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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蒐集中國文化大學 110 年度應屆畢業生，對畢業後生職涯規劃意向、學生自我學習成果

評比及未來期待，包含畢業後第一份工作的期望薪資、通識課程吸收程度，以及校內資源滿意度等面

向，作為文化大學後續課程規劃及教學優化之參考。 

    調查結果顯示，文化大學 110 年度應屆畢業生以正準備找工作的比例最高；期望薪資的部分，

多數畢業生預期薪資分佈範圍在二萬五千元到四萬五千元之間，占整體八成比例(80.88%)；在核心能

力及職能特質收穫程度此項目，得分前三高分別為「良好個人工作態度(3.41)」、「問題解決能力(3.39)」、

「獨立思辨能力(3.38)」；而應屆畢業生認為自己最具收穫的學習經驗，平均分數前三項為「校內服

務學習(2.86)」、「校外服務學習(2.63)」、「職場倫理課程(2.51)」；校內資源滿意度平均分前三高為系(所)

師生關係(3.37)、系(所)師資陣容(3.33)、系(所)學術與專業表現(3.33)、 系(所)同學關係(3.33) ，平

均分數介於滿意與非常滿意間；推薦學弟妹生職涯服務以「校內、外實習資訊」(59.78%)推薦比例最

高，其次則是「校內、外工讀資訊」(52.28%)以及「面試技巧、履歷健診活動」(51.42%)；調查發

現多數畢業生對於透過全人學習護照而具備五大目標之能力，平均分皆在 4.42 以上。而在全人學習

護照之幫助性、滿意度上也有一定程度的肯定。 

    110 年度應屆畢業生自我的認知成效都達到相當水準，在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之學習成果八項分

類中，僅有少數回答不能瞭解、無法運用者，顯見共科與通識教育在應屆畢業生心中成功的程度。再

進一步觀察，可發現畢業生在人文涵養、文化理解、社會關懷及公民責任方面的自我評估水準高，該

項度可展現出文化大學 110 年度應屆畢業生在人文及道德教育的影響力與努力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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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目的 

    本計劃針對 110 年度應屆畢業生之畢業後生職涯規劃與在校能力培養為調查方向，藉此瞭解文

化大學畢業生生涯預期動向以及在校之學習成果檢核，並分析調查結果以作為文化大學行政與教學規

劃之方向參考。 

 

二、調查對象與內容 

    本調查母體為文化大學 110 年度應屆畢業生，調查結果總計有效樣本 4,510 筆，各學院畢業生

樣本數與比例，請見圖 1 與表 1；各學位畢業生樣本數與比例，請見圖 2 與表 2。 

表 1 各學院畢業生樣本數與比例 

學院 
110 年度畢業生 

樣本數 百分比 

文學院 236 5.23% 

理學院 276 6.12% 

法學院 295 6.54% 

社會科學院 454 10.07% 

農學院 295 6.54% 

教育學院 133 2.95% 

工學院 381 8.45% 

商學院 876 19.42% 

新聞暨傳播學院 498 11.04% 

藝術學院 315 6.98% 

環境設計學院 151 3.35% 

國際暨外語學院 413 9.16% 

體育運動健康學院 187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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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各學院畢業生樣本比例 

表 2 各學位畢業生樣本數與比例 

學位 
110 年度畢業生 

樣本數 百分比 

博士 39 0.86% 

碩士 310 6.87% 

學士 4,161 92.26% 

 

 

圖 2 各學位畢業生樣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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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主要方向在於畢業生之未來生職涯意向、第一份工作期望薪資、在校學習成果評量以及生職

涯活動參與情況等。 

相關內容如下： 

1.畢業後生職涯規劃意向 

2.第一份工作期望薪資 

3.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學習成果 

4.核心能力及職能特質收穫程度 

5.學習經驗收穫程度 

6.校內各項資源滿意程度 

7.推薦學弟妹生職涯服務 

8.全人學習護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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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結果 

1.生職涯規劃意向 

    畢業後生職涯規劃區分三大類，各分類如下， 

(1)投入就業市場(含就業考試、準備自行創業)：占總比例 69.60%，選項包含(01)已找到工作，

準備立即就業 20.64%、(02)正準備找工作 37.65%、(05)準備參加國家級考試或國家級證照

考試 7.67%、(06)準備參加其他就業考試 1.71%、(07)準備自行創業 1.93%。 

(2)繼續深造：占總比例 17.94%，選項包含(03)已準備就讀錄取的國內研究所（含博碩士班）

11.40%、(04)正準備報考研究所 4.17%、(08)申請出國留學、遊學 2.37%。 

(3)其他：占總比例 12.46%，選項包含(09)申請打工度假 0.44%、(10)服兵役 12.02%。 

    由調查數據發現，畢業後的生職涯規劃，以正準備找工作之畢業生最多，占 37.65%，已找到工

作者(20.64%)與服兵役(12.02%)分居人數第二、三高。而已考取研究所準備就讀(11.40%)與準備報

考研究所(4.17%)及將出國留學、遊學(2.37%)者合計占 17.94%，顯見文化大學對於高等人才之培育

有成，近二成之同學將繼續深造。詳細數據請見表 3 與圖 3。 

表 3 畢業生生職涯規劃意向 

畢業後規劃 
110 年度畢業生 

樣本數 百分比 

(01) 已找到工作，準備立即就業 931 20.64% 

(02) 正準備找工作 1,698 37.65% 

(03) 已準備就讀錄取的國內研究所（含博碩士班） 514 11.40% 

(04) 正準備報考研究所 188 4.17% 

(05) 準備參加國家級考試或國家級證照考試 346 7.67% 

(06) 準備參加其他就業考試 77 1.71% 

(07) 準備自行創業 87 1.93% 

(08) 申請出國留學、遊學 107 2.37% 

(09 ) 申請打工度假 20 0.44% 

(10) 服兵役 542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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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畢業生生職涯規劃意向 

 

    藉由學院交叉比對分析，發現不同學院畢業生在畢業後的規劃有所不同，法學院因為職涯特殊性，

畢業生以當律師、法官和其他司法相關人員為目標，因此選擇準備參加國家考試為最大比例(40.00%)；

而環境設計學院及體育運動健康學院的畢業生則「已找到工作，準備立即就業」為最多，分別占 30.46%

及 33.16%；而其他學院則是「正準備找工作」回答比例最多，詳細數據請見表 4 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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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學院畢業生生職涯規劃意向(人數) 

   生職涯規劃意向  

 

 

 

 

學院 

已
找
到
工
作
，
準
備
立
即
就
業 

正
準
備
找
工
作 

已
準
備
就
讀
錄
取
的
國
內
研

究
所 

正
準
備
報
考
研
究
所  

準
備
參
加
國
家
級
考
試
或
國

家
級
證
照
考
試 

準
備
參
加
其
他
就
業
考
試  

準
備
自
行
創
業 

申
請
出
國
留
學
、
遊
學  

申
請
打
工
度
假  

服
兵
役 

總
計 

文學院 45 98 27 7 15 6 7 4 0 27 236 

理學院 40 79 60 18 19 4 4 4 2 46 276 

法學院 43 35 39 18 118 7 5 6 1 23 295 

社會科學院 70 193 39 12 57 12 6 10 5 50 454 

農學院 60 122 31 14 30 2 3 3 1 29 295 

教育學院 16 39 17 8 29 4 1 3 0 16 133 

工學院 64 113 84 22 11 7 3 3 1 73 381 

商學院 202 379 70 22 27 16 11 22 3 124 876 

新聞暨傳播學院 112 252 32 15 5 3 13 17 2 47 498 

藝術學院 95 97 39 18 5 4 19 11 2 25 315 

環境設計學院 46 37 25 10 4 3 3 4 1 18 151 

國際暨外語學院 76 207 26 16 22 5 8 18 2 33 413 

體育運動健康學院 62 47 25 8 4 4 4 2 0 31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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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學院畢業生生職涯規劃意向(百分比) 

