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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 學生學習投入、社團參與、實習參與對實習成效和學習成

效影響之研究－以南華大學旅遊管理學系為例 

研究生: 陳思如                        指導教師: 丁誌魰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在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中，學校課程與校園中的社團活動佔有重

要的角色，而大學生在校內學習與校外參與活動投入學習的過程中，

是否和學習成果呈顯著關係。本研究主目的是在探討南華大學旅遊系

學生於課堂的學習投入、課外活動參與之社團屬性、課程規劃中的校

外實習參與對學生學習成效影響。 

    本研究採南華大學校務資料庫數據進行資料蒐集，使用 SPSS18

統計套裝軟體作分析工具，以描述性統計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

單因子變異數分析、卡方檢定、相關分析、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並

以就讀南華大學旅遊管理學系學級 101至 104級畢業學生，總計 310

位，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1)學習投入對學習成效具有正向影

響關係。(2)學習投入對實習參與具有正向影響關係。(3)不同實習屬

性對實習參與具有顯著差異關係。 

關鍵詞：學習投入、社團參與、實習參與、實習成效、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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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hool curriculum and the community activities on campus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colorful university life, and whether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learning outcome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in and participating in activities outside the school.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uss the learning input of the 

stud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at Nanhua 

University in the classroom, the nature of the community involved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the impact of extracurricular internship 

participation in curriculum planning on studen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this study,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school database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was used for data collection. SPSS18 statistical software 

package was used as the analysis tool to perform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single factor change analysis, 

chi-square test, cor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etc. Statis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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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nd 310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101 to 104 in the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of Nanhua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study found that: 

(1) Students' investment in learning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earning. 

(2) Learning inpu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ternship participation. 

(3) Internship attributes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internship 

participation. 

Keywords: Learning engagemen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ternship 

Participation, Internship Effectivenes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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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大學教育，強調學術專業，以合作學習、多元的學習型態帶領學

生，以加強大學生的學習主動權、責任感和對追求知識的熱情與好奇。

在國外，大學在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的議題上，皆認同如何使「學生積

極參與學習」才是根本解決之道。推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上，強調全

校學院、系所和教師同仁一起參與，尤其投入在課堂教學時，對學生

充分說明該課程的學習目標和產出成果，並不時給予彼此機會去省思

並回饋「教與學」的歷程與效果。 (何希慧,2007） 

  民國 104年研究者正式為南華大學旅遊管理學系學生，親身體驗學

習投入以及外校實習狀況，對於該研究方向產生興趣；然而在大學時

期觀察正向積極、主動學習態度之同儕，作為本研究參考對象，就有

著長遠深刻的影響。 

    在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中，校園中的社團活動佔有重要的角色，

在教育部頒〈推動校園社團發展方案〉前言即稱：「學生社團活動，

屬於學校教育的一部分，學生經由參與社團可以培養群育、擴展知識、

發展興趣、並磨鍊領導才能」。根據(羅中展，2001) 的看法，學生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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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活動的參與，結識志同道合的朋友，領悟、體會、學習並吸收新知

與經驗，並且在整個活動的參與過程中，學習到如何面對並承受挫折

與壓力。(民報，2015)指出，大學社團活動與大學生的校園日常生活

在時空交疊、難以分割，所以社團也容易給予社員在校園中如同家庭

一般的歸屬感，而由此使學生得以在其中學習如何與人相處，學習各

種社會交往行為規則，而這一社會化的過程，也在為學生今後的生涯

建立人脈、累積社會資本。(民報,2015) 

    學習投入，強調學生投入學習的過程、情緒動機，以及對自我的

期許，為近年來廣為學界應用的理論。(張鈿富、林松柏、周文菁,2012

年) 而校外實習是為了增進學生了解自己對未來職涯選擇，旅遊管理

學系推動校外實習，是藉由各種不同的職場體驗來激發學習成效的提

升，而學校推動校外實習時，應依據教育部 106 年 4 月所訂「技術

及職業教育法」及「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相關內容，訂

定校外實習相關辦法保障學生安全。本研究分析有效對接的學習投入

以滿足同學專業能力之建構，有效達到學用合一之目標。 

    本研究主要了解南華大學旅遊系學生於學習投入、社團屬性、實

習參與、學習成效之現況與關係，以南華大學旅遊系 101 級至 104 級

畢業學生為樣本對象，本研究結果，可做為往後旅遊系教學發展規劃

與實習屬性分配之參照數據，喚起學生的主動學習動機，賦予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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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責任感，以提升學生素質和學習成效為本研究之重點與主要目

的。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使用南華大學校務資料庫做為研究資料之來源，進行統計

分析，綜合上述動機歸納後，本研究將探討以下目的： 

1. 了解學生人口變項於學習投入、社團屬性、實習參與、實習成效、

學習成效之現況。 

2. 探討學生的學習投入對學習成效有無顯著的影響。 

3. 探討學生參與的社團屬性對學習成效有無顯著的影響。 

4. 探討學生的實習參與對學習成效有無顯著的影響。 

 

1.3 研究限制 

    研究的過程中，學生同意修課、校外參與實習屬性、投入、數據

導致研究限制。 

1. 本研究對象為一般大學生，未能及技職體系之四技和二技學生，

無法比較在不同教育體制下，面臨學習成效是否會有所差異。 

2. 本研究因母群體不多，且研究期間僅為一學年，因此所獲得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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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僅能為短期間研究，無法作為過度的分析和推論。 

3. 本研究因限於時間，僅能對旅遊管理學系 101 級至 104 級入學學

生作為研究對象。 

4. 本研究秉持研究道德、維護研究對象個人權益的考量下，乃在徵

求研究對象同意後，進行研究。 

5. 本研究採用南華大學校務資料庫為資料來源，無進行問卷調查方

法，故無法針對問項內容調整。 

 

