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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行銷策略之研究 

一、摘要 

我國高等技職教育因快速擴張而使大學的數量大幅增加，相對而來的少子化問題為私立

大學帶來招生壓力。因此本研究的目為探究現今影響應屆高職(中)學生選擇學校、科系的因

素。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研究將應屆高職(中)學生所重視的考量因素分為學校環境與聲

譽因素、經濟因素、增加就業力因素與教學品質因素等，並根據問卷題項及考量因素加以分

析，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選擇就讀哪所大學及哪個科系，對每位大學生而言十分重要，亦和許多人有關。因此值

得探討高職(中)學生升大學選擇校、系之決定因素。本研究的目為探究現今影響應屆高職(中)

學生選擇學校、科系的因素。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研究將針對應屆高職(中)學生之選擇

學校、科系的考量因素加以分析，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對象 

本計畫係利用網路(手機)問卷調查方式進行研究，針對本校資管系之應屆高職(中)學生為

研究對象。 

 

（二）發展問卷 

1. 專家修正問卷 

本研究將遴選教育界之專家檢視問卷，針對語意、內容措辭及文字等進行修正，以提

高問卷之效度。 

 

2. 前測 

經由專家修正問卷後，進行問卷前測之工作。將回收之問卷計算每個變項的 Cronbach’ 

s α值，以提高本問卷之信度。一般認為 Cronbach’ s α值在基礎研究中需達 0.8 才可接

受，而在探索性研究中，只要達 0.7 即表示該變數有較高的效度，若低於 0.35 則需拒

絕。（Hair et al., 1998） 

 

3. 各題項填答的評定採李克特五點尺度進行衡量。「5」代表非常重要、「4」代表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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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表普通重要、「2」代表不重要、「1」代表非常不重要。問卷調查表草案如下： 

 

請填寫您的基本資料： 

1 您的姓名：_____________ 

2 您的性別：□男   □女 

3 您的學校：____________    科別： __________        年級__________

4 e-mail： 

5 FB 或其他社群帳號： 

請就您選擇學校考量因素的重要性，請在最適當的□打「V」。 

        (5 分為非常重要， 1 分為一點也不重要) 
 

     5 4 3 2 1 

1 學校聲譽好。    □ □ □ □ □ 

2 離家遠近。    □ □ □ □ □ 

3 

學校辦學特色或特殊專案 

(如產學合作、大一不分系、 

 菁英班等)。 

   □ □ □ □ □ 

4 有優秀獎學金。   □ □ □ □ □ 

5 有助學方案。    □ □ □ □ □ 

6 有連續 21 或 32 退學制度。    □ □ □ □ □ 

7 有想要就讀的科系。    □ □ □ □ □ 

8 有資源生相關協助    □ □ □ □ □ 

9 

硬體設備 

(建築物、電腦教室、E 化教室、

圖書館、網路大學、無線網路、

停車場、校內餐廳及商店) 

   □ □ □ □ □ 

10 
校園環境(校地、景緻、藝文活

動、社團活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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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居住環境( 宿舍及校外租賃)。    □ □ □ □ □ 

12 學校周邊生活機能( 交通、商店)         

請就您選擇科系考量因素的重要性，請在最適當的□打「V」。 

        (5 分為非常重要， 1 分為一點也不重要)。 

    5 4 3 2 1 

1 課程標準。 □ □ □ □ □ 

2 專業研究室與設備。 □ □ □ □ □ 

3 師資結構。 □ □ □ □ □ 

4 教師專業能力( 證照)。 □ □ □ □ □ 

5 教學狀況( 品質、要求)。 □ □ □ □ □ 

6 讀書風氣。 □ □ □ □ □ 

7 是否使用原文書。 □ □ □ □ □ 

8 能學到何種專業( 含外語能力)。 □ □ □ □ □ 

9 能取得何種專業證照。 □ □ □ □ □ 

10 導師的輔導與協助。 □ □ □ □ □ 

11 實習與工讀機會。 □ □ □ □ □ 

12 畢業出路。 □ □ □ □ □ 

  

 

 

（三）資料處理與分析 

1. 統計工具：本研究採用 SPSS12.0 中文版視窗之統計分析軟體進行資料處理與分析之工作 

2. 統計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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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敘述統計：採用次數分配、百分比等描述受訪者基本資料。 

（2） 因素分析：用以檢定問卷的建構效度及構面。以因素負荷量大小來判定建構效度之好

壞與各問項之取捨。 

（3） 相關分析：以相關係數衡量兩兩變數之關係強度，係以 Pearson 相關係數分析進行。 

（4）  t 檢定與變異數分析：用以檢視受訪者基本資料與各面向之間的關係。 

 