   生職涯規劃意向 

 

 

 

 

學院 

已
找
到
工
作
，
準
備
立
即
就
業 

正
準
備
找
工
作 

已
準
備
就
讀
錄
取
的
國
內
研

究
所 

正
準
備
報
考
研
究
所  

準
備
參
加
國
家
級
考
試
或
國

家
級
證
照
考
試 

準
備
參
加
其
他
就
業
考
試  

準
備
自
行
創
業 

申
請
出
國
留
學
、
遊
學  

申
請
打
工
度
假  

服
兵
役 

文學院 19.07% 41.53% 11.44% 2.97% 6.36% 2.54% 2.97% 1.69% 0.00% 11.44% 

理學院 14.49% 28.62% 21.74% 6.52% 6.88% 1.45% 1.45% 1.45% 0.72% 16.67% 

法學院 14.58% 11.86% 13.22% 6.10% 40.00% 2.37% 1.69% 2.03% 0.34% 7.80% 

社會科學院 15.42% 42.51% 8.59% 2.64% 12.56% 2.64% 1.32% 2.20% 1.10% 11.01% 

農學院 20.34% 41.36% 10.51% 4.75% 10.17% 0.68% 1.02% 1.02% 0.34% 9.83% 

教育學院 12.03% 29.32% 12.78% 6.02% 21.80% 3.01% 0.75% 2.26% 0.00% 12.03% 

工學院 16.80% 29.66% 22.05% 5.77% 2.89% 1.84% 0.79% 0.79% 0.26% 19.16% 

商學院 23.06% 43.26% 7.99% 2.51% 3.08% 1.83% 1.26% 2.51% 0.34% 14.16% 

新聞暨傳播學院 22.49% 50.60% 6.43% 3.01% 1.00% 0.60% 2.61% 3.41% 0.40% 9.44% 

藝術學院 30.16% 30.79% 12.38% 5.71% 1.59% 1.27% 6.03% 3.49% 0.63% 7.94% 

環境設計學院 30.46% 24.50% 16.56% 6.62% 2.65% 1.99% 1.99% 2.65% 0.66% 11.92% 

國際暨外語學院 18.40% 50.12% 6.30% 3.87% 5.33% 1.21% 1.94% 4.36% 0.48% 7.99% 

體育運動健康學院 33.16% 25.13% 13.37% 4.28% 2.14% 2.14% 2.14% 1.07% 0.00%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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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份工作期望薪資 

    由資料顯示，多數畢業生期望第一份工作的月薪分佈範圍在二萬五千元到四萬五千元之間，占整

體八成比例(80.88%)。其中又以「30,001 元至 35,000 元」為最多，占 36.01%；「25,001 元至 30,000

元」位居第二，占 22.46%；「35,001 元至 40,000 元」為期望薪資第三高，占 16.47%。而在接受調

查的畢業生當中有 70.85%之受訪者希望第一份工作的薪資能夠在新台幣 30,001 元以上，詳細數據

請見表 6 與圖 4。 

表 6 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期望薪資 

畢業後期望月薪 
110 年度畢業生 

樣本數 百分比 

20,000 元以下 41 0.91% 

20,001 元至 22,000 元 49 1.09% 

22,001 元至 25,000 元 212 4.7% 

25,001 元至 30,000 元 1,013 22.46% 

30,001 元至 35,000 元 1,624 36.01% 

35,001 元至 40,000 元 743 16.47% 

40,001 元至 45,000 元 268 5.94% 

45,001 元至 50,000 元 164 3.64% 

50,001 元至 55,000 元 100 2.22% 

55,001 元至 60,000 元 30 0.67% 

60,001 元至 65,000 元 25 0.55% 

65,001 元至 70,000 元 13 0.29% 

70,001 元以上 228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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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期望薪資(百分比) 

 

    而藉由學院交叉分析，發現不同學院畢業生對於第一份工作的薪資預期略有差異，理學院、法學

院、社會科學院、農學院、教育學院、工學院、商學院、新聞暨傳播學院、環境設計學院、國際暨外

語學院和體育運動健康學院預期第一份工作的薪資皆以 30,001元至 35,000元為最大比例；文學院、

藝術學院預期第一份工作的薪資則以 25,001元至 30,000元為最大比例，詳細數據請見表 7至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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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學院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期望薪資(人數) 

學院 

 

 

期望薪資 

文
學
院 

理
學
院 

法
學
院 

社
會
科
學
院 

農
學
院 

教
育
學
院 

工
學
院 

商
學
院 

新
聞
暨
傳
播
學
院 

藝
術
學
院 

環
境
設
計
學
院 

國
際
暨
外
語
學
院 

體
育
運
動
健
康
學
院 

20,000 元以下 3 2 3 6 5 0 5 4 2 5 2 1 3 

20,001 元至 22,000 元 6 3 1 3 4 1 2 8 4 6 4 3 4 

22,001 元至 25,000 元 23 18 12 15 23 5 10 32 26 16 5 20 7 

25,001 元至 30,000 元 80 61 54 105 70 27 64 171 136 89 22 106 28 

30,001 元至 35,000 元 69 85 82 187 113 54 107 361 210 88 60 168 40 

35,001 元至 40,000 元 19 45 57 71 51 24 91 159 71 45 24 55 31 

40,001 元至 45,000 元 9 23 27 20 11 14 46 42 9 15 12 18 22 

45,001 元至 50,000 元 5 12 12 13 4 3 21 32 10 17 3 18 14 

50,001 元至 55,000 元 4 11 13 2 4 3 13 17 7 8 3 4 11 

55,001 元至 60,000 元 2 1 6 3 1 1 1 3 2 3 2 2 3 

60,001 元至 65,000 元 0 2 2 1 1 0 0 5 2 3 1 4 4 

65,001 元至 70,000 元 0 0 1 1 0 0 2 2 2 2 0 2 1 

70,001 元以上 16 13 25 27 8 1 19 40 17 18 13 12 19 

 

  



11 
 

表 8 各學院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期望薪資(百分比) 

學院 

 

 

期望薪資 

文
學
院 

理
學
院 

法
學
院 

社
會
科
學
院 

農
學
院 

教
育
學
院 

工
學
院 

商
學
院 

新
聞
暨
傳
播
學
院 

藝
術
學
院 

環
境
設
計
學
院 

國
際
暨
外
語
學
院 

體
育
運
動
健
康
學
院 

20,000 元以下 1.27  0.72  1.02  1.32  1.69  0.00  1.31  0.46  0.40  1.59  1.32  0.24  1.60  

20,001 元至

22,000 元 
2.54  1.09  0.34  0.66  1.36  0.75  0.52  0.91  0.80  1.90  2.65  0.73  2.14  

22,001 元至

25,000 元 
9.75  6.52  4.07  3.30  7.80  3.76  2.62  3.65  5.22  5.08  3.31  4.84  3.74  

25,001 元至

30,000 元 
33.90  22.10  18.31  23.13  23.73  20.30  16.80  19.52  27.31  28.25  14.57  25.67  14.97  

30,001 元至

35,000 元 
29.24  30.80  27.80  41.19  38.31  40.60  28.08  41.21  42.17  27.94  39.74  40.68  21.39  