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旨於學生學習投入、社團屬性、實習參與、學習成效之現

況與關係。研究流程首先確立研究主題再論述研究背景與動機，以及

目的，進而探討學習投入、社團屬性、實習參與與學習成效之相關文

獻蒐集及彙整，擬定研究架構，最後將收集之資料數據進行統計及分

析，並依據分析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本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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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選定研究之議題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目的 

文獻探討 

建立研究架構 

發展研究假設 

資料蒐集 

資料分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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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章節主要在探討學習投入、參與社團屬性、實習參與、實習成效與

學習成效之相關研究與文獻，共分為五節。第一節探討學習投入之理

論與定義，第二節則在了解參與社團屬性之相關研究與定義，第三節

則進行實習參與之文獻定義探討，第四節為實習成效相關文獻定義探

討，第五節為學習成效相關文獻探討。 

2.1 學習投入 

    學習是一段連續累進的歷程，學習投入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 

變(張鈿富、林松柏、周文菁，2012)。學校課程，對於學生的求學過

程以及離開學校後的生活都有極大的影響。它不僅包含學生的學習方

法、動機、行為，還應包含學生在學習過程，對學習環境所表現出的

行為。因為學習不只是個人本身的事，學習還會因人對環境的態度而

有所不同。所以，當學生形成學習態度時，其行為表現不僅在學習上，

還會在環境上，且會延伸到未來的工作態度上（鄭耀嬋、何華國，2004）。

汪雅霜(2013)進行學習投入度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學習投入度隨

著年級的升高，呈現“高-低-低-高”的趨勢；大學生學習投入度中

的同伴互動對學習收穫有較高的解釋力。學習投入除了涉及學生參與

學習活動的頻率外，尚涵蓋學生的學習策略與學習態度。根據大多數



 

7 
 

實徵研究發現，具有較佳學習表現的學生，其能建構屬於自己的學習

策略架構，故學習策略和學習成效之間成正相關（Thiessen & Blasius, 

2008），Kuh（2009）認為「學習投入」指的是學生個人在學習中的

行為、感覺與思考的歷程。Audas & Willms （2001）認為學生在學

術和非學術活動的參與程度，並認同教育目標的價值，而就一般而言，

學生投入學習活動的頻率愈高，與投入時間愈長，學生的學習表現愈

佳（Greene, Marti, & McClenney,2008; Kuh, Kinzie, Schuh, & Whitt, 

2005）。學習投入，直接行為則為學校因素，涉及的學習活動為學生

自發行為(張鈿富、林松柏、周文菁,2012)。 

學生的學習興趣會影響學生在學習中的投入，學生的學習投入也會反

過來影響學生的學習興趣。當缺少興趣時，外在壓力往往是影響學習

投入的一個重要因素，學習投入又會影響學習興趣。外在壓力對於學

生的學習興趣既有積極作用，又有消極作用，學習投入對於學習興趣

的影響可用認知失調理論和自我知覺理論進行解釋。過大或過小的壓

力都不利於學生學習興趣的提高，中等程度的壓力會導致學生學習興

趣的最大提高(何旭明、陳向明，2008) 。段陸生、李永鑫 (2008)

學者研究認為專業承諾、學習倦怠和學習投入存在密切的關係。 

多半數關於學習投入研究，研究對象以高中生、技職學生為多數，因

此本研究對象以大學生為例，認為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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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依據研究主題將學習投入係指大學生

參與學校課程時，學生藉由想法、感受與行為，積極投入學校課程參

與程度，並維持學習投入動力來源。 

2.2 社團屬性 

2.2.1 學生社團 

    本研究所稱的社團係指以大學學生為主所組織而成的團體。根據

教育部對社團活動的定義而言，學生社團是大專青年基於興趣需要相

同的結合，是學校內部學生活動的組織，也是超越班級科系界限的團

體 (陳家菱，1993)。參與大學社團活動對學生，有提升學生社交能

力、協作能力及溝通能力，提升學生自尊感、自我形象及自信心，增

強學生的同理心，提高解決問題的能力、批判思考能力和對學業的興

趣，使學生能相信別人和被信任、可靠和敢於承擔責任，加深學生對

職業的了解及對職業有更正面和積極的態度，增強個人、社會及公民

責任感，使學生更能接受不同文化的差異及個別差異。 

 

2.2.2 活動參與 

    社團活動的概念，在傳統上常被定義於正式課程之外，且逐漸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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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化現象，建議學校宜掌握當前潛在課程的理論正在國內興起之趨勢，

在輔導社團活動工作上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管理策略。鄧清如、陳昭儀

(2010)認為社團活動可以紓解壓力，是好的學習，建議教育當局除繼

續宣導和貫徹課程改革的精神和理念外，更應重視社團活動的功能和

對學生的意義，除持續培訓各校專長性社團外，也不能忽視學習性社

團，尤其對辦理績優的學習性社團應擬訂獎勵的計劃，並加強評鑑各

社團活動的辦理與落實。社團參與更能促使個人與社會環境產生互動，

使個人的學習與經驗相結合。大學的社團活動是以大學院校在校的學

生為主體，由學生依其意願自由選擇是否參加，並以學生興趣、能力

和需要作為活動內容的取捨，在學校有關人員輔導下，組成的學生同

儕團體進行各種促進學校教育目標、符合國家教育宗旨 的活動 (羅

月鳳，1988) 。大學社團的意涵學生社團活動是大學課外活動的主軸，

也是大學校園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更是課堂外最受學生關注的學習

管道（傅木龍，2000）。大學社團活動包括課業教育以外的所有學習

活動，是一種以群育爲主，德育，體育，智育爲輔，美育總其成的活

動。學生透過相同興趣與需要的結合，形成一全面具有開放性，建設

性及教育性的活動其內容的多樣性及活動性，適可彌補「課程上的不

足」，更可做爲「課際的聯繫與統整」 （周甘逢，蔡武志，羅志明，

1988）。那何謂大學社團？大學社團係爲一群志同道合的大學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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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共同的理想和目標，依學校規定申請成立，並基於個人興趣而自由

參與的團體。（何進財，2000；傅木龍，2000；林至善，2004） 

 

2.2.3 社團屬性 

    魏宇明（2002）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參與社團的目標與成就動機

認知越高，對所要達成標的信念會更主動學習與有成就。(Marchese, T. 

