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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第 23 期   

 

秘書處/ TAIR 

 

 

 

UCAN 專題講座 

今年四月本會邀請到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選才專案辦公

室執行長 陳見生副教授，跟大家分享 UCAN 的實務經驗。 

感謝陳教授精彩無私的分享，以及校務研究單位及對校

務研究有興趣之教職員生的熱情參與。 

 

2023 年校務研究專題講座【運用 UCAN 進行教學品保、職

涯輔導及校務研究】 

活動日期：2023 年 4 月 20 日 

講者： 

陳見生副教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選才專案辦公室執行長 

教育部 UCAN 計畫辦公室諮詢專家 

會務焦點 

2023 AIR Forum 及 UCOP 參訪 

2023 AIR Forum 美國校務研究協會年會於 2023 年 5 月

30 日~ 6 月 2 日在美國俄亥俄州克里夫蘭舉行。 

除了出席 2023 AIR Forum，TAIR 另外安排了兩項專屬

行程，帶領夥伴們參訪美國加州大學校長辦公室(UCOP)，以

及出席海外華人校務研究協會(OCAIR)年會。 

協會亦邀請本次與會的師長將參訪經驗帶回台灣與大家

分享。此場專題講座，除了分享美國校務研究趨勢之外，也分

享了此次與 UCOP 和 OCAIR 交流的經驗。 

 

2023 年校務研究專題講座【美國校務研究發展趨勢】 

活動日期：2023 年６月 27 日 

講者： 

何希慧教授／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所長 

林怡慧博士／國立中山大學 校務研究辦公室助理研究員 

劉宜君教授／元智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劉奕蘭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校務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 

編輯的話 

近期，高等教育界熱烈討論的焦點無疑是高教深耕計畫第二

期的推動。第二期將延續第一期架構，以兩大部分推動，第一部分

為「全面性提升大專校院品質及促進高教多元發展」及第二部分為

「協助大學追求國際一流地位及發展研究中心」。深耕第二期更加

重視國際化的推動和大學社會責任的履行。各大專校院將以自身

的校務發展目標為依據，積極投入校務研究的工作，以此為基礎，

推動品質提升並促進高教多元發展。此外，深耕共同關鍵績效指標

也將結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 的檢測資料。協會

於今年度四月辦理一場【運用 UCAN 進行教學品保、職涯輔導及

校務研究】講座，讓校務研究的夥伴們更加了解如何利用 UCAN

模組化核心職能，追蹤學生學習及教學成效。 

在本期電子報中，我們也邀請明新科技大學分享學生學習追

蹤資料之建立與案例，以及清華大學校務研究中心祝若穎博士撰

文介紹其最新發表，究竟海外留學回國的博士，以及國內高等校院

培養的「土博」，在國際移動力及研究合作之表現上有何差異？ 

最後，111 學年度進入尾聲，希望大家能夠度過一個愉快、充

實的暑期，也為即將到來的下半年做足準備。 



 

2 

校務研究專題講座活動報導 

【運用 UCAN 進行教學品保、職涯輔導及校務研究】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校務研究辦公室 

邱永金 博士後研究員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本會(TAIR)於 2023 年 4 月 20 日

在陽明交大舉行校務研究專題講座，本次特地邀請了國立臺中

科技大學選才專案辦公室執行長，也是目前教育部 UCAN 計

畫辦公室諮詢專家陳見生副教授，分享應用 UCAN 的實務經

驗，以及大專校院應該如何運用 UCAN 來強化教學品保機制、

提高職涯輔導成效與提升校務研究績效。  

 

為什麼要導入 UCAN？ 

教育部為了有效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職涯發展方向及

就業所需相關職能，推出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結

合職業興趣探索以及職能診斷，以貼近產業需求的職能為依

據，增加學生對職場的了解，並透過職能自我評估，規畫自我

能力養成計畫，針對能力缺口進行學習，具備正確的職場職能，

提高個人職場競爭力。 

 

UCAN 與職涯輔導 

   對學生而言，學生畢業後最終都須面臨就業問題，但學校

並非職業訓練所，對於產業界而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大專校

院所培養的學生與產業界的需求不符，產生嚴重的學用落差。

根據調查，臺灣全國 20 至 24 歲的青年失業率高於全國平均

8-10 個百分點，尤其是在畢業那一年特別嚴重。 

 

