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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測驗簡介 

為迎接瞬息萬變的世界，全人素養與跨領域的能力日趨重要，大學生是否能轉

化課程內容應用在日常生活上也成為重要的課題，本測驗目標即在發展大學生基本

素養電腦化測驗系統，以提供大專院校評量學生的全人素養表現，並作為學校課程

規劃之參考。 

本測驗參考 21 世紀技能基金會白皮書中所提出的 21 世紀現代學生所需具備的

十項基本素養，以及多所國內知名大專院校的通識教育目標後，訂定出十大基本素

養，分別為： 

1. 美感素養 

2. 溝通合作 

3. 創新領導 

4. 公民社會 

5. 人文素養 

6. 資訊素養 

7. 生涯發展 

8. 終身學習 

9. 問題解決 

10. 科學思辨 

本測驗題型部分則參考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劃(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採用題組方式進行評量，每個題組皆包含數個認知能力與情意

態度兩類題目，認知能力題目包含選擇題與叢集式是非題兩類題型，有正確答案，

情意態度題目則為李克特氏四點量表，以下分別簡單說明各基本素養在這兩部分向

度內容。 

(一) 美感素養內容： 

美感素養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如表 1，其中認知能力包含能注意到生活中

具美感的事物，察覺美感對象的存在與變化。清楚區分和比較事物的題材、色彩、

媒材、形式及表現性，並能連結自身的生活經驗或記憶，去體驗生活中的美感，同

時也能運用聯想的技巧，尋找並建立事物間有意義的聯結關係，知道如何培養欣賞

的能力，了解美感的形式性、表達性或象徵性，進而提昇美感的知能能力，體認各



2 
 

種藝術價值、風格及其文化脈絡；情意態度包含著重於個人對美感、藝術價值與功

能之知覺及信念，個人對美感活動的行為意圖與實際行動，並著重於個人對美感、

藝術價值與功能之知覺及信念。 

表 1 美感素養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 

素養名稱 認知能力內容向度 情意態度內容向度 

美感素養 

美感知覺 美感生活的信念 

美感想像與詮釋 美感活動的參與 

藝術思考理解 自我意見的表達 

 

(二) 溝通合作內容： 

溝通合作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如表 2，其中認知能力包含能夠瞭解自己與

他人不同之處，並不強迫他人改變，且設身處地去感受、體諒別人的想法與感覺，

就好像是把自己當成別人，在同樣的情境下，經歷相同的事件一般。瞭解互動情境

中的語言或非語言訊息，並做適當的回應，並能利用各種溝通技巧，促使自己或群

眾來達成團體的目標；情意態度包含表達看法較為積極，也願意分享自身的經驗，

能專注於他人的談話內容，願意嘗試了解他人的想法以及感受，且喜歡與人產生正

向互動，而情緒不易受他人的影響而改變，並且願意審視及控制自己的情緒。 

表 2 溝通合作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 

素養名稱 認知能力內容向度 情意態度內容向度 

溝通合作 

瞭解個別差異 表達意願 

同理能力 傾聽同理意願 

溝通能力 人際互動意願 

互助合作技巧 理解與控制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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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創新領導內容： 

創新領導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如表 3，其中認知能力包含能設身處地的感

受他人的情緒、經驗，並以合適的技巧與他人交流，能因時因地表現、控制自身的

情緒，能促進團隊成員相互合作以達成團隊目標，能分析問題的原由以及判斷現有

的資源，並將各種資源做適當的整合，能擬定達成團隊目標的執行計畫，並根據資

源決定團隊行動及方向，能運用知識技能解決問題，並在任務過後按照預定目標評

估成效，能鼓勵成員發揮創意，並帶領成員對傳統產生質疑；情意態度包含反應出

組織、自我克制、堅持和目標導向行為的動機，個人能察覺環境的變化，調整做事

方式與方向，且欲控制所屬之環境，經由建議、引誘、說服或命令來影響或引導他

人的行為，個人社交的取向，外向、大方、喜歡與人互動等，對於自我的能力、想

法與決定的信心程度，基於正義與善的責任感和義務心來領導部屬。 

表 3 創新領導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 

素養名稱 認知能力內容向度 情意態度內容向度 

創新領導 

人際社交與情緒控制 積極性 

推動團隊合作 適應性 

分析與組織 主導性 

計劃與決策 社交性 

問題解決與成果評鑑 自我認同性 

引導成員創新 道德性 

 

(四) 公民社會內容： 

公民社會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如表 4，其中認知能力包含能夠瞭解個別差

異及社會的多元面貌，清楚自己在社會中的公民角色與地位，並具備民主政治與運

作、憲政與人權及全球化的法政基本知識，瞭解民主價值帶來的優缺點，並清楚如

何保障自己的權利，履行自己的義務，能知道社會時事的重要層面、影響層面及其

後果，並能分析與討論公共問題，知道如何參與正式與非正式的公共活動；情意態

度包含願意同理、關心或尊重自己周遭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願意了解社會具有的多

元面貌，並反思自己的角色地位，為追尋長遠的社會福祉共同努力，重視人權、平

等、自由等民主價值，願意去思辨民主價值帶來的優缺點，並願意以理性方式追求

民主，關心時事及公共事務，願意公開討論公共問題，並參與不同類型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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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公民社會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 

素養名稱 認知能力內容向度 情意態度內容向度 

公民社會 

瞭解個別差異 關心與尊重他人需求 

瞭解公民角色與地位 包容社會差異性並自我調整 

具備民主政治及法政基本知識 對民主價值的信念 

知道如何參與正式與非正式的公共活動 參與公共事務的意向 

 

(五) 人文素養內容： 

公民社會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如表 5，其中認知能力包含能針對不同類型

之文本作出具深入見解的創造性闡釋，建立自身之詮釋視野。能分析、統整和評鑑

以往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具備生態世界觀，了解空間與土地資源之適切使用與分

配。充分理解多元社會的文化主體性。能認識個人特質和生命價值取向，建立理解

生命價值之倫理思維；情意態度包含透過閱讀不同類型之文本，理解文本所傳遞的

思想與情感並昇華為自身之道德與情懷。堅持以多元及包容的態度去面對與尊重歷

史，並且重視與關心公共政策與環境議題，能用堅定的態度與行動維護環境的永續

發展。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能積極體認不同個體之生命價值，涵養進取的人生觀

與生命態度。 

表 5 人文素養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 

素養名稱 認知能力內容向度 情意態度內容向度 

人文素養 

閱讀創造 閱讀創造 

歷史思維 歷史思維 

環境正義 環境正義 

文化反思 文化反思 

 生命價值 生命價值 

 

 

(六) 資訊素養內容： 

資訊素養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如表 6，其中認知能力包含能瞭解自己在生

活、學習與職場的需求，利用資訊科技找出個人需要的資訊，並評估各種資訊的功

能與限制及其對於個人在生活、學習與職場的價值，能瞭解並遵守資訊相關的道德

規範以及法律規定，能瞭解並運用資訊科技，進行有效溝通並建立社交網絡，且建

立正確網路人際關係的觀念，能瞭解並使用不同的資訊科技處理個人或專業資訊及

用於自我學習，能瞭解電腦安全及個人資料安全之概念；情意態度包含願意確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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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的需求，判斷資訊的價值，思考資訊對管理的意涵，了解資訊與人文、文化及社

會關係，具備資訊使用的倫理道德，合法使用資訊科技，能夠重視個人資訊隱私

權，願意使用資訊科技拓展社交範圍，對文化差異保持正向態度，願意在網路社群

參與發言，對於資訊使用及學習保持正面積極態度，能整合資訊使用，能判斷資訊

是否合乎需求，願意支持資訊科技之創新，願意了解資訊的防護與資訊的風險管

理。 

表 6 資訊素養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 

素養名稱 認知能力內容向度 情意態度內容向度 

資訊素養 

資訊反思與批判能力 對資訊具備反思與批判態度 

資訊倫理與道德概念 重視資訊倫理與道德 

資訊社交能力 願意使用資訊進行社交 

資訊使用與學習能力 資訊使用與學習態度 

資訊安全概念 資訊安全態度 

 

(七) 生涯發展內容： 

生涯發展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如表 7，其中認知能力包含能瞭解工作世界

的運作與工作型態，並清楚自己的興趣、性向、人格特質與環境的適配程度，能考

量不同因素以協調較好的生涯決策，並能根據自己的生涯目標，擬定具體可行的計

畫，執行時能時時檢視過程中的各項細節，並適時調整或改變計劃內容，以符合原

訂目標；情意態度包含能關注自己的未來，在生涯規劃方面會積極地探索和嘗試，

並相信自己能決定自己的未來，有信心來面對和克服生涯挑戰與阻礙。 

表 7 生涯發展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 

素養名稱 認知能力內容向度 情意態度內容向度 

生涯發展 

生涯理解與判斷 生涯關注 

生涯控制與決策 生涯控制信念 

生涯規劃與執行 
生涯好奇 

生涯信心 

 

 

(八) 終身學習內容： 

終身學習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如表 8，其中認知能力包含在學習上能知道

自己特有的學習方法、能力的優勢與劣勢，並能為自己訂定明確的學習目標，具備

覺察學習內容和情境的能力，在學習過程中能夠透過自我監控，針對不適切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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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進行改善，能在學習歷程中，利用資源進行學習，也能選擇適合之資源進行學

習；情意態度包含願意監控自我學習，並促進學習與自我成長的自我概念，願意以

積極樂觀且堅持不懈的態度進行學習，將學習視為一種豐富人生且有意義的活動，

願意以開放性的態度面對新的經驗，同時也以適應性與彈性的態度面對學習歷程中

的每個挑戰，因應與時俱進的環境需求，願意主動且持續精進可運用的策略與資

源，用以輔助學習。 

表 8 終身學習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 

素養名稱 認知能力內容向度 情意態度內容向度 

終身學習 

自我學習與管理 自我監控與促進自我成長 

學習內省 正向進取 

學習資源安排與應用 
適應性與彈性 

願意運用資源促進學習 

 

(九) 問題解決內容： 

問題解決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如表 9，其中認知能力包含能充分蒐集有助

於釐清問題的資訊，明確指出解決問題的主要目的，並釐清複雜問題的關鍵變項及

原因，能充分蒐集有助於擬定解決問題方案的資訊，類推過去的經驗提出可行的問

題解決方案，且能突破過去的經驗提出創造性問題解決方案，能合理評估問題解決

方案的優缺點，並整合所有方案的優缺點，以找出問題解決的最佳方案，能從多元

觀點評估問題解決方式的成效，並修正失敗的問題解決方案；情意態度包含對於分

析問題的關鍵原因有足夠的信心，面對問題情境時，是否採取因應或逃避的一般性

傾向，面對問題時能否妥善掌控情緒與行為。 

表 9 問題解決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 

素養名稱 認知能力內容向度 情意態度內容向度 

問題解決 

定義問題 問題解決信心 

提出方案 趨避風格 

進行決策 
自我控制 

評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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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科學思辨內容： 