J. 1990) 於校友對大學評價的研究中，發現大學中最有意義的學習經

驗是課外活動，最能增加個人能力與自信。大學生活能力和自信/社

團活動最能增加能力和自信，且與現今個人生活滿意和事業成功相關。

本研究定義，學校大力推動社團活動能增加學生主動學習意願，尤其

能增加學生參與的幸福感，且在學習投入與未來職涯選擇具相關性。

黃益松、羅麗雲(2007)發現大學生對社團參與有助於課業之表現持正

向肯定的評價反應較高，而未參加社團、參與數量較少及學業成效呈

現退步傾向的大學生對社團參與亦較易有負向的評價反應。 

    根據上述文獻之探討，本研究將社團屬性定義為旅遊系學生在參

與學校所屬課外社團中不同屬性之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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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實習參與 

    校外實習主要目的在於讓學習更具目標導向和活潑生動，使學習

不光只是課堂知識，使技職課程與實際教學更能貼近職場實務，降低

學生在學校學習之技能與業界脫節之情形，藉由實習參與統整校內所

學之理論與職場實務經驗，發揮務實致用的功能，同時，充分利用學

校與業界設備資源，降低訓練成本，培養出所需要之人才。目前相關

政府教育部門的當務之急是推動技職教育的改革，並依據教育部 106

年所訂「技術及職業教育法」及「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相關內容，訂定校外實習相關辦法保障學生安全。比較以往傳統式的

教學方法已不再符合當今企業及社會之需求，惟有滿足學生的學習欲

望及企業的用人需求，才能適應現代政經環境的快速變遷。其中尤以

實習制度的推動，最容易因應各項變化，進一步而言，學校若能藉由

與實習企業的合作，補充課堂上教學的不足。 

    校外實習是提供學生進入工作職場的一個見習機會，讓學生能將

學校所學知識實際應用在真實職場上，也是屬於實務領域訓練的一部

份。Michael（2004） 指出 1970 早期起，學生在教育過程中獲得的

實務經驗就不斷的被提議應加入教學評鑑中。從生涯規劃的方向來看，

大學生正處於職業準備階段，透過企業界實習正符合了就業準備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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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歷程，於學生畢業後職涯發展具更高的工作能力與工作機會。論企

業觀點，學生參與校外實習，可增加企業人才的需求，並儲備未來人

力的資源，透過產學合作獲得新穎的經營技術，並進而改善經營效

率。  

 

2.4 實習成效 

    Zopiatis（2007）研究發現，參與企業實習學生中，有業者提出

了，成績較差的學生，反而待在業界的時間較久。王曉萍、高毓秀(2007)

學者在研究中提出五專護理科學生在校課程修課成績低於 80 分之護

理科學生，臨床實習學習困擾高於「85 分以上」之護理科學生。而

實習成績較高之護生，臨床實習學習困擾也較低。觀光技職教育蓬勃

發展，目前台灣多數大學生為了取得餐旅觀光學士學位，學生主動積

極參與業界校外實習課程。陳紫玲、沈進成(2011)，研究發現，學生

對學校的滿意度、企業的滿意度及自我滿意度會正向影響整體實習滿

意度。因此，本研究推論學生在校外實習課程的各項影響因素，會因

為學習投入的不同而有顯著差異。 

    根據上述文獻之探討，本研究將實習成效定義為旅遊係學生在校

外實習過程中所產生的學習效果，經由實習過程中產生積極與消極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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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學習成效。 

 

2.5 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是判斷學生學習成果的指標，衡量成效的目的在使學生

瞭解其自身學習狀況，並做為教師改進教學和學生改善學習的依據

（Guay, Ratelle, & Chanal, 2008）。學習成效指學生在經過實驗教學後，

其實驗者的進步 (陳春安&熊明禮，2006) 。學習動機為學生參與和

投入學習方案的意願，而該意願會影響學習過程中所決定的方向及重

點，由於學生在學習歷程中的自我知覺將決定學習的有效性，並能預

測其個人表現的優劣程度。（張春興，1996；陳舜文、魏嘉瑩，2013；

劉政宏，2009）。Ismail et al.(2010)發現高學習動機會有較佳的學習成

效。學生學習成效通常與學生之學術技能、溝通、批判思考、資訊素

養及終身學習等方面之知能有關，而郭美貝、吳朝森、陳盈吉、陳明

宏（2017）對於學習成效之觀點，將學習成效定義為高職學生經由業

界專家協同教學後，對於專業技術的認知及技能將會有所改變。（黃

富順,1974）對「學習成效」下的定義為，學生在學校裡，經由一定

的課程、教材，透過學習後所得的知識與技能，通常是以學校考試成

效或由學業測驗上所獲得的分數代表之。鄭博真、黃靜君（2017）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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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五專護理學生學習成效係為五專護理學生技專高考護理師之模擬

考試成效，評量方法可能影響護理學生的學習取向，王誼綸(2019)

提出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均是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 

 

第三章、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根據文獻理論對學習投入、社團屬性、實習參與對學生學

習成效影響做分析探討，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 

3.1研究架構 

    當旅遊系學生透過課外參與社團屬性不同、校外參與實習屬性不

同進行學習時，是否會因為社團與實習屬性不同時，影響學生們的學

習成效，進一步將促使學生在專業技術學習時，是否對於學習成效有

所提升，校園生活中學生實習參與與社團屬性在學習投入與學習成效

中又扮演何種角色。 

    因此，本研究觀念性架構成立之目的在於探討學習投入、參與社

團屬性、實習參與及實習屬性對學生學習成效影響之研究，進行探討。

本研究之觀念性架構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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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假設架構圖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想瞭解學生於學習投入、社團屬性、實習參與、

學習成效之現況，具體如下： 

本研究樣本以就讀南華大學旅遊管理學系，310 位學級 101 至 104 級

畢業學生作為研究對象，資料來源為南華大學校務資料庫。 

 

