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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功」取向之學習成效評估

▌文／萬榮輝．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系博士候選人

　　　王保進．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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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我國高等教育的快速擴充，教育部為了

確保大學院校的教學品質，自2004年推動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持續13年（2005-

2017）針對大學校院提升教學成效之措施給予獎

勵；並自2018年起轉型為「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協助大學配合社會趨勢及產業需求進行教學方法

之創新，激發學生學習熱情，提升自主學習能

力，進而發展大學多元特色，培育新世代優質人

才。此外，教育部為協助學校提升校務治理能

力，善用教育資源提高學生學習成效，於2015年

訂頒「教育部補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

畫審查作業要點」，引領大學校院建立校務研究

專業發展機制，藉由客觀數據或資料之分析，提

供實徵資訊，作為學校在資源分配、人力素質、

入學管理、學生輔導、學生學習成就、自我評鑑

等校務決策的重要依據。

字典上對「成功」的詞意解釋是「功成業就」。

因此，學生的「成功」可以解釋為「學習成效良

好、學業完成、畢業後的發展順利」（McCabe, 

2000）。指出「學生成功」可以為學生個人奠定

未來經濟自足生活之基礎，並有利於預先做好面

對日趨複雜的政治、社會、文化議題之準備。

本研究之目的在統整歐美學者的論點，探討

「學生成功」之實際內涵，及分析「學生成功」

取向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架構，並介紹Carnegie 

Mellon大學之「學生成功中心」，以供我國高等

教育機構（大專校院）作為校務經營之參考。

「學生成功」之概念分析

「學生成功」這個術語是1999年在美國「校務

研究學會」（AIR）的年會中第一次被提出，隨

著「學生學習本位之教學」成為高等教育課程與

教學的核心，有關「學生成功」的研究便持續出

現。「學生成功」在歐美國家之學術研究與實務

應用上，曾經被使用過的相關術語有「學習成

功」（learning success）、「學術成功」（academic 

success）及「學生成功」（student success）等，

但不論所使用的術語為何，其基本內涵都是在強

調學生的學習表現與生涯發展結果。本研究為避

免混淆，使用當前美國各大學普遍使用的「學生

成功」（student success）用語。

以下分別說明「學生成功」之意義、歐美學者

的理論觀點及相關研究。

一、「學生成功」之定義

1990年代末期，因應高等教育國際化之潮流，

反映人才培育成果之學生學習成效開始成為美國

高等教育課程與教學、校務治理的重要課題。

Kuh（2014）指出，係因外部互動關係人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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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機構之關注與影響，如政府制定之教育政