35,001 元至

40,000 元 
8.05  16.30  19.32  15.64  17.29  18.05  23.88  18.15  14.26  14.29  15.89  13.32  16.58  

40,001 元至

45,000 元 
3.81  8.33  9.15  4.41  3.73  10.53  12.07  4.79  1.81  4.76  7.95  4.36  11.76  

45,001 元至

50,000 元 
2.12  4.35  4.07  2.86  1.36  2.26  5.51  3.65  2.01  5.40  1.99  4.36  7.49  

50,001 元至

55,000 元 
1.69  3.99  4.41  0.44  1.36  2.26  3.41  1.94  1.41  2.54  1.99  0.97  5.88  

55,001 元至

60,000 元 
0.85  0.36  2.03  0.66  0.34  0.75  0.26  0.34  0.40  0.95  1.32  0.48  1.60  

60,001 元至

65,000 元 
0.00  0.72  0.68  0.22  0.34  0.00  0.00  0.57  0.40  0.95  0.66  0.97  2.14  

65,001 元至

70,000 元 
0.00  0.00  0.34  0.22  0.00  0.00  0.52  0.23  0.40  0.63  0.00  0.48  0.53  

70,001 元以上 6.78  4.71  8.47  5.95  2.71  0.75  4.99  4.57  3.41  5.71  8.61  2.91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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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學習成果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內涵包含「藝術品味與人文涵養：具備藝術品味」、「藝術品味與人文涵養：

富含人文涵養」、「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具備國際視野」、「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理解多元文化」、「社

會關懷與公民責任：重視社會關懷」、「社會關懷與公民責任：認知公民責任」、「創新思維與資訊應用：

具備創新思維」、「創新思維與資訊應用：精通資訊應用」等八項。 

    資料顯示，畢業生在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之學習成果自我認知成效都達到相當水準，八項分類中，

回答不能瞭解、無法運用者，皆占全體少數，顯見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學習成效在應屆畢業生心中成

功的程度。進一步仔細觀察，可發現畢業生在人文涵養、文化理解、社會關懷及公民責任方面的自我

評估水準高，足見文化大學在人文及道德教育的影響力。詳細數據請見表 9 至 16 及圖 5 至 12。 

表 9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學習成果：具備藝術品味 

藝術品味與人文涵養：具備藝術品味 
110 年度畢業生 

樣本數 百分比 

能充分瞭解藝術的豐富內涵，具備對藝文品鑑的能力，並能解讀與欣賞各種形式的藝術作品與表演 1,530 33.92% 

瞭解大部分藝術的豐富內涵，具備對藝文品鑑的能力，並能解讀與欣賞大部分形式的藝術作品與表

演 
1,423 31.55% 

知道部分藝術的內涵以及稍微具備對藝文品鑑的能力，並偶爾能解讀與欣賞部分形式的藝術作品與

表演 
1,097 24.32% 

知道一些藝術的內涵以及稍微具備對藝文品鑑的能力，稍微解讀與欣賞一些形式的藝術作品與表演 366 8.12% 

不瞭解藝術的內涵或不具備藝文品鑑的能力，也無法解讀與欣賞各種形式的藝術作品與表演 94 2.08% 

總和 4,510 100.00% 

 

圖 5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學習成果：具備藝術品味 

33.92%

31.55%

24.32%

8.12%

2.08%

藝術品味與人文涵養：具備藝術品味

能充分瞭解藝術的豐富內涵，具備對藝文品鑑的能力，

並能解讀與欣賞各種形式的藝術作品與表演

瞭解大部分藝術的豐富內涵，具備對藝文品鑑的能力，

並能解讀與欣賞大部分形式的藝術作品與表演

知道部分藝術的內涵以及稍微具備對藝文品鑑的能力，

並偶爾能解讀與欣賞部分形式的藝術作品與表演

知道一些藝術的內涵以及稍微具備對藝文品鑑的能力，

稍微解讀與欣賞一些形式的藝術作品與表演

不瞭解藝術的內涵或不具備藝文品鑑的能力，也無法解

讀與欣賞各種形式的藝術作品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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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學習成果：富含人文涵養 

藝術品味與人文涵養：富含人文涵養 
110 年度畢業生 

樣本數 百分比 

具有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懂得立身處世的道理 1,666 36.94% 

具備人文與社會知識，並對人的本身及社會的發展有所認識 1,395 30.93% 

修習過人文通識課程，知曉所學之人文知識 1,179 26.14% 

知道一些人文價值觀，但不知其道理 193 4.28% 

不瞭解本國文化與歷史傳統 77 1.71% 

總和 4,510 100.00% 

 

 

圖 6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學習成果：富含人文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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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學習成果：具備國際視野 

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具備國際視野 
110 年度畢業生 

樣本數 百分比 

能隨時掌握國際社會脈動，積極關心國際事務 1,407 31.20% 

主動關心國際議題，認識與關心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議題 1,258 27.89% 

有時瀏覽國際新聞，認識現在國際新聞 1,397 30.98% 

偶爾瞭解國際社會脈動，知道一些國際議題 388 8.60% 

無法瞭解國際社會脈動 60 1.33% 

總和 4,510 100.00% 

 

 

圖 7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學習成果：具備國際視野 

 

 

 

 

 

 

 

 

 

 

31.20%

27.89%

30.98%

8.60%

1.33%

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具備國際視野

能隨時掌握國際社會脈動，積極關心國際事務

主動關心國際議題，認識與關心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議題

有時瀏覽國際新聞，認識現在國際新聞

偶爾瞭解國際社會脈動，知道一些國際議題

無法瞭解國際社會脈動



15 
 

表 12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學習成果：理解多元文化 

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理解多元文化 
110 年度畢業生 

樣本數 百分比 

能主動尊重與欣賞其他文化的價值，理解與體察不同文化意涵 2,121 47.03% 

包容並理解在性別、族群、智慧、階層等方面的異同 1,241 27.52% 

尊重並認識在性別、族群、智慧、階層等多元文化的異同 940 20.84% 

知道在性別、族群、智慧、階層等多元文化的異同 155 3.44% 

完全不瞭解與自身不同的文化 53 1.18% 

總和 4,510 100.00% 

 

 

圖 8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學習成果：理解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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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學習成果：重視社會關懷 

社會關懷與公民責任：重視社會關懷 
110 年度畢業生 

樣本數 百分比 

能積極關心社會議題、協助社會弱勢，積極參與公眾事物與服務學習 1,591 35.28% 

會主動關心社會議題、協助社會弱勢，主動參與公眾事物與服務學習 1,359 30.13% 

有時候會關心社會議題、協助社會弱勢，有時參與公眾事物與服務學習 1,206 26.74% 

知道社會議題與社會弱勢，有時參與公眾事物與服務學習 275 6.10% 

很少關心社會議題或協助社會弱勢 79 1.75% 

總和 4,510 100.00% 

 

 

圖 9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學習成果：重視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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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學習成果：認知公民責任 

社會關懷與公民責任：認知公民責任 
110 年度畢業生 

樣本數 百分比 

充分瞭解公民責任意涵，並能充分運用於實際社會上身體力行 1,815 40.24% 

瞭解大部分公民責任且能解釋其概念 1,587 35.19% 

知道部分公民責任概念內容 840 18.63% 

知道一些社會關懷與公民責任，但不熟悉詳細內容 217 4.81% 

不知道公民責任概念與內容 51 1.13% 

總和 4,510 100.00% 

 

 

圖 10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學習成果：認知公民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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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學習成果：具備創新思維 