3.3 研究設計 

    本研究經由探討學習投入、參與社團屬性、實習參與學生對實習

實習成效 

實習成績 
H5 

參與社團屬性 

學習投入 

修課出席率 

實習屬性 

學習成效 

修課成績 

實習參與 

實習時數 

H1 H2 

H3 

H7 H4 

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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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學習成效相關之文獻，分析各構面間研究之結果，提出以下 7 

個研究假設： 

H1：不同社團屬性對學習投入具有顯著差異關係。 

H2：不同社團屬性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差異關係。 

H3：學習投入對學習成效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H4：學習投入對實習參與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H5：不同實習屬性對實習參與具有顯著差異關係。 

H6：實習參與對實習成效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H7：實習成效對學習成效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3.4 研究變項的操作定義 

    透過前章文獻之探討，本研究茲將六個主要研究變項(學習投入、

社團屬性、實習參與學習成效)探討其操作型定義，並根據操作型定

義加以設計問卷以達到符合本研究之主題，各研究變項之操作型定義

分述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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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問項內容 

構面 問項 答項 

基本 

資料 

學級 

101~102級、103~104級 

實習

屬性 

實習屬性 

文化協會型、旅行社、服務住宿型、

休閒遊憩型 

實習

成效 

實習成績 

0~60、61~80、81~100 分 

實習 

參與 

實習參與 

200、201~400、401~600、601(以上) 

小時 

社團 

參與 

參與社團屬性 

學生學會性社團、學術性社團、文藝

性社團、體育性社團、服務性社團 

學習 

投入 

修課出席率 

0%~85%、86%~95%、96%~100% 

學習

成效 

修課成績 

0~75、76~85、86~100 分 

其他 對此問卷建議 自填（心得）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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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學習投入之概念型定義 

    本研究參考張鈿富、林松柏、周文菁(2012)對於學習投入之觀點，

並依據主題將學習投入係指大學生參與學校課程時，學生藉由想法、

感受與行為，積極投入學校課程參與程度，並維持學習投入動力來

源。 

 

3.4.2 社團屬性之操作型定義 

    社團屬性則參考黃益松、羅麗雲(2007)對於社團參與理論，根據

主題將對社團屬性操作定義為，使用南華大學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

時間至民國 108 年止，共成立 71 個學生自治社團，而本研究將學生

社團共分為五大屬性：有學生學會性社團、學術性社團、文藝性社團、

體育性社團、服務性社團。 

(一) 學生學會性社團包含: 

    學生社團聯合會、畢業生聯合會、原住民文化青年社、境外生聯

誼會、財務金融學系學會、旅遊管理學系學會、企業管理學系學會、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系學會、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學會、生死學系學

會、文學系學會、帅兒教育學系學會、外國語文學系學會、應用社會

學系學會、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學會、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建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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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學系學會、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學會、民主音樂學系學會、資訊

管理學系學會、資訊工程學系學會、自然生物科技學系學會、資訊科

技進修學士班學會、生死學所學會、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成學

會。 

(二) 學術性社團包含: 

    台灣文化研究社、咖啡文化研究社、幻想空間動漫社、福智青年

社、中智佛學社、花草遊戲社、日本文化社、桌上遊戲對決社、彩虹

帄道社、療癒心靈社、鎖定生存遊戲塞、茶米學堂、烘焙研究社、橋

藝社、古風文藝社、百口莫辯辯論社、展翼棲家社、南華好攝、魔術

社、玩股社。 

(三) 文藝性社團包含: 

    飛舞及國標社、熱舞社、火舞藝術表演社、吉他社、熱門音樂社、

聲色合鳴歌唱研究社、管樂社。 

(四) 體育性社團包含: 

    劍道社、鶴法研習社、乒乓球社、網球社、空手道社、排球社、

棒球社、跆拳道社。 

(五) 服務性社團包含: 

    崇德青年社、狗狗 gogo 志工隊、應用社會學系志願服務隊、外

文系志願服務隊、三好學社、young green 環境志工隊、新撫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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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志工隊、野生動物保育社、衛保帝國、一個劇場、資訊志工檸檬

吉他。 

 

3.4.3 實習屬性、實習參與和實習成效之操作型定義 

    實習是大學生對於生涯選擇的模擬過程，這過程可能將影響實習

生的職業選擇與未來生涯發展，對其有深遠之影響。實習課程之設計

首重雙方的互助與互惠，不僅學校對實習機構應給予專業上的支與協

助，另一方面實習機構對於實習學生亦應提供適切的教育訓練內容，

並給予實務作機會與教導相關技術，才能發揮其積極的意義。實習成

效依據何昶鴛、王雅玲(2012)提出觀點，操作定義為參與過校外實習

學生中業者對學生表現給予評分之分數。而實習參與根據白宗易、黃

宗誠、張珈瑛(2012) 對於實習參與之觀點操作定義為，南華大學旅

遊系學生經由參與學校規範的校外合作實習單位，且將實習單位分四

樣屬性，類別為:文化協會型、旅行社、服務住宿型、休閒遊憩型四

項類別進行統計分析。 

(一)文化協會型包含:協會、書房 

(二)旅行社包含:旅行社 

(三)服務住宿型包含:飯店、民宿、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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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休閒遊憩型包含:觀光工廠、遊樂園、農場、休息站、運動中心、

文創園區。 

 

