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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原住民族教育應以維護民族尊嚴、延續民族命脈、增進民族福祉及促進族群共榮為

目的。學校應本於多元、平等、尊重之原則，推動原住民族教育，並確保原住民接受各

級各類教育之機會均等，並建立符合原住民族需求之教育體系(摘錄自《原住民族教育

法》)。 

本校為提升原住民族學生課業學習、生活輔導及生涯發展的服務深度與廣度，成立

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以「跨領域」及「結合部落原鄉特色發展」兩大方向，作為推展

主軸，藉由整合校內外專業人力及資源，建置一個有利於原住民族學生學習、成長和發

展的友善環境空間，期許該類學生們獲得資源和協助。 

在《原住民族教育法》與教育部十二年國教架構下，以「成就每一個孩子」為目標，

落實原住民族學生高等教育的受教權。高等教育正規學習歷程的中斷，不僅影響學生個

人的生涯發展，也隱含人力與教育資源的浪費，因此原住民族學生因為志趣不合、經濟

因素、轉學他校或其他因素等等造成休退學原因，皆頗值得探究。故本文將針對本校

107-108學年度原住民族學生休退學因素加以分析，以期了解造成該類學生休退學原因

並作為未來輔導該類學生檢討及調整方向之依據。 

 

二、 資料來源 
提升原住民族的教育水準、落實高教公共性向來為本校持續關注之重要議題，本校

亦持續致力於推動各項原住民族教育之改善措施。為探討原住民學生在教育及學習上

與一般學生是否存在差異，研究分析調查對象為107至108學年度嘉義大學原住民族學

生，並以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休學人數統計表、退學人數統計表、校務研究資訊平台與「大

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niversity Career and Competency Assessment Network,

簡稱UCAN) (https://ucan.moe.edu.tw)為依據，進行研究分析。 

 

三、 分析方法 
(一)問卷調查法 

 

凡本校已註冊入學學生於自請休學、退學、轉學時，需向教務處繳交「休學申

請書」、「退(轉)學申請書」。本校以書面調查形式詢問學生申請休學、退(轉)學

原因，並據此統計分析。 

 

(二)數據分析法 

 

職業興趣探索是學生在「我最喜歡哪些活動」、「我認為自己有哪些特質」、

「我喜歡哪些科目」的認知下，選擇自己認為最適合的項目，以找出對不同職涯類

型(16種)的興趣強弱，作為未來發展就業途徑的基石。PR值以75作為判斷在此職涯

類型的興趣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標準(代表在團體中可以勝過75％的人) ，並且符

合系所建議的職涯類型。 

 

四、 結論 
透過教務處進行的「休學申請書」及「退(轉)學申請書」問卷調查電算中心統計，

於107學年度全校原民生共175位，當學年度原民生新增辦理休學共19位，為當學年全校

原民生人數的10.86%，其休學原因依序為「其他」(37%)、「志趣不合」(21%)，其次是

「學業成績」及「工作」兩只皆占11%，「兵役」、「出國」、「傷病」及「家人傷病」

https://ucan.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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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皆占5%；由於其他因素中的7位，備註皆為工作，故全數納入「工作」因素重新統計，

故更新占比當學年休學第一主因為工作因素(占比48%)，其第二因素次為志趣不合(占比

21%)，第三因素為學業成績(占比11%)，最後為傷病、家人傷病、出國及兵役皆占比5%(各

1位)。 

 

108學年度全校原住民族學生共182位，當學年度新增辦理休學共13位，為當學年全

校原民生人數的7.14%。其休學主要原因為「其他」(84%)，其次為「學業成績」及「傷

病」，兩者占比8%；由於其他因素中的11位，10位備註皆為工作，故則將其納入「工作」

因素重新統計後，更新占比當學年休學主要因素為「工作」(占比77%)，其次為「傷病」、

「學業成績」及「其他」皆占比7.7% (各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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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7學年及 108學年 原民生新辦理休學因素/人數 

