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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宜蘭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113-1 學期教學分析報告暨教學改善計畫 
114.3 教學發展中心 

壹、 分析報告 

(一) 教學評量統計分析 

電子工程學系(含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於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評量」五大構面中，最高為

「教學態度」(4.62 分)，最低為「教學方式」(4.56 分)；「學生自評」最高為「我在本課程的出席

率」(4.66 分)，最低除全校普遍偏低之「除上課時間外，我每週花多少時間在本課程」(2.97 分)，

次低為「我對本課程(感興趣程度)」(4.01 分)。分析結果如下： 

 

表1、填答基本資料 

單位 
受測 

課程數 

選課人次 

(A) 

填答人次 

(B) 
有效問卷數 

填答率 

(B) / (A) 

整體 

平均數 

全

校 

大學部 940  40,203  35,709  35,173  88.82% 4.55 

研究所 209  3,241  2,487  2,469  76.74% 4.66 

整體 1,149  43,444  38,196  37,642  87.92% 4.56 

電

資 

院 

大學部 123  5,203  4,644  4,588  89.26% 4.55  

研究所 44  840  634  630  75.48% 4.64  

整體 167  6,043  5,278  5,218  87.34% 4.56  

本

系

所 

大學部 39  1,864  1,725  1,708  92.54% 4.60  

研究所 9  240  208  208  86.67% 4.58  

整體 48  2,104  1,933  1,916  91.87%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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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電子工程學系/所 近兩學年教學評量與院/校平均之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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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教學評量各題項分數對照表 

題項 
本系 
(A) 

本院 
(B) 

系與院 
差異 
(A-B) 

全校 
(C) 

系與校

差異 
(A-C) 

一、教學評量 

(1) 

教學 

內容 

1. 老師能清楚說明教學目標及教學大綱。 4.61  4.57  0.04  4.57  0.04  

2. 本課程教材內容有組織且適切。 4.59  4.56  0.03  4.56  0.03  

3. 老師的授課內容能切中主題，不偏離教學目標。 4.60  4.57  0.03  4.57  0.03  

平均 4.60  4.57  0.03  4.57  0.03  

(2) 

教學 

態度 

4. 老師對本課程教學認真負責。 4.63  4.59  0.04  4.60  0.03  

5. 老師不會無故缺課、遲到、早退。 4.68  4.61  0.07  4.61  0.07  

6. 老師留意學生的學習反應，並改善學生的學習

困難。 
4.56  4.53  0.03  4.54  0.02  

平均 4.62  4.58  0.04  4.58  0.04  

(3) 

教學 

方式 

7. 老師能清楚表達授課內容。 4.56  4.54  0.02  4.55  0.01  

8. 老師使用適當教學方法及資源，能引起學生學

習興趣。 
4.55  4.52  0.03  4.53  0.02  

9. 老師與學生互動良好，能鼓勵學生投入學習。 4.57  4.54  0.03  4.54  0.03  

平均 4.56  4.54  0.02  4.54  0.02  

(4) 

學習 

評量 

10. 老師評分方式與標準於事前清楚說明，並能反

映學生的學習成效。 
4.60  4.58  0.02  4.57  0.03  

11. 老師適時給予學生作業、報告或考試等評量方

式，有效掌握學生學習效果。 
4.60  4.58  0.02  4.56  0.04  

12. 老師會將各項評量結果告知學生，適時給予意

見。 
4.59  4.56  0.03  4.55  0.04  

平均 4.60  4.57  0.03  4.56  0.04  

(5) 

教學

品質 

13. 整體而言，本課程的教學品質良好。 4.57  4.55  0.02  4.56  0.01  

教學評量平均 4.59  4.56  0.03  4.56  0.03  

二、學生自評 

1. 我在本課程的出席率 4.66  4.64  0.02  4.54  0.12  

2. 除上課時間外，我每週花多少時間在本課程 2.97  3.05  -0.08  2.58  0.39  

3. 我對本課程(感興趣程度) 4.01  4.01  0.00  3.92  0.09  

4. 我對本課程的學習態度 4.37  4.33  0.04  4.18  0.19  

5. 修習本課程後，使我獲益 4.26  4.24  0.02  4.16  0.10  

學生自評平均 4.05  4.05  0.00  3.88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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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電子工程學系/所 113-1學期與前一學年同期教學評量差異分析 