策、評鑑機構以學生學習品質保證為評鑑核心指

標，以及高等教育機構內部校務研究單位將之納

入研究議題，才使得「學生成功」受到重視。

Perna與Thomas（2006）指出，「學生成功」

包括學生之學習準備、教育機構之註冊率、學生

個人與教育機構之成就表現、學生畢業後之生涯

發展等。

Ewell（2007）則指出「學生成功」是一個多

面向的通用概念（generic concept），最簡單的

定義就是「高等教育機構提供學生一個完善的學

習歷程並授予學位作為證明」。

由於促進「學生成功」的關鍵因素包括高等教

育機構、學生個人、學生生涯發展等三個面向，

因此「學生成功」也應由這三個面向給予定義，

以下分別分析之：

（一）從高等教育機構面定義的「學生成功」

Cuseo（2012）指出，要確保「學生成功」，

高等教育機構須先了解的事項，包括：(1)構成

「學生成功」之因素為何；(2)高教機構如何提

升「學生成功」；(3)學習歷程如何測量與評估。

對高等教育機構而言，「學生成功」是確保學

生續讀率、成績表現、學生畢業後的升學率與就

業率之必要條件。而歐盟在2015年對35個成員國

進行調查之結果顯示，「學生成功」會反映在學

生畢業率、平均修讀學位所需時間及退學率。

（二）從學生個人面定義的「學生成功」

Pascarella與Terenzini（2005）認為「學生成

功」是對學生學術與知能之測量結果；而Cuseo

（2012）也認為對學生個人而言，「學生成功」

是一種全人教育（whole person）的整體發展，

包括智能發展、情緒發展、社交能力、品格與

價值觀、心理與社會發展、心靈發展等六個層

面。

（三）從生涯發展面定義的「學生成功」

AACU（2015）認為「學生成功」是指學生所

修讀的課程與成績能有效反映為未來複雜世界做

好準備之能力。而Ng（2005）從生涯發展之觀

點，認為「學生成功」是學生經過學習後所累積

的個人資本，這些個人資本在其應徵工作、就業

薪資、職位升遷及發展機會上必須有效發揮其作

用。

二、影響「學生成功」關鍵因素之相關研究 
有關影響「學生成功」關鍵因素之研究，早期

主要都是以續讀率與畢業率為指標，隨者「學生

成功」理論之成熟與實務應用之擴大，開始導入

學生學業成就或生涯發展能力等指標。

Kuh（2014）針對美國高等教育機構的一項調

查結果顯示，學生學習成效已成為高等教育機構

之共同規範與價值，且高等教育機構之學習支持

機制越健全，「學生成功」越能獲得確保；此外，

教師對學習本位教學之重視與實踐，也是影響學

生學習成效之關鍵因素。Astin（1999）則指出，

學生之學習參與顯著地影響「學習成功」。

Hearn（2006）則綜整相關文獻，將影響「學

生成功」之關鍵因素分為：(1)學生背景，包括

高中學習經驗、家庭背景、及文化資本；(2)在

學相關因素，包括自我期望與教師期望、對課程

之學習經驗、自主學習機會、學習評量與回饋機

制、團隊合作學習、作業時間、對多元化學習之

重視、與教師之互動時間、學術學習與實務操作

結合之機會；(3)組織因素，包括教師教學品質、

校務治理機制與學校政策；(4) 學生學習成效資

料之蒐集與建檔；(5)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縱向

連貫之國家政策。

綜合以上學者之研究，影響學生學習成功之關

鍵因素可以綜整歸納為：(1)學生背景，包括族

群、家庭背景、文化資本及社經地位等；(2)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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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準備，包括學業基礎能力、就學期望、家庭支

持及經濟支援等；(3)高等教育機構特徵，包括

大學聲望、學生素質、環境設施及校園文化等；

(4)學習參與，包括學生之自我期許、時間投入、

課堂與課外學習專注力、同儕互動等；(5)課程

與教學，包括課程教學目標之明確性、課程內容

及進度設計、教學品質、師生互動、學習支持

等。

「學生成功」之內涵與評估架構

「學生成功」之內涵應能反映高等教育機構為

所有學生提供各種有效的學習策略和支持，以協

助解決學生的生涯發展問題。以下分別從學校、

學生學習歷程及學習內容三個面向，探討其內

涵。

一、從學校面探討「學生成功」

如前所述，早期對於「學生成功」多以新生續

讀率、畢業率等教育機構面的指標作為測量工

具，但這種巨觀型指標容易忽略學生個別差異。

因此Cuseo（2012）認為「學生成功」除從教育

機構面進行測量外，應同時從學生個人面進行

界定，並由教育機構提供學生必要的學習課程、

學習活動及學習支持。

二、從學習歷程面探討「學生成功」

學生的高中學習經驗會顯著影響進入大學第

一年的學習環境知覺、學習策略、行為參與、學

習表現，並影響大一新生的續讀率。Pascarella與

Terenzini（2005）指出，學生的學習歷程與表現，將

影響其畢業後之生涯發展。因此，從歷程面對「學

生成功」所進行的評估與測量，應包括高中學習經

驗、大學學習進展、畢業後的生涯發展等歷程。

三、從學習內容面探討「學生成功」

AACU（2015）認為「學生成功」之內涵包括

「學習機會之公平性」與「學習內容之整體卓越

性」。前者須由教育政策制定者與高等教育機構

領導者規劃推動，內容包括：(1)學生之素質與

未來可能的生涯發展；(2)對弱勢學生之關懷；(3)

確保機會公平性之各種措施；(4)教師教導多元

學生之能力；(5)學生學習機會。後者須由高等

教育機構提供，內容包括：(1)「學生成功」之

願景與目標；(2)學習成效指標，並建立完整的

檢測資料；(3)「學生成功」之支持機制，並確

保學習結果與生涯發展需求相關；(4)理論學習、

實務學習、實習、總整課程、學習社群等實施方

案，並確保學生獲得公平的參與機會、(5)各課

程教學目標及學習成效評量標準；(6)學生生涯

發展檢測與反饋措施。

Janice與Voight（2016）認為大學學位對於低

收及有色種族／族群學生而言，在未來的經濟

上的成功及社會上的發展至關重要。因此，他

們主張「學生成功」評估模式須

包括下列三項：(1)績效衡量標準，

用以評估學生入學、學習進展、

畢業或結業、學習成本與畢業後

的成就等績效；(2)效率衡量標準，

用以評估學習資源的提供對學生

畢業或結業之影響；(3)公平性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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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標準，用以評估不同族群學生的學習是否受到