科學思辨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如表 10，其中認知能力包含能知道科學相

關的詞彙、縮寫符號以及度量單位等基本知識，瞭解關於科學定律、理論及定義內

容，面對自然科學問題時能同時考慮正反二面的證據和立場，用各種不同的角度來

檢視問題，並具備邏輯思考與價值澄清的能力，能根據資料進行合理的推理思考，

進而以歸納及演繹的方法來界定問題成因解釋問題結果；情意態度包含能夠忠實的

紀錄、報導觀察及實驗結果，能以各種不同角度來看問題，會盡可能蒐集足夠的證

據後才下判斷，並顧及正反兩面的證據和立場，有探尋成因及解釋結果之興趣，避

免做過度的推論或輕易下結論，願意請教並尊重專家的意見，但不會全然的輕信權

威，不會輕易相信缺乏證據支持的敘述，願意了解新奇的事物或探求整體的知識，

參與科學探討活動或實驗。 

表 10 科學思辨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內容 

素養名稱 認知能力內容向度 情意態度內容向度 

科學思辨 

瞭解科學相關概念 客觀的態度 

客觀判斷能力 探究因果關係的意願 

因果判斷能力 批判精神 

批判反思能力 對科學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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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學校整體表現 

本校本次登入測驗的人數為 2838 人，其中 2445 人完整作答，179 人部分作

答，214 人登入未作答，各學院的填答人數如表 11，各科系的填答人數如表 12，

本測驗結果將以此 2838 人作為分析樣本，如各學院或各科系樣本代表性不佳，數

據僅供參考。 

表 11 施測人數在各學院的樣本代表性分布狀況 

學院 完整填答 部分填答 登入未填答 總計 

工學院 271 18 26 315 

文學院 138 4 6 148 

外國語文學院 208 22 26 256 

法學院 128 9 9 146 

社會科學院 247 11 18 276 

商學院 465 32 46 543 

教育學院 138 14 8 160 

理學院 218 16 24 258 

新聞暨傳播學院 170 9 22 201 

農學院 220 14 9 243 

環境設計學院 66 11 12 89 

藝術學院 176 19 8 203 

總計 2445 179 214 2838 

 

表 12 施測人數在各科系的樣本代表性分布狀況 

科系 完整填答 部分填答 登入未填答 總計 

土地資源學系 26 1 2 29 

大氣科學系 28 2 2 32 

大眾傳播學系 33 1 4 38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51 1 3 55 

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50   50 

中國音樂學系 40 6  46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65 3 8 76 

化學系 26 1 4 31 

心理輔導學系 44 4 2 50 

日本語文學系 46 8 15 69 

史學系 23 3 3 29 

生命科學系 36 4 2 42 

生活應用科學系 27 3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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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完整填答 部分填答 登入未填答 總計 

光電物理學系 45   45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20 1 1 22 

地理學系 33 2 5 40 

地質學系 9 2 2 13 

行政管理學系 28 2 1 31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11 5  16 

法律學系法學組 73 6 6 85 

法律學系財經法律組 55 3 3 61 

法國語文學系 22 4  26 

社會福利學系 90 5 1 96 

俄國語文學系 24  3 27 

保健營養學系 40 5 2 47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22 8 3 33 

政治學系 23 2 3 28 

美術學系 23 2  25 

英國語文學系 34 4 4 42 

音樂學系 19 4 4 27 

哲學系 14   14 

紡織工程學系 18 2 2 22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36 2 1 39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70 5 10 85 

動物科學系 36 2 3 41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42 1 7 50 

國際貿易學系 81 9 9 99 

國劇學系 8 1  9 

教育學系 51 1  52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10  7 17 

勞工關係學系人力資源組 22  2 24 

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 17  2 19 

景觀學系 34 3 2 39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54 1  55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37 2 1 40 

新聞學系 57 5 9 71 

會計學系 97 4 2 103 

經濟學系 67 2 9 78 

資訊工程學系 85 2 6 93 

資訊傳播學系 34 1 5 40 

資訊管理學系 50 2 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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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完整填答 部分填答 登入未填答 總計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18 3 6 27 

電機工程學系 65 7 1 73 

舞蹈學系 34 3 1 38 

廣告學系 46 2 4 52 

德國語文學系 34 3 2 39 

機械工程學系 38 4 9 51 

應用數學系 41 5 9 55 

戲劇學系 52 3 3 58 

韓國語文學系 48 3 2 53 

體育學系 14 1  15 

觀光事業學系 69 8 11 88 

總計 2445 179 214 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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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呈現本校本次各素養認知能力的測驗結果與全國私立一般學校及全國綜合

類型學校的結果比較圖，由圖 1 可看出認知能力有部分素養高於全國平均，特別是

在人文素養、終身學習素養均比全國平均數高，顯示本校對於學生在這兩個素養的

認知能力培養具有優勢，建議學生畢業後履歷可突顯這兩個素養能力。和私立一般

大學比較，本校在創新領導、公民社會、人文素養、資訊素養、終身學習、問題解

決的表現較私立一般大學佳。和綜合類型的學校比較，本校除了在溝通合作外，其

他素養上的表現均較綜合類型的學校表現佳，其中以人文素養、終身學習高於綜合

類型的學校較多。 

 

圖 1 本學年度大學生基本素養測驗量尺分數—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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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呈現本校本次各素養情意態度的測驗結果與全國私立一般學校及全國綜合

類型學校的結果比較圖。由圖 2 可看出在生涯發展的情意態度高於全國平均，其它

素養均低於全國平均數或差異不大，整體顯示本校對於學生在生涯發展情意培養較

佳，而人文素養、終身學習的情意陶冶或培養則偏弱。和私立一般大學相較，生涯

發展比私立一般學校表現好，其它素養均較私立一般大學平均低或差異不大。和綜

合類型的學校比較，本校在公民社會、生涯發展素養高於綜合類型的學校，在其他

素養則低於綜合類型的學校。 

 
圖 2 本學年度大學生基本素養測驗量尺分數—情意態度 

綜上所述，原則上，本校在創新領導、公民社會、人文素養、資訊素養、終身

學習、問題解決素養的認知能力比全國平均數高，但在溝通合作、生涯發展及科學

思辨的認知能力低於全國平均或差異不大，建議可以在溝通合作、生涯發展及科學

思辨的認知能力上進行加強。而在情意態度上，生涯發展的培養相較於全國水準具

有優勢，惟人文素養、終身學習的情意態度較全國表現差，建議學校可以在人文素

養、終身學習的情意態度上加強。整體而言，則可發現本校在人文素養情意態度、

終身學習情意態度、溝通合作認知能力、科學思辨的認知能力及生涯發展認知能力

應該多加強，以提升本校學生的競爭性。例如：在溝通合作上，學校可提供資源，

供學生與志同道合的同學一同提出活動企劃案，學生自主舉辦各項活動，如名人講

座、議題沙龍等。跳脫於學校主導的框架外，由學生自主合作撰寫企劃書、邀請主

講人員等，讓學生從中增加與他人溝通、表達自我看法的同時亦能接納他人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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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並適時輔以導師的引導，以協助整體的規劃與進行。在生涯發展上，可於課外

時間安排職場參訪活動，與企業單位合作，安排學生了解未來可能的職場環境、工

作內容、職場氣氛等，皆有助於學生瞭解生涯傾向，利於生涯發展與規劃。在科學

思辨上，學校可在相關課程中可搭配簡單的操作實驗或實驗影片觀賞，讓學生能動

手做實驗，藉由實際操作的實驗與生活中的科學結合，更能引發學生探索的意願與

想像，同時能從中學習根據資料進行合理的推理思考，進而能評估知識訊息的真

假。在人文素養上，可搭配非正式課程，讓學生關心公共政策與環境議題，願意參

與維護環境正義的討論與行動。鼓勵學生從自己的故鄉進行探索文化歷史背景，從

中了解故鄉過去的社會變遷，分別從文化、歷史進行反思探究。在終身學習上，可

於通識課程中規劃社會變遷、未來學、環境教育等課程，使學生瞭解未來趨勢，並

分組進行議題討論，例如：自身如何因應未來改變趨勢，使學生瞭解時代的流轉快

速，引發其跟隨時代潮流興趣，並主動運用資源而自發性學習。 

本測驗中考量因測驗時間有限，所能評量的內容有限，未來建議學校可將大學

基本素養測驗的結果與校內各項資料進行結合以建置提升大學生基本素養之預測模

型，如圖 3，例如可以搭配學生的背景變項，如家庭社經地位、學校幹部、社團經驗、

通識課程修習狀況、閱讀習慣、生涯規劃、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學生工讀狀況、

學習績效(學業成績、領取獎學金情形、期中預警情形)…等等，或者與學校的校務

資料進行連結，例如閱讀情形(圖書館使用狀況)、學校硬體環境、學習資源…等等，

將大學生基本素養測驗的資料進行加值性的分析，藉由此找到提升學生素養的關鍵

因素，據此擬定學校未來培養學生素養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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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提升學生基本素養之預測模型 

以下我們將分節探討本校在各素養的在男、女生及各年級的表現結果，並針對

各學院及各科系在素養的表現上進行比較，供學校進行參考，同時提供各素養提升

的建議，最後附上各素養的在歷次檢測的結果比較圖，各素養亦提供相關的分析附

件供學校在通識課程推動上進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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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美感素養 

本學年度男女生及各年級美感素養認知能力結果如圖 4，男女生及各年級美感

素養情意態度結果如圖 5，在性別方面，男生在美感素養認知能力高於全國平均，

在美感素養情意態度低於全國平均；女生在美感素養認知能力與全國平均相差不

大，在美感素養情意態度低於全國平均。在年級方面，一年級在美感素養認知能力

及情意態度皆低於全國平均；四年級以上在美感素養認知能力高於全國平均，在美

感素養情意態度低於全國平均。上述結果顯示本校在美感素養的認知能力與全國差

異不大，而情意態度略低於全國，整體而言，美感素養情意態度面可再進行加強，

分別從美感知覺、美感想像與詮釋、藝術思考理解進行加強。 

 
圖 4 性別與各年級-美感素養認知能力比較 

 
圖 5 性別與各年級-美感素養情意態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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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學院在美感素養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6、圖 7，從圖 6、圖 7

可看出各學在在認知能力差異不大，但在情意態度差異較大，在認知能力中，以新

聞暨傳播學院表現較佳，藝術學院略微偏低，在情意態度中，以環境設計學院明顯

較佳，工學院明顯偏低。表 13 為各學院填答人數及美感素養分析表。 

 
圖 6 各學院比較-美感素養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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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各學院比較-美感素養情意態度 

 

表 13 各學院美感素養填答人數及美感素養分析表 

學院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工學院 280 99.4 95.3 

文學院 139 99.6 97.1 

外國語文學院 225 99.9 97.2 

法學院 131 100.1 96.2 

社會科學院 252 99.7 96.3 

商學院 481 99.5 97.5 

教育學院 146 99.4 98.6 

理學院 231 99.6 98.2 

新聞暨傳播學院 176 100.3 98.8 

農學院 230 99.8 97.1 

環境設計學院 70 100.2 104.8 

藝術學院 184 99.3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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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科系在美感素養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8、圖 9，在認知能力