  

▲ 107學年 ▲ 108學年 

圖 1 ： 107 學年及 108學年原民生新辦理休學因素占比 

 

107學年度退學人次共17位，為當學年全校原民生人數的9.71%。，其當學年退學原

因含「學期成績連續兩學期2/3學分不及格」占比17%，及「學期成績連續兩學期1/2學

分不及格」占比6%。若將1/2以上學分不及格者，合併歸類為學期成績因素，則當學年

主要退學原因為「休學逾期未復學」(47%)，「學業成績」為第二因素(占比23%)，其次

為「逾期未註冊」及「轉學」(皆占比12%)，「其他」因素占比6%(1位)，未註明其因素。 

 

108學年度退學原民生人數共計14位，為當學年全校原民生人數的8.24%，其退學原

因依序為「休學逾期未復學」(占比43%)、「轉學」(15%)，其次為「學業成績」、「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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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7學年及 108學年原民生退學因素占比 

  

▲ 107學年 ▲ 108學年 

圖 2：107學年及 108學年原民生退學因素占比 

 

依上述統計分析綜觀107及108連續兩學年的休學人數總計32人，其主要休學因素為「工

作」(占比60%)，共計19人。次要因素為「志趣不合」(占比13%)，共計4人，及「學業成績」

(占比9%)，共計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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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7至 108學年 原民生休學因素/人數 

 

    退學人數總計31位學生，其主要退學因素為「休學逾期未復學」(占比45%)，共計14人，

次要因素為「學業成績」(占比16%) 共計5人，「轉學」(占比13%)共計4人，及「逾期未註

冊」(占比10%)共計3人。 

 

圖 4：107至 108學年 原民生退學因素/人數 

 

    因預期了解多數辦理休學之原民生於工作與學業中，選擇工作之因素是否為學業成績

方面相對不理想，而選擇結束學業直接工作。故依上述統計之19位因工作因素辦理休學原民

生學期成績進行分析，其中6位為學期成績兩科以上成績不及格，僅6位學期成績all-pass，

另7位查無105-108學期成績，故依「工作」因素中之學期成績兩科以上不及格學生人數，分

類於「學期成績」因素，則107-108學年因「工作因素」辦理休學人數占比41%，與「學期成

績」辦理休學人數占比28%，為107-108學年原民生辦理休學之兩大主因。 

 

  

  圖 5：107至 108 學年 原民生休學因素/人數         圖 6：107至 108 學年 原民生休學因素占比 

 

另，依據107-108退學因素退學顯示，占比最高之因素為「休學逾期未復學」，該類學

生確實為過去相對較歲規劃主動關心之族群，對於學生休學後的生活狀況與再復學意願較

無法掌握，故確實可能因此錯過學生復學期限，造成原民生就此終止提升教育程度，故建議

未來可針對申請休學之原民生，進行休學後的復學意願關懷，並分享校內現有補助與相關資

源，有效把握休學原民生再復學機會，與真正穩定提升原住民族教育程度。 

 

    接續依就讀學制分析，107至108學年各類學制原民生休退學比率，占比最高的前3學制

依序為博士班(33.33%)、碩士班(31.03)及進修碩士班(38.46%)，其次為學士班(16.9%)及進

修學士班(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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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7-108學年原民生辦理休退學各學制人數      圖 7：107-108學年原民生休退學各學制占比(%) 

 

    進一步比較107學年與108學年本校原民生休退學比率，降低最多的學制別為學士班，從

107學年的13.59%降至108學年的8.47%，共降低5.12%，而進修學士班從107學年的29.41%降

至108學年的25%，共降低4.41%。但碩士班、進修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則比率皆上升。 

 

圖 8：107學年與 108學年原民生各學制休退學占比(%) 

 

    依此顯示透過 107-108學年本校辦理高教深耕計畫，由學務處及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