3.4.4 學習成效之操作型定義 

    學習成效則參考郭美貝、吳朝森、陳盈吉、陳明宏（2017）對於

學習成效之觀點，且依據研究主題將學生學習成效定義為，指經過教

育之學生在經歷一段長時間後才能顯現的效果。本研究將學習成效定

義為學習者經過一段時間上的學習，最後去評估是否有達到學習的效

果。 

    學習成效操作內容包含，南華大學旅遊系學生經由參與學校課程。

且學習成效內容為學期課堂總帄均成效，參與課堂為旅遊管理學系開

授課程，包含管理學院基礎課程: 經濟學(一)、會計學(一) 、統計

學(一) 、管理學。觀光英語學程:台灣博物館介紹、旅館業介紹、航

空業介紹、餐旅專業英語、台灣風景介紹、餐飲業介紹、國際會展業

介紹、旅館個案分析、新聞英文。創意旅遊行銷學程:數位多媒體製

作、渡假村經營管理、整合行銷傳播、旅行社經營與管理、台灣人文

風情、導遊領隊實務、旅遊傳、微電影製作。旅遊系核心課程:觀光

旅遊學、旅遊運輸管理、航空票務、主題旅遊實務專題、導遊領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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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遊程設計規劃、旅遊產業實習、旅行社經營與管理、旅遊心理學、

旅遊業職業倫理、旅遊產業實務講座。生態旅遊學程:生態探索、生

態解說、生態旅遊、旅遊生態學、國家風景區導覽、生態旅遊行程規

劃。美食旅遊學程:食物品評、世界飲食文化、美食旅遊行程規劃旅

遊餐飲美學、 台灣飲食文化、茶文化與品評、旅遊美食評論。文化

旅遊學程:文化旅遊、世界文化遺產導論、宗教旅遊、社區營造專論、

世界觀光文化、台灣文化遺產導論、藝術導論、文化創意產業、國際

禮儀、 鐵道旅遊、建築文化導論、原住民族文化產業、博物館導論、

主題旅遊行程規劃。運動觀光學程:台灣民俗體育概論、 運動營養與

身體保健、自行車旅遊、 運動科學概論、武陣文化概論、運動遊憩

概論、運動專長訓練實習(I)、 運動專長訓練 實習(III)、運動專長

訓練實習(V)、運動專長訓練實習(VII)、運動專長訓練實習(II)、運

動專長訓練實習(IV)、運動專長訓練實習(VI)、運動專長訓練實習

(VIII)。旅遊管理專業學程:溝通與表達、解說導覽實務、休閒農場

經營管理、渡假村經營管理、旅遊事業行銷管理、旅遊事業財務管理、

旅遊票務定位實務與操作、餐旅服務管理、民宿經營與管理、會展管

理、旅遊事業人力資源管理、餐旅業經營與管理。外語課程:航空業

英文、導遊英文、英檢英文、旅館餐飲業英文、用英語介紹台灣風景、

多益測驗 (TOEIC)、用英語介紹台灣食物、英語簡報、用英語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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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博物館、英語電子郵件寫作、台灣文化產業介紹、高階英文閱讀

與寫作、托福測驗 (TOEF)、旅遊日文(一)、旅遊日文(三) 、旅遊

日文（五）、旅遊日文(二)、旅遊日文(四)。 

 

3.5 研究工具 

    本節使用 SPSS 18 版統計分析軟體，針對正式的資料進行編碼、

輸入電腦進行分析，依據研究目的及假設檢定之需要，分別使用適當

之分析方法檢定其結果。分析方式包含：敘述性統計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異數分析、相關分析、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茲分

述其統計方式之內容如下：  

3.5.1 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使用描述性統計分析法中的帄均數、標準差、次數分配及

百分比數值，以了解資料分布情形，做為基本分析依據。針對調查者

的資料來進行分析整理，帄均數代表資料的集中程度，因此可視為大

多數的受試者多數人之意見。百分比是一種較次數分配更為客觀的數

值，百分比愈高代表此問項較多受訪者覺得認同。標準差代表資料的

離散程度，也就是每個樣本與帄均值的遠近程度，標準差越大代表調

查者的意見分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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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差異分析 

    本研究使用差異分析方法有卡方檢定、獨立樣本 t檢定以及單因

子變異數分析，此三項差異分析。 

 

3.5.2.1 卡方檢定 

    卡方獨立性檢定適用於分析兩組類別變數的關聯性。同一樣本中，

兩個變項的關聯性檢定，也就是探討兩個類別變項(例如：學級和社

團屬性)之間，是否為相互獨立，或者是有相依的關係存在，若是達

到顯著，則需進ㄧ步查看兩個變項的關連性強度。觀察值與期望之差

異之總和，若差異越大則表示兩變數之間越有關聯性，越容易顯著。 

3.5.2.2 獨立樣本 T 檢定 

    獨立樣本 T 檢定是針對比較兩組不同樣之比較，了解兩組獨立

樣本之間是否存在差異。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檢定來分析學級分別在 

實習屬性、實習參與、社團屬性、學習投入以及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

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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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3 單因子變異數分析 

    如需進行三組以上之帄均數的顯著比較時，則應該用單因子變異

數分析，並進採用事後檢定進行比較，判斷是否有顯著差異。本研究

則是以 ANOVA 分析學生參與社團屬性對學習投入、學習投入對實習

參與、實習屬性對實習參與及實習屬性對實習參與之差異。 

 

3.5.3 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為了檢測變數之間的關聯性，本研究採用皮爾森績差分

析用來探討變數之間是否具有線性關係，以及相關性的方向與強度，

適用於變數皆為屬量變數的情況。若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絕對值較大，

則表示彼此相互共變的程度較大。 

 

3.5.4 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是用來觀察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之相互關係，是否存在

某種線性或非線性關係的一種統計分析方法，及用來衡量自變數，能

夠預測依變數的程度，透過迴歸模型的建立，可以推論和預測研究者

感興趣的變數。本研究將此用迴歸分析分為簡單線性迴歸以及多元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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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兩類，分類如下: 

(1)簡單線性迴歸: 利用單一自變數(x)去預測一個依變數(y)。 

(2)多元迴歸的目的是以多個自變項預測一個應變項，分析各自變項

對應變項「獨立影響」的程度；同時具備篩選自變項的能力，從而發

展、檢定多個包含不同自變項的模式。多元迴歸分析是由 Pearson(1908)

所提出， 在傳統古典統計學教科書上，都把這項觀念作為統計的最

高技術，實務上，也是建構各種多變項模型的基礎、扮演最重要的技

術角色。 

 

