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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與學習成效
關聯性之探究

我
國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為教育部於107年

推動之五年期計畫，其目的是為了促進學

生學習的自助性及培養優秀人才，並以「落實教

學創新」、「善盡社會責任」、「提升高教公共

性」及「發展學校特色」等四大目標作為大學未

來發展的目標（侯永琪，2018）。

內政部及衛生福利部107年統計調查報告

指出，全臺有23,584,865位民眾，其中屬於中

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的人數分別為330,584位

及317,257位，而17歲以下的學生或兒童則有

121,662位，占中低收入戶人數的百分之34%。由

上述數據可知，全國經濟弱勢的人口數量不在少

數，此也為公務機關相當關注的族群。依據教育

部（2017）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的內容來

看，家庭年所得約在後40%之大專院校生，皆可

獲得政府或校方的就學補助金。

弱勢補助申請與學習成效的相關性

近年來我國社會的財富分配逐漸形成富裕與貧

窮二個極端的M型社會，屬於經濟弱勢家庭的就

學生亦是各個大專校院相當重視的族群之一。學

生若符合教育部計畫定義的中低收入戶條件時，

即能提出弱勢補助申請，只要學生符合資格也都

能獲得相應條件的補助金額。除了這個例行且普

及的弱勢計畫補助外，各大專校外也經常會辦理

多種型態或方式的計畫供特定條件的學生進行申

請，以挹注學生在學習或計畫執行上所需的開支

與經濟需求，讓學生能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在課業

與技能的學習上，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而

這特定的條件也經常是針對符合教育部計畫所定

義的弱勢學生。

學者劉若蘭與林大森（2012）的研究發現，學

生不同的學習成效來自於學校的校園活動，校園

的表現經驗往往會影響學生在各個層面上的學習

成果。因此，我們以本校106學年度有申請並獲

得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及其他校內

弱勢補助計畫之學生進行分析。我們針對學生的

缺課紀錄、校內外計畫申請情況、擔任班級或社

團幹部的經歷、參與社團活動的情況、住宿或申

請就學貸款等表現和條件進行研究與探討，期能

經由校務研究之成果與發現，讓學校運用高教深

耕等計畫時所提供給學生的學習補助資源，能發

揮最大功用，並有拔尖的效果，進而促進學生未

來在社會上的競爭力與社會流動。

如圖一所示，本研究藉由弱勢學生的個人表現

及校園表現兩個面向進行分析，發現有參與科技

部大專生專題計畫申請（表一）及擔任班級或副

班級代表經歷（表二）的學生其統計結果呈現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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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研究架構

著狀態（分別為顯著性雙尾為0.031、顯著性雙

尾0.008，具有直接相關性），代表有這二項經

歷之獲補助學生成績表現較為優異；其餘條件

（例如：擔任社團幹部、校內工讀等等）皆為不

顯著，代表獲補助之學生具有這些條件或經歷者

與其學習表現無直接相關。

校務運作之未來展望

教育部既有的弱勢生補助計畫可以普及地提供

給符合條件的弱勢學生一定程度的經濟支持，但

這樣的補助與其所需花費合理的生活費用以及就

表一 弱勢補助生學期成績與科技部計畫申請相關性
1062學期成績 F檢定 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雙尾）

假設變異數相等
4.879 0.028

-1.361 209 0.175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2.424 12.592 0.031

表二 弱勢補助生學期成績與班代∕副班代相關性

1062學期成績 F檢定 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雙尾）

假設變異數相等
1.652 0.200

-2.693 209 0.008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3.229 33.260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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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私立學校所需較高額的學雜費相比仍

顯不足。藉由高教深耕計畫給予更多的

補助，是可以減輕學生在經濟上的負

擔，然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若能將經

費挹注在更具學習潛力的學生上，相信

能更有效的促進學生學習成效與社會流

動。依據本研究現階段的分析結果可

知，有申請過科技部大專生專題計畫或

具有擔任班級代表和副班級代表的經

歷，應可列入作為優先提供更多經費補

助的評分或篩選條件，以使有限的資源

能獲得最大的效益。

未來我們期望能再經由完善UCAN課

程地圖的資訊與內容，提供學生相關學

習進路、技術及證照等資訊，並由所屬

院、系進行輔導，以提高學生進入職場的競爭能

力，進而促進社會流動。對於其餘呈現不顯著之

條件，未來亦可以透過訪談方式，探究無法提升

學習成效的原因，在訪談過程中並也可以了解學

校提供的補助是否能有效提供助益，以及了解學

生是否能有效運用所獲得資源，並做好資源的運

用及管理。

此外，原民學生也是社會相當關注的對象，未

來亦可將原住民學生進行分析研究，以探討學校

原住民學生獲得補助與學習成效之關聯性，以再

強化相關的輔導與協助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