一般的職涯輔導僅能夠讓學生及早認識業界的狀況，熟悉

面試技巧，讓學生求職能夠更加順利，但無法提升學生的職能，

因為職能的養成不是靠指導，而是要靠教學。 

UCAN 平台作為業界與學界溝通的橋樑，將業界對學生所

需能力的需求轉化為教育目標，並提供相應的課程資源和能力評

估。所謂的教育目標，其實就是我們要培養學生成為怎樣的人才，

對於 UCAN 來說，職涯發展就是我們的教育目標。教育目標的

實現，自然就能夠提升學生就業率，降低失業率。 

而藉由 UCAN 將職能導入教學，學生更易於瞭解所學的內

容與職場所需能力的連結關係，並透過共通職能和專業職能診斷

去檢定他的基本素養和核心能力，除了能夠幫助學生規劃職涯發

展，還能確保所學的內容與業界需求相符，提早發現個別能力缺

口，及早規劃學習路徑。同時，教師也可以透過 UCAN 平台了

解業界對學生能力的要求，並在教學中加以導入，並透過職能檢

測連貫教學與評估，分析學生專業職能強弱概況，並據以進行規

劃或改善課程之參酌。 

資料來源：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圖一 大專校院畢業生數與 20-24 歲青年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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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N 與教學品保 

過去的教學品保機制，多都是以教學評量為主。但教學

評量其實檢核的是老師的教學基本態度，跟其教學內容沒有相

關性。且教學評量有操作的空間，無法正確檢視老師的教學成

效，更是無法藉以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 

UCAN 是一個很好的教學評估工具，為有效評估學校開

授課程或活動對學生相關職能培養之影響，可以利用 UCAN

平台的「職能養成之教學能量回饋」問卷系統，這一系統使得

學校可以透過學生的回饋，了解各教學單位所規劃設計的課程

對學生的專業職能和共通職能的助益程度。同時，這些回饋也

可以作為調整相關課程授課內容和學習目標的依據，從而實現

學生和學校之間的雙向溝通。 

基於這些回饋資訊，學校可以進行相應的調整和改進。他

們可以根據學生的回饋意見，優化課程授課內容、調整學習目標，

以更好地滿足學生的需求和期望。這樣的雙向溝通機制有助於建

立良好的教學品質保證機制，使得教學與學生的職能培養目標更

加契合。 

課程地圖是以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的教學設計，為教學品

保機制的基礎。在 UCAN 平台中，有眾多不同的職涯類型，而

每個職業所需的職能也各不相同。通常，學生對於如何具備相關

職能的了解有限。因此，導入課程地圖到 UCAN 中，可以讓學

生了解各種職能與課程活動之間的關聯性，並引導他們在選課時

做出明智的選擇。而課程地圖在 UCAN 中的應用不僅限於規劃

各類活動，還可以結合各系專業課程、職能探索、證照考取和實

務學習，以幫助學生規劃他們未來的職涯並評估他們的學習成效 

資料來源：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圖二 利用 UCAN 平台診斷流程銜接大專校院教育目標 

資料來源：運用 UCAN 進行教學品保、職涯輔導及校務研究投影片 

圖三 UCAN 診斷數據修正課程地圖之 PDCA 

同 時 ， 也 能 利 用

UCAN 各種問卷功

能的設計，修正課

程地圖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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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UCAN 平台根據產業需求訂定了各種職能要求，並通過課程地圖將課程內容與 UCAN 的職能緊密結

合。這樣的結合有助於培養學生所需的職能，以確保他們在就業後能夠應用所學的知識和技能，達到職業發展的目

標。 

因此，結合 UCAN 與課程地圖，學生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不同職能與課程活動之間的關係，並且在選擇課程時

獲得引導，發展相對應的職能，以使其在未來就業時能夠達到所學的相應目標。 

 

UCAN 與校務研究 

近來校務研究的研究方向多著重於學生學習成效評估。UCAN 平台提供豐富的學生相關資料，包括職能檢定、

職涯發展和學習成效等。校務研究辦公室可利用 UCAN 平台收集的資料進行分析，瞭解學生的就業狀況和職涯發

展趨勢，評估學校的培養成效，並供學校相關單位參考。此外，UCAN 平台還提供學生對課程地圖、職能養成和教

學內容的評價和回饋功能。校務研究辦公室可分析這些回饋資料，評估學校的教學品質，發現問題並提供改善建議，

有助於實施持續的教學改進，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總結而言，校務研究辦公室可利用 UCAN 平台的資料和功能進行資料收集、分析和評估，支援教學規劃發展

和教學評估改革。透過 UCAN 平台的資料，綜合評估學校的教學和職涯發展成效，撰寫績效評估報告，並提供給

學校行政單位參考和決策。這有助於學校做出有根據的決策，持續提升教學品質和學生發展成效。 

 