心等單位規劃各類活動，促進原民生彼此交流關懷，並由原民生導師與同儕輔導員，針對

學業上需要加強輔導的原民生及促成同儕讀書會，相互穩定學業成績，並了解原民生學業

成績資料，建立原民生成績預警制度，提升學習品質與穩定就學。另針對碩士班、進修碩

士班及博士班原住民學生，確實為過往關心輔導較不易觸及之族群與多為在職身分，故未

來可規劃個別關懷項目對象，引導學生善用學校相關資源，與主動關懷學業層面需求輔助

之面相，扶助該類學生穩定就學且順利完成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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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7與108學年各學院辦理休退學原民生占比 

學年度 學院 
休退學 

總人數 
休學人數 退學人數 總人數 學院休退學率 較 107 學年 系所人數分布 學籍人數分布 

107 
農學院 

13 6 7 40 32.50% 
↓19.34% 

景觀 4/木設 3/生農 2/園藝 2/農藝 2 學 8/進學 3/碩 1 

108 5 3 2 38 13.16% 農藝 3/景觀 2/木設 1 學 2/碩 2/博 1 

107 
理工學院 

2 1 1 4 50.00% 
0% 

土木 1/資工 1 進學 2 

108 3 1 2 6 50.00% 土木 3 學 2/進碩 1 

107 
生命科學院 

3 2 1 11 27.27% 
↓10.6% 

食科 2/生資 1 學 1/進學 1/碩 1 

108 2 2 0 12 16.67% 食科 1/生資 1 學 2 

107 
師範學院 

9 5 4 71 12.68% 
↑1.81% 

體健 6/輔諮 2/教育 1 學 3/進學 3/碩 2/進碩 1 

108 10 3 7 69 14.49% 體健 7/教育 1/輔諮 1/幼教 1 進學 6/碩 4 

107 
人文藝術學院 

1 0  17 5.88% 
↑16.85% 

外語 1 學 1 

108 5 3 2 22 22.73% 應歷 3/中文 2 學 3/進學 1/進碩 1 

107 
管理學院 

1 1 0 21 4.76% 
↓0.21% 

生管 1 進學 1 

108 1 0 1 22 4.55% 生管 1 進學 1 

107 
獸醫學院 

1 0 1 11 9.09% 
↓9.09% 

獸醫 1 學 1 

108 0 0 0 13 0% 無 無 

107 
平均休退學率 

17.14% 
↓2.85% 

體健 13/景觀 6/農藝 5/木設 4/土木 4 /輔諮 3/應歷 3/食科 3/生農

2/園藝 2 /生資 2/教育 2/中文 2/生管 2/外語 1 /資工 1/幼教 1/獸

醫 1 108 14.29% 

 

依上表分析兩學年各學院原民生人數及辦理休退學情形，未來可針對休退學人數較多之重點系所 (如體健系、景觀系、農藝系、

木設系及土木系等)，建立固定聯繫管道，利掌握原民生學習情況，適時提供資源與關懷。



 

7 

 

另外在UCAN職業興趣探索中，部分學生在UCAN職業興趣探索的診斷結果PR值(參照全國

常模)小於75，並且不符合系所建議的職涯類型。因此可藉由輔導機制引導學生培養相關興

趣或提供轉系、跨領域學程等相關課程資訊，以減少因志趣不合而休退學的原住民族學生。 

 

表5：107-108學年休退學原民生UCAN職業興趣探索施測結果 

受測者 A生 B生 C生 D生 E生 F生 G生 H生 I生 

系所 

木質材

料與設

計學系 

景觀 

學系 

園藝 

學系 

景觀 

學系 

體育與

健康休

閒學系 

生物資

源學系 

景觀 

學系 

應用歷

史學系 

中國文

學系 

建築營造 
2.9 

(73) 

2.05 

(42) 

0.25 

(2) 

1.75 

(31) 