創新思維與資訊應用：具備創新思維 
110 年度畢業生 

樣本數 百分比 

能找到並深入瞭解問題，能整合知識發揮創意，研擬合宜解決方案 1,629 36.12% 

能找到並瞭解問題，蒐集並提出決方案 1,519 33.68% 

能找到問題並蒐集參考資料嘗試解決 1,194 26.47% 

找到問題卻無法解決 107 2.37% 

無法洞悉問題 61 1.35% 

總和 4,510 100.00% 

 

 

圖 11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學習成果：具備創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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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學習成果：精通資訊應用 

創新思維與資訊應用：精通資訊應用 
110 年度畢業生 

樣本數 百分比 

熟練程式語言，運用資訊邏輯完成報告、企畫書、調查、研究論文等 1,279 28.36% 

常常能運用所需的資訊技術工具，完成報告、企畫書、調查、研究論文等 1,658 36.76% 

有時能運用所需的資訊技術工具，完成報告、企畫書、調查、研究論文等 1,235 27.38% 

偶爾能運用所需的資訊技術工具，完成報告、企畫書、調查、研究論文等 260 5.76% 

無法運用所需的資訊技術工具 78 1.73% 

總和 4,510 100.00% 

 

 

圖 12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學習成果：精通資訊應用 

  綜合上述八項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所培養之能力來看，以「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理解多元文化」

學習成果為最高，有 47.03%的畢業生能主動尊重與欣賞其他文化的價值，理解與體察不同文化意涵；

學習成果其次為「社會關懷與公民責任：認知公民責任」，有 40.24%的畢業生充分瞭解公民責任意

涵，並能充分運用於實際社會上身體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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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爾能運用所需的資訊技術工具，完成報告、企畫

書、調查、研究論文等

無法運用所需的資訊技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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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心能力及職能特質收穫程度 

  本問卷並針對畢業生在學期間所接受到「核心能力」及「職能特質」之培育成果，調查其在「表

達與溝通能力」、「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學習意願與可塑性高」、「創新能力」、「報告分析與撰寫能

力」、「良好個人工作態度」、「問題解決能力」、「瞭解產業環境與發展」、「求職與自我推銷能力」、「外

語能力」、「獨立思辨能力」、「對國際市場趨勢的了解」、「跨國際合作與協調能力」、「領導與管理能力」、

「抗壓性與情緒管理好」、「對職涯發展充分瞭解及規劃」、「終身自我學習成長能力」等上述十七項能

力評估收穫程度，以 1 分代表「沒有收穫」，4 分代表「非常有收穫」。 

    從調查數據之平均得分來看，得分前三高分別為：良好個人工作態度(3.41)、問題解決能力(3.39)、

獨立思辨能力(3.38)，此三者皆是面對未知與困難環境，所需具備之核心能力，由此可見多數畢業生

在學期間皆獲得基本之職場競爭能力。 

    再從得分較低者依序觀察：外語能力(3.05)、跨國合作與協調能力(3.14)、求職與自我推銷能力

(3.17)，而雖然平均分數排序在後，但並沒有出現低分之情況，因此可斷定多數畢業生皆在核心能力

與職能之學習上，皆有相當收穫，詳細數據請見表 17 和圖 13。 

表 17 核心能力及職能特質收穫程度 

項目 沒有收穫 (1 分) 收穫很少 (2 分) 有收穫 (3 分) 非常有收穫 (4 分)  平均分數 

表達與溝通能力 0.95% 5.01% 52.90% 41.13% 3.34 

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 0.82% 4.79% 55.57% 38.82% 3.32 

學習意願與可塑性高 0.93% 5.90% 53.02% 40.16% 3.32 

創新能力 1.40% 9.05% 53.53% 36.03% 3.24 

報告分析與撰寫能力 0.75% 5.48% 52.42% 41.35% 3.34 

良好個人工作態度 0.82% 3.73% 48.67% 46.78% 3.41 

問題解決能力 0.75% 4.06% 50.82% 44.37% 3.39 

瞭解產業環境與發展 1.11% 8.27% 53.84% 36.78% 3.26 

求職與自我推銷能力 2.11% 11.86% 52.93% 33.10% 3.17 

外語能力 3.13% 17.47% 50.27% 29.14% 3.05 

獨立思辨能力 0.69% 4.48% 51.18% 43.66% 3.38 

對國際市場趨勢的了解 1.73% 12.02% 53.15% 33.10% 3.18 

跨國際合作與協調能力 2.42% 13.30% 51.80% 32.48% 3.14 

領導與管理能力 1.88% 9.98% 51.93% 36.21% 3.22 

抗壓性與情緒管理好 1.24% 5.72% 50.75% 42.28% 3.34 

對職涯發展充分瞭解及規劃 2.02% 9.45% 53.28% 35.25% 3.22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能力 1.04% 5.30% 51.95% 41.71%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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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核心能力及職能特質收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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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習經驗收穫程度 

  調查在校學習經驗之收穫程度評估範圍包含「輔系經驗」、「雙主修經驗」、「學程經驗」、「職場倫

理課程」、「實習、見習經驗」、「社團經驗」、「校內服務學習」、「校外服務學習」、「個別生職涯諮詢輔

導」、「團體生職涯諮詢輔導」、「職場參訪」、「就業博覽會」、「海外遊學」、「校內工讀經驗」、「校外工

讀經驗」等上述十五項指標，1 分代表「沒有收穫」，4 分代表「非常有收穫」。 

    調查學習經驗之收穫程度，最具收穫經驗之前三項為「校內服務學習(2.86)」、「校外服務學習

(2.63)」、「職場倫理課程(2.51)」，三者皆為校方推廣並列為必修之課程，足以顯見校方課程規劃方向

符合畢業生需求，詳細數據請見表 18 與圖 14。 

表 18 學習經驗收穫程度 

項目 
未參與 沒有收穫  

(1 分) 

收穫很少 

 (2 分) 

有收穫  

(3 分) 

非常有收穫  

(4 分) 
平均分數 

輔系經驗 66.08% 7.03% 3.86% 14.50% 8.54% 0.92 

雙主修經驗 69.76% 8.56% 3.46% 11.40% 6.83% 0.77 

學程經驗 26.43% 2.37% 4.48% 39.69% 27.03% 2.39 

職場倫理課程 21.91% 2.35% 6.52% 40.80% 28.43% 2.51 

實習、見習經驗 31.53% 3.75% 4.86% 28.29% 31.57% 2.25 

社團經驗 37.01% 5.21% 6.92% 25.12% 25.74% 1.97 

校內服務學習 6.36% 6.56% 12.79% 42.88% 31.40% 2.86 

校外服務學習 16.32% 4.94% 9.36% 38.07% 31.31% 2.63 

個別生職涯諮詢輔導 36.76% 3.84% 8.80% 30.42% 20.18% 1.93 

團體生職涯諮詢輔導 32.90% 4.52% 10.47% 32.90% 19.20% 2.01 

職場參訪 37.78% 4.46% 6.12% 29.16% 22.48% 1.94 

就業博覽會 42.15% 5.01% 8.54% 27.41% 16.90% 1.72 

海外遊學 61.44% 7.69% 4.21% 14.81% 11.84% 1.08 

校內工讀經驗 52.37% 7.49% 4.35% 18.34% 17.45% 1.41 

校外工讀經驗 30.47% 4.68% 4.77% 27.85% 32.2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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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學習經驗收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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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畢業生未曾參與之學習經驗，以雙主修(69.76%)、輔系(66.08%)與海外遊學(61.44%)為最