中，以地質學系及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的表現最佳，其次為生活應用科學系及

新聞學系，最後則為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最低；在情意態度中，以中國音樂學系最

佳，其次為景觀學系，最後則為地質學系最低。表 14 為各科系填答人數及美感素

養分析表，如部分科系填答人數低於 10 人，表示部分科系代表性可能不足，則本

分析僅供參考。 

 
圖 8 各科系比較-美感素養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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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各科系比較-美感素養情意態度 

 

表 14 各科系美感素養填答人數及美感素養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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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勞工關係學系人力資源組 22 99.9 96.8 

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 17 100.9 94.2 

經濟學系 69 99.2 96.7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21 99.6 99.5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37 99.7 94.4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71 99.0 98.9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42 99.5 94.0 

國際貿易學系 85 100.2 99.1 

會計學系 99 99.2 97.0 

資訊管理學系 51 99.4 97.3 

觀光事業學系 75 99.3 98.1 

心理輔導學系 45 100.0 96.0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14 97.5 94.9 

教育學系 52 99.7 98.3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20 99.2 103.3 

體育學系 15 98.8 104.4 

大氣科學系 30 99.8 97.4 

化學系 27 99.9 95.1 

生命科學系 39 99.6 94.6 

光電物理學系 45 99.0 104.4 

地理學系 34 100.4 100.9 

地質學系 11 100.9 87.7 

應用數學系 45 99.0 98.1 

大眾傳播學系 33 100.5 97.4 

新聞學系 61 100.6 97.1 

資訊傳播學系 35 100.0 97.5 

廣告學系 47 100.1 102.9 

土地資源學系 26 99.4 98.2 

生活應用科學系 28 100.6 90.7 

保健營養學系 44 100.2 97.1 

動物科學系 38 100.4 95.9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55 98.7 102.0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39 100.0 95.2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25 99.9 102.9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10 100.1 98.3 

景觀學系 35 100.5 108.0 

中國音樂學系 42 98.3 108.5 

美術學系 25 99.4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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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音樂學系 21 99.4 105.5 

國劇學系 8 99.7 97.7 

舞蹈學系 34 99.4 102.4 

戲劇學系 54 99.8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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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美感素養認知能力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10，本校美感素養情意態度

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11，由圖 10、圖 11 可知本校分別在美感素養認知能力與

情意態度的歷年表現趨勢。 

 
圖 10 歷年平均表現—美感素養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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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歷年平均表現—美感素養情意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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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素養培養建議： 

在部分通識課程中，期末的評鑑方式可透過學習心得、報告、表演、藝術表現

（繪畫、雕刻、攝影、文學創作等等）、音樂表現（如作曲、聲樂或器樂演奏等

等）等，並視需要以公開的方式進行。此可促進學生多接觸美感活動，引發興趣。 

校內活動中亦可多舉辦相關的展覽表演活動，並提供校外展覽訊息及票券吸引

學生主動於課外時間參與，助於學生於課外時間品味生活、提升美感，並培養學生

對生活中美感的覺察力。 

美感素養分析附件： 

附件 1 為本校美感素養的相關分析，是否修過相關美感素養通識課程在美感

素養的表現如表 33，學生自評與美感素養表現的結果如表 34，由表 33 可知修過美

感素養相關的通識教育課程對在美感素養的表現差異，由表 34 可知學生在美感素

養自評與美感素養的表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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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溝通合作 

本學年度男女生及各年級溝通合作認知能力結果如圖 12，男女生及各年級溝

通合作情意態度結果如圖 13，在性別方面，男生在溝通合作認知能力與全國平均

相差不大，在溝通合作情意態度低於全國平均；女生在溝通合作認知能力及情意態

度與全國平均相差不大。在年級方面，一年級在溝通合作認知能力與全國平均相差

不大，在溝通合作情意態度低於全國平均；四年級以上在溝通合作認知能力及情意

態度皆高於全國平均。整體而言，顯示本校在溝通合作的認知能力與全國差異不

大，而情意態度則略低於全國表現，建議可從表達意願、傾聽同理意願、人際互動

意願、理解與控制情緒進行加強。 

 
圖 12 性別與各年級-溝通合作認知能力比較 

 
圖 13 性別與各年級-溝通合作情意態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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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學院在溝通合作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14、圖 15，從圖 14、

圖 15 可看出各學院在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皆差異較大，在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皆

差異較大，在認知能力中，以法學院明顯較佳，藝術學院明顯偏低，在情意態度

中，以新聞暨傳播學院明顯較佳，工學院明顯偏低。表 15 為各學院填答人數及溝

通合作分析表。 

 
圖 14 各學院比較-溝通合作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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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各學院比較-溝通合作情意態度 

 

表 15 各學院溝通合作填答人數及溝通合作分析表 

學院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工學院 278 97.2 98.0 

文學院 139 99.0 99.0 

外國語文學院 217 99.1 98.9 

法學院 131 99.6 99.4 

社會科學院 251 98.7 99.0 

商學院 475 98.0 98.6 

教育學院 145 99.3 99.4 

理學院 227 98.2 98.6 

新聞暨傳播學院 173 99.4 100.2 

農學院 226 98.6 98.5 

環境設計學院 70 96.8 98.9 

藝術學院 184 96.6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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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科系在溝通合作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16、圖 17，在認知能

力中，以心理輔導學系的表現最佳，其次為保健營養學系，最後則為中國音樂學系

最低；在情意態度中，以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最佳，其次為戲劇學系，最後則

為中國音樂學系最低。表 16 為各科系填答人數及溝通合作分析表，如部分科系填

答人數低於 10 人，表示部分科系代表性可能不足，則本分析僅供參考。 

 
圖 16 各科系比較-溝通合作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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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各科系比較-溝通合作情意態度 

 

表 16 各科系溝通合作填答人數及溝通合作分析表 

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68 96.8 100.0 

紡織工程學系 18 99.2 96.7 

資訊工程學系 86 96.7 98.0 

電機工程學系 66 97.8 97.8 

機械工程學系 40 96.7 95.8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51 99.2 99.5 

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50 99.3 98.2 

史學系 24 98.8 98.8 

哲學系 14 97.4 100.1 

日本語文學系 50 100.3 95.8 

法國語文學系 25 98.8 101.1 

俄國語文學系 24 99.9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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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語文學系 35 98.6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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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學系財經法律組 56 99.5 98.9 

行政管理學系 28 100.8 99.5 

社會福利學系 92 98.6 100.0 

政治學系 23 97.1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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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勞工關係學系人力資源組 22 99.3 99.9 

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 17 100.3 103.0 

經濟學系 69 97.9 96.6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21 97.5 95.0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37 98.5 96.4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73 97.0 99.2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42 98.3 99.4 

國際貿易學系 83 99.6 100.1 

會計學系 98 98.0 99.2 

資訊管理學系 51 97.9 97.9 

觀光事業學系 70 97.1 97.5 

心理輔導學系 46 101.4 100.3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12 97.4 94.8 

教育學系 52 100.3 99.8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20 97.9 100.4 

體育學系 15 92.8 97.2 

大氣科學系 29 96.8 95.7 

化學系 26 99.9 98.8 

生命科學系 39 100.0 100.9 

光電物理學系 45 95.8 97.3 

地理學系 34 99.5 98.8 

地質學系 10 99.3 99.2 

應用數學系 44 97.5 99.6 

大眾傳播學系 33 100.3 101.4 

新聞學系 59 99.4 100.2 

資訊傳播學系 35 99.9 101.4 

廣告學系 46 98.4 98.6 

土地資源學系 26 96.5 97.0 

生活應用科學系 28 100.5 99.1 

保健營養學系 43 100.9 99.9 

動物科學系 37 99.6 99.5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54 97.1 97.3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38 97.4 98.0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25 96.8 97.8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10 96.6 99.2 

景觀學系 35 96.9 99.6 

中國音樂學系 42 92.0 94.6 

美術學系 24 96.6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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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音樂學系 22 96.5 99.5 

國劇學系 8 95.7 100.4 

舞蹈學系 34 97.6 96.8 

戲劇學系 54 99.8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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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溝通合作認知能力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18，本校溝通合作情意態度

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19，由圖 18、圖 19 可知本校分別在溝通合作認知能力與

情意態度的歷年表現趨勢。 

 

圖 18 歷年平均表現—溝通合作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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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歷年平均表現—溝通合作情意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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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合作培養建議： 

正式課程方面，多讓學生以分組討論、報告的方式進行，增加同學之間互相討

論、溝通、合作的機會，並促進學生發表自身看法的意願。 

非正式課程方面，校方可提供資源，供學生與志同道合的同學一同提出活動企

劃案，學生自主舉辦各項活動，如名人講座、議題沙龍等。跳脫於學校主導的框架

外，由學生自主合作撰寫企劃書、邀請主講人員、協調活動進行等過程中，讓學生

從中增加與他人溝通、表達自我看法的同時亦能接納他人的想法、促進團隊合作的

機會，並適時輔以專責導師的引導，以協助整體的規劃與進行。 

溝通合作分析附件： 

附件 2 為本校溝通合作的相關分析，是否修過相關溝通合作通識課程在溝通

合作的表現如表 35，學生自評與溝通合作表現的結果如表 36，由表 35 可知是否修

過溝通合作相關的通識教育課程對於溝通合作的表現差異，由表 36 可知學生在溝

通合作自評與溝通合作的表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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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新領導 

本學年度男女生及各年級創新領導認知能力結果如圖 20，男女生及各年級創

新領導情意態度結果如圖 21，在性別方面，男生在創新領導認知能力高於全國平

均，在創新領導情意態度低於全國平均；女生在創新領導認知能力高於全國平均，

在創新領導情意態度低於全國平均。在年級方面，一年級在創新領導認知能力高於

全國平均，在創新領導情意態度低於全國平均。整體來說，本校在創新領導認知能

力上較全國表現佳，但在創新領導情意態度較全國表現低，建議可以多多鼓勵學生

參與自發性團隊組織訓練學生創新領導的習慣。 

 
圖 20 性別與各年級-創新領導認知能力比較 

 
圖 21 性別與各年級-創新領導情意態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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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學院在創新領導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22、圖 23，從圖 22、

圖 23 可看出各學院在認知能力差異不大，但在情意態度差異較大，在認知能力

中，以新聞暨傳播學院表現較佳，藝術學院、環境設計學院及工學院略微偏低，在

情意態度中，以新聞暨傳播學院明顯較佳，外國語文學院明顯偏低。表 17 為各學

院填答人數及創新領導分析表。 

 
圖 22 各學院比較-創新領導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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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各學院比較-創新領導情意態度 

 

表 17 各學院創新領導填答人數及創新領導分析表 

學院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工學院 275 99.0 97.4 

文學院 139 99.7 98.8 

外國語文學院 218 99.8 96.2 

法學院 131 99.9 100.6 

社會科學院 249 99.5 99.1 

商學院 472 99.5 99.1 

教育學院 143 99.8 100.3 

理學院 227 99.2 98.9 

新聞暨傳播學院 173 100.0 100.7 

農學院 225 99.6 97.3 

環境設計學院 70 99.0 100.4 

藝術學院 183 99.0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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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科系在創新領導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24、圖 25，在認知能