公平對待。

四、「學生成功」之評估架構

綜合以上對學生成功之內涵分析可知，要建構

一套完整的「學生成功」評估模式，必須掌握的

關鍵因素包括：(1)「學生成功」的縱貫過程；(2)

「學生成功」的多面向內涵；(3)「學生成功」

的多層次脈絡；(4)從教育、心理、社會、經濟

等面向觀察所見的「學生成功」；(5)多元評估

方法之應用；(6)因族群不同而產生的個別差異。

因此，「學生成功」取向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應建立包含三個內涵之三維評估架構（Triple-

dimensional assessment framework）：(1)就層級

面而言，分為學校、學院、系所、及學生四個層

級；(2)就歷程面而言，分為學生高中經驗、大

學在學、畢業後生涯發展等三個歷程；(3)就內

涵面而言，分為績效、效率、及公平三個標準。

此一學生學習成效三維評估架構的建置，能有

效解決Roberson等人（2017）所指出的「高等教

育的學生學習資料普遍存在著不相關、重複、及

不完整等三個缺失，導致無法有效檢測學生入學

機會、學習進步，及生涯發展之結果與學習成

效」之問題。

「學生成功中心」之案例

受到重視「學生成功」之學術研究風氣的影

響，近年來，歐美各大學普遍成立「學生成功中

心」，為學生提供各種學習支持，讓學生熟悉

校園內可用資源，並幫助學生獲得足夠的知識

與能力。以下以Carnegie Mellon大學在2017年所

設立的「學生學術成功中心（Student Academic 

Success Center, SASC）」為例，說明大學「學生

成功中心」之功能。

Carnegie Mellon大學之SASC成立之宗旨在「透

過提供學術輔導、特定學科輔導、有效的溝通策

略、為身心障礙學生提供住宿、為多語言學習者

提供語言支援。同時與教職員工合作，改善學術

諮詢的協調和專業發展」。為達成其所訂目標，

SASC提供的主要服務內容包括：

一、學習支持方案

SASC的學習支持方案包括：(1)提供輔助教學，

針對學習難度較高的課程，提供每週一次的輔助

課程，讓學生在課堂外練習課程內容；(2)提供

個別或小團體教學；(3)支援學習助教或教學助

理，提供學習計畫、時間管理、學習技巧之諮詢；

(4)提供國際學生生活與學習適應支持，協助國

際學生強化人際溝通所需的語言能力；(5)提供

研究生強化學術研究與跨文化理解能力之輔導；

(6)提供強化研究生學術發表能力之訓練；(7)辦

理多元學術工作坊；(8)提供優秀學生菁英培育

方案；(9)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實體與數位學習環

境支持方案。

二、數位學習資源

為大學生與研究生提供線上學習平台、雲端學

習儲存空間、數位課程，協助學生有效運用科技

進行學習。

三、講義與學習手冊

為大學生編印學習講義或學習手冊、大一新生

校園適應與學習指導手冊，提供學生下載使用。

四、學習方向與指導教授線上諮詢系統

建置完整且詳細的線上瀏覽系統，將Carnegie 

Mellon大學七個學院所有學科之學士、碩士、博

士課程發展重點，以及可擔任指導教授之教師名

單上網公布，協助學生探索學習方向與尋找合適

的指導教授。

結論

從「學生成功」取向建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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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有助落實證據本位之校務治理決策。本研究

根據對「學生成功」之分析結果，提出以下結論

作為大專校院精進校務治理之參考。

一、 「學生成功」之學術與實務研究及其
結果之運用，可有助確保學生學習品

質及學習成效

大專校院宜結合校務研究機制，積極針對「學

生成功」進行學術與實務研究，並將研究成果運

用於與學生學習及生涯發展相關的校務經營策略

之訂定，以確保學生學習品質及學習成效。

二、 建置完整的「學生成功」資料，有利
教與學各項措施之精準規劃

大專校院宜從「學生成功」之角度，蒐集學生

學習歷程與生涯發展相關資料，並進行分析，將

分析結果提供教學單位，作為教與學各項措施規

畫之依據。

三、 建立明確的「學生成功」檢核指標，
有助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大專校院宜參酌校務評鑑及科／系所自我評鑑

與學生學習相關的指標，建立明確且合宜的學生

學習成效檢核指標，對師生公告周知。並宜配合

檢核指標，輔導學生進行學習規劃及協助其有效

學習。

四、 建立「學生成功」之管理與追蹤機制，
有利掌握執行績效

大專校院宜建立針對學生學習成效的管理與追

蹤機制，掌握「學生成功」的落實情形，並適時

進行改善或採取精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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