多比例，其中雙主修、輔系及海外遊學的部分皆以「教育學院」為最高，分別佔該學院 75.94%、84.96%

及 78.20%，請參考表 19 與圖 15。 

表 19 未曾參與之學習經驗 

學院名稱 

 

項目 

全
校 

文
學
院 

理
學
院 

法
學
院 

社
會
科
學
院 

農
學
院 

教
育
學
院 

工
學
院 

商
學
院 

新
聞
暨
傳
播
學
院 

藝
術
學
院 

環
境
設
計
學
院 

國
際
暨
外
語
學
院 

體
育
運
動
健
康
學
院 

輔系經驗 66.08 68.64 65.22 67.46 64.54 67.80 75.94 59.32 64.50 70.08 67.30 61.59 72.15 54.55 

雙主修經驗 69.76 69.49 68.48 67.46 67.40 73.90 84.96 65.35 68.84 73.90 72.70 63.58 73.61 57.75 

學程經驗 26.43 35.17 24.28 32.54 25.77 24.75 45.86 18.11 19.75 20.88 38.10 19.21 34.87 29.95 

職場倫理課
程 

21.91 39.83 31.88 17.97 23.57 15.59 18.05 17.32 14.61 20.68 26.35 14.57 33.17 19.79 

實習、見習經
驗 

31.53 60.17 43.84 34.24 26.87 10.17 15.04 33.07 35.84 22.89 32.06 7.28 47.46 12.83 

社團經驗 37.01 37.71 32.25 37.97 40.97 36.27 47.37 34.12 37.44 30.72 37.46 38.41 44.31 28.34 

校內服務學
習 

6.36 5.93 4.35 5.08 6.39 4.75 16.54 6.30 6.85 3.82 7.94 11.92 5.57 6.42 

校外服務學
習 

16.32 19.49 18.84 13.90 16.08 14.58 15.79 19.95 16.89 11.45 17.78 20.53 18.40 8.56 

個別生職涯
諮詢輔導 

36.76 39.83 38.41 40.00 37.22 30.85 42.86 36.75 34.36 40.56 39.37 34.44 35.84 29.95 

團體生職涯
諮詢輔導 

32.90 34.32 36.96 34.58 31.50 22.37 30.83 30.97 33.45 36.35 37.46 35.76 30.99 30.48 

職場參訪 37.78 52.97 42.39 42.03 39.87 12.20 46.62 31.23 34.36 36.95 50.16 21.19 49.15 33.16 

就業博覽會 42.15 44.92 45.29 50.51 40.53 29.15 62.41 37.01 34.82 47.79 55.24 41.06 42.86 37.97 

海外遊學 61.44 65.68 64.13 61.69 63.88 67.46 78.20 62.73 60.50 64.86 62.22 48.34 49.39 52.94 

校內工讀經
驗 

52.37 52.97 51.45 57.29 52.42 47.12 66.17 48.82 53.42 56.43 53.97 43.05 51.82 41.18 

校外工讀經
驗 

30.47 30.08 38.41 32.20 30.18 25.42 40.60 38.32 25.57 27.11 34.29 28.48 30.27 29.41 

註：前三高用紅底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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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未曾參與之學習經驗(全校) 

 

6.校內各項資源滿意程度 

    調查畢業生對校內各項資源滿意程度，1 分代表「非常不滿意」，4 分代表「非常滿意」。平均分

數前三高為：系(所)師生關係(3.37)、系(所)師資陣容(3.33)、系(所)學術與專業表現(3.33)、 系(所)

同學關係(3.33)、系(所)教師教學方法(3.29)。而得分最低者則為：大眾交通(2.75)、 停車問題(2.79)、

校內外住宿(2.94)。請參考表 20 與圖 16。 

表 20 校內各項資源滿意程度 

項目 非常不滿意 (1 分) 不滿意 (2 分) 滿意 (3 分) 非常滿意 (4 分)  平均分 

系(所)師資陣容 1.00% 4.41% 54.72% 39.87% 3.33 

系(所)教師教學方法 1.20% 5.48% 56.63% 36.70% 3.29 

系(所)課程規劃 1.37% 6.54% 55.63% 36.45% 3.27 

系(所)學術與專業表現 1.11% 4.43% 55.03% 39.42%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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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非常不滿意 (1 分) 不滿意 (2 分) 滿意 (3 分) 非常滿意 (4 分)  平均分 

系(所)學習風氣 2.99% 10.49% 52.26% 34.26% 3.18 

系(所)師生關係 1.06% 3.81% 52.51% 42.62% 3.37 

系(所)同學關係 1.44% 5.01% 52.99% 40.55% 3.33 

系(所)國際交流 3.15% 12.44% 52.59% 31.82% 3.13 

系(所)實務交流 2.33% 8.89% 53.68% 35.10% 3.22 

系(所)創新發展 2.44% 8.45% 55.43% 33.68% 3.20 

系(所)教研設備 3.37% 10.62% 53.57% 32.44% 3.15 

系(所)課業輔導 1.60% 6.05% 56.94% 35.41% 3.26 

社會參與或社會服務 2.37% 8.05% 56.59% 32.99% 3.20 

學生課外活動 2.26% 8.29% 55.92% 33.53% 3.21 

職涯輔導活動 2.55% 8.54% 57.41% 31.51% 3.18 

校園環境 2.22% 6.92% 56.41% 34.46% 3.23 

校內外住宿 8.20% 16.12% 49.45% 26.23% 2.94 

大眾交通 13.24% 21.60% 42.00% 23.17% 2.75 

停車問題 12.31% 19.56% 45.34% 22.79% 2.79 

校內餐飲品質 4.12% 14.21% 54.72% 26.94% 3.04 

圖書與期刊 1.46% 4.72% 57.58% 36.23% 3.29 

資訊硬體設備 4.01% 10.75% 53.66% 31.57% 3.13 

資訊軟體設備 3.33% 8.74% 55.21% 32.73% 3.17 

網際網路功能 4.12% 11.33% 53.55% 31.00% 3.11 

行政服務 5.12% 11.82% 53.70% 29.36% 3.07 

整體滿意度 1.18% 6.83% 62.71% 29.29%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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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校內各項資源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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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推薦學弟妹生職涯服務 

    畢業生推薦學弟妹之職涯服務，調查發現以「校內、外實習資訊」(59.78%)推薦比例最高，其次

則是「校內、外工讀資訊」(52.28%)以及「面試技巧、履歷健診活動」(51.42%)，詳細數據請見表

21 與圖 17。 

表 21 推薦學弟妹生職涯服務 

項目 
110 年度畢業生 

樣本數 百分比 

校內、外實習資訊 2,696 59.78% 

校內、外工讀資訊 2,358 52.28% 

面試技巧、履歷健診活動 2,319 51.42% 

生涯規劃輔導 2,193 48.63% 

職場參訪 2,174 48.20% 

職缺媒介、就業諮詢 1,910 42.35% 

職涯規畫相關講座或課程 1,812 40.18% 

校園徵才系列活動 1,728 38.31% 

 

 

圖 17 推薦學弟妹生職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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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人學習護照成效 

    文化大學為激勵學生主動學習，鼓勵學生參加各類課外學習活動，藉以達成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

培養之目標，因而實施「全人學習護照」，增強學生軟實力及就業能力。調查畢業生全人學習護照之

成效， 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6 分代表「非常同意」。發現多數畢業生對於透過學習護照而培養

五大目標之能力，自我學習成效平均分數皆在 4.42 以上。而在全人學習護照之幫助性、滿意度上也

具有一定程度的肯定，詳細數據請見表 22 至 24 及圖 18 至 20。 

表 22 是否同意透過全人學習護照習得能力 

項目 
非常不同意 

(1 分) 