可能影響因

素 
因素類別 

113-1(A) 112-1(B) 差異值(A-B) 

課程數 平均數 課程數 平均數 課程數 平均數 

必/選修 
必修 22  4.63  21  4.35  1  0.28  

選修 26  4.55  24  4.40  2  0.15  

專/兼任 
專任 47  4.59  44  4.36  3  0.23  

兼任 1  4.71  1  4.77  0  -0.06  

一般/實習 
一般 44  4.60  41  4.37  3  0.23  

實習 4  4.36  4  4.64  0  -0.28  

 

(二) 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跨域選課人數統計 

 

112-1學期(去年同期) 113-1學期 

30 45 

 

(三) 在校生學期成績二分之一(含)以上不及格人數統計 

 

112-1學期(去年同期) 113-1學期 

大學電子一甲 6 大學電子一甲 2 

大學電子一乙 6 大學電子一乙 2 

大學電子二甲 5 大學電子二甲 6 

大學電子二乙 8 大學電子二乙 8 

大學電子三甲 1 大學電子三甲 2 

大學電子三乙 0 大學電子三乙 1 

大學電子四甲 1 大學電子四甲 1 

大學電子四乙 3 大學電子四乙 0 

小計 30 小計 22 

 

(四) 休退學月報統計 

 

(含學士班、碩士班) 112-1學期(去年同期) 113-1學期 

休學人數 12 19 

退學人數 14 16 

 

(五) 預警人數、預警輔導比率、預警改善比率、預警輔導影響學生課業不佳的原因及建議後

續輔導方案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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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警輔導統計 
112-1學期 112-2學期 113-1學期 

全校 本院 本系 全校 本院 本系 全校 本院 本系 

預警人數(B) 444 157 60 589 178 76 461 153 66 

接受輔導學生人數(C) 431 157 60 572 178 76 451 152 65 

輔導比率(C/B) 97.07% 100% 100% 97.11% 100% 100% 97.83% 99.35% 98.48%

接受輔導後改善學習成效

學生人數(D) 
415 155 59 540 166 72 424 144 64 

改善比率(D/C) 96.29% 98.73% 98.33% 94.41% 93.26% 94.74% 94.01% 94.74% 98.46%

*預警人數(B)：由註課組提供「本學期被預警科目數比率達 1/2」或「前學期成績不及格學分數達 1/2」

(含)以上之學生人數。 

*接受輔導學生人數(C)：針對該預警名單進行輔導並線上填報預警輔導紀錄者。 

*改善人數(D)：由註課組提供該學期「因學業因素而退學(學退)」之學生名單，並由教發中心統計接

受預警輔導後免除學退情形者。 

*教育部訂定預警學生接受輔導比率應達 90%以上，接受輔導後改善學習成效者應達 95%以上。 

 

 
圖 2、本系預警輔導學生影響學生課業不佳的原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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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本系預警輔導學生建議後續輔導方案統計 

 

電子系預警輔導影響學生課業不佳的原因（複選）以「學習方法」所佔勾選次數最高。建議後

續輔導方案（複選）以「其他」所佔勾選次數最高。有關影響學生課業不佳「各項」原因及建

議後續輔導方案之所佔勾選次數如下： 

 

一、影響學生課業不佳的原因(勾選次數-全系 66/全院 173/全校 590)： 

 學習方法(勾選次數)  學習態度(勾選次數)  學習興趣(勾選次數) 

無法掌握課程內容 3 缺曠課 1 對所修課程沒有興趣 0 

無法掌握考試方法 3 遲到/早退 0 對系上專業沒有興趣 2 

英語/原文書閱讀困

難 

0 學習意願低落 9 其他 1 

複習/練習不夠 29 其他 0   

其他 0     

 時間管理(勾選次數)  基礎能力(勾選次數)  其他因素(勾選次數) 

