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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 111年度校務研究(IR)計畫 徵求議題說明 

議題一 本校學生(含大學部及研究所)學校宿舍供需調查 

 

提案單位 學生事務處 住宿輔導組 

計畫理念與目標 

本校全體在學學生(含大學部及研究所)需要學校宿舍供

給需求調查及需求樣態,以檢視本校興建三期宿舍之可行性

及必要性。 

擬委請 IR 計畫執行教師

執行議題與分析事項 

一. 全體在學生校外租賃人數比例，期掌握現有實際住宿

需求之學生數。 

二. 非宿生及無校外租賃，亦實有住宿需求之學生數，期

全面掌握具住宿需求之隱藏可能學生數。 

三. 全體在學生之校內住宿需求程度人數比例：1.強烈需

要；2.需要；3.普通；4.不需要；5.非常不需要。 

四. 全體在學生(非宿生)具「需要」以上之校內住宿需求程

度，若未採校外租賃，現行之住宿就學方式? 

五. 未來，「三期宿舍」興建規劃啟用，預估可新增床位

數及可滿足全體在學生(非宿生)之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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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本校跨域學習成效與政策優化之後續研究 

 

提案單位 教務處 課務組 

計畫理念與目標 

為瞭解本校推展跨域學習的成效及未來精進改善的方

向，擬持續透過校務研究，分析學生跨域學習(學分學程、

輔系、雙主修)現況、探討學生跨域學習的困境等議題，期

據以進行跨域學習校務政策之調整。 

擬委請 IR 計畫執行教師

執行議題與分析事項 

延續 109-110年度跨域學習之資料分析與研究，擬配合學

分學程優化意見調查之統計及分析，再深入探討以下議

題： 

一. 瞭解快要修畢學程之學生不申請證書的原因(例如:對學

程沒興趣?不知道學程的資訊？一直修不到課?)，並提

出相對應可改善的跨域學習措施。 

二. 校方自 106學年度起陸續推動之跨域學習政策(包括：

自由學分至少 16學分、外系選課名額保障 15%、學程

評核落實開課循環檢核、暑期開課或 SPOCs、建置學

程系統提供修課推薦功能等)，實施後是否有助於學生

跨域學習、能提升學生修畢跨域學習人次…等之追蹤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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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對經濟不利學生未來畢業發展之影響 

 

提案單位 學生事務處 住宿輔導組 

計畫理念與目標 

本校實施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之附錄 1-「提升高教公

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規劃經濟

扶助、學習拔尖、職涯探索、跨域職能、團體共讀、文化

涵養，以及社會培力等七項，為 107-111 年之 5年計畫，

111年為執行最後一年。期透過校務研究(IR)計畫，探討本

校實施完善就學協助機制，除獎勵學業學習外，另激勵學

生參與課外活動，透過多元能力的培養，是否有利經濟不

利學生未來畢業發展。研究結果，擬提供未來修正調整輔

導機制之參考。 

擬委請 IR 計畫執行教師

執行議題與分析事項 

一. 本校實施完善就學協助機制與經濟不利學生就業之關

聯。 

二. 探討參與機制之學生未來畢業發展。 

三. 提供未來輔導機制之修正調整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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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 本校師生國際合作傾向調查研究 

 

提案單位 國際事務處 

計畫理念與目標 

本校師生國際合作傾向調查研究： 

目標在於瞭解本校師生的國際合作傾向，並提供日後

國際合作相關業務推動上的優先次序參考。 

 

擬委請 IR 計畫執行教師

執行議題與分析事項 

根據Web of Science、Scival 及其他具公信力校內外資

料庫(例如近 5年)，交叉分析本校師生主要進行國際合作的

國家、學校、領域或學系，並進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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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 本校師生國際發表能量調查研究 

 

提案單位 國際事務處 

計畫理念與目標 本校師生國發表能量調查研究 

擬委請 IR 計畫執行教師

執行議題與分析事項 

根據Web of Science、Scival 及其他具公信力校內外資

料庫(例如近 5年)，交叉分析本校各院、系所的國際發表能

量及占全校貢獻百分比，並將成果也嘗試聯結到該單位之

教師博士學歷取得國家、平均教學鐘點數、科技部案件

量、校內各種國際相關補助取得金額、校內針對教師研究

獎助取得金額。 

 
  



國立臺北大學校務研究(IR)辦公室  
 

6 
 

議題六 境外生來本校修業期間的學習狀況、生活適應與滿意度分析 

提案單位 國際事務處 

計畫理念與目標 

受到國際化以及少子化的雙重影響，使得海外境外生

（包含華僑、國際生、港澳生等等），包含前來本校攻讀學

士、碩士、博士學位以及雙聯學位的境外生人數，在歷年

來皆有逐年增加的趨勢。而在高等教育國際化以及全球化

的趨勢下，各系所與學程亦肩負更重大的使命，去延攬更

多海外優秀的境外生前來本校就讀。 

不過，這群境外生往往是群容易被「忽略」或「不易

被看見」的群體，我們對這群學生的了解真的是非常有

限。因此，他們來本校之後的學習狀況，生活適應以及整

體滿意度如何，我們至今仍較不清楚。再以各系所的角度

來看，這群境外生來本校修業的整體表現是否符合師長們

在教學上的期待，我們也所知有限。過去我們常會聽到諸

如「某一些境外生都不好好來上課」、「他們喜歡打工」或

「他們的程度不及本國生」的傳言。究竟這些傳言是否屬

實，還是訛言偏見，亦或其背後有一些值得我們關注與深

思的因素？ 

透過這個研究，我們希望未來能招收到更多優秀的海

外/境外生前來本校就讀，並且了解哪一群境外生更能符合

本校各系所在尋找新進學子上的期待，同時也希望未來能

建構出一個更有益於境外生的學習、生活環境的友善臺北

大學校園，促進教師，本地學生與境外生之間的融合。 

擬委請 IR 計畫執行教師
執行議題與分析事項 

擬希望透過質性訪談（包含田野與焦點訪談），問卷調

查設計（例如規劃網路或實體問卷的發放）或校務資料

（例如：境外生歷年的修課表現分數，被當比例，及其系

所分布）的方式來蒐集資料，並進行分析。再以境外生的

視角，來了解他們在本校就讀過程當中，遇到哪些學業或

生活上的困難，或者有哪些令他們感到滿意的地方。也可

以去訪談各系所的主管或教授，從師長們的角度來觀察這

群境外來本校/系/所的修課情況。從中提供一些具體的建

議。 

以上的三種資料蒐集與研究取徑（質性訪談，問卷調

查，校務資料）不需要全做，可以三擇一或三擇二。 

 

  



國立臺北大學校務研究(IR)辦公室  
 

7 
 

議題七 本校校務發展之其他相關議題 

 

由本校專任教師自訂題目，提出精進本校校務發展(學生學習、教師教學與研究、校務治

理…)之其他議題校務研究計畫，有助校務永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