不同意 

(2 分) 

有點不同意 

(3 分) 

有點同意 

(4 分) 

同意 

(5 分) 

非常同意 

(6 分) 
平均分數 

德育簽證 4.72% 3.99% 7.98% 30.24% 34.01% 19.05% 4.42 

智育簽證 4.68% 4.08% 7.69% 29.56% 34.66% 19.33% 4.43 

體育簽證 4.79% 3.90% 7.83% 28.89% 34.50% 20.09% 4.45 

群育簽證 4.75% 3.79% 7.76% 28.96% 34.92% 19.82% 4.45 

美育簽證 4.68% 3.64% 7.34% 27.83% 35.52% 21.00% 4.49 

 

圖 18 是否同意透過全人學習護照習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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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全人學習護照對於課外學習軟實力之幫助 

全人學習護照對於課外學習軟實力之幫助 
110 年度畢業生 

樣本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6 分) 833 18.47% 

同意(5 分) 1,378 30.55% 

有點同意 (4 分) 1,349 29.91% 

有點不同意 (3 分) 438 9.71% 

不同意 (2 分) 231 5.12% 

非常不同意 (1 分) 281 6.23% 

平均分數：4.29 

 

 

 

圖 19 全人學習護照對於課外學習軟實力之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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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全人學習護照之整體滿意度 

全人學習護照制度之整體滿意度 
110 年度畢業生 

樣本數 百分比 

非常滿意 (6 分) 796 17.65% 

很滿意 (5 分) 772 17.12% 

滿意 (4 分) 1,970 43.68% 

不滿意 (3 分) 526 11.66% 

很不滿意 (2 分) 140 3.10% 

非常不滿意 (1 分) 306 6.78% 

平均分數：4.14 

 

 

 

圖 20 全人學習護照制度之整體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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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入學前後參與課外自主活動所獲得的核心能力評分 

    調查入學前後參與課外自主活動所獲得的核心能力評分，滿分為 10 分，最低為 1 分。發現分數

主要分佈於 5-10 分之間，入學前學生給予的平均分數為 6.53 分；入學後學生給予的平均分數為 6.99

分，前後提升了 0.46 分，詳細數據請見表 25 與圖 21。 

表 25 入學前後參與課外自主活動所獲得的核心能力評分 

參與課外自主活動所獲得的 

核心能力評分 

110 年度畢業生 

入學前樣本數 入學前百分比 入學後樣本數 入學後百分比 

10 分 512 11.68% 625 14.26% 

9 分 147 3.35% 363 8.28% 

8 分 714 16.29% 917 20.92% 

7 分 825 18.82% 845 19.27% 

6 分 740 16.88% 599 13.66% 

5 分 970 22.13% 649 14.80% 

4 分 203 4.63% 145 3.31% 

3 分 129 2.94% 86 1.96% 

2 分 50 1.14% 40 0.91% 

1 分 94 2.14% 115 2.62% 

平均分數 6.53  — 6.99  — 

 

 

圖 21 入學前後參與課外自主活動所獲得的核心能力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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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畢業生對母校或系所的建議 

畢業生對於文化大學或各系所額外補充的改善建議如下： 

 改善校園措施與設備（N=73人）：包含宿舍數量、校車班次、網路費、系所設備、汽機車

停車資源、吸菸區設置等。 

 師資及課程規劃（N=65人）：包含全人學習護照、師資素質、課程安排、國際交流等。 

 其他（N=35人）：包含學費調整、關懷交換學生、校內行政流程及人員優化、讀書風氣等。 

 加強與業界實務結合（N=31人）：包含增加至企業實習與產學合作機會、增加實務交流，

跟上產業趨勢，加強學生實務操作能力等。 

 輔導就業與證照考取（N=14人）：包含輔導考照、輔助考取公職、職涯講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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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1.結論 

(1) 畢業後生職涯規劃意向： 

    以「正準備找工作」之畢業生最多，占 37.65%，而已找到工作者(20.64%)與服兵役(12.02%)

分居人數第二、三高。交叉學院分析，其中，法學院則以「準備國家考試」比例最高；環境設計學院

及體育運動健康學院的畢業生則「已找到工作，準備立即就業」比例最高；其餘學院則皆為「正準備

找工作」比例最高。 

(2) 第一份工作期望薪資： 

    多數畢業生第一份工作期望薪資分佈範圍在二萬五千元到四萬五千元之間，占整體超過八成比例。

交叉學院分析，理學院、法學院、社會科學院、農學院、教育學院、工學院、商學院、新聞暨傳播學

院、環境設計學院和國際暨外語學院預期薪資以 30,001 元至 35,000 元為最大比例；文學院、藝術

學院預期薪資以 25,001 元至 30,000 元為最大比例，這樣的現象反映不同學院之專業，對職場新鮮

人起薪有不同的預期。 

(3)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之學習成果： 

    畢業生自我認知的學習成效都達到相當水準，八項分類中，回答不能瞭解、無法運用者，皆占全

體少數，顯見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在應屆畢業生心中成功的程度。再進一步觀察，可發現畢業生在人

文涵養、文化理解、社會關懷及公民責任方面的自我評估水準較高，可作為文化大學在人文及道德教

育的影響力與努力成果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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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心能力及職能特質收穫程度： 

    以平均分數來看，得分前三高分別為：良好個人工作態度(3.41、問題解決能力(3.40)、獨立思辨

能力(3.39)，此三者皆是面對未知與困難環境，所需具備之核心能力，由此可見多數畢業生認為自己

有獲得基本之職場競爭能力；另一方面，得分較低則為：外語能力(3.05)、跨國際合作與協調能力(3.14)、

對國際市場趨勢的了解(3.17)。 

(5)學習經驗之收穫程度： 

    畢業生認為自己最具收穫的學習經驗，平均分數前三高為「校內服務學習(2.86)」、「校外學習服

務(2.63)」、「職場倫理課程(2.51)」，而三者皆與職場接軌息息相關，可見學生對於職場接軌活動的重

視程度。 

(6)校內資源滿意度： 

    平均分數前三高為：系(所)師生關係(3.37)、系(所)師資陣容(3.33)、系(所)學術與專業表現(3.33)、 

系(所)同學關係(3.33)。而得分最低者則為：大眾交通(2.75)、 停車問題(2.79)、校內外住宿(2.94)。 

(7)推薦學弟妹生職涯服務： 

    以「校內、外實習資訊」(59.78%)推薦比例最高，其次則是「校內、外工讀資訊」(52.28%)以

及「面試技巧、履歷健診活動」(51.42%)。 

(8)全人學習護照： 

    調查發現多數畢業生對於透過學習護照而培養五大目標之能力，平均分數皆在 4.42 分以上。而

在全人學習護照之幫助性、滿意度上也有一定程度的肯定。 

(9)入學前後參與課外自主活動所獲得的核心能力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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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分數主要分佈於 5-10 分之間，入學前學生給予的平均分數為 6.53 分；入學後學生給予的