第四章、研究結果 

4.1 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旨節針對所蒐集到的就讀旅遊系畢業之學生進行人口背景變

項分析，以下分別對年級、實習屬性、實習成效、實習參與、參與社

團屬性、修課出席率及修課成效等背景變項進行資料分析。主要特點

如下： （一）學級：調查者中101~102級學生共123名(佔39.7%)，

103~104級學生共187名(佔60.3%)。（二）實習屬性：調查者中參與

服務住宿型實習屬性學生人數居高，有162名(佔52.3%)，其次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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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學生，有80名(佔25.8%)，參與休閒遊憩型學生有49名(佔

15.8%)、最少為參與文化協會型學生共19名(佔6.1%)。（三）實習參

與：調查者中201~400小時人數最高(佔51.3%)，其次是參與0~200小

時有92位(佔29.7%)，601以上小時人數有21名(佔12.3%)，401~600

小時人數最少有21名(佔6.8%)。（四）實習成效：調查者中81~100

分人數最高有246名(佔79.4%)，其次為61~80分有59名(佔19%)，最低

為 0~60分有5名(佔1.6%)。（五）社團屬性：調查者中參與學術性社

團人數最高有86名(佔27.7%)，其次是學生學會性社團有67名(佔

21.6%)，參與體育性社團有 57名(佔18.4%)，參與文藝性社團有

56名(佔18.1%)，最低是服務性社團有44名(佔14.2%)。（六）修課總

成績：調查者中以獲得76~85分人數最高有192名(佔61.9%)，其次為

86~100分有96名(佔31%)，最低為0~75分有22名(佔7.1%)。（七）修

課出席率：調查者中以86%~95%人數最高，有15名(佔50%)，其次為

96%~100%有145名(佔46.8%)，最低為0%~85%有10名(佔3.2%)。分析如

表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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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樣本敘述性統計彙整表 (樣本數 = 310) 

構面 類別 答項 人數 百分比 

基本 

資料 

學級 

101級~102級 123 39.7% 

103級~104級 187 60.3% 

實習 

屬性 

實習 

屬性 

文化協會型 19 6.1% 

旅行社 80 25.8% 

服務住宿型 162 52.3% 

休閒遊憩型 49 15.8% 

實習 

參與 

實習 

時數 

0~200小時 92 29.7% 

201~400小時 159 51.3% 

401~600小時 21 6.8% 

601以上小時 38 12.3% 

實習

成效 

實習 

成績 

0~60分 5 1.6% 

61~80分 59 19.0% 

81~100分 246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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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樣本敘述性統計彙整表(續) (樣本數 = 310) 

社團 

參與 

社團 

屬性 

學生學會性社團 67 21.6% 

學術性社團 86 27.7% 

文藝性社團 56 18.1% 

體育性社團 57 18.4% 

服務性社團 44 14.2% 

學習 

投入 

修課 

出席率 

0~75分 22 7.1% 

76~85分 192 61.9% 

86~100分 96 31.0% 

學習

成效 

修課 

總成績 

0%~85% 10 3.2% 

86%~95% 155 50.0% 

96%~100% 145 46.8%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4.2 差異分析  

    本旨節在探討不同學級學生對實習屬性、實習參與、社團參與、

實習成效、學習投入與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差異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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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學級對各構面之差異分析 

    本研究根據樣本資料，將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來對各構面進行分

析，以了解不同學級對實習參與、實習成效、學習投入以及學習成效

等四樣構面是否存在差異，結果由表 4.2 所示:。 

 

表 4.2 不同學級對各構面之差異分析表 

註：*p＜0.05 。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構面 學級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差異比較 

實習 

參與 

101~102級 123 2.05 1.015 0.487 0.627 
無顯著差

異 103~104級 187 1.99 0.864 

實習 

成效 

101~102級 123 2.77 0.458 -0.159 0.874 
無顯著差

異 103~104級 187 2.78 0.452 

學習 

投入 

101~102級 123 2.38 0.536 -1.386 0.167 
無顯著差

異 103~104級 187 2.47 0.571 

學習 

成效 

101~102級 123 2.21 0.562 -0.684 0.494 
無顯著差

異 
103~104級 187 2.26 0.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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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統計分析資料顯示，在實習參與、實習成效、學習投入以及

學習成效四個構面所得到之p值均超過0.05，因此可以得知不同學級

在這四個構面並無顯著差異。 

 

4.2.2 學級對實習屬性、社團屬性之差異分析 

    本研究根據樣本資料，將使用卡方檢定來對學生學級、實習屬性、

社團屬性構面進行差異分析，檢視構面之間是否有差異存在；卡方檢

定前提假設，所有的變項為類別變項，樣本為獨立變項。本研究將學

級、實習屬性設為類別變數，學級分為兩類，且實習屬性分類四類而

類別變數使用差異分析之檢定方法為無母數統計學的交叉分析，分析

如表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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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不同學級對實習屬性之差異分析表 

 

實習屬性 

總和 

文化 

協會型 旅行社 

服務 

住宿型 

休閒 

遊憩型 

學級 101~102級 個數 
8 15 69 31 123 

期望個數 
7.5 31.7 64.3 19.4 123.0 

103~104級 個數 
11 65 93 18 187 

期望個數 
11.5 48.3 97.7 29.6 187.0 

總和  個數 
19 80 162 49 310 

期望個數 
19.0 80.0 162.0 49.0 310.0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如隨機狀態，兩構面獨立，機率將兩相乘算出期望個數，依照隨

機率機將無母數統計： 不受特定母體分配限制、不一定推論母體中

特定參數、 推論時所使用的抽樣分配通常與母體分配無關。如與期

望值差不多而r值較小，p值會很大，因此不顯著；但期望個數與實際

個數差距越大，而卡方值越大，p值會越小，因此呈顯著關聯。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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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中發現，文化協會型與服務住宿型期望值與實際個數差距小，而

