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壹、 計畫執行情形 

分項計畫(一)學用合一厚植學生就業能力 

子計畫名稱： 1.1紮根校園基礎學習力-中文能力 

(一) 具體措施： 

1. 研擬以語文表達訓練為主，人文素養與創新思考為輔、適

合學生程度的教材。 

2. 辦理資訊性文本的閱讀教學理解研習，藉由坊間專家教師

小班制的研習教學以促進學生閱讀理解能力。 

3. 參加台中教育大學舉辦之全國大專生語文素養檢測兩場，

以檢核學生之中文閱讀及寫作能力 

4. 舉辧校內閱讀理解能力檢測兩場，以檢核學生閱讀理解能

力提昇之情形。 

5. 實施PBL導入中文課程以活化教學。 

6. 於107下學期辦理期末達人訪談發表，促進學生觀摩與交

流。 

7. 於108上下學期辦理期末課程發表，促進學生觀摩與交流。 

(二) 創新做法： 

1. 建立符合本校學生程度的題庫。就低成就之學生而言，能

以學生為本位的能力檢測可以增進學生的成就感建立學習

自信，因此，以本校學生能力為標的設計語文能力檢測題

庫，作為評量依據是語文教師的重點之一，此次評量成績

可能因為學生素質太弱而未達教師理想，但教師可據此下

修標準，擬定更適合學生程度的題庫。 

2. 建立具體明確的語文學習目標，從閱讀理解能力訓練學生

的基礎語文能力。 

3. 辦理閱讀理解研習並當場實作練習，提供教師檢驗學生的

學習能力及研習成效。 

4.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課程設計引導課程進行，建立活化課

程設計，建立以學生學習與自主探索為主體的創新教法。 

(三) 亮點特色： 

1. 質化亮點特色： 



(1) 透過工作坊的研習課程學生對教師的閱讀理解技能訓練能

感興趣。 

(2) 設計以本校學生為目標的PBL課程設計，108學年度教學實

踐計畫—「中文閱讀與討論的教學策略：大一中文課程的

PBL教學實踐研究」。 

(3) 聚焦主題式之問題解決導向，能有助學生建立學習目標，

進行自我導向性學習，增進新知與技能。 

(4) 經歷多次不同主題的合作學習經驗，分組討論與任務完成

能協助學習弱勢者在同儕的協助下有信心和能力面對問題，

學習新知，有效提昇小組合作成效。 

(5) 能活化教學現場，提高學生對課程的興趣與參與度。 

 

2. 量化亮點特色： 

(1) 舉辦期末成果發表上下學期各1場。 

(2) 開發適合本校大一中文課程教材一份。 

(3) 舉辦閱讀理解講座2場，參與計61人次。 

(4) 進行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大一一場大學生語文素養檢測檢

測人數43人，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檢測人數27人。 

(5) 進行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大一新生校內中文檢定前後測，合

計48人。 

子計畫名稱：1.1紮根校園基礎學習力-英文補救教學 

(一) 具體措施： 

1. 英文課程本校訂有畢業門檻，本計畫今年提高「考過認定

證照人數占全校學生人數」的比例。 

2. 藉由IR分析及英文課程實施成果，分析不同學生的樣態，

其針對學生學習意願低落與學習困難之處，調整教學面及

課程面的問題。 

3. 持續執行英語能力目標，組織教師群組研擬訂定大一英文

之課程教案。 

4. 語言教室多媒體教學使用線上英檢平台，課後同學使用平

台自修。 

(二) 創新做法： 

1. 英文補救教學對象為未通過畢業門檻在英文表現較弱之學



生，教師針對學生的學習態度及程度予以輔導加強，教師

著力於課堂經營，運用排定座位、指定回答、課堂即時練

習，並輔以線上課程記錄及公告作業完成進度等管控及提

醒，頗能有效改善學生之學習成效。 

2. 線上模擬測驗教學，以目標導向加強學習動力及實測學生

學習成效。 

3. 小組討論方式活化教學，讓每位學生有參與感。 

4. 口述教學配合影音教學，學習策略應用於線上平台測驗題

目實作。 

5. 文化教學結合語言學習。 

(三) 亮點特色： 

1. 質化亮點特色： 

(1) 學生收起手機參與課堂，學習態度改善。 

(2) 多次的補救教學及練習讓學生願意開口用英文回答問題。 

(3) 課程通過率五成以上，幫助學生通過英語畢業門檻。 

2. 量化亮點特色： 

(1) 達成學校設定專業外語能力提升目標之人數占所有學生數

比率: 由106年60%改善至108年達成值71.10%。 

(2) 學生出席率達70%。 

(3) 開課兩個班級，符合需要修課學生的數量。 

子計畫名稱：1.2強化專業核心技術力-提升學習動機(補救教學) 