力中，以大眾傳播學系的表現最佳，其次為心理輔導學系，最後則為中國音樂學系

最低；在情意態度中，以景觀學系最佳，其次為光電物理學系，最後則為紡織工程

學系最低。表 18 為各科系填答人數及創新領導分析表，如部分科系填答人數低於

10 人，表示部分科系代表性可能不足，則本分析僅供參考。 

 
圖 24 各科系比較-創新領導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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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各科系比較-創新領導情意態度 

 

表 18 各科系創新領導填答人數及創新領導分析表 

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67 99.3 100.7 

紡織工程學系 18 99.0 92.7 

資訊工程學系 86 99.0 94.6 

電機工程學系 65 99.0 100.5 

機械工程學系 39 98.6 95.3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51 99.6 100.3 

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50 99.8 99.9 

史學系 24 99.9 94.4 

哲學系 14 99.8 97.4 

日本語文學系 50 100.0 94.3 

法國語文學系 26 100.4 98.1 

俄國語文學系 24 99.8 96.5 

英國語文學系 34 99.3 97.1 

德國語文學系 35 99.8 99.5 

韓國語文學系 49 99.7 94.2 

法律學系法學組 75 99.9 99.8 

法律學系財經法律組 56 99.9 101.5 

行政管理學系 28 99.9 96.9 

社會福利學系 91 99.7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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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政治學系 23 98.9 101.8 

勞工關係學系人力資源組 22 99.7 97.9 

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 17 100.3 96.8 

經濟學系 68 99.2 99.8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21 99.2 100.6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37 99.3 98.8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72 99.1 99.0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42 99.6 98.7 

國際貿易學系 82 100.1 99.1 

會計學系 98 99.9 99.9 

資訊管理學系 51 99.6 99.1 

觀光事業學系 69 98.5 97.9 

心理輔導學系 45 100.5 99.8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12 99.2 97.3 

教育學系 52 99.8 100.9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20 99.6 101.1 

體育學系 14 98.7 100.5 

大氣科學系 29 99.3 98.4 

化學系 26 98.6 98.8 

生命科學系 39 99.9 96.9 

光電物理學系 45 98.8 102.0 

地理學系 34 100.3 100.4 

地質學系 10 99.3 96.2 

應用數學系 44 98.4 97.1 

大眾傳播學系 33 100.6 100.2 

新聞學系 59 99.7 101.3 

資訊傳播學系 35 100.2 101.0 

廣告學系 46 99.7 100.3 

土地資源學系 26 99.3 95.1 

生活應用科學系 28 100.0 94.4 

保健營養學系 43 99.9 98.9 

動物科學系 37 100.1 96.8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54 99.0 100.6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37 99.3 94.7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25 99.0 98.5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10 99.6 97.7 

景觀學系 35 98.9 102.5 

中國音樂學系 42 97.5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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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美術學系 24 99.3 98.7 

音樂學系 21 98.9 100.5 

國劇學系 8 100.3 99.2 

舞蹈學系 34 99.0 97.2 

戲劇學系 54 99.7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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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創新領導認知能力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26，本校創新領導情意態度

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圖 27，由圖 26、圖 27 可知本校分別在創新領導認知能力與情

意態度的歷年表現趨勢。 

 
圖 26 歷年平均表現—創新領導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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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歷年平均表現—創新領導情意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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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領導培養建議： 

由學校提供資源，鼓勵學生成立大大小小的自發性組織，如創業競賽小組、學

習家族、議題小組、成果分享會等，人員由學生自行招募，設立組織精神、組織目

標、組織活動等，並提交成果報告。這些組織的生存之道輕鬆自由，由學生的意願

而成立，也由學生意願而解散，不需要許多制式的規定，從組織成立、發展的過程

當中，使學生有更多的人際社交活動、並在組織中共同分析、計劃、決策、解決問

題等，同時具有領導思考的訓練過程。 

創新領導分析附件： 

附件 3 為本校創新領導的相關分析，是否修過相關創新領導通識課程在創新

領導的表現如表 37，學生自評與創新領導表現的結果如表 38，由表 37 可知是否修

過創新領導相關的通識教育課程對於創新領導的表現差異，由表 38 可知學生在創

新領導自評與創新領導的表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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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民社會 

本學年度男女生及各年級公民社會認知能力結果如圖 28，男女生及各年級公

民社會情意態度結果如圖 29，在性別方面，男生在公民社會認知能力高於全國平

均，在公民社會情意態度與全國平均相差不大；女生在公民社會認知能力高於全國

平均，在公民社會情意態度與全國平均相差不大。在年級方面，一年級在公民社會

認知能力高於全國平均，在公民社會情意態度與全國平均相差不大。整體來說，本

校在公民社會認知能力較全國平均高，但情意態度面與全國差距不大，建議學校可

多鼓勵學生關心與尊重他人需求、包容社會差異性，並參與公共事務等面向。 

 
圖 28 性別與各年級-公民社會認知能力比較 

 
圖 29 性別與各年級-公民社會情意態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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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學院在公民社會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30、圖 31，從圖 30、

圖 31 可看出各學院在認知能力差異不大，但在情意態度差異較大，在認知能力

中，以法學院表現較佳，藝術學院、環境設計學院及工學院略微偏低，在情意態度

中，以環境設計學院明顯較佳，外國語文學院明顯偏低。表 19 為各學院填答人數

及公民社會分析表。 

 
圖 30 各學院比較-公民社會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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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各學院比較-公民社會情意態度 

 

表 19 各學院公民社會填答人數及公民社會分析表 

學院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工學院 274 99.0 97.7 

文學院 138 99.6 97.4 

外國語文學院 217 99.5 97.3 

法學院 131 99.9 102.6 

社會科學院 249 99.3 101.3 

商學院 473 99.3 100.5 

教育學院 142 99.6 102.2 

理學院 224 99.4 100.6 

新聞暨傳播學院 174 99.7 101.7 

農學院 222 99.4 98.5 

環境設計學院 70 99.0 103.3 

藝術學院 181 99.0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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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科系在公民社會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32、圖 33，在認知能

力中，以地質學系及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的表現最佳，其次為生命科學系，最

後則為中國音樂學系最低；在情意態度中，以景觀學系最佳，其次為教育學系，最

後則為地質學系最低。表 20 為各科系填答人數及公民社會分析表，如部分科系填

答人數低於 10 人，表示部分科系代表性可能不足，則本分析僅供參考。 

 
圖 32 各科系比較-公民社會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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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各科系比較-公民社會情意態度 

 

表 20 各科系公民社會填答人數及公民社會分析表 

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67 99.1 100.7 

紡織工程學系 18 99.5 94.8 

資訊工程學系 86 99.0 95.6 

電機工程學系 65 99.0 99.9 

機械工程學系 38 98.4 94.9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51 99.4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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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學系 91 99.2 102.5 

政治學系 23 99.6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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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勞工關係學系人力資源組 22 99.1 101.1 

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 17 100.3 97.5 

經濟學系 68 99.0 100.2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21 99.4 100.5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37 98.9 101.7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72 99.3 102.9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42 99.4 96.2 

國際貿易學系 83 99.7 99.6 

會計學系 99 99.3 101.8 

資訊管理學系 50 99.4 100.0 

觀光事業學系 69 98.9 99.7 

心理輔導學系 45 99.8 98.8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12 98.7 97.7 

教育學系 52 99.7 105.9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19 99.8 102.6 

體育學系 14 98.6 102.5 

大氣科學系 28 99.0 102.1 

化學系 26 99.9 97.2 

生命科學系 39 100.2 95.6 

光電物理學系 45 98.9 105.6 

地理學系 34 99.9 99.5 

地質學系 9 100.3 91.3 

應用數學系 43 98.6 104.0 

大眾傳播學系 33 99.6 101.5 

新聞學系 59 99.8 102.9 

資訊傳播學系 35 99.9 99.8 

廣告學系 47 99.4 101.9 

土地資源學系 26 99.5 96.6 

生活應用科學系 28 99.4 93.6 

保健營養學系 41 100.0 99.3 

動物科學系 36 99.3 99.4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54 99.3 101.2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37 99.0 97.5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24 98.5 101.0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10 99.4 98.7 

景觀學系 36 99.3 106.2 

中國音樂學系 41 98.1 105.8 

美術學系 24 98.7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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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音樂學系 20 98.8 104.8 

國劇學系 8 98.6 103.3 

舞蹈學系 34 99.4 97.8 

戲劇學系 54 99.7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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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公民社會認知能力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34，本校公民社會情意態度

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35，由圖 34、圖 35 可知本校分別在公民社會認知能力與

情意態度的歷年表現趨勢。 

 
圖 34 歷年平均表現—公民社會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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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歷年平均表現—公民社會情意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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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培養建議： 

正式課程中，由老師引領學生瞭解社會現象、理解公民權利義務之外，建議規

劃助教投入課程教學，並訓練助教帶領課程，由每次不同的議題進行討論，引發學

生思考。 

此外，可搭配非正式課程，設立服務學習專案，由學生自行提案，由助教提供

專案諮詢，將提案焦點聚於社會關懷與公民實踐，鼓勵同學由服務學習中，發展出

專案議題，並以專題小組的形式進行調查研究、分析問題後，根據同組成員的理想

願景擬訂行動方案，做為踏出實踐社會理想的第一步。 

公民社會相關分析： 

附件 4 為本校公民社會的相關分析，是否修過相關公民社會通識課程在美感

素養的表現如表 39，學生自評與公民社會表現的結果如表 40，由表 39 可知是否修

過公民社會相關的通識教育課程對於公民社會的表現差異，由表 40 可知學生在公

民社會自評與公民社會的表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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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人文素養 

本學年度男女生及各年級人文素養認知能力結果如圖 36，男女生及各年級人

文素養情意態度結果如圖 37，在性別方面，男生在人文素養認知能力高於全國平

均，在人文素養情意態度低於全國平均；女生在人文素養認知能力高於全國平均，

在人文素養情意態度低於全國平均。在年級方面，一年級在人文素養認知能力與全

國平均相差不大，在人文素養情意態度低於全國平均。整體來說，本校在人文素養

認知能力高於全國，但在情意態度上低於全國表現，建議學校未來可從閱讀創造、

歷史思維、環境正義、文化反思、生命價值著手加強學生人文素養態度面。 

 
圖 36 性別與各年級-人文素養認知能力比較 

 
圖 37 性別與各年級-人文素養情意態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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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學院在人文素養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38、圖 39，從圖 38、

圖 39 可看出各學院在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皆差異較大，在認知能力中，以法學院

明顯較佳，藝術學院明顯偏低，在情意態度中，以法學院明顯較佳，工學院明顯偏

低。表 21 為各學院填答人數及人文素養分析表。 

 
圖 38 各學院比較-人文素養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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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各學院比較-人文素養情意態度 

 

表 21 各學院人文素養填答人數及人文素養分析表 

學院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工學院 272 98.5 92.4 

文學院 138 100.6 97.8 

外國語文學院 213 101.0 97.6 

法學院 130 104.0 100.7 

社會科學院 249 99.6 97.0 

商學院 469 99.0 95.8 

教育學院 141 99.7 97.5 

理學院 222 99.8 97.3 

新聞暨傳播學院 172 101.6 97.8 

農學院 223 100.2 95.7 

環境設計學院 72 98.5 98.0 

藝術學院 181 96.2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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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科系在人文素養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40、圖 41，在認知能

