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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於 107 年起辦理「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

有效促進社會流動項目」，弘光科技大學針對此計畫積極推出各項補助措施，包含

課業學習輔導(鼓勵學生自主參加學習活動)、職涯探索輔導(瞭解自我以確立職涯方

向)、職場競爭力輔導(輔導學生考取職能所需的證照)及職場就業力(訓練學生擁有

正確求職態度與面試技巧等能力)，期望穩定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在學成績，並提

升其未來之就業力。為瞭解各項補助措施之有效性，本研究將曾經受過高教深耕

補助之學生(106學年度之畢業生)為主要調查對象，確認有無提升經濟或文化不利

學生之就業力，其次以 107 學年度之畢業生作為後續追蹤對象，來瞭解經濟或文化

不利學生之就學穩定度，並藉由分析結果提出相關改善措施，以完善學校針對經濟或

文化不利學生之就學協助機制。 

本研究首先將學生背景資料分為三類族群：一般生、未曾參與補助措施之經濟

或文化不利學生、曾參與補助措施之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106 學年度畢業生 3,137

位學生，其中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 482 位，曾參與學校輔助措施人數 21 位。107 學

年度畢業生 3,339位學生，其中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 621位，曾參與學校輔助措施人

數 71位。106學年度畢業生滿一年流向調查人數共 2,406位，其中經濟與文化不利學

生有 385位，曾參與學校輔助措施人數 17位。 

以描述性統計計算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佔當年畢業生的比例，及參與學校輔助措

施之人數，其次再計算學生在學期間就學穩定度(休退率)，並利用獨立樣本 T檢定計

算在學成績間有無顯著差異，最後再以視覺化圖形呈現各學級各族群之學習表現平均

值，經本研究發現： 

一、106學年度畢業生之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若有參與課業學習輔導補助措施，學期

平均成績較高且退學率低於其他兩類族群。 

二、針對 106學年度之畢業生流向調查，可知補助職涯探索輔導、職場競爭力輔導

或職場就業力輔導的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其進行UCAN專業職能診斷分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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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一般生，且畢業後工作現況為全職工作者的比例(就業力)亦會高於一般生

( 92.9% > 82.8% )。 

三、107學年度畢業生之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若有參與課業學習輔導補助措施，學期

平均成績較高且退學率低於其它兩類族群。 

四、針對第三項研究發現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時，其分析結果是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

後學期成績上會有顯著差異，表示受補助之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成績優於未受補

助學生。 

綜合上述發現，只要參與本校課業學習輔導補助之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在學成

績上能較優於未補助之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且退學率較低於一般生或未參與課業學

習輔導之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因此學校針對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之就學補助措施

是有效的，亦能提高受補助學生之就學穩定度。 

由於本研究是以 106 學年度的畢業生作為調查對象，而高教深耕計畫自 107

年度起實施，調查對象僅接受補助一學期即畢業，學校尚未有較長時間去深入瞭

解補助模式，再加上目前畢業生流向調查尚未執行 107 學年度之畢業生，因此，

就業力的分析只限於 106學年度之畢業生，使得關於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就業表現

的資訊量較少，未來將針對 107 學年度之畢業生流向進行調查分析，並驗證是否

有效促進社會流動，另一方面，亦針對未持續申請之學生(非每學期參與補助)進行

更深入探討，瞭解學生未持續補助之因素，以利後續學校政策之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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