資料來源：運用 UCAN 進行教學品保、職涯輔導及校務研究投影片 

圖四 課程地圖與 UCAN 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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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名稱 全國大專新生學習適應調查 台泰日越大專生學習成效與滿意度調查 

調查對象 大專入學新生(含大學部、五專部) 各學制二年級以上學生、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 

調查時間 9 月至隔年 1 月 4 月至 7 月 

可對應之構面 

1 A 基本資料 A 基本資料 

2 C2 學校資源 Ｂ設備及校務系統 

3 D1 學習狀態 C2 學習狀態 

4 E 整體滿意度 D 學校整體認同度 

無法對應之構面 

1 B 學習背景 C1 教學效果 

2 C1 就讀科系狀態 C3 校園輔導 

3 D2 自我評估 - 

 

 

學生學習追蹤資料之建立與案例分享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教授 兼研發長 林鴻銘 

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兼校務企劃中心主任 池伯尉 

 

 一、學生學習追蹤資料之建立 

近年來高等教育的教學發展，已逐漸由提供學生們優質的學習環境和資源(輸入面)、制定學生學習成效之評估機制(過程面)，

轉變為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中心的產出面。以即將來臨的第三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與「技專校院校務評鑑」為例，二者均將「學

生學習與成效」明列為評鑑項目之一。 

然而，當學校致力於提供大量的學習資源和輔導機制，以促進學生的成長和發展。該如何確保這些資源的投入能夠產生有意

義的學習成果，並建立長期追蹤的調查和分析機制，據以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遂成為校務研究單位重要的任務之一。借鑒於何希

慧教授等(2010)，分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高等教育研究機構(CIRP)執行美國大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之經驗，本校

發現在施測之事前準備工作上若有妥適的安排，亦能夠在結合台灣目前行之有年的「全國大專新生學習適應調查」(後稱新生適應

力調查)，與自 2021 年起辦理之「台泰日越大專生學習成效與滿意度調查」(後稱大專生學習滿意度調查)兩份調查的情況下，建立

一長期追蹤調查資料，據以做為評估學生於入學後至大四畢業前，四年內之學習成效變化。 

本文於表 1 所呈現的是「全國大專新生學習適應調查」與「台泰日越大專生學習成效與滿意度調查」兩份調查，在調查對象、

調查時間，與題項設計之比較。 

 

表 1「全國大專新生學習適應調查」與「台泰日越大專生學習成效與滿意度調查」比較 

由表 1 可見，除基本資料構面外，兩份調查在學生對於學校資源、學習狀態，及整體滿意度的構面上

均可相互對應。換言之，透過長期持續的收集新生適應力調查與大專生學習滿意度調查兩份調查，將能夠有

效的建立學生於學校資源、學習狀態，及整體滿意度構面之四年長期追蹤資料。而透過持續收集大專生學習

滿意度調查，將可有效的追蹤學生們入學後三年，對於教學效果與校園輔導之感受。本文將本校目前已收集

之追蹤資料樣態呈現於圖 1。以圖 1 中 108 學年度入學之新生為例，透過學生們入學當學年所收集之新生適

應力調查，及接續於 2021 年至 2023 年所收集之大專生學習滿意度調查，即可建立一套學生對於學校資源、

學習狀態，及整體滿意度之四年期追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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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之資料串接並非一蹴可幾，除了長期持續穩定地進行調查資料的發放與收集外，更重要的是在調查資料

帳號發放前之準備工作。依現行制度，在調查實際執行前，計畫執行單位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將提供各參與學校多組帳號密碼

供參與學校配置，學生則將利用學校所配置之專屬帳號與密碼，登入調查系統中進行填答。據此，在配置專屬帳號密碼供學生們

填答時，是否建立學生們去識別化學號與專屬帳號間之對應表冊，即成為後續追蹤填答率與資料串接之關鍵。 

 

 

圖 1 新生適應力調查與大專生學習滿意度調查形成之追蹤資料樣態 

 

