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改善計畫表(111-1 學期-外文系) 
依據本校「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規定，各系(所)、中心應依教學評量結果擇

期召開教學改善會議以期改善教學品質，其討論形式屬於全面性、綜合性的討論。 

下列項目為必檢討項目，請各單位依項目提出改善方案。 

一、教學反應問卷量化意見 

參考資料：教學評量（教學反應問卷量化資料） 

1.本系 110-2 學期全系教學評量平均數皆在 4.26。 

2.教學評量最高分落於第 5 題「老師不會無故缺課、遲到、早退。」(4.48)。 

3.學生自評最高分為第 1 題「我在本課程的出席率」的平均分數 4.73，最低分落在學生自評部分第 2 

題「除上課時間外，我每周花多少時間在本課程」平均最低 2.69。 

4.從教學評量之雷達圖分析可看出分數較低者為「學生自評」，亦即課後自我投入學習的程度較低。 

 

 

 

 

 

 

 

二、教學反應問卷質性意見 

參考資料：教學評量（教學反應問卷質化資料） 

1. 課程規劃（若有依學生意見修改課程架構，請填寫於此處）：無。 

2. 質性意見回覆： 

基本上，本系學生對老師的教學態度都是持肯定的態度。學生除了表達對授課教師的感謝之意外，也

針對課程內容提出一些建議，分述如下： 

 

（一）上課進度 

課程名稱 學生反應 改進計畫 

課 1 
老師唸單字的時候太快了，有點跟

不上。 
會將速度再放慢一些，讓同學跟得上。 

教學內容 教學態度 教學方式 學習評量 教學品質 學生自評

本所 4.34 4.41 4.30 4.33 4.32 3.94
本院 4.47 4.49 4.43 4.45 4.44 3.94
全校 4.43 4.46 4.39 4.42 4.41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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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內容 

課程名稱 學生反應 改進計畫 

課 1 我覺得可以再有系統一點。 
會解釋教學大綱並調整教學內容以符合同學

的需求。 

課 2 課本難度可以再提高。 
新的學期已經更換教科書，希望能符合大多

數同學的要求。 

（三）作業與考試 

課程名稱 學生反應 改進計畫 

課 1 
個人作業麻煩徵求學生同意在分享

並做講解，不然會讓學生壓力有點

大。 

特定同學的問題也多是大多數同學的問題，

所有的作業都開放式的，目的在於給同學機

會互相觀摩，若同學對於自己的作品有公開

的壓力，麻煩告知，老師會尊重其個人意願。 

課 2 
1.希望線上上課後能少一點實作，

因為不方便。 
2.功課可以出少一點 有點太多了。 

1.其實我們線上上課之後的實作已經簡化許 
多，也受限很多，老師已經因為疫情的影響

將原本規劃要進行的實作都做了調整與改

變了。 
2.未來會再進行調整。 

 

三、應屆畢業生核心能力檢核 

參考資料：教務處畢業生核心能力數據 

1.本系大學部學生核心能力為語言能力、專業知識、職場技能、個人成長與國際觀。 

2.本系各項核心能力平均得分為 80 分以上，其中語言能力 84.30 分、專業知識 82.83 分、職場技能

84.46 分、個人成長與國際觀 83.84 分。 

3.各項核心能力百分比落於得分 80-89 分區間為最多。 

4.顯示目前系所應屆畢業生核心能力均能達標。 

 

 



 

 

 

 

 

 

 

 

 

 

 

 

 

 

 

 

四、學生學習成效改善 

參考資料：學習經驗問卷分析、休退學人數、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含)以上不及格人數 