四、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 樣本基本資料 

本問卷針對資訊管理系 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共發出 151 份，有效問卷為 148 份。在性別

方面，男生人數較多，共 111 人，占總人數的 75%；而女生的人數較少為 37 人，占總人數的

25%。在入學管道方面分為三大類，分別為技優甄試、推薦甄試及登記分發。由表 1 可知技

優甄試的樣本數最少，為 22 人，佔總人數約 15%；而推薦甄試與登記分發的人數較接近，分

別為 68 人與 58 人，約佔總人數的 46%與 39%。 

 

表 1 樣本基本資料 

 變項 人數 百分比 總人數 

 性別 男  111  75  148 

 女  37  25  

 入學管道 技優甄試  22  14.86  148 

  
推薦甄試  68  45.95 

  
登記分發  58  39.19 

 

 

(二) 信度分析 

本研究整體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值為 0.93。此問卷的 Cronbach's Alpha 值大於

0.9，所以信度為優良。 

 

(三) 新生考量校、系選擇重要性的現況 

問卷的重要性分數值域為 1~5 分之間，若以各因素重要性而言，如表 2 及表 3 中所顯示

分數範圍落在 2.99~4.33 之間。其中選擇學校之重要性以「硬體設備」得分最高（M＝4.27）；

其次是「校園環境」（M＝4.19）；再者為「有想就讀的科系」（M＝4.12）；得分最低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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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退學制度」（M＝2.99）。若以選擇科系之重要性來看，則以「畢業出路」得分最高（M

＝4.33）；其次是「導師輔導協助」（M＝4.19）；再者為「取得專業證照」（M＝4.13）；

得分最低的是「使用原文書」（M＝3.09）。由上可知，現今高中畢業生在選擇學校科系時非

常重視學校的環境與設備，當然現實面的畢業出路更是最重要的考量因素。另外，值得一提

的是在選擇學校重要性的第一項「學校聲譽」和第四項「有優秀獎學金」上，參加甄試(技優

及推薦)學生所評定的重要性皆比參加聯合登記分發學生來的高。這二項的重要性在採取不同

管道入學的學生中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不同(p<0.05)，如表 4。 

 

表 2 選擇學校考量重要性分析結果 

 選擇學校考量 平均數(M) 標準誤(SE) 排名(R) 

  學校聲譽好 4.09 0.064 4 

  離家遠近 3.34 0.104  

  學校辦學特色 3.68 0.079  

  優秀獎學金 3.75 0.085  

  助學方案 3.89 0.086  

  有退學制度 2.99 0.100  

  有想就讀科系 4.12 0.077 3 

  資源生相關協助 3.71 0.089  

  硬體設備 4.27 0.072 1 

  校園環境 4.19 0.075 2 

  居住環境 3.89 0.088  

  校園周邊生活機能 4.09 0.08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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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選擇科系考量重要性分析結果 

 選擇科系考量 平均數(M) 標準誤(SE) 排名(R) 

  課程標準 3.94 0.073  

  專業研究室與設備 4.05 0.070  

  師資結構 4.05 0.074  

  教師專業能力 4.11 0.074  

  教學狀況 4.12 0.072 4 

  讀書風氣 3.92 0.072  

  使用原文書 3.09 0.097  

  學習專業能力 3.79 0.078  

  取得專業證照 4.13 0.078 3 

  導師輔導與協助 4.19 0.069 2 

  實習與工讀機會 4.12 0.084 4 

  畢業出路 4.33 0.070 1 

 

表 4 選擇學校考量重要性不同入學管道分析結果 

 選擇學校考量 平均數(M) 標準誤(SE) P 值 

 學校聲譽好   0.017*

  技優甄試 4.32 0.138  

  推薦甄試 4.19 0.094  

  聯合登記 3.86 0.103  

 優秀獎學金   0.012*

  技優甄試 4.14 0.178  

  推薦甄試 3.90 0.128  

  聯合登記 3.47 0.135  

*變異數分析 F 檢定之 P 值<0.05 

 

(四) 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主成份方法抽取共同因素，並用最大變異法進行因素轉軸，以下所呈現是轉軸

後因素負荷量。首先對選擇學校考量進行因素分析，其分析結果如表 5，共萃取出二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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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解釋的變異量為 58.03%，命名為經濟因素及學校設備與環境因素。其因素負荷量在.5