力中，以地質學系的表現最佳，其次為法律學系財經法律組，最後則為中國音樂學

系最低；在情意態度中，以地理學系最佳，其次為法國語文學系，最後則為紡織工

程學系最低。表 22 為各科系填答人數及人文素養分析表，如部分科系填答人數低

於 10 人，表示部分科系代表性可能不足，則本分析僅供參考。 

 
圖 40 各科系比較-人文素養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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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各科系比較-人文素養情意態度 

 

表 22 各科系人文素養填答人數及人文素養分析表 

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65 100.3 95.4 

紡織工程學系 18 96.9 87.8 

資訊工程學系 86 97.8 91.1 

電機工程學系 65 98.8 94.0 

機械工程學系 38 97.1 89.4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51 100.9 100.2 

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50 99.5 97.0 

史學系 23 102.6 94.8 

哲學系 14 100.6 97.3 

日本語文學系 49 101.1 97.1 

法國語文學系 24 103.0 102.0 

俄國語文學系 24 101.6 99.5 

英國語文學系 34 97.5 96.5 

德國語文學系 34 101.3 101.6 

韓國語文學系 48 101.9 93.1 

法律學系法學組 74 103.7 100.6 

法律學系財經法律組 56 104.4 101.0 

行政管理學系 28 103.8 99.5 

社會福利學系 91 99.9 96.3 

政治學系 23 97.6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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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勞工關係學系人力資源組 22 99.9 100.8 

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 17 102.7 99.0 

經濟學系 68 97.2 94.2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20 95.6 95.3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36 98.1 94.3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71 97.4 93.4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42 100.5 93.2 

國際貿易學系 82 101.7 99.3 

會計學系 99 99.5 96.3 

資訊管理學系 50 98.2 96.6 

觀光事業學系 69 97.9 95.0 

心理輔導學系 45 103.8 98.7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12 95.4 90.4 

教育學系 51 100.5 98.6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19 93.8 99.3 

體育學系 14 95.3 92.7 

大氣科學系 28 98.5 97.5 

化學系 26 97.3 93.3 

生命科學系 37 103.1 99.9 

光電物理學系 45 97.1 98.1 

地理學系 34 104.1 103.3 

地質學系 9 104.5 93.6 

應用數學系 43 97.9 92.7 

大眾傳播學系 33 103.7 98.2 

新聞學系 58 102.4 98.9 

資訊傳播學系 34 101.7 94.2 

廣告學系 47 99.1 98.7 

土地資源學系 26 97.7 92.3 

生活應用科學系 27 102.4 89.9 

保健營養學系 42 102.7 98.6 

動物科學系 36 101.7 96.8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55 98.7 98.4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37 98.3 94.3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25 99.2 93.4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10 99.4 100.8 

景觀學系 37 97.8 100.3 

中國音樂學系 41 90.8 94.7 

美術學系 24 98.1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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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音樂學系 21 97.5 93.2 

國劇學系 8 97.4 97.1 

舞蹈學系 34 94.1 91.7 

戲劇學系 53 100.2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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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人文素養認知能力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42，本校人文素養情意態度

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43，由圖 42、圖 43 可知本校分別在人文素養認知能力與

情意態度的歷年表現趨勢。 

 
圖 42 歷年平均表現—人文素養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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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歷年平均表現—人文素養情意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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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養培養建議： 

正式課程中，由老師引領閱讀不同類型的文本，並鼓勵學生與他人分享，讓學

生認識文本、歷史典籍，在生活中，透過自然環境的探訪，對生態環境有基本了

解。課堂中引導學生了解不同文化，反思各種文化在生活上的意義與價值，消弭文

化偏見與歧視。舉辦個人自我探索課程，帶領學生認識個人特質，了解個人的生命

價值取向，擁有正確的生命觀念。 

此外，可搭配非正式課程，讓學生關心公共政策與環境議題，願意參與維護環

境正義的討論與行動。鼓勵學生從自己的故鄉進行探索文化歷史背景，從中了解故

鄉過去的社會變遷，分別從文化、歷史進行反思探究。鼓勵學生多參與公共議題，

如淨灘活動，加強學生環境正義的正向態度，鼓勵學生與人為善，多參與正向的團

體活動，實現自我理想，肯定自我與他人生命的價值。 

人文素養相關分析： 

附件 5 為本校人文素養的相關分析，是否修過相關人文素養通識課程在美感

素養的表現如表 41，學生自評與人文素養表現的結果如表 42，由表 41 可知是否修

過人文素養相關的通識教育課程對於人文素養的表現差異，由表 42 可知學生在人

文素養自評與人文素養的表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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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訊素養 

本學年度男女生及各年級資訊素養認知能力結果如圖 44，男女生及各年級資

訊素養情意態度結果如圖 45，在性別方面，男生在資訊素養認知能力高於全國平

均，在資訊素養情意態度與全國平均相差不大；女生在資訊素養認知能力高於全國

平均，在資訊素養情意態度低於全國平均。在年級方面，一年級在資訊素養認知能

力高於全國平均，在資訊素養情意態度低於全國平均。整體而言，顯示本校在資訊

素養認知能力優於全國平均，在資訊素養的情意態度與全國差異不大，如要加強學

生資訊素養的培養，特別可以針對資訊反思與批判能力、資訊倫理道德、資訊社

交、資訊使用與學習、資訊安全等面向上舉辦講座、課程，以培養學生資訊素養。 

 
圖 44 性別與各年級-資訊素養認知能力比較 

 
圖 45 性別與各年級-資訊素養情意態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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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學院在資訊素養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46、圖 47，從圖 46、

圖 47 可看出各學院在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皆差異較大，在認知能力中，以法學院

明顯較佳，藝術學院明顯偏低，在情意態度中，以法學院明顯較佳，藝術學院及農

學院明顯偏低。表 23 為各學院填答人數及資訊素養分析表。 

 
圖 46 各學院比較-資訊素養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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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各學院比較-資訊素養情意態度 

 

表 23 各學院資訊素養填答人數及資訊素養分析表 

學院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工學院 271 99.2 97.9 

文學院 138 100.2 98.4 

外國語文學院 213 100.6 98.4 

法學院 130 102.0 101.2 

社會科學院 249 100.1 98.6 

商學院 470 99.7 98.9 

教育學院 139 99.3 99.5 

理學院 221 99.4 98.2 

新聞暨傳播學院 172 101.5 99.8 

農學院 222 100.0 97.7 

環境設計學院 72 98.5 100.2 

藝術學院 180 96.5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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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科系在資訊素養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48、圖 49，在認知能

力中，以行政管理學系的表現最佳，其次為法國語文學系，最後則為中國音樂學系

最低；在情意態度中，以法律學系財經法律組最佳，其次為教育學系及哲學系，最

後則為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最低。表 24 為各科系填答人數及資訊素養分析表，如

部分科系填答人數低於 10 人，表示部分科系代表性可能不足，則本分析僅供參

考。 

 
圖 48 各科系比較-資訊素養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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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各科系比較-資訊素養情意態度 

 

表 24 各科系資訊素養填答人數及資訊素養分析表 

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65 100.4 100.3 

紡織工程學系 18 99.1 94.3 

資訊工程學系 85 98.5 96.4 

電機工程學系 65 99.4 99.7 

機械工程學系 38 98.6 95.6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51 99.0 97.4 

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50 101.1 98.7 

史學系 23 101.9 98.0 

哲學系 14 99.0 101.3 

日本語文學系 49 100.6 99.0 

法國語文學系 23 102.4 99.7 

俄國語文學系 24 101.9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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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語文學系 34 99.6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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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學系法學組 74 101.9 100.6 

法律學系財經法律組 56 102.1 102.1 

行政管理學系 28 102.9 96.7 

社會福利學系 91 100.0 97.8 

政治學系 23 100.6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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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勞工關係學系人力資源組 22 98.4 100.7 

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 17 100.9 98.7 

經濟學系 68 99.3 99.9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20 101.9 99.9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36 97.9 98.9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71 98.1 97.8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42 101.7 97.7 

國際貿易學系 82 101.1 100.0 

會計學系 99 99.9 99.1 

資訊管理學系 51 99.7 100.0 

觀光事業學系 69 98.2 98.0 

心理輔導學系 45 101.5 98.9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11 91.9 92.7 

教育學系 51 99.4 101.3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18 100.0 99.6 

體育學系 14 97.1 99.9 

大氣科學系 28 98.6 98.0 

化學系 26 98.5 98.8 

生命科學系 37 101.2 95.9 

光電物理學系 45 98.0 98.8 

地理學系 34 101.7 100.3 

地質學系 9 101.1 96.3 

應用數學系 42 98.4 98.1 

大眾傳播學系 33 102.1 100.2 

新聞學系 58 101.1 100.1 

資訊傳播學系 34 102.2 98.0 

廣告學系 47 101.2 100.6 

土地資源學系 26 99.8 96.2 

生活應用科學系 27 101.5 94.4 

保健營養學系 42 100.2 98.9 

動物科學系 36 101.3 98.7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54 99.0 99.7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37 99.0 96.0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26 98.8 100.0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10 100.4 100.1 

景觀學系 36 97.7 100.4 

中國音樂學系 42 91.6 97.9 

美術學系 23 98.0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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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音樂學系 20 96.3 96.1 

國劇學系 8 97.7 94.9 

舞蹈學系 34 97.2 97.6 

戲劇學系 53 99.3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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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資訊素養認知能力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50，本校資訊素養情意態度

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50，由圖 50、圖 51 可知本校分別在資訊素養認知能力與

情意態度的歷年表現趨勢。 

 
圖 50 歷年平均表現—資訊素養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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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歷年平均表現—資訊素養情意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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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培養建議： 

整合部分通識課，以數位課程方式開課，多讓學生於課堂上練習使用線上資料

庫蒐集該課程相關資訊，並可建立論壇，讓學生將所蒐集的資料回饋於論壇，與同

學分享，此可同時增加對課程的內容瞭解、增進資料搜索方式，以及資訊社交能

力，亦可做為資訊使用與學習的來源。另外，可舉辦資訊研習營，從資源應用講

座、資訊倫理講座、資訊安全講座等，增強學生資訊相關知識。 

資訊素養分析附件： 

附件 6 為本校資訊素養的相關分析，是否修過相關資訊素養通識課程在資訊

素養的表現如表 43，學生自評與資訊素養表現的結果如表 44，由表 43 可知是否修

過資訊素養相關的通識教育課程對於資訊素養的表現差異，由表 44 可知學生在資

訊素養自評與資訊素養的表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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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生涯發展 