平均分數為 6.99 分，前後提升了 0.46 分。 

2.建議 

    110 年度應屆畢業生以「正準備找工作」比例最高；學習經驗收獲程度最高的則是「校內服務學

習」、「校外服務學習」、「職場倫理課程」；而推薦學弟妹的生職涯服務中，以「校內外實習」推薦比

例最高，其次則是「校內外工讀」、「面試技巧、履歷健診活動」，綜合以上結果，可說明了學生對職

場接軌的重視，如何讓學生在畢業前便具有對職務/職場的認知與經驗，以及撰寫出有亮點的履歷，

藉此提升面試時的自信並增加面試機會，畢業後，順利進入職場、充分發揮所學技能，便是校方辦理

職涯輔導時的主要課題。 

    工讀與實習皆對於後續職場生活有加分作用，其中又以實習效果最佳，相較於打工而言，實習與

所學較有關連性，還能累積學生的社會經驗，更能協助學生接軌職場未來。建議校方可透過與鄰近企

業產學合作，請其提供實習/工讀職缺，或推廣學生利用求職平台找實習職缺，來強化學生的實務技

能。另外也建議學校可與求職平台合作辦理模擬面試及履歷健診，預先了解企業經典面試問題，準備

好面試回覆，增強學生的面試應對力，藉此提升錄取機率。 

    除此之外，調查應屆畢業生對於校內資源的滿意度，以「停車、交通及住宿」滿意度最差，而在

畢業生寫下對母校/系所建議中，也有許多人提出相關意見，但這與文化大學校園位置有相當大的關

聯，雖是非戰之罪，但仍能透過增加校車班次、停車位，改善宿舍設備等，藉此來提升滿意程度。 

    歸納畢業生寫下所有對母校的建議中，最多反應校內措施與設備不足，建議校方能提升資訊及硬

軟體設備，讓學生在良好環境中學習，第二多的是師資與課程規劃問題，這部分建議可調整各系畢業

門檻、邀請校友回校分享海外留學或求職經驗、控管師資品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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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畢業生認為學校教學對自身核心能力的收獲程度中，認為在「外語能力」、「跨國合作與協調

能力」及「求職與自我推銷能力」上偏低，是學校可加強之教學項目，建議可調整學生必修課程，或

邀請英文成績優異之學生，分享其學習歷程，促進學生間養成英文學習習慣，增加在校生的國際觀與

外語能力，並提供職涯輔導服務，幫助學生釐清志向及自身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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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110年度中國文化大學應屆畢業生離校調查問卷 

 

系級：        姓名：        學號：         

 

親愛的中國文化大學應屆畢業生，您好： 

 

  首先恭喜您在伴隨著這山、這人與這華岡，即將奔向美好前程，希望您能帶著滿滿行

囊的期待與祝福，滿懷著溫馨與感激，踏上不同的人生旅途，展翅高飛。為持續與您分享

華岡之美，並了解您就學期間的經驗及想法，希望借用您一些寶貴的時間，建置母校與您

的聯繫管道並填寫相關意見回饋。 

 

  Step 1：當我們「繫」在一起－個人資料填寫 

請您先填寫個人資料，並於完成後點選「確認後送出」。 

 

  Step 2：「凝聚華岡心，展現華岡情」－加入校友會聯繫網絡 

您知道本校校友會組織目前已有校友總會及 20個縣市分會、39個海外分會及

66 個系所友會分佈世界各地，誠摯邀請您一同加入校友會組織行列。 

 

  Step 3：「那些年，我們一起在華岡」－離校問卷 

請您協助填寫您就學期間的經驗與想法，以及對未來的規劃，所有資料僅供校

務及課程改善使用，非本專案人員將無從知悉您個人填寫的資料；您的意見相

當重要，懇請您依實際情況安心填答。 

 

  本問卷結果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嚴密保管與遵循法令規定處理，不會有任何個別

化資訊的揭露，若您對本問卷填答有任何疑問，例如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行使

相關權利時，歡迎以電子信件或電話與我們聯繫。由衷感謝您的協助與合作！ 

（聯絡電話：(02)2861-0511轉分機 12504、聯絡信箱：july@ulive.pccu.edu.tw） 

 

敬祝 鵬程萬里、順心如意 

 

      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 

      協辦單位：各學術單位、教務處、研發處、通識中心、教資中心、 

學務處課外組、國際處、資訊處 

 

下一頁 

 

 

（點選送出後，至下一頁，設定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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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當我們「繫」在一起 part 1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 

 

一、中國文化大學告知個資當事人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事項： 

中國文化大學(下稱本校)基於提供本校校友之資料管理及校友服務、資料統計分析，以及本校相

關活動及課程之推廣等目的，本校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相關蒐集、處理及利用皆以尊

重您的權益為基礎。另依據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之規定，本校應向您明確告知以下事項，

包括：蒐集之目的，個人資料之類別，個人資料處理、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法，依個資法規

定您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本校基於前述之目的，將蒐集您的以下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連

絡資料、學籍資料、工作資料等。上述所蒐集之資料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之保存期限

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使用期間。上述所蒐集之資料利用地區以本國或經您授權得使

用之地區為主，利用對象以本校以及本校完成蒐集特定目的之相關合作對象為主，使用方式以符合個

資法之各項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蒐集、處理、利用、傳輸與保存等。 

本校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個資法之規定，您可透過書面/電子方式行使以下權利，除基於

個資法與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外，本校均不會拒絕： 

(一) 查閱或請求閱覽本人之個人資料或請求製給個人資料複製本，惟本校依個資法第十四條

之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 請求補充或更正本人之個人資料，惟您應適當說明其原因及事實。 

(三) 於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本校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

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惟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但書之規定，本校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

本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及類別，惟若您所拒絕提供之個人資料，屬本校辦理業務或

作業所必須之資料，本校將可能無法執行必要之業務審核或作業。 

您應確認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均屬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需變更者，應由您本人依本校之程序辦

理更正。 

 

二、個資當事人同意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事項： 

(一) 本人已收到並閱讀瞭解本同意書之內容。 

(二) 本人同意中國文化大學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對本人之個人資料，有為蒐集、

處理及利用之權利。 

 

本人已清楚瞭解母校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同意上述告知事項  不同意上述告知事項 

（請圈選） 

 

（同意者直接至跳至第 5頁，不同意者跳至下一頁，設定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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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文大校友您好： 

 

本校經由「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的說明，將蒐集您的前頁個人資訊，

用於辦理校友相關業務，若您不同意提供個人相關資訊將無法申請校友帳號與無法收到各

項校友電子刊物、活動訊息及各項校友相關服務如下： 

 

(一)校友在校成績、修課等記錄查詢 

(二)中文、英文成績申請單、中文學位證書補發等文件  

★上述兩項服務，可另以書面方式向教務處教務組申請＊ 

 

(三)推廣教育部課程優惠 

(四)校友借書 

(五)尋找昔日同窗 

(六)校友職涯諮商服務 

(七)校園設施使用（校內體育設施、菲華樓校友中心會議室等） 

(八)校園免費停車 

(九)校友 E化服務（在校信箱免費使用等） 

(十)校友返校婚紗攝影 

(十一)校內藝文展演活動 

 

爾後如您需重新申請校友帳號及相關各項服務，請親洽陽明山校本

部相關單位辦理。 

 

 

 

本人知悉並瞭解上述之告知內容 

 

（請點選） 

 

 

 

 

 

 

 

（下一頁，設定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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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 

 

一、中國文化大學告知個資當事人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事項： 

中國文化大學(下稱本校)基於提供本校校友之資料管理及校友服務、資料統計分析，以及本校相

關活動及課程之推廣等目的，本校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相關蒐集、處理及利用皆以尊

重您的權益為基礎。另依據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之規定，本校應向您明確告知以下事項，

包括：蒐集之目的，個人資料之類別，個人資料處理、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法，依個資法規

定您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本校基於前述之目的，將蒐集您的以下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連

絡資料、學籍資料、工作資料等。上述所蒐集之資料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之保存期限