時間分配不佳 6 普通物理 0 經濟因素 0 

打工賺錢 3 普通化學 0 情感問題 0 

社團活動 0 微積分 2 環境適應不良 0 

網路沉迷 0 程式設計 0 其他 3 

其他 1 英文 3   

  其他(專業科目) 0   

另摘錄 113-1 學期預警輔導紀錄(影響學生課業不佳的原因)，有關其他之質性意見如下： 

 學習興趣-其他：「準備轉學考」。 

 時間管理-其他：「學生自述：準備推甄資料還有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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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因素-其他：「修了兩門課，一門是微處理機實驗期中成績是七十幾分，平時點名都有到並且

作業都有準時繳交，這門課的學分應該是沒問題；另一門課是工程數學，第一次學得很不理想，

這次重修也是不理想，所以反映在期中成績上，不過目前也是每次準時上課好好點名交作業，會

繼續努力把握後面的考試，努力把工數的成績提高一些」、「學生自認為無退學之慮。未達老師標

準科目，失利之原因純屬個人問題，自以為已熟讀考試範圍，實際上只是會跟著詳解解題，而沒

有深得其意，考試中才會做不出來相同觀念題型不同的考題。於訂正中已了解到各科目準備方

向，用以後續努力」、「學生表示期中考試範圍準備不夠充分；無退學之疑慮」。 

 

二、建議後續輔導方案(勾選次數-全系 65/全院 158/全校 519)： 

項目 勾選次數 

由系所單位/老師進行輔導 4 

授課老師或教學助理進行輔導 12 

參與本校提供之基礎課程課後輔導 3 

轉介學生至/職涯發展中心/諮商中心/生活輔導組進行諮商與輔導 2 

提供學生學習規劃輔導 14 

提供學生轉系/轉學諮詢 2 

其他（請簡述） 28 

另摘錄 113-1 學期預警輔導紀錄(建議後續輔導方案)，有關其他之質性意見如下： 

「同學英文能力比較弱，因此比較跟不上進度。老師建議他多花點時間練習，應該是可以過關」、

「平時問候提醒」、「學生表示期中考試範圍準備不夠充分；無退學之疑慮」、「已委託慈善機構提供

獎助金，以期降低其經濟壓力」、「學生自認為無退學之慮。未達老師標準科目，失利之原因純屬個

人問題，自以為已熟讀考試範圍，實際上只是會跟著詳解解題，而沒有深得其意，考試中才會做不

出來相同觀念題型不同的考題。於訂正中已了解到各科目準備方向，用以後續努力」、「英文和數學

能力比較弱，因此比較跟不上進度。老師建議他多花點時間練習，應該是可以過關。另外，提醒他

如果自己認為不適合從事研發，可以考慮修讀一些商科還有加強英文科目，未來不一定要從事研發

工作，還有很多相關的工作可以選擇」、「自主學習、熟能生巧」、「刷考古題，多和同學討論」、「學

生自主加強複習」、「學生自己加緊努力」、「刷考古題，多和同學討論」、「學生告知他與男友目前皆

有在做線上學生(學生含高中，國中，國小)課輔賺錢致使沒有時間研讀課業，學生承諾會多花時間

研讀課程，本人亦鼓勵應以學校課業為主」、「學生告知他沒有好好唸，學生承諾以後要認真，本人

亦鼓勵應多花時間研讀課程」、「由龍華轉學而來。英文和數學能力比較弱，因此比較跟不上進度。

老師建議他多花點時間練習，應該是可以過關。另外，提醒他如果自己認為不適合從事研發，可以

考慮修讀一些商科還有加強英文科目，未來不一定要從事研發工作，還有很多相關的工作可以選

擇」、「加強練習量」、「學生告知他，1.自己讀書不懂，2.讀書時間不夠，3.考試細心度不夠致使成

績不及格，並告知解救方法 1.這週開始多上 TA 課，2.讀書時間再拉長，本人給予鼓勵」、「學生告

知部分課程有交而且沒有預警所以不太清楚是哪部分的問題，同時也自覺期中考的有點爛，本人告

知要了解原因並多加油」、「學生告知對於課程不熟練所以考的不好，且學生之後會再努力，本人給

予鼓勵並請多花些時間研讀」、「學生告知他沒有好好唸練習不夠，學生承諾以後要認真，本人亦鼓

勵應多花時間研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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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學改善計畫 