本學年度男女生及各年級生涯發展認知能力結果如圖 52，男女生及各年級生

涯發展情意態度結果如圖 53，在性別方面，男生在生涯發展認知能力與全國平均

相差不大，在生涯發展情意態度高於全國平均；女生在生涯發展認知能力與全國平

均相差不大，在生涯發展情意態度高於全國平均。在年級方面，一年級在生涯發展

認知能力與全國平均相差不大，在生涯發展情意態度高於全國平均。上述結果顯示

本校學生在生涯發展認知能力及情意態度皆略高於全國，建議可從課程上加強生涯

理解與判斷、生涯控制與決策、生涯規劃與執行，並將此素養加深加廣，以突顯其

生涯發展之優勢。 

 
圖 52 性別與各年級-生涯發展認知能力比較 

 
圖 53 性別與各年級-生涯發展情意態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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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學院在生涯發展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54、圖 55，從圖 54、

圖 55 可看出各學院在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皆差異較大，在認知能力中，以法學院

明顯較佳，藝術學院明顯偏低，在情意態度中，以法學院明顯較佳，文學院及工學

院明顯偏低。表 25 為各學院填答人數及生涯發展分析表。 

 
圖 54 各學院比較-生涯發展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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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各學院比較-生涯發展情意態度 

 

表 25 各學院生涯發展填答人數及生涯發展分析表 

學院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工學院 272 97.7 99.3 

文學院 138 98.5 99.3 

外國語文學院 211 98.9 100.7 

法學院 130 99.2 107.1 

社會科學院 248 98.4 101.8 

商學院 472 97.9 101.3 

教育學院 139 98.4 103.7 

理學院 220 97.8 102.0 

新聞暨傳播學院 172 98.9 101.9 

農學院 221 98.8 100.5 

環境設計學院 71 97.7 104.5 

藝術學院 179 96.7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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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科系在生涯發展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56、圖 57，在認知能

力中，以心理輔導學系的表現最佳，其次為行政管理學系及法國語文學系，最後則

為中國音樂學系最低；在情意態度中，以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最佳，其次為政治學

系，最後則為生活應用科學系最低。表 26 為各科系填答人數及生涯發展分析表，

如部分科系填答人數低於 10 人，表示部分科系代表性可能不足，則本分析僅供參

考。 

 
圖 56 各科系比較-生涯發展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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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各科系比較-生涯發展情意態度 

 

表 26 各科系生涯發展填答人數及生涯發展分析表 

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65 98.0 101.5 

紡織工程學系 18 98.0 96.0 

資訊工程學系 86 97.6 98.2 

電機工程學系 65 98.2 102.0 

機械工程學系 38 96.6 95.0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51 98.1 101.9 

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50 98.8 99.0 

史學系 23 98.8 96.4 

哲學系 14 98.8 95.6 

日本語文學系 47 99.4 99.5 

法國語文學系 23 99.8 105.5 

俄國語文學系 24 99.3 98.1 

英國語文學系 35 98.0 104.7 

德國語文學系 34 98.5 100.9 

韓國語文學系 48 98.6 97.8 

法律學系法學組 74 99.7 107.3 

法律學系財經法律組 56 98.6 106.8 

行政管理學系 28 99.8 97.7 

社會福利學系 90 98.3 102.1 

政治學系 23 98.9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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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勞工關係學系人力資源組 22 98.2 97.8 

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 17 99.5 104.6 

經濟學系 68 97.7 101.5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20 98.1 101.8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37 97.9 103.6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72 96.9 102.6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42 98.2 97.3 

國際貿易學系 82 98.7 103.3 

會計學系 99 98.4 101.1 

資訊管理學系 51 97.9 95.4 

觀光事業學系 69 96.9 103.0 

心理輔導學系 45 100.3 104.8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11 94.4 96.0 

教育學系 51 98.6 103.7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18 97.4 104.9 

體育學系 14 96.6 105.3 

大氣科學系 28 99.1 104.5 

化學系 26 98.1 103.0 

生命科學系 37 99.5 98.4 

光電物理學系 45 95.9 103.9 

地理學系 34 97.8 101.6 

地質學系 9 99.7 98.5 

應用數學系 41 96.7 102.0 

大眾傳播學系 33 99.3 102.7 

新聞學系 58 99.1 103.4 

資訊傳播學系 34 98.5 99.0 

廣告學系 47 98.8 101.5 

土地資源學系 26 98.7 96.3 

生活應用科學系 27 98.6 93.9 

保健營養學系 41 99.4 102.3 

動物科學系 36 99.2 102.0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54 98.0 105.4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37 98.9 97.4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25 98.2 108.0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10 98.4 95.7 

景觀學系 36 97.2 104.4 

中國音樂學系 42 94.2 103.3 

美術學系 23 98.3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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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音樂學系 20 97.1 101.4 

國劇學系 8 98.7 106.7 

舞蹈學系 34 95.9 101.4 

戲劇學系 52 98.2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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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生涯發展認知能力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58，本校生涯發展情意態度

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59，由圖 58、圖 59 可知本校分別在生涯發展認知能力與

情意態度的歷年表現趨勢。 

 
圖 58 歷年平均表現—生涯發展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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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歷年平均表現—生涯發展情意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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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培養建議： 

開設生涯探索課程，利用課程進行性向測驗、職能測驗、學生自我問卷。其中

學生自我問卷中可預設部分問題及答題路徑，如「我喜歡從事…事情喜歡/不喜

歡的原因？那麼我想/不想將此作為未來的職業為什麼？」如此類具引導功能

的開放式問答，讓學生自我對話，培養學生學習自我探索與認識自我性向發展。 

另可於課外時間安排職場參訪活動，與企業單位合作，安排學生了解未來可能

的職場環境、工作內容、職場氣氛等，皆有助於學生瞭解生涯傾向，利於生涯發展

與規劃。每學年亦可規劃一次探險教育活動，開放全校學生自由參加，由戶外的體

驗教育，使學生從中瞭解自我極限與開發自我潛能，進而更瞭解自我特質，並能由

此考量各種可能影響生涯決策的因素。 

生涯發展分析附件： 

附件 7 為本校生涯發展的相關分析，是否修過相關生涯發展通識課程在生涯

發展的表現如表 45，學生自評與生涯發展表現的結果如表 46，由表 45 可知是否修

過生涯發展相關的通識教育課程對於生涯發展的表現差異，由表 46 可知學生在生

涯發展自評與生涯發展的表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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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終身學習 

本學年度男女生及各年級終身學習認知能力結果如圖 60，男女生及各年級終

身學習情意態度結果如圖 61，在性別方面，男生在終身學習認知能力高於全國平

均，在終身學習情意態度低於全國平均；女生在終身學習認知能力高於全國平均，

在終身學習情意態度低於全國平均。在年級方面，一年級在終身學習認知能力高於

全國平均，在終身學習情意態度低於全國平均。整體而言，上述結果呈現本校在終

身學習認知能力培養上與全國學校比較為佳，而在終身學習情意態度則低於全國平

均，建議學校可以加強學生正向進取、自我監控與促進自我成長，同時培養適應性

及彈性，並且願意運用資源促進學習。 

 
圖 60 性別與各年級-終身學習認知能力比較 

 
圖 61 性別與各年級-終身學習情意態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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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學院在終身學習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62、圖 63，從圖 62、

圖 63 可看出各學院在認知能力差異不大，但在情意態度差異較大，在認知能力

中，以法學院表現較佳，藝術學院略微偏低，在情意態度中，以環境設計學院明顯

較佳，文學院明顯偏低。表 27 為各學院填答人數及終身學習分析表。 

 
圖 62 各學院比較-終身學習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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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各學院比較-終身學習情意態度 

 

表 27 各學院終身學習填答人數及終身學習分析表 

學院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工學院 273 99.8 97.1 

文學院 138 100.8 96.1 

外國語文學院 211 100.7 96.9 

法學院 132 101.3 100.1 

社會科學院 247 100.6 97.3 

商學院 475 100.4 99.0 

教育學院 140 100.4 98.1 

理學院 219 100.0 98.3 

新聞暨傳播學院 171 101.0 97.7 

農學院 223 100.0 96.2 

環境設計學院 71 100.1 100.3 

藝術學院 180 99.4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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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科系在終身學習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64、圖 65，在認知能

力中，以法律學系法學組的表現最佳，其次為心理輔導學系、行政管理學系及法律

學系財經法律組，最後則為中國音樂學系最低；在情意態度中，以英國語文學系最

佳，其次為景觀學系，最後則為生活應用科學系最低。表 28 為各科系填答人數及

終身學習分析表，如部分科系填答人數低於 10 人，表示部分科系代表性可能不

足，則本分析僅供參考。 

 
圖 64 各科系比較-終身學習認知能力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化
學
工
程
與
材
料
工
程
學
系

紡
織
工
程
學
系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電
機
工
程
學
系

機
械
工
程
學
系

中
國
文
學
系
中
國
文
學
組

中
國
文
學
系
文
藝
創
作
組

史
學
系

哲
學
系

日
本
語
文
學
系

法
國
語
文
學
系

俄
國
語
文
學
系

英
國
語
文
學
系

德
國
語
文
學
系

韓
國
語
文
學
系

法
律
學
系
法
學
組

法
律
學
系
財
經
法
律
組

行
政
管
理
學
系

社
會
福
利
學
系

政
治
學
系

勞
工
關
係
學
系
人
力
資
源
組

勞
工
關
係
學
系
勞
資
關
係
組

經
濟
學
系

全
球
商
務
學
士
學
位
學
程

財
務
金
融
學
系
金
融
行
銷
組

財
務
金
融
學
系
財
務
金
融
組

國
際
企
業
管
理
學
系

國
際
貿
易
學
系

會
計
學
系

資
訊
管
理
學
系

觀
光
事
業
學
系

心
理
輔
導
學
系

技
擊
運
動
暨
國
術
學
系

教
育
學
系

運
動
與
健
康
促
進
學
系

體
育
學
系

大
氣
科
學
系

化
學
系

生
命
科
學
系

光
電
物
理
學
系

地
理
學
系

地
質
學
系

應
用
數
學
系

大
眾
傳
播
學
系

新
聞
學
系

資
訊
傳
播
學
系

廣
告
學
系

土
地
資
源
學
系

生
活
應
用
科
學
系

保
健
營
養
學
系

動
物
科
學
系

森
林
暨
自
然
保
育
學
系

園
藝
暨
生
物
技
術
學
系

建
築
及
都
市
設
計
學
系

都
市
計
劃
與
開
發
管
理
學
系

景
觀
學
系

中
國
音
樂
學
系

美
術
學
系

音
樂
學
系

國
劇
學
系

舞
蹈
學
系

戲
劇
學
系

終身學習 - 認知能力

認知能力 學校平均



89 
 

 
圖 65 各科系比較-終身學習情意態度 

 

表 28 各科系終身學習填答人數及終身學習分析表 

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65 100.2 99.7 

紡織工程學系 19 98.9 93.3 

資訊工程學系 86 99.8 96.4 

電機工程學系 65 99.7 98.0 

機械工程學系 38 99.9 94.5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51 100.6 99.4 

