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8月正式上路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全人教育的精神去達到「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核心理念。
其中強調了學生的「自發」、「互動」、「共好」，個體是學習的主要基點，學生應當挑選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並思考
及解決問題，同時在合適的時機使用適當的工具，並學習與人之間的互動，才能有效的與他人溝通，將生活與學習結合方
能成為終生學習者。在大學主要是看學生的自學能力及研究潛力，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後，高中朝向多元學習發展，更
得以在大學審查時看到學生不同面向的表現。因此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立了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
以利大學評估學生高中時期的相關資料。利用本校106學年度到108學年度入學學生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提供之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及本校教務處提供之大學學生學習資料，探討大學學習成效與高中學習歷程兩者間的相關性
以及各地區間大學學習成效與高中學習歷程的情況。進一步，若能利用地理資訊系統，並深入瞭解大學生學習成效與高中
期間成績記錄與出缺席記錄，將可有效協助各學系能以更專一的方式，招收更多符合學系招收目標的新生，也可藉此評估
未來的大學生能夠更適才適所的盡情學習，將可推論此類學生可於大學期間盡情學習。

106至108學年度入學生進行地理資訊系統探討高中學習情形與
大學學習成效之相關性分析-以健康管理學院為例

關宇翔1、李易珈1、駱啓文1、何永全2、黃建寧1

1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2中山醫學大學醫學應用化學系

選用的學生資料為健康管理學院之學生，包含營養學系、公共衛生學系、醫學資訊學系職業安全衛生學系、醫學應用化學
系、應用外國語言學系、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健康產業科技管理學系。首先，將高中端資料分類並整合為兩個部分：
(1) 高中成績 (2) 高中出缺席。將大學端資料分類並整合為三個部分：(1) 大學各學系學生成績 (2) 大學各學系學生有無休退
學狀況 (3)大學各學系學生總習得學分。利用 Chi-Squared Test及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分析高中成績、出缺席
是否與大學成績、休退狀況、總習得學分有相關性，進一步以線性迴歸分析有統計顯著的項目呈現何種相關性。第二部分，
以地理資訊系統分析 (1) 各學系學生之高中生源分布圖 (2) 各學系休退學人數之高中生源分布圖 (3) 各學系學生學期成績優
異(總成績為系排名前25%)之高中生源分布圖。

研究背景與目的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發現，在高中成績與大學成績相關性方面，公共衛生學系的學生當高中成績校 PR 值越高，在大學時期的通識以
外的科目成績也會越高 (p=0.0213)；在高中出席與大學成績相關性方面，醫學資訊學系的學生當高中公假請假堂數越多，
大學時期的通識以外的科目成績是有顯著增加的 (p=0.0406)，另一方面營養學系、職業安全衛生學系、醫學應用化學系、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的學生當高中曠課堂數越多，大學時期的通識成績是有顯著下降的 (p<0.05)；在高中出席與大學休退學
情況的部分，營養學系、醫學資訊學系、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的學生當高中事假請假堂數越多，大學時期的休退學情況
是有顯著上升的 (p<0.05)；在高中成績與大學休退學情況的部分，整個健康管理學院的學生當高中成績越高。利用地理資
訊系統，我們發現健管院學生學期成績優異之高中生源大部分都是分布在台中地區，其次是大台北地區。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

由此研究我們可以發現，高中的學習歷程檔案是與大學的學習成效有相關性的，當各個學系在
徵選學生時，能經由學生的高中歷程來推估大學的學習成果，招募更符合此學系的人才，並讓
學生們更能體現「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的核心素養。

表1.

表10. 高中公假請假堂數與大學非通識課程修課成績之間的相關性表現

估計值 標準誤差 P value

醫學資訊學系 0.0030 0.0015 0.0406*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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