（一）學習經驗問卷分析 

1.就學習目標而言：本系學習目標明確，主要在於提升外語能力。學生對於「提升自我管理能力」、 

「提升獨立學習能力」和「增進社交能力」有比較高的共識。 

2.就時間運用而言：本系學生投注於「休閒娛樂」和「課業學習」時間最多，「社會服務」最少。 

建議鼓勵學生宜多投入社會服務項目，並積極鼓勵學生用心讀書，減少休閒娛樂的時間。 

3.就教育資源而言：學生認為「系院所能提供充足學習或研究資源」不足，建議由各班導師詢問 

學生對那些學習資源感到不足，日後再由本系來改善充實，或尋求院校之協助；另學生對「TA

能提供足夠之輔導與協助」感到不足，建議教師們的課程 TA 能發揮作用協助老師課堂運作，

並提供輔導時間。 

4.就課堂參與而言：「課業問題主動尋求老師之協助」和「平時會主動課前預習或課後複習」項 

目分數較低。建議透過各種評量方式，來提高學生課後複習的意願，或由授課老師協助班級組 

成讀書社團或是建議學生自組學習社群或參與學校自主學習社群。 

5.就學習困擾而言：除了學生認為「課程內容無重點且考試範圍模糊或過大」比例較高些，本系 

學生並無顯著之學習困擾，建議所有授課老師依照學生之學習狀況，調整上課進度或考試範圍， 



以隨時掌握學生之學習狀況，另建議考試範圍不宜過大或模糊。 

6.就學習途徑而言：不太會選擇「透過助教或校方提供之課後輔導方案尋求協助」，最常「利用 

校外資源」或「詢問學長姐或同學討論」。建議妥善運用本校輔導弱勢生之資源，積極輔導學 

習有障礙的弱勢生。另外，也鼓勵學生成立讀書群組，一起共學，以形成讀書之風氣。 

7.就認同的教學形式而言：學生較認同之教學形式為「產學合作」、「即時回饋系統」與「互動 

式教學」。 

8.大多數學生「未來預計參與跨領域學習類型」，以學分學程為主，輔系次之。 

9.本系學生「未曾跨域修課的原因」主要為「課程無法引起興趣」與「課程負擔過重」。 

10.其他學習經驗部分，本系學生對於「清楚所屬科系核心能力」與「我對就讀學系感興趣」統計 

分數較高。但學生對於「知道哪些課程是四年解一題課程」，以及「四年解一題對我學習上有 

實質幫助」統計分數較低，建議由班導師和授課教師在課堂上宣導說明。 

（二）休退學人數、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含)以上不及格人數 

1.110-2 休學人數：大學部 0 人、碩士班 3 人；110-2 退學人數：大學部 4 人、碩士班 2 人。 

2.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含)以上不及格人數：大一 2 人、大三 3 人。 

3.建議各課程老師配合學校預警制度進行預警，對於學習有狀況之學生請授課教師及導師持續進

行追蹤及輔導以減少學退及休學人數。 

 

五、跨域學習人數及百分比 

參考資料：教務處提供跨域人數 

（一）110-2 學期大學部學生跨系修課人數 128 人。 

（二）配合學院實體化政策，本系鼓勵學生輔系、雙主修或修讀學程，以達到跨域學生之成效。 

 

六、學生預警輔導成效 

參考資料：預警輔導系統及分析 

（一）110-2 外文系預警輔導比率為 100%、改善比率為 85.71%。 

（二）依教育部訂定預警學生接受輔導後改善學習成效者應達 95%以上，建議各課程老師配合預警制 

度，充份降低學生之學退或休學率，並於期中針對學生學習狀況進行調整。另請各導師協助受

輔學生並填報輔導紀錄，以提高本系改善比率。 

 

七、畢業生流向追蹤 

參考資料：學務處畢業生流向追蹤數據 



（一）畢業滿一年學生流向追蹤問卷調查，有 64.29%的學生對「目前所具備的專業能力與工作所要求

的相符程度」，表示非常符合或符合。 

（二）根據學生的問卷資料，將定期審視核心能力與職場技能之關係。 

八、上次會議執行追蹤事項 

無。 

依據學生學習成效推動委員會 106 學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辦理，各單位依「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管制流程圖」，將上列改善計畫經系務、院級會議討論通過，呈報後請於

下表打勾： 

呈報層級 
系務會議 院級會議 

■ □ 

填報人 單位主管 院級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