二、應用案例 

讓專業的來-業師協同教學成效分析 

為協助學生有效的理解學科知識在實際應用中的價值和意義，同時使學生們更具競爭力，能夠更好地適應職場需求。本校近

年積極透過產業界業師進行輔助教學，以降低學用落差，為學生提供零距離之產業認知。據統計，106 至 110 學年度，本校業師

協同教學總計開設 320 門課程，協同教學業師人數總計 359 人次。然而，比起輸入面的開課課程數與業師參與人次，本校更為關

心的問題在於透過業師協同教學之執行，學生們是否更加的認同自己對於系所的選擇。 

據此，本校校務研究中心透過串聯學生學籍資料、UCAN 資料、新生適應力調查、大專生學習成效與滿意度調查，與雲科

大表冊 3-7 業師課程明細(如圖 2 所示)五份資料後，利用新生適應力調查及大專生學習滿意度調查之共同題項進行分析，據以了

解學生於新生階段及接受業師課程後對系所認同程度之改變。研究結果顯示，以全校學生觀之，業師課程顯著的提升了學生們對

於系所之推薦程度。此外，針對專長與科系職涯路徑不相符之學生，在參與業師課程後，學生們對於系所之推薦程度亦有顯著的

提升(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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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業師協同教學成效分析資料串接流程 

註：資料均經過去識別化處理，由本校校務研究中心分析整理。 

 

 

 

圖 3 業師協同教學成效分析 

註：資料均經過去識別化處理，由本校校務研究中心分析整理。 

 

 

 

 

壹、緒論 

新生入大學將面臨與高中職截然不同，需要面對挑戰及課業壓力，若適應不良可能產生失落、茫然、無措交織在一起，若長期

不尋求解决，會懷疑選擇的學校，甚至後悔。研究也顯示學生對未來就業問題最困擾，他們可能考慮重考、轉系、休學、選讀輔系

而苦惱（李燕鳴等，2002），是校方不得不重視的問題。後悔的心理與知覺差異有關。從期望失驗理論觀點，當實際經驗的感覺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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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透過數據建立大專校院自身之校務專業管理能力，已被視為現今高等教育機構辦學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舉凡高教深耕

計畫、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以及即將到來的第三週期校務評鑑，

均有專項內容明定需呈現校務專業管理(IR)之實施成效。其中，針對高等教育環境複雜度高的議題，如:校內生師比之管控、招生、學

生學習成效等，以校務行政資料進行長期追蹤、觀察、分析和研究，更是有其必要性及適用性。本文嘗試分享本校對於學生學習長

期追蹤資料建立之經驗與應用案例，期望此部份之經驗，可做為後續校務研究單位在規劃資料收集時之參考。 

 

參考文獻 

何希慧、劉怡、吳佩真（2010），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高等教育研究機構(CIRP)執行美國大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之經

驗分享，評鑑雙月刊，23，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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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與本地博士之研究產能：博士培訓與國際流動及研究合作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祝若穎 

東吳大學經濟系 副教授 邱詩詠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副研究員 許雅勛 

2000 年出現了世界大學排名後(Wilbers & Brankovic, 2021)，使得越來越多大學機構重視大學排名的結果，促使許多國家制

訂實施「量化績效指標」(quantitative performance measure)，要求教師在高影響指數的國際期刊上發表文章，被視為提高大學

排名的很重要的手段(Brew, et al., 2016 ; AlMubarak, 2021 ; Healey & Davies, 2019)。對台灣而言，擁有國外的高等教育學位（本

文稱之為海歸博士）(Returnee doctorate)，在學術工作中享有很高的聲譽(Lum, 2015 ; Gao & Liu, 2021)，僱用海歸博士也具有

高度優先性，以作為提高大學競爭力的方式(Shin & Kehm, 2013; Finn, 2007; Shin & Cummings, 2010)。然而，卻很少有數據證

明海歸博士比本地博士是因為國際流動較頻繁，導致研究生產力比較好(e.g. Seeber et al., 2022; Gao & Liu, 2021 ; Cañibano et 

al., 2020 ) 

    本研究從文獻計量學(Bibliometrics)的角度，採用 Scopus 國際學術數據庫，以論文發表數、平均被引用次數與領域權重引用

影響力指數（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以下簡稱 FWCI），為教師研究產能具公信力的指標，並控制其博士培訓、國際流

動與研究合作的解釋變數，以此瞭解本地博士與海歸博士在研究產能的差異，並瞭解不同學科領域下海歸博士是否有優勢所在。 

 

一、研究對象學校 

    本研究學校為國立清華大學，2021 年在 QS 綜合排名為 168 名，台灣排名第 2，研究產能的師均被引用數則為全球 143 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1)。為台灣 4 所頂尖國立研究型大學之一，其他則包含國立臺灣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和國

立成功大學。清華大學的國際排名僅次於台灣大學，每位老師的論文發表量略低於其他學校，但論文相對影響力則排名第一，尤其

是論文前 10%與 1%被引用比例均高於其他學校，顯示清華在台灣高等教育機構具有高學術研究能量。因此本研究透過實證分析的

結果，可以做為國內及其他亞洲國家的研究型大學作為教師徵聘與提升研發環境之參考。 

 