旅行社與休閒遊憩型期望值與實際個數差距大，可知不同年度學生選

擇實習屬性有不同感受差異性，103~104級學生選擇旅行社明顯高於

101~102級；相反的選擇休閒遊憩型101~102級學生高於103~104級。 

表 4.4 不同學級對社團屬性之差異分析表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4.4得知，卡方p值未達顯著差異，因此不同學級對社團屬性

 

社團屬性 

總和 

學生 

學會性

社團 

學術性

社團 

文藝性

社團 

體育性

社團 

服務性

社團 

學級 
 101~102級 個數 

20 35 24 23 21 123 

期望個數 
26.6 34.1 22.2 22.6 17.5 123.0 

103~104級 個數 
47 51 32 34 23 187 

期望個數 
40.4 51.9 33.8 34.4 26.5 187.0 

總和  個數 
67 86 56 57 44 310 

期望個數 
67.0 86.0 56.0 57.0 44.0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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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不顯著關係，在學生選擇社團屬性方面，參與學生學會性、服務性

學生與實際個數和期望個數具顯著差異，但差異並未通過統計學顯著

測驗，故目前無證據解釋在不同學級學生選擇社團性不一樣。 

 

4.2.3 社團屬性對學習投入之差異分析 

    本研究根據樣本資料，了解不同社團屬性對學習投入是否存在差

異，並使用單因子變異數分析來對各構面進行分析，先進行 Levene

變異數同質性分析檢定後發現，構面皆為變異數同質，符合 ANOVA之

基本假設，故參考 ANOVA表之依變項上之 F檢定後發現，「社團屬性」

與「學習投入」未達統計顯著差異（p ＞0.05），兩構面無顯著差異，

故研究假設，社團屬性對學習投入具有顯著影響關係，研究假設 H1

不獲得支持，結果由表 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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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社團屬性對學習投入之差異分析表 

 

構

面 
社團屬性 

變項 

人 

數 

 

 

變異數 

同質性檢定 同 

質 

性 

 

ANOVA 

事後 

檢定

LSD

或 

Tamhan
e’s T2  

Leneve 
F 

統計量 

 

P 值 

 

F 值 

 

P 值 

 

學

習

投

入 

 

(1)學生學會性社團 
67 0.733 0.570 

同 

質 

 

0.733 
0.570 無顯

著差

異 

(2)學術性社團 86 

(3)文藝性社團 56 

(4)體育性社團 57 

(5)服務性社團 44 

註：*p＜0.05 。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4.2.4 社團屬性對學習成效之差異分析 

    本研究根據樣本資料，了解不同社團屬性對學習成效是否存在差

異，且使用單因子變異數分析來對各構面進行分析，先進行 Levene

變異數同質性分析檢定後發現，構面皆為變異數同質，符合 ANOVA

之基本假設，故參考 ANOVA 表之依變項上之 F 檢定後發現，「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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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與「學習成效」未達統計顯著差異（p ＞0.05），兩構面呈現

無顯著關係。本研究假設為社團屬性對學習成效無顯著影響關係，故

研究假設 H2 不獲得支持，結果由表 4.6 所示: 

表 4.6 社團屬性對學習成效之差異分析表 

 

構

面 社團屬性變項 

人 

數 

 

 

變異數 

同質性檢定 同 

質 

性 

 

ANOVA 

事後 

檢定

LSD或 

Tamhan

e’s T2  

Leneve F 

統計量 

 

P 值 

 

F 值 

 

P 值 

 

學

習

成

效 

 

(1)學生學會性社團 67 1.184 0.318  
同 

質 

 

0.686 0.602 
無顯著

差異 (2)學術性社團 86 

(3)文藝性社團 56 

(4)體育性社團 57 

(5)服務性社團 44 

註：*p＜0.05 。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4.2.5 實習屬性對實習參與之差異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異數分析來探討不同學習投入對實習參與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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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差異情形。先進行 Levene 變異數同質性分析檢定後發現，不同

的實習屬性對實習參與有顯著差異；而「實習屬性」與「實習參與」

皆達統計顯著差異（p ＜0.05），符合 ANOVA 之基本假設，故參考

ANOVA 表之依變項上之 F 檢定後，進而進行 LSD 事後檢定，由表

4.7 得知學生在實習成效表現，參加休閒遊憩型實習學生高於文化協

會型與服務住宿型實習學生。本研究假設為實習屬性對實習參與具顯

著影響關係，故研究假說 H5 獲正面支持，結果由表 4.7 所示: 

表 4.7 實習屬性對實習參與之差異分析表 

 

構

面 

 

實習屬性變項 人 

數 

 

變異數 

同質性檢定 同 

質 

性 

 

ANOVA 

事後 

檢定 LSD 或 

Tamhane’s T2  

Leneve F 

統計量 

 

P 值 

 

F 值 

 

P 值 

 

實

習

參

與 

(1)文化協會型 
19 0.942 0.420 

同

質 

2.748 0.043 (4)＞(1),(3) 

(2)旅行社 
80 

(3)服務住宿型 
162 

  

(4)休閒遊憩型 
49 

  

註：*p＜0.05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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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相關分析 

    在進行迴歸分析前，本節先對習投入、實習參與、實習成效、社

團屬性以及學習成效五個構面進行皮爾森相關分析來驗證個構面相

關性，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4.8 所示:  

表 4.8 各構面相關分析表 

構面 學習投入 實習參與 實習成效 社團屬性 學習成效 

學習投入 
1     

實習參與 
0.112* 1    

實習成效 
- 0.038 0.001 1   

社團屬性 
- 0.023 0.016 - 0.49 1  

學習成效 
0.741** 0.029 - 0.19 0.016 1 

 

註：*p＜0.05 ，**p＜0.01，***p＜0.001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經分析結果得知，學習投入對於實習參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p

＜0.05)，學習投入對於學習成效呈現顯著的正相關(p＜0.01)，表示

研究對象中認為學習投入能夠直接反應在實習參與上，是說明了在學

校課程參與越積極者，在實習參與也相對積極。學習投入越高者在學

習表現上成果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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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迴歸分析 