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50 100.8 94.6 

史學系 23 100.9 92.4 

哲學系 14 101.1 95.8 

日本語文學系 47 100.5 95.1 

法國語文學系 23 100.6 100.3 

俄國語文學系 24 100.8 96.7 

英國語文學系 35 100.6 102.8 

德國語文學系 34 100.3 95.7 

韓國語文學系 48 101.2 93.8 

法律學系法學組 75 101.4 98.9 

法律學系財經法律組 57 101.3 101.7 

行政管理學系 28 101.3 95.5 

社會福利學系 90 100.8 96.9 

政治學系 23 100.4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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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勞工關係學系人力資源組 22 100.2 93.2 

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 17 101.2 99.5 

經濟學系 67 100.0 98.6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20 100.4 101.4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37 100.0 97.1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72 100.0 98.9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42 100.7 97.8 

國際貿易學系 82 101.0 101.6 

會計學系 100 100.6 98.3 

資訊管理學系 51 100.0 96.6 

觀光事業學系 71 99.7 99.8 

心理輔導學系 45 101.3 97.9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12 98.7 91.3 

教育學系 51 100.3 99.0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18 100.2 98.9 

體育學系 14 99.1 100.5 

大氣科學系 28 99.5 100.6 

化學系 26 99.8 99.7 

生命科學系 36 100.9 97.3 

光電物理學系 45 99.2 101.3 

地理學系 34 101.0 96.4 

地質學系 9 101.1 92.1 

應用數學系 41 99.5 96.3 

大眾傳播學系 33 101.2 98.0 

新聞學系 57 101.1 97.4 

資訊傳播學系 34 101.0 95.1 

廣告學系 47 100.7 99.8 

土地資源學系 26 100.4 94.6 

生活應用科學系 28 100.2 89.4 

保健營養學系 42 100.7 96.1 

動物科學系 36 100.1 99.7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54 99.5 100.1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37 99.5 93.5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25 100.0 99.6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10 100.8 95.4 

景觀學系 36 99.9 102.1 

中國音樂學系 42 98.2 101.3 

美術學系 23 99.7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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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音樂學系 21 99.7 93.4 

國劇學系 8 100.0 98.6 

舞蹈學系 34 99.1 99.1 

戲劇學系 52 100.1 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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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終身學習認知能力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66，本校終身學習情意態度

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67，由圖 66、圖 67 可知本校分別在終身學習認知能力與

情意態度的歷年表現趨勢。 

 
圖 66 歷年平均表現—終身學習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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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歷年平均表現—終身學習情意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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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培養建議： 

於通識課程中規劃社會變遷、未來學、環境教育等課程，使學生瞭解未來趨

勢，並分組進行議題討論，例如：自身如何因應未來改變趨勢，使學生瞭解時代的

流轉快速，引發其跟隨時代潮流興趣，並主動運用資源而自發性學習。亦可由學生

於課堂上練習對於人生中所設的短、中程目標為何，並訂定履行計畫，由此訓練學

生自我監控與自我成長。 

終身學習分析附件： 

附件 8 為本校終身學習的相關分析，是否修過相關終身學習通識課程在終身

學習的表現如表 47，學生自評與終身學習表現的結果如表 48，由表 47 可知是否修

過終身學習相關的通識教育課程對於終身學習的表現差異，由表 48 可知學生在終

身學習自評與終身學習的表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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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問題解決 

本學年度男女生及各年級問題解決認知能力結果如圖 68，男女生及各年級問

題解決情意態度結果如圖 69，在性別方面，男生在問題解決認知能力高於全國平

均，在問題解決情意態度低於全國平均；女生在問題解決認知能力高於全國平均，

在問題解決情意態度與全國平均相差不大。在年級方面，一年級在問題解決認知能

力高於全國平均，在問題解決情意態度低於全國平均。上述結果顯示，本校在問題

解決素養認知能力高於全國平均，而問題解決情意態度則略低於全國表現，若要加

強問題解決情意態度面，建議從問題解決信心、趨避風格、自我控制面向進行。 

 
圖 68 性別與各年級-問題解決認知能力比較 

 
圖 69 性別與各年級-問題解決情意態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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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學院在問題解決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70、圖 71，從圖 70、

圖 71 可看出各學院在認知能力差異不大，但在情意態度差異較大，在認知能力

中，以法學院明顯較佳，藝術學院明顯偏低，在情意態度中，以法學院明顯較佳，

文學院明顯偏低。表 29 為各學院填答人數及問題解決分析表。 

 
圖 70 各學院比較-問題解決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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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各學院比較-問題解決情意態度 

 

表 29 各學院問題解決填答人數及問題解決分析表 

學院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工學院 276 99.2 98.9 

文學院 140 99.7 98.0 

外國語文學院 214 100.0 98.9 

法學院 134 100.5 100.8 

社會科學院 250 99.1 98.9 

商學院 476 99.2 98.8 

教育學院 141 99.4 100.3 

理學院 220 99.2 98.9 

新聞暨傳播學院 171 99.6 100.4 

農學院 224 99.4 98.6 

環境設計學院 74 98.7 100.1 

藝術學院 182 98.1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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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科系在問題解決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72、圖 73，在認知能

力中，以心理輔導學系及法律學系法學組的表現最佳，其次為法國語文學系，最後

則為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最低；在情意態度中，以國劇學系最佳，其次為勞工關係

學系勞資關係組，最後則為音樂學系最低。表 30 為各科系填答人數及問題解決分

析表，如部分科系填答人數低於 10 人，表示部分科系代表性可能不足，則本分析

僅供參考。 

 
圖 72 各科系比較-問題解決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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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各科系比較-問題解決情意態度 

 

表 30 各科系問題解決填答人數及問題解決分析表 

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65 99.6 100.1 

紡織工程學系 20 99.8 95.0 

資訊工程學系 86 98.9 98.2 

電機工程學系 66 99.4 100.6 

機械工程學系 39 98.7 97.3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52 99.5 99.1 

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50 99.7 97.0 

史學系 24 100.2 98.8 

哲學系 14 99.8 96.1 

日本語文學系 48 100.0 98.1 

法國語文學系 23 100.6 100.4 

俄國語文學系 24 100.3 98.5 

英國語文學系 35 99.2 101.9 

德國語文學系 35 100.1 96.5 

韓國語文學系 49 100.2 98.8 

法律學系法學組 77 100.7 100.3 

法律學系財經法律組 57 100.2 101.6 

行政管理學系 29 99.4 97.1 

社會福利學系 91 99.3 99.7 

政治學系 23 99.3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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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勞工關係學系人力資源組 22 99.2 96.7 

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 17 99.3 102.5 

經濟學系 68 98.5 98.7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20 99.2 97.0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37 98.5 98.2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73 98.5 98.0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42 100.5 98.9 

國際貿易學系 82 99.6 100.1 

會計學系 100 99.7 99.4 

資訊管理學系 51 99.1 100.4 

觀光事業學系 71 98.3 96.8 

心理輔導學系 45 100.7 100.2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12 95.2 98.8 

教育學系 51 99.4 100.0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19 98.6 100.8 

體育學系 14 100.0 101.9 

大氣科學系 28 100.1 97.7 

化學系 26 98.3 98.9 

生命科學系 37 100.3 102.0 

光電物理學系 45 98.2 97.7 

地理學系 34 100.3 98.9 

地質學系 9 99.6 96.6 

應用數學系 41 98.4 98.7 

大眾傳播學系 33 100.3 101.4 

新聞學系 57 100.0 100.9 

資訊傳播學系 34 99.1 100.2 

廣告學系 47 99.1 99.4 

土地資源學系 27 98.7 96.5 

生活應用科學系 28 100.2 96.2 

保健營養學系 42 100.3 102.0 

動物科學系 36 100.1 99.7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54 98.5 96.9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37 99.2 99.4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28 99.6 99.8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10 98.4 100.2 

景觀學系 36 98.1 100.3 

中國音樂學系 43 97.1 97.5 

美術學系 23 99.1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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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音樂學系 21 98.1 94.1 

國劇學系 8 99.3 104.3 

舞蹈學系 35 97.3 97.9 

戲劇學系 52 98.9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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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問題解決認知能力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74，本校問題解決情意態度

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75，由圖 74、圖 75 可知本校分別在問題解決認知能力與

情意態度的歷年表現趨勢。 

 
圖 74 歷年平均表現—問題解決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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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歷年平均表現—問題解決情意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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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培養建議： 

可排定時間辦理一場沒有事先規劃的旅行，或稱研習營。例如：在不花費任何

金錢的前提下，指定出發地點與目的地點或者執行特定任務。在無法事先規劃的情

況下，讓學生利用當下可行的任何方式抵達，或完成任務，完成後共同省思並給予

獎勵。此過程中勢必產生各種無法預知的突發事件或旅伴之間的衝突對立，可訓練

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且能在遇到問題時評估風險，提出解決方案。 

完成後的省思尤其重要，可回顧完成整趟旅行/任務的過程，能提升解決問題

的自信、獲得成就感，並瞭解面對問題時的自我傾向，進而找到自我弱點，察覺情

緒與行為的自控能力，以做後續評估與改善。 

問題解決分析附件： 

附件 9 為本校問題解決的相關分析，是否修過相關問題解決通識課程在問題

解決的表現如表 49，學生自評與問題解決表現的結果如表 50，由表 49 可知是否修

過問題解決相關的通識教育課程對於問題解決的表現差異，由表 50 可知學生在問

題解決自評與問題解決的表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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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科學思辨 

本學年度男女生及各年級科學思辨認知能力結果如圖 76，男女生及各年級科

學思辨情意態度結果如圖 77，在性別方面，男生在科學思辨認知能力及情意態度

皆低於全國平均；女生在科學思辨認知能力與全國平均相差不大，在科學思辨情意

態度低於全國平均。在年級方面，一年級在科學思辨認知能力及情意態度皆低於全

國平均；四年級以上在科學思辨認知能力及情意態度皆高於全國平均。上述結果顯

示本校在科學思辨素養認知能力與全國差異不大，而情意態度則略低於全國表現，

建議學校可多開設一些科學探究的課程，培養學生探索的意願與想像，學習從資料

進行合理的推理，並訓練評估資訊的真偽。 

 
圖 76 性別與各年級-科學思辨認知能力比較 

 
圖 77 性別與各年級-科學思辨情意態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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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學院在科學思辨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78、圖 79，從圖 78、

圖 79 可看出各學院在認知能力差異不大，但在情意態度差異較大，在認知能力

中，以法學院表現較佳，藝術學院略微偏低，在情意態度中，以理學院明顯較佳，

新聞暨傳播學院明顯偏低。表 31 為各學院填答人數及科學思辨分析表。 

 
圖 78 各學院比較-科學思辨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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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各學院比較-科學思辨情意態度 

 

表 31 各學院科學思辨填答人數及科學思辨分析表 

學院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工學院 279 99.6  100.2  

文學院 141 99.8  97.6  

外國語文學院 216 99.7  98.3  

法學院 135 100.6  100.9  

社會科學院 254 99.4  99.8  

商學院 480 99.1  101.1  

教育學院 144 99.9  100.5  

理學院 222 99.7  102.7  

新聞暨傳播學院 173 99.7  97.1  

農學院 224 99.9  101.5  

環境設計學院 74 100.0  102.6  

藝術學院 186 98.9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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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科系在科學思辨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的表現如圖 80、圖 81，在認知能

