學整體優質成效為最重要議題，未來持續追蹤學
生的校級核心能力的增長消退之情況。

成果－新生至大二期間核心素養成長較高為：足夠的專業知識、科技運用能力、科學思維
，顯示出校方所規劃的基礎學科課程有彰顯其成效。大二至畢業期間核心素養成較高為：
創新能力、社會正義與福祉情操、美感藝術欣賞能力，顯示出本校規劃課程符合當前大學
社會責任USR方向。



校務研究與評鑑
跨領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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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院學士班學生（跨領域學位學程）認為課程設計豐富多元、學生與老師更
緊密互動、對於院學士班與學校的認同感較高。

◼ 在核心能力的收穫認同度（獨立批判思考、具備創新的能力、基本的人文素養
等）中，院學士班學生認同比例高於非學士班學生，顯示院學士班設立達成其
教育目標。

◼ 院學士班在系上學習環境、學習態度、就讀大學精神層面、學習動機、國際化的滿
意度高於一般生，這表示本校學生能透過跨領域學習，提升學習成效。

◼ 本校雙主修與輔系學生的跨域整合能力的分數高於院學士班雙專長與一般生，一般
生的跨域整合能力較低，顯示本校跨領域培養的跨域整合能力確有成效。

◼ 院學士班學生於跨域整合能力（包含溝通、反思、解決問題、跨域知能、跨域生涯
規劃）的分數高於一般生，顯示院學士班學生在校培養的跨域整合能力確有成效；
且跨域程度越高的學生，跨域整合能力越好。



校務研究與評鑑
教師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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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本校的「教學意見調查」為主：
◼ 分析結果讓教師能具體了解改善自我教學的方法，藉此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達到

「教學相長」的目標。

◼ 以學生學習為導向的教學評鑑之評估：
◼ 發現學生付出3-6小時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且控制其他變項下，課程以必修、教

師職稱為教授與副教授、教學上以教學方法、教學內容、教學評量、學習態度越
認真、外在動機越弱對學生學習成效有顯著解釋力。

◼ 教學實踐計畫中教師教學成效之評估：
◼ 整體而言，學生都非常滿意教師的教學方法(得分介於4分至5分之間)。尤其以師生

互動與學習成效的平均得分也極高，表示老師用心教學並能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 遠距教學成效之分析：
◼ 混合實體模式的學習態度、學科成績、教學成效顯著高於遠距課程，顯見多數學

生偏好混合實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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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校內填報速度與品質
建置大學院校務資料庫填報平台，自動計算產生學生類別之表冊報表，協助精進流程作
業效率及數據準確時效性協助精進流程作業效率及數據準確時效性。

校務研究與評鑑
智慧化園區

◼ 以校務資訊系統作為智慧化決策基礎
統整校內所有系統之資料、各單位所蒐集之原始資料，及未系統化資料透過上傳系統
匯集，依議題導向主題模組方式彙整於校務研究資料倉儲平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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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校務研究資料庫
成立主要資料蒐集與管理之集散中心達成資料蒐集統一化，定期整入校務研究資料倉
儲，進而將資料去識別化處理後釋出，並導入商業智慧視覺化模組呈現系統（如
Tableau、 Analyzer…），即時呈現分析圖表，Data Source 自動連結資料庫以利於後續
有需求之各單位及時監看與分析。

◼ 建立教育渠道之學習歷程校務管理回饋機制
建構長期追蹤從「入學端」、「在學端」到「畢業端」的學習歷程管理回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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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研究與評鑑
國際化與國際競爭

聚焦於在地國際化、從英語授課的教學成效進行

結果發現學生認為若英語授課比例較高，教師的教學表現更為優異、對於學生在課
程的學習也有更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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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大學部學生對學校國際化參與度及國際化作法的認同程度

結果發現海外學習的比例逐年提高，另外有 50.44%的畢業生在學校有許多與外籍
人士或國際社群互動交流的機會；表達善用學校外語學習機會與環境為 42.35%，
仍有推廣空間

近四年本校畢業生參與國外志工比例及交換學生比例逐年增加，而在國際化作法的
參與度和滿意度方面則是持平。

學生在英語授課之英語比例佔課程80%以上對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教學品質越好，
顯示學生對於英語教學程度越高能獲得更多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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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計畫
與校務研究議題

學年 校務研究報告名稱 深耕計畫

2018 時來運「轉」？寒轉生與轉學生的學習狀況之分析 3.1:多元招生計畫

2018 適性揚才之可能性？特殊選才學生的學習適應力與學習成效之探究 3.1:多元招生計畫

2018 清大通識中心之核心通識課程各學院/各科系學生之分布與學習表現 1.2:強化學習品質

2018 最佳效益的可能性？本校外籍學生獎學金政策對其學習表現之分析 2.3:國際化學習環境

2019 獲大學部新生獎學金學生之學業表現與課外活動之分析 1.3:學習與生活支持

2020 2020年跨領域學生與一般生的跨域整合差異及薪資與就業狀況 3.5:校務研究與評鑑

2020 各入學管道高中與大學之就學穩定度及學業表現之分析 3.1:多元招生計畫

2020 清華學院學士班（音美資生）分流狀況與與學習成效之分析 1.2:強化學習品質

2020 本校旭日獎學金學生與其他弱勢生於家庭背景、成績表現與社團打工之比較 3.2:弱勢學生學習輔導

2021 近十年本校教師給分之趨勢與成長率分析 1.2:強化學習品質

2021 影響本校世界大學排名之重點指標分析 計畫4:社會責任USR

2021 2021NTHU國立清華大學永續發展年報 計畫4:社會責任USR

2021 110學年度本校博士生需求調查研究分析 1.3:學習與生活支持

2021 實體/遠距教學對學習成效與教學品質之影響-以108學年第二學期為例 2.1提升研究教學能量

2021 本校專任教師近十年研究產能(research productivity)之趨勢分析 2.1提升研究教學能量

校務研究中心為國內首度結合行政服務和學術研究的機構，提供校方各式重要議題之
專項研究分析，並結合深耕計畫進行以數據為佐證之校務管理，以提供校務決策者實
徵數據為依據。以下為107年至110年之校務研究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