以上之題項均予以保留，故將題項六(有退學制度)刪除。 

再者針對選擇科系考量進行因素分析，其分析結果如表 6。其面向可分為二個因素，累

積的解釋變異量為 67.43%，分別命名為增加就業力因素及教學品質因素。其因素負荷量均在.5

以上，故所有題項均予以保留。 

 

表 5 選擇學校考量因素分析結果 

 變項                                 抽取的因素 

 選擇學校考量 學校環境與聲譽 經濟 

  學校聲譽好 0.526  

  有想就讀科系 0.696  

  硬體設備 0.774  

  校園環境 0.798  

  居住環境 0.703  

    校園周邊生活機能 0.750  

  離家遠近  0.606 

  學校辦學特色  0.801 

  優秀獎學金  0.812 

  助學方案  0.829 

  資源生相關協助  0.643 

    解釋的變異量(%) 44.41 13.62 

    累積的解釋變異量(%) 44.41 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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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選擇科系考量因素分析結果 

 變項                                  抽取的因素 

 選擇科系考量 增加就業力 教學品質 

  學習專業能力 0.646  

  取得專業證照 0.812  

  導師輔導與協助 0.852  

  實習與工讀機會 0.804  

  畢業出路 0.772  

  讀書風氣 0.507  

  課程標準  0.833 

  專業研究室與設備  0.693 

  師資結構  0.772 

  教師專業能力  0.601 

  教學狀況  0.762 

  使用原文書  0.645 

    解釋的變異量(%) 55.96 11.48 

    累積的解釋變異量(%) 55.96 67.44 

 

 

(五) 校、系選擇因素之相關情形 

 主要以朱經明（2007）為解釋相關程度的依據。首先經濟因素與教學品質因素相關係數

為 0.41(如表 7)，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兩者之間呈現低度正相關。而經濟因素與學校

環境因素、就業力因素之相關係數皆為 0.53，呈現中度正相關；而學校環境因素與就業力因

素之相關係數皆為 0.582，也呈現中度正相關。表示學生相信學校的設備、聲譽也是提升其就

業力的因素，而且愈重視經濟因素的學生，也愈重視學校的設備、聲譽及增加其未來就業的

能力。 

 此外，教學品質因素與就業力因素相關係數為 0.673，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兩者

之間呈現中高度正相關。表示愈重視就業力因素也會愈重視教學品質，也就是學生相信系所

的教學品質應是提高其就業能力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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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校、系選擇因素之相關矩陣 

相關係數矩陣 

  學校環境因素 經濟因素 就業力因素 教學品質因素 

學校環境因素 1    

經濟因素 0.530** 1   

就業力因素 0.582** 0.530** 1  

教學品質因素 0.583** 0.410** 0.673** 1 

**P<0.01 

 

五、結論與建議 

首先現今大學新生入學選擇科系時即開始重視就業力面向。在台灣經濟不景氣與高失業

率的情況下，學生也感受到就業的壓力，希望在學期間增加其就業力與軟實力(專業證照)，

以便在畢業後即可以找到好工作，而不是成為失業率當中的一員。本系在設備、課程設計、

師資陣容等方面，皆能與時俱進，跟上產業界的腳步，並且與之互動；像是聘請有實務經驗

的老師，配合社會趨勢，適時調整課程，並增加產學合作及學生之實習經驗，期待能符合學

生需求，增加招生競爭力。 

再則本校的辦學績效與品質，雖在私立科大中頗有聲望，仍然建議本校須善用媒體、網

路等管道宣傳本校各系的特色，藉以增加曝光率並吸引學生及家長注意力，使學生選擇本科

系為其優先選項。另外優秀獎學金對招攬參加技優甄試與推薦甄試的學生，亦為可以努力的

項目之一，畢竟經濟因素的考量亦是影響選擇學校的重大因素。經濟因素與學校環境因素、

就業力因素之相關係數皆為 0.53，呈現中度正相關，表示學生除了相信學校的設備、聲譽是

提升其就業力的因素，而且愈重視經濟因素的學生，也愈重視學校的設備、聲譽及增加其未

來就業的能力。 

 最後對於未來研究的建議，本研究只針對資訊管理系新生之校、系選擇因素進行初步的

探討，後續的研究除了針對不同科系之外，可再加入不同變項加以分析之，如背景變項（家

庭收入、父母親職業等）、個人心理變項等(興趣、生涯規劃等)，也可比較不同科別之高中

生其校、系選擇因素的差異情形，探討不同類型職業學校的學生其選擇校、系的因素是否會

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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