4.1 

(96) 

3.5 

(89) 

2.35 

(53) 

2.6 

(63) 

2.6 

(63) 

天然資源 

、食品與

農業 

2.6 

(81) 

2.35 

(74) 

1.45 

(43) 

2.6 

(81) 

3.8 

(97) 

4.4 

(99) 

2.6 

(81) 

0.55 

(12) 

2.35 

(74) 

藝文與 

影音傳播 

4.1 

(96) 

2.6 

(71) 

1.15 

(25) 

1.45 

(35) 

5 

(99) 

3.2 

(84) 

2.6 

(71) 

3.2 

(84) 

3.8 

(93) 

企業 

經營管理 

2.35 

(63) 

1.15 

(23) 

0.85 

(15) 

1.45 

(33) 

3.2 

(86) 

2.9 

(79) 

1.15 

(23) 

2.05 

(53) 

3.2 

(86) 

教育 

與訓練 

3.2 

(71) 

2.35 

(41) 

0 

(1) 

2.05 

(32) 

2.05 

(32) 

4.4 

(96) 

3.2 

(71) 

2.35 

(41) 

3.8 

(87) 

金融財務 
2.35 

(68) 

1.15 

(30) 

0.55 

(12) 

1.15 

(30) 

2.6 

(76) 

2.05 

(60) 

2.6 

(76) 

1.15 

(30) 

2.35 

(68) 

政府 

公共事務 

2.9 

(79) 

0.85 

(17) 

0 

(1) 

1.75 

(45) 

2.35 

(63) 

2.9 

(79) 

3.2 

(86) 

1.45 

(35) 

2.9 

(79) 

醫療保健 
2.9 

(75) 

1.75 

(33) 

0.25 

(2) 

1.75 

(33) 

2.05 

(44) 

3.5 

(89) 

1.75 

(33) 

1.45 

(23) 

2.9 

(75) 

個人及 

社會服務 

4.4 

(96) 

1.15 

(13) 

0.25 

(2) 

1.45 

(18) 

2.35 

(42) 

3.5 

(80) 

3.5 

(80) 

2.9 

(62) 

4.4 

(96) 

休閒與 

觀光旅遊 

4.4 

(95) 

2.05 

(31) 

0.85 

(7) 

1.45 

(17) 

2.6 

(49) 

3.5 

(76) 

2.35 

(40) 

2.35 

(40) 

3.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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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 
2.05 

(58) 

0.85 

(21) 

0 

(2) 

2.05 

(58) 

2.9 

(80) 

3.2 

(85) 

1.75 

(49) 

1.15 

(30) 

2.6 

(74) 

司法 

、法律與

公共安全 

2.35 

(49) 

2.05 

(39) 

1.15 

(14) 

1.15 

(14) 

2.9 

(69) 

3.5 

(85) 

1.45 

(21) 

1.15 

(14) 

3.5 

(85) 

行銷 

與銷售 

3.2 

(85) 

0.85 

(19) 

1.15 

(28) 

1.75 

(48) 

2.9 

(80) 

2.9 

(80) 

2.05 

(57) 

1.45 

(38) 

2.35 

(65) 

製造 
3.2 

(88) 

2.35 

(67) 

0.25 

(5) 

1.45 

(38) 

2.9 

(83) 

3.5 

(92) 

1.45 

(38) 

1.15 

(28) 

2.9 

(83) 

科學 

、技術 

、工程 

、數學 

1.75 

(59) 

1.15 

(39) 

0.55 

(17) 

2.35 

(74) 

2.6 

(80) 

3.2 

(88) 

0.85 

(28) 

1.15 

(39) 

1.75 

(59) 

物流運輸 
2.6 

(78) 

1.15 

(26) 

0.25 

(3) 

2.6 

(78) 

2.6 

(78) 

3.5 

(94) 

1.75 

(49) 

1.45 

(37) 

2.35 

(70) 

 