表一 臺灣四所研究型大學之世界大學排名和研究生產力之比較 

 

二、研究方法 

為了解本研究對象學校的海歸博士與本地博士在研究生產力是否有所差異，除了將代表研究生產力的三項指標，包含發表論文

數、被引用次數、FWCI 值，進行敘述統計的分析探討外，也利用線性迴歸模型作為進一步的實證分析工具。在隨機誤差項(u_i)符

合一般外生性假設下，利用普通最小平方法求取最佳線性不偏估計式，探討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不變下，海歸博士與本地博士在研

究生產力上是否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本研究的迴歸模型設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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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ocal_phd 代表在國內或海歸博士學位教師的虛擬變數，其值為 1 代表是在國內博士的教師，而其值為 0 則表示是從海歸

博士的教師。X 為其他的控制變數，包含個人背景、博士培訓、國際流動與研究合作的相關變數。本研究的實證分析分為兩個部分，

首先是運用 t 分配檢驗海歸博士與本地博士兩群體在研究生產力上是否有所差異，再利用迴歸模型做進一步的分析。 

 

三、研究結果 

在全樣本下，不論研究生產力的指標是論文發表數、平均被引用次數或 FWCI，兩個群體的平均數都相當接近，且檢定結果都

顯示兩群體的平均數沒有顯著差異。將不同學科領域分開，可以發現軟硬領域的平均數相差較大，但海歸和本地博士的研究生產力

平均數並沒有明顯的差異，t-test 的結果也只有在硬領域的 FWCI 指標呈現 10%顯著，亦即海歸和本地博士研究生產力的 FWCI 指

標有顯著差異。 

 

表二 海歸與本地博士在研究生產力的 t 分配 

 

 

迴歸結果來看，模型一到三為整體教師的分析結果，控制了個人背景、博士培訓、研究合作的重要變數後，可以發現本國博士

相對於海歸博士，在論文發表量、平均被引用數、FWCI 值，其係數顯著為正向，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表示本國博士的研究生產

力高於海歸博士。 

在模型二的平均被引用數的部份，男性教師相對於女性教師的平均被引用數較低，年齡平方、本地博士、國際研究合作及國內

研究合作對於平均被引用數有顯著正向影響，表示本地博士比起海歸博士有較高的平均被引用數，國內及國際研究合作越多則總被

引用次數也越高。 

模型三的 FWCI 部分，年齡平方、硬領域、本地博士、國際研討會、國際研究合作對於 FWCI 值均有顯著正向影響。簡言之，

硬領域相較於軟領域，本地博士相較於國外博士在發表文章的 FWCI 值較好。且教師若參與較多國際研討會與國際研究合作，其發

表文章的 FWCI 值也越高。 

將資料根據學科區分軟/硬領域再進行迴歸分析，發現硬領域的分析結果與總模型結果一致，也就是在年齡對研究產出的影響

有隨時間遞減的效果，但遞減的幅度會年齡的增加逐漸變小。教授對發表論文數有正向影響力。本地博士仍比海歸博士有更好的研

究產出。國際研究合作對各項研究產出指標皆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博士生期間發表論文與指導教授的研究聲望對發表論文數有顯著

正向影響，對被引用次數和 FWCI 則無影響。軟領域則是本國和海歸博士在研究產出上未有差異，可能是此群組的樣本較少的關係

所致，整體來看國際研究合作與國內合作對軟領域各項研究產出指標皆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就迴歸結果的調整 R2 來看，可以發現

軟領域的模型 8、9，也就是平均被引用數與 FWCI 的模型，解釋力卻高於硬領域的模型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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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 橫斷面資料的迴歸結果 

 

 

四、結論 

本研究表明本地博士比起海歸博士在研究發表的 FWCI 較高，且有顯著差異，進一步發現本地博士、博士生研究產出、指導教

授研究聲望、國際合作與國內合作對研究生產力有顯著正關係，這證實了學術流動性與研究生產力的關係，早期的海外經歷與研究

生產力並非正向關係，而是職業生涯的國際流動與研究合作經驗，才是提升研究生產力之關鍵。因此國家政策對大學更應有更完整

國內連接至國外的國際學術網絡，建立高度國際化的學術環境是國內的目標，讓本地博士與老師可以利用國內研究環境中的跨國經

驗來建立國際網路，接受仿國外學術訓練。 

而且，本研究也揭示因不同領域的研究出版物的模式之差異，而導致軟領域上國際流動與海歸博士對研究生產力無顯著影響，這也

顯示出研究生產力在軟領域較無法完整衡量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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