(一) 具體措施： 

為因應學生程度滑落，除了引進業界教師協同教學，使同學了解

實務趨勢之外，課程亦導入多師共時。在同一空間、同一時間，雙師

同時輔導，費力地從最基礎教起，及早鞏固學生專業能力，落實動手

操作，達成學用合一目標。 

(1) 由專任教師隨時檢核學生學習狀況。 

(2) 針對缺曠課嚴重同學進行專業課程補救教學。 

(3) 針對期中考成績不理想之學生進行期末考前補救教學。   

(二) 創新做法： 

1. 藉由教務IR分析成果，分析不同學生的學習樣態，其針對

學生學習意願低落與學習困難之處，調整教學方式及課程

內涵。 



2. 由學務處生輔組之學生缺曠課系統即時掌握異常出席之學

生，並由任課教師實施補救教學。 

3. 針對學生出席狀況及期中考成績，建立及提升預警系統。 

(三) 亮點特色： 

1. 質化亮點特色： 

(1) 預警系統能及時發現需補救教學學生，拉近學生對學習的

成效。 

(2) 隨時檢核學生學習狀況，針對缺曠課嚴重同學進行補救教

學，期中考成績不理想學生進行期末補救教學。 

2. 量化亮點特色： 

(1) 實施補救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共計參與79位老師人

次與216同學人次，共輔導151小時，學生滿意度達4.45分。 

子計畫名稱：1-3提升學習動機並啟動自主學習-IR校務分析 

(一) 具體措施： 

1. 組織小組會議，由嫺熟教務工作與資深績優導師協助擅長

統計學的專任教師組成。 

2. 利用統計軟體，分別由教務、學務處搜集學生資料進行分

析。訂立分析的重點分為三部分，包括新生來源分析、修

退轉分析、學生學習樣態分析。完成分析新生來源成果。 

(二) 創新做法： 

1. 因應少子化生源日趨減少的困境，掌握新生特質並予以最

適輔導，在IR分析中，從教務及學務所提供的資料數據，

以掌握學生樣態，分析學生特質及背景，以作為擬定學習

輔導、課程規畫、招生資源分配等調整之依據。 

(三) 亮點特色： 

1. 質化亮點特色： 

(1) 建置校務研究專業管理制度(IR)並回饋招生選才及精進教

學成效(質化指標): 108年完成教務IR研究:新生來源分析、

休退轉分析、學生學習樣態分析三分報告。 

(2) 由嫺熟教務工作與資深績優導師協助，分別由教務、學務

處搜集學生資料進行分析，包括新生來源分析、修退轉分

析、學生學習樣態分析。完成分析新生來源成果。 

(3) 因應少子化生源日趨減少的困境，掌握新生特質並予以最



適輔導，在IR分析中，從教務及學務所提供的資料數據，

以掌握學生樣態，分析學生特質及背景，以作為擬定學習

輔導、課程規畫、招生資源分配等調整之依據。 

2. 量化亮點特色： 

數據分析中得到資料分析如下，可作為校務參考，重點如

下： 

(1) 本校屬於技職體系學校，學生來源分佈廣泛，學生教育

背景的差異性造成課堂教學的問題；再者本校許多學生來

自於弱勢家庭，經濟與家庭關係問題往往影響學生的學習

成效。另一方面，學生的成長背景、學習動機、學習能力

差異兩極化。根據研究針對本校同學的調查結果顯示：(1)

男生約佔45%，女生約佔55%，年齡大部分在20歲以下；約

有20%的學生是住宿生，且大多為桃竹苗高中職地區性學

生。(2)學費主要來源，來自父母親者約佔50%，自己者約

占30%，助學貸款者約占20%。(3)從學生畢業學校及就讀

科系來看，學生入學背景包括：綜合高中科畢、美容科、

普通科畢、學術學程、綜合職能科、餐飲管理科、資料處

理科、商業經營科、會計事務科、應用日語、觀光事務科

等。(4)學生選擇就讀觀光管理系的理由，27%的學生是希

望透過這四年的學習能獲得有關觀光管理的新知識與技能，

10%的學生希望未來能夠學以致用，7%的學生對於觀光產

業有興趣，23%的學生對於就讀本系或未來並無特別的原

因或期許。經由上述的調查結果顯示，本系的學生大多是

屬於中、後段的程度，學習動機與成就相對較低，約有六

成二以上的同學認為自己屬於「雖不聰明，但願意踏實學

習」。 

(2) 本校108學年日夜間部不分學制，全體新生還是以就讀

新竹縣的學校為主，其次為新竹市，再其次為苗栗縣，其

餘畢業於外縣市學校所佔的人數非常少。新竹縣市的比例

約為2.5：1。其次為苗栗縣、新北市、宜蘭縣，另有雲林縣

和屏東縣。顯示四技的學生約有1/7來自外縣市。而四技日

間部的學生來源仍是以新竹縣為主，其次是新竹市，約為3：

1。 



(3)綜合分析，不論五專、四技或二技，均是以新竹縣市為

主要生源，四技或二技還有部分學生是來自新竹縣市以外

的地區，但五專部則全是以在地學生為主，顯示對五專部

的生源而言，如何經營在地地緣關係很重要。建議若將來

仍要招收五專生，須好好經營新竹縣市的國中。 

(4)在104~106學年度日間部退學原因排序統計分析結果顯

示：104~106學年度日間部退學原因排序依序為：休學逾期

未復學、轉學、其他、逾期未註冊、志趣不合、操行不及

格、曠課達45節、學業成績、連續 2/3 不及格；107學年

度日間部退學原因排序則為：其他原因、休學逾期未復學、

志趣不合、學業成績。104~106學年度進修部退學原因排序

統計分析結果顯示：104~106學年度進修部退學原因排序依

序為：逾期未註冊、休學逾期未復學、超過修業年限、其

他、因工作需求因素、曠課達45節(學退)、志趣不合。而107

學年度進修部退學原因則為：志趣不合、逾期未註冊、休

學逾期未復學、學業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