表6: 休退學原民生成績與UCAN職業興趣探索關聯分析 

受測者 A生 B生 C生 D生 E生 F生 G生 H生 I生 

是否符合 

科系專業 
O X X O X O O O O 

休退學年度 107休 

107休 

108退 

(轉學) 

107休 107退 107休 108休 108退 108休 108退 

休退學 

原因 

志趣 

不合

(重考) 

其他

(家務) 

其他

(工作) 
轉學 

其他

(工作) 

健康 

因素 

學期成

績累計

兩次

2/3學

分不及

格 

其他

(工作) 
轉學 

學期成績

all-pass 
X X X O X X X X X 

註：UCAN受測者為大學部日間部學生。 

 

依表6中有進行UCAN職業興趣探索測驗者，其診斷結果PR值(參照全國常模)小於75，且不符

合系所建議之職涯類型共三位學生(B生、C生及E生)，同時學期成績也沒有all-pass。顯示

原民生休退學原因雖自評為「工作」及「家務」，但實際因素推測可能因「志趣不合」而影

響學習意願，造成學期成績不理想而選擇休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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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政策應用與預期結果 
 

原住民族學生相較一般生休學率較高，因此希望藉由校務研究分析原住民族學生休退

學原因。建立原住民族學生基本資料，掌握學生之原住民文化背景，提供相關民族教育推廣，

鼓勵學生參與。持續辦理原住民族學生生活、課業與就業輔導、生涯發展、民族教育課程及

活動等事項，並提供學生工讀機會降低原住民族學生休（退）學率，提升原住民族學生學習

成就。茲就本校原住民族學生休退學原因分述因應對策如下： 

 

(一) 休學逾期未復學： 

1、 離校前關心晤談：協調教務單位將本校原住民族學生辦理休退學的離校流程

納入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使中心原民生導師、行政人員與同儕輔導員可針對

辦理休退學學生進行具文化敏感度的個別晤談並建立紀錄，除掌握學生辦理

休退學之真正原因及後續之人生規劃外，並及時提供建議及替代的解決方案，

以扭轉學生辦理休退學意願。 

2、 離校後定期追蹤：透過資料紀錄，做後續定期聯繫追蹤，掌握休學後的生涯發

展現況，適時提供資源協助，並及早提醒辦理復學事宜，降低休學逾期未復學

的人數。 

(二) 學業成績： 

1、 課業預警機制：透過本校教務單位及電算中心的支援，設置期初預警、期中二

一預警等課業預警機制，再依據資料庫中學生目前的已就讀年數、重補修之期

中成績等指標做適時提醒，降低自請退學或因成績不及格達退學標準或延長

修業年限屆滿被勒令退學的人數。 

2、 原住民族學生個別輔導：針對系所專業必修科目或共同科目媒合課輔師資，培

養學習信心。 

3、 獎勵自主學習：由原資中心及社團主動成立讀書會，並積極向就讀各學制(碩

專班除外)的原住民族學生介紹高教深耕計畫安心就學獎助學金，激發原住民

族學生誘因，一方面刺激學習動力，一方面減輕經濟壓力，安心學習。 

(三) 針對碩士班、碩專班及進修學士班之關懷與輔導： 

1、 增加聯繫頻率：特別增加此三類學制原住民族學生的聯繫頻率，從新生入學開

始建立連結，並透過原住民族家族聚會與其他活動的辦理，強化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與學生的情誼與連結。 

2、 建立固定聯繫管道：依據過去辦理休退學生就讀系所記錄，主動建立與進修部

重點系所(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園藝學系、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食品科學

系、資訊工程學系、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生物事業管理學系等)導師之固

定連繫管道，瞭解學生缺曠課情形及學習表現。 

3、 提供經濟支持：引介生活輔導組的各類型獎助學金及全校全時工讀資源，降低

經濟壓力而減少缺曠課，建構原住民族學生安心就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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