力中，以保健營養學系的表現最佳，其次為法律學系法學組及史學系，最後則為中

國音樂學系最低；在情意態度中，以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最佳，其次為保健營養

學系，最後則為史學系最低。表 32 為各科系填答人數及科學思辨分析表，如部分

科系填答人數低於 10 人，表示部分科系代表性可能不足，則本分析僅供參考。 

 
圖 80 各科系比較-科學思辨認知能力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化
學
工
程
與
材
料
工
程
學
系

紡
織
工
程
學
系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電
機
工
程
學
系

機
械
工
程
學
系

中
國
文
學
系
中
國
文
學
組

中
國
文
學
系
文
藝
創
作
組

史
學
系

哲
學
系

日
本
語
文
學
系

法
國
語
文
學
系

俄
國
語
文
學
系

英
國
語
文
學
系

德
國
語
文
學
系

韓
國
語
文
學
系

法
律
學
系
法
學
組

法
律
學
系
財
經
法
律
組

行
政
管
理
學
系

社
會
福
利
學
系

政
治
學
系

勞
工
關
係
學
系
人
力
資
源
組

勞
工
關
係
學
系
勞
資
關
係
組

經
濟
學
系

全
球
商
務
學
士
學
位
學
程

財
務
金
融
學
系
金
融
行
銷
組

財
務
金
融
學
系
財
務
金
融
組

國
際
企
業
管
理
學
系

國
際
貿
易
學
系

會
計
學
系

資
訊
管
理
學
系

觀
光
事
業
學
系

心
理
輔
導
學
系

技
擊
運
動
暨
國
術
學
系

教
育
學
系

運
動
與
健
康
促
進
學
系

體
育
學
系

大
氣
科
學
系

化
學
系

生
命
科
學
系

光
電
物
理
學
系

地
理
學
系

地
質
學
系

應
用
數
學
系

大
眾
傳
播
學
系

新
聞
學
系

資
訊
傳
播
學
系

廣
告
學
系

土
地
資
源
學
系

生
活
應
用
科
學
系

保
健
營
養
學
系

動
物
科
學
系

森
林
暨
自
然
保
育
學
系

園
藝
暨
生
物
技
術
學
系

建
築
及
都
市
設
計
學
系

都
市
計
劃
與
開
發
管
理
學
系

景
觀
學
系

中
國
音
樂
學
系

美
術
學
系

音
樂
學
系

國
劇
學
系

舞
蹈
學
系

戲
劇
學
系

科學思辨 - 認知能力

認知能力 學校平均



109 
 

 
圖 81 各科系比較-科學思辨情意態度 

 

表 32 各科系科學思辨填答人數及科學思辨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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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勞工關係學系人力資源組 22 99.4 100.9 

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 17 99.9 100.9 

經濟學系 68 99.0 100.8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20 99.8 107.5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37 98.8 98.3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73 99.1 100.4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43 99.2 96.0 

國際貿易學系 85 99.0 104.7 

會計學系 100 99.4 99.9 

資訊管理學系 51 99.1 101.8 

觀光事業學系 71 98.9 101.6 

心理輔導學系 47 100.7 98.0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13 98.2 99.6 

教育學系 51 100.2 103.1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19 99.2 96.7 

體育學系 14 98.3 105.7 

大氣科學系 28 100.1 103.6 

化學系 26 99.9 104.9 

生命科學系 38 100.6 104.1 

光電物理學系 45 98.9 105.5 

地理學系 34 100.6 100.5 

地質學系 9 99.2 100.1 

應用數學系 42 98.5 99.0 

大眾傳播學系 34 100.0 98.4 

新聞學系 58 100.1 97.2 

資訊傳播學系 34 99.4 95.4 

廣告學系 47 99.2 97.4 

土地資源學系 27 98.8 96.8 

生活應用科學系 28 100.3 94.6 

保健營養學系 42 101.1 107.3 

動物科學系 36 99.9 104.1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54 99.4 102.5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37 100.1 99.6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28 100.3 99.6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10 100.2 99.4 

景觀學系 36 99.7 105.9 

中國音樂學系 45 97.5 103.1 

美術學系 23 98.7 99.7 



111 
 

科系 填答人數 認知能力 情意態度 

音樂學系 21 99.4 94.5 

國劇學系 9 99.6 100.0 

舞蹈學系 35 98.2 102.0 

戲劇學系 53 100.2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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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科學思辨認知能力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82，本校科學思辨情意態度

的歷年平均表現結果如圖 83，由圖 82、圖 83 可知本校分別在科學思辨認知能力

與情意態度的歷年表現趨勢。 

 
圖 82 歷年平均表現—科學思辨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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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 歷年平均表現—科學思辨情意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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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思辨培養建議： 

可開設科學與科技、東西方文明、生活中的科學、生活與科技等相關課程，

讓各個非專業背景的學生接觸物理、化學、生物及行為科學中的基本原理，以科

學作為對世界的一種觀察方法，並介紹當代科技的進程。課程中可搭配簡單的操

作實驗或實驗影片觀賞，讓學生能動手做實驗，藉由實際操作的實驗與生活中的

科學結合，更能引發學生探索的意願與想像，同時能從中學習根據資料進行合理

的推理思考，進而能評估知識訊息的真假。 

科學思辨分析附件： 

附件 10 為本校科學思辨的相關分析，是否修過相關科學思辨通識課程在科學

思辨的表現如表 51，學生自評與科學思辨表現的結果如表 52，由表 51 可知是否修

過科學思辨相關的通識教育課程對於科學思辨的表現差異，由表 52 可知學生在科

學思辨自評與科學思辨的表現結果。 

 



 

115 
 

附件 1 美感素養 

表 33 修習通識課程與素養表現之結果—美感素養 

  

認知-美感素養 情意-美感素養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美感素養相關通識課程 未曾修過 1912 99.5  1914 97.1  

曾修過 633 100.0  634 100.3  

 

表 34 自評量表與素養表現之結果—美感素養 

  

認知-美感素養 情意-美感素養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美感素養自評量表 很低 43 99.3  43 87.1  

中等偏低 705 99.5  705 92.0  

中等偏高 1444 99.7  1445 98.8  

很高 353 99.9  355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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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溝通合作 

表 35 修習通識課程與素養表現之結果—溝通合作 

  

認知-溝通合作 情意-溝通合作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溝通合作相關通識課程 未曾修過 2261 98.3  2261 98.7  

曾修過 255 98.7  256 99.5  

 

表 36 自評量表與素養表現之結果—溝通合作 

  

認知-溝通合作 情意-溝通合作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溝通合作自評量表 很低 21 95.7  21 93.1  

中等偏低 403 98.7  404 96.1  

中等偏高 1723 98.2  1723 98.8  

很高 369 98.4  369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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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創新領導 

表 37 修習通識課程與素養表現之結果—創新領導 

  

認知-創新領導 情意-創新領導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創新領導相關通識課程 未曾修過 2256 99.5  2256 98.4  

曾修過 249 99.2  249 102.5  

 

表 38 自評量表與素養表現之結果—創新領導 

  

認知-創新領導 情意-創新領導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創新領導自評量表 很低 128 99.3  128 88.6  

中等偏低 938 99.8  938 94.9  

中等偏高 1223 99.3  1223 100.8  

很高 216 99.3  216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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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公民社會 

表 39 修習通識課程與素養表現之結果—公民社會 

  

認知-公民社會 情意-公民社會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公民社會相關通識課程 未曾修過 1495 99.3  1496 99.6  

曾修過 1000 99.5  1000 100.9  

 

表 40 自評量表與素養表現之結果—公民社會 

  

認知-公民社會 情意-公民社會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公民社會自評量表 很低 45 99.3  45 85.5  

中等偏低 586 99.3  586 92.5  

中等偏高 1482 99.4  1483 100.8  

很高 382 99.3  382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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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人文素養 

表 41 修習通識課程與素養表現之結果—人文素養 

  

認知-人文素養 情意-人文素養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人文素養相關通識課程 未曾修過 1551 99.1  1551 95.0  

曾修過 931 100.8  930 99.1  

 

表 42 自評量表與素養表現之結果—人文素養 

  

認知-人文素養 情意-人文素養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人文素養自評量表 很低 30 98.5  30 83.9  

中等偏低 533 99.7  533 89.8  

中等偏高 1604 99.6  1603 96.8  

很高 315 100.7  315 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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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資訊素養 

表 43 修習通識課程與素養表現之結果—資訊素養 

  

認知-資訊素養 情意-資訊素養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資訊素養相關通識課程 未曾修過 1956 99.3  1956 98.2  

曾修過 521 101.3  521 100.5  

 

表 44 自評量表與素養表現之結果—資訊素養 

  

認知-資訊素養 情意-資訊素養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資訊素養自評量表 很低 61 98.3  61 94.8  

中等偏低 676 99.1  675 95.6  

中等偏高 1439 100.0  1440 99.0  

很高 301 100.3  301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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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生涯發展 

表 45 修習通識課程與素養表現之結果—生涯發展 

  

認知-生涯發展 情意-生涯發展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生涯發展相關通識課程 未曾修過 1594 98.0  1595 100.9  

曾修過 879 98.6  879 102.8  

 

表 46 自評量表與素養表現之結果—生涯發展 

  

認知-生涯發展 情意-生涯發展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生涯發展自評量表 很低 38 97.7  38 85.3  

中等偏低 665 98.3  665 94.5  

中等偏高 1509 98.1  1510 102.7  

很高 261 98.4  261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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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終身學習 

表 47 修習通識課程與素養表現之結果—終身學習 

  

認知-終身學習 情意-終身學習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終身學習相關通識課程 未曾修過 2205 100.3  2206 97.4  

曾修過 275 100.4  275 101.5  

 

表 48 自評量表與素養表現之結果—終身學習 

  

認知-終身學習 情意-終身學習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終身學習自評量表 很低 32 98.2  32 93.8  

中等偏低 622 99.4  622 96.1  

中等偏高 1622 99.3  1622 99.6  

很高 226 99.4  226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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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問題解決 

表 49 修習通識課程與素養表現之結果—問題解決 

  

認知-問題解決 情意-問題解決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問題解決相關通識課程 未曾修過 2045 99.3  2045 98.8  

曾修過 457 99.6  457 100.7  

 

表 50 自評量表與素養表現之結果—問題解決 

  

認知-問題解決 情意-問題解決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問題解決自評量表 很低 223 99.6  223 92.2  

中等偏低 1332 99.6  1335 98.4  

中等偏高 878 99.6  878 104.0  

很高 95 99.6  95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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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科學思辨 

表 51 修習通識課程與素養表現之結果—科學思辨 

  

認知-科學思辨 情意-科學思辨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科學思辨相關通識課程 未曾修過 1973 99.5  1975 99.5  

曾修過 555 99.7  556 103.3  

 

表 52 自評量表與素養表現之結果—科學思辨 

  

認知-科學思辨 情意-科學思辨 

填答人數 平均數 填答人數 平均數 

科學思辨自評量表 很低 223 99.6  223 92.2  

中等偏低 1332 99.6  1335 98.4  

中等偏高 878 99.6  878 104.0  

很高 95 99.6  95 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