    為了解學生「學習投入」、「實習成效」對於「學習成效」進行

複迴歸分析，以檢定自變數對依變數之間的影響程度，以驗證研究假

設。研究假設為:H3：學習投入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影響關係。H7：

實習成效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影響關係。 

    從迴歸分析表表 4.9 可得知，「學習投入」、「實習參與」對「學

習成效」呈現顯著影響；「學習投入」之標準化係數 β= 0.741，顯著

性為 0.000，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學習投入對學習成效具有正向影響

關係，故假設 H3 獲得支持； 「實習成效」之標準化係數 β= 0.009，

顯著性為 0.818，未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實習成效對學習成效不具有

正向影響關係，故假設 H7 獲不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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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學習投入、實習成效對學習成效之迴歸分析表 

自變數 依變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顯著性 

β 分配 

學習投入 

實習成效 

學習成效 0.741 

0.009 

19.314 

0.230 

0.000 

0.818 

R
2 0.549    

調整過後的 R2 0.546    

F 值 186.636    

註1：N=310 

註2：*p＜0.05 ** p＜0.01 *** p＜0.001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4.10來看，實習成效採用內容為實習成績，而實習對同學來

說只是一門課程，所以在最後學習成效，比例佔據不大，因此實習成

效對學習成效無顯著影響；而學習投入對學習成效方面，顯著水準，

達統計顯著差異（p ＜0.05），可推測帄時學習投入越高，最後顯現

學習成效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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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假設驗證 

    本研究主要探究南華大學旅遊系學生於學習投入、社團屬性、實

習參與、學習成效之現況與關係，由圖 4.1 可得知，學生對於從事學

習投入與學習成效（β=0.741，p＜0.001）、學習投入與實習參與

（β=0.112 ，p＜0.050），社團屬性對實習參與（p＜0.050）此研究結

果證實，學生在學習投入度越高，在學習成效與實習參與反應則越

高。 

圖 4.1 結果分析圖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實習成效 

實習成績 

P=0.043* 

參與社團屬性 

學習投入 

修課出席率 

實習屬性 

學習成效 

修課成績 

實習參與 

實習時數 

β= 0.741*** 

β=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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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分析 

 

    本章將歸納研究之結果及發現，將結論予以說明並提出研究建議，

以供南華大學管理學系學生之參考，並提出後續研究建議，以供未來

研究者繼續研究之方向及思考之議題。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南華大學管理學系學生做為研究樣本進行探討，探討南

華大學旅遊系學生於學習投入、社團屬性、實習參與、學習成效之現

況與關係並依據研究的架構發展出 7 個研究假設，透過校務資料庫調

查法蒐集樣本資料，並以統計分析方法:敘述性統計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異數分析、相關分析、迴歸分析加以驗證。依據樣本

資料統計分析結果，本研究之研究假設與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5.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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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研究結果整理 

研究假設 結果驗證 

H1：不同社團屬性對學習投入具有顯著差異關係。 不成立 

H2：不同社團屬性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差異關係。 不成立 

H3：學習投入對學習成效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成立 

H4：學習投入對實習參與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成立 

H5：不同實習屬性對實習參與具有顯著差異關係 成立 

H6：實習參與對實習成效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不成立 

H7：實習成效對學習成效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不成立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學生人口變項於學習投入、社團屬性、實習

參與、實習成效、學習成效之現況。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了解各項

構面的主要內涵，並參考各學者提出之觀點與研究結果編制研究假說，

依而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綜合上述進行統計軟體分析後，得到之研

究結果分項說明如下: 

1. 學生學習投入對學習成效具有正向呈現顯著，可知參與校務課程

出席率越高的學生，在學習上較積極。 

2. 學生學習投入對實習參與具有正向呈現顯著，得知學生在參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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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課程對課程投入越高，在實習參與度也越高。 

3. 參與不同校外實習屬性之學生對實習參與呈現顯著關係，學生依

據個人偏好，選擇實習屬性，故實習投入越高與最後成果不具正

相關係。 

    根據以上結果，得知此研究母體裡，學生在學習投入的過程中，

對學校課程參與的出席率越高，學習上相對積極，對學期成績的追求

度較高；而出席率越低之學生對學期成績較為無追求，且對學校課程

無投入動力。可知學習投入高的學生不論在學校課程上或是實習參與

上，都明顯比成績較低學生來的上進。學生在選擇適合的實習單位時，

依據自己的興趣喜好選擇屬性，固然在實習過程中熱忱度與投入度較

高，而最後的獲得的實習成績也相對較高，可知實習屬性對實習成效

有影響關係。過去學者陳逸年(2020)表示「只要孩子學會學習，學科

的成績也會變好。」這句話透露了，每位學生自己都該負起自主學習

的責任。 

    依據此研究，學生可藉由不同的學習計劃，擬訂出對自身有效的

學習方法。自覺該做就去做，堅持到底，並且要求高品質，對往後的

學習成效有更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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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 

    本研究的受試者參與年級為 101-104級，可能因為樣本數較少和

研究資料不多，相對明顯看到在實習調查上受限。本研究屬於純量化

的研究方式，建議後續研究者在問卷中可多加入些質性描述深入訪談

受試者，進行比對探討，相信能有更深入的分析與見解，並可以擴大

研究對象及範圍，可針對不同學校各科系學生著手調查，探討將有何

影響，並可更充實研究結果的嚴謹度及價值。 

    本研究在分析實習成效上，並未針對業者對學生的滿意度做調查，

建議後續研究者，未來在探討相關議題上，可採取業者對學生實習的

滿意度，加以進行探討。也可採取實驗設計法，抽取相同年級相同科

系兩班學生，一班以進行職場體驗教學，一班尚未進行，或者是進行

職場體驗教學前以及職場體驗教學後等進行分析，以其更全面了解職

場體驗教學對於學生將有何影響及幫助；或者是實驗參與社團前以及

職參與社團後後等進行分析，以其更全面了解社團參與對於學生將有

何影響及幫助，做深入的分析與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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