項目 教學改善計畫(請以100-500字簡要說明) 

(一) 教學評量(含質性意見) 根據113-1學期教學評量結果，本系整體平均分數為4.59，
高於全校（4.56）與本院（4.56）。其中「教學態度」得

分最高為4.62，「教學方式」最低為4.56。學生自評部

分，以「出席率」得分最高（4.66），而「每週投入時

間」得分最低（2.97），為全校普遍偏低項目。整體評量

結果顯示學生對課程內容、教學態度與互動普遍滿意，系

上將持續鼓勵教師維持良好教學品質，同時針對學生投入

時間不足問題進行關注與引導。 

(二) 學士班學生跨域選課 根據課程委員會資料統計，113-1學期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

跨域選課人數為45人，較112-1學期的30人顯著增加。此趨

勢顯示學生跨領域修課意願提升，顯見跨域學習風氣逐漸

成形。系上將持續推動學生修習與本系專業互補之課程，

並透過學程或微學分模組協助學生建構跨領域能力，以呼

應未來職涯與研究多元發展需求。 

(三) 學期成績二分之一(含)以上不及

格 

本學期(113-1)有22位學生成績不及格達二分之一或以上，

較上一學期(112-1)的30人有改善。其中以電子二乙（8
人）與電子二甲（6人）為最多，這兩班級在去年（大

一）時的狀況易較不佳，值得留意，而今年大一新生明顯

改善。 
針對此情況，系上透過導師關懷、教學助理協助與補救教

學等機制加強學生學習輔導，並定期分析不及格課程原

因，協助教師調整教學策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課業表

現。 

(四) 休退學 113-1學期全系休學人數為19人，較112-1學期的12人為

增；退學人數為16人，也高於前期的14人。系所對此已強

化導師制度與學生支持服務，並加強學生個別關懷，協助

其排除學習或生活上之障礙，以降低休退學風險。此外，

針對有學業困難學生已啟動預警輔導與轉介資源，持續追

蹤改善情況。 

(五) 預警輔導 113-1學期本系預警學生人數為66人，其中65人完成輔導，

輔導比率達98.48%，改善率則高達98.46%，成效良好。然

從過往資料，第二學期的預警人數可能會大幅飆升，以

112學年為例，本系預警人數由60人增至76人，全校預警

人數由444人大增至589人，超過三成增幅，故仍需持續關

注。 
學生學業困難主因為學習方法不當（如複習不足、時間分

配不佳），並有少數因打工等個人因素。建議輔導措施包

含加強TA教學、規劃學習計畫、鼓勵考古題練習與導師關

懷。相關建議與追蹤紀錄皆有完整回報與質性描述。 

(六) 畢業生流向追蹤 本系針對104至108學年度畢業滿1年、3年與5年的學士及

碩士班畢業生進行流向追蹤問卷調查，回收率整體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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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至100%之間。其中，學士班一年內回覆率最高達80%
（56/70人），但五年後顯著下降至37%（37/100人），顯

示畢業年限與聯繫困難呈正相關。碩士班方面，回覆率皆

維持在較高水準，一年與五年後均為約77%至100%。 
多數畢業生從事與電子相關產業，顯示課程內容與業界需

求具有良好銜接，且在薪資待遇方面，也能獲得較其他產

業稍優之報酬，這或許也是學用合一比例高的原因之一。 
對於畢業三年以上的同學來說，認為溝通表達、團隊合作

與問題解決能力這三者相當重要，更甚於外語能力之培

養，值得在校生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