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使用期間。上述所蒐集之資料利用地區以本國或經您授權得使

用之地區為主，利用對象以本校以及本校完成蒐集特定目的之相關合作對象為主，使用方式以符合個

資法之各項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蒐集、處理、利用、傳輸與保存等。 

本校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個資法之規定，您可透過書面/電子方式行使以下權利，除基於

個資法與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外，本校均不會拒絕： 

(一) 查閱或請求閱覽本人之個人資料或請求製給個人資料複製本，惟本校依個資法第十四條

之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 請求補充或更正本人之個人資料，惟您應適當說明其原因及事實。 

(三) 於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本校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

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惟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但書之規定，本校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

本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及類別，惟若您所拒絕提供之個人資料，屬本校辦理業務或

作業所必須之資料，本校將可能無法執行必要之業務審核或作業。 

您應確認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均屬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需變更者，應由您本人依本校之程序辦

理更正。 

 

二、個資當事人同意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事項： 

(一) 本人已收到並閱讀瞭解本同意書之內容。 

(二) 本人同意中國文化大學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對本人之個人資料，有為蒐集、

處理及利用之權利。 

 

本人已清楚瞭解母校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同意上述告知事項  不同意上述告知事項 

 

（請點選） 

 

 

（同意者直接至跳至第 5頁，按不同意者跳至 Step 3（第 7頁），設定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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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當我們「繫」在一起 part 2 

 

一、個人資料填寫 

 

通訊地址 (非預設) 

電子信箱 (非預設) 

手機 (非預設) 

生日月份 (非預設) 

 

二、請問您是否願意收到華岡校友網「校友電子報」、「生日賀卡」及「校務訊息」等？ (單選必填) 

  ○(01) 願意 

  ○(02) 不願意 

 

三、請問您是否願意收到「在職進修」相關訊息？ (單選必填) 

  ○(01) 願意 

  ○(02) 不願意 

 

四、因教育部擬推動「大專校院就業投保比對機制」，並提供就業及訓練服務，請問您是否願意提供

您的個人聯繫資料給教育部？(單選必填) 

  ○(01) 願意 

  ○(02) 不願意 

 

五、請問您是否願意接受勞動部之就業服務(提供畢業生基本資料給勞動部)？(單選必填) 

    ○(01) 願意 

  ○(02) 不願意 

 

六、請問您是否願意提供您畢業後就業相關資料回饋給學校，以利學校進行畢業流向分布及利害關係

人調查等統計分析資料，做為未來教學特色及課程改善依據？（單選必填） 

    ○(01) 願意 

  ○(02) 不願意 

 

 

 

確認後送出 

（下一頁，設定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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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凝聚華岡心，展現華岡情」 

 

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會、系(所)友會、和地方校友會誠摯邀請您加入 

 

親愛的華岡人： 

  您好！恭喜您成為華岡校友的一員，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會、系(所)友會、和海內外地方校友會

希望與您保持聯繫、提供校友服務、在職場上相互提攜，誠摯邀請您加入校友會聯繫網絡，並請您點

選同意加入下列單位聯絡名錄(若您點選同意，下列校友會將分別依循您的意願取得您的姓名、畢業

系所、EMAIL、聯繫電話與通訊地址)。 

 

  1. 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會 

    ○(01) 願意  ○(02) 不願意 

 

  2. 您畢業系所之系(所)友會 

    ○(01) 願意  ○(02) 不願意 

 

  3. 您通訊地址所在地之地方校友會 

    ○(01) 願意  ○(02) 不願意 

 

 

1. 以上單位依法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蒐集、處理及利用您所提供之上述個人資料，

您得就這些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

本、補充或更正、停止搜集、處理、利用與刪除」之權利。 

2.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所定之權利，但您所提供資料不足

或有其他冒用、盜用、不實之情形，可能將不能收到校友會提供之職場、校友動態、校友優惠措

施或校友活動等相關訊息，影響參與校友會之權益及分享校友會提供之各項服務。 

3. 在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您的前述個人資料

前，您所勾選之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會、系(所)友會或地方分會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

令，於個人資料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使用該等個人資料。 

 

 

 

本人已閱讀上述訊息，並再次確認本人對於提供姓名、畢業系所、EMAIL、聯繫電話與

通訊地址給相關校友會之選擇係屬正確。 
 

確認後送出 

（請點選） 

 

（下一頁，設定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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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那些年，我們一起在華岡」 

 

一、請由以下選項中，勾選符合您畢業後規劃的選項。(單選必填) 

  ○(01) 已找到工作，準備立即就業        －跳至第「五」題 

  ○(02) 正準備找工作              －跳至第「五」題 

  ○(03) 已準備就讀錄取的國內研究所（含博碩士班）－跳至第「二」題 

  ○(04) 正準備報考研究所            －跳至第「五」題 

  ○(05) 準備參加國家級考試或國家級證照考試   －跳至第「五」題 

  ○(06) 準備參加其他就業考試          －跳至第「五」題 

  ○(07) 準備自行創業              －跳至第「五」題 

  ○(08) 申請出國留學、遊學           －跳至第「五」題 

  ○(09) 申請打工度假              －跳至第「五」題 

  ○(10) 服兵役                 －跳至第「五」題 

 

 

（依據題目第一題回答項目跳至對應題目，設定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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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問您已錄取的研究所科系與大學主修相關性？(單選必填) 

  ○(01) 完全相關 

  ○(02) 大部分相關 

  ○(03) 少部分相關 

  ○(04) 完全無關 

 

三、若您已錄取國內研究所（包括正備取），請提供錄取的研究所學校與科系名稱（包括所有錄 取

的學校校名及研究所科系名稱）： 

 

1. 錄取學校名稱／科系名稱（開放式填答必填） 

                     

 

2. 錄取學校名稱／科系名稱（開放式填答非必填） 

                     

 

3. 錄取學校名稱／科系名稱（開放式填答非必填） 

                     

 

4. 錄取學校名稱／科系名稱（開放式填答非必填） 

                     

 

5. 錄取學校名稱／科系名稱（開放式填答非必填） 

                     

 

四、若您已考取公費留學，請提供考取公費留學的國家名稱 

                       

 

 

（續填第五題，設定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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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校就讀期間，請問針對本校「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您的學習成果為何？ 

 

1. 請問針對本校「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中，「藝術品味與人文涵養：具備藝術品味」本項您的學習

成果為何？ 

○(01) 能充分瞭解藝術的豐富內涵，具備對藝文品鑑的能力，並能解讀與欣賞各種形式的藝術作

品與表演 

○(02) 瞭解大部分藝術的豐富內涵，具備對藝文品鑑的能力，並能解讀與欣賞大部分形式的藝術

作品與表演 

○(03) 知道部分藝術的內涵以及稍微具備對藝文品鑑的能力，並偶爾能解讀與欣賞部分形式的藝

術作品與表演 

○(04) 知道一些藝術的內涵以及稍微具備對藝文品鑑的能力，稍微解讀與欣賞一些形式的藝術作

品與表演 

○(05) 不瞭解藝術的內涵或不具備藝文品鑑的能力，也無法解讀與欣賞各種形式的藝術作品與表

演 

 

2. 請問針對本校「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中，「藝術品味與人文涵養：富含人文涵養」本項您的學習

成果為何？ 

○(01) 具有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懂得立身處世的道理 

○(02) 具備人文與社會知識，並對人的本身及社會的發展有所認識 

○(03) 修習過人文通識課程，知曉所學之人文知識 

○(04) 知道一些人文價值觀，但不知其道理 

○(05) 不瞭解本國文化與歷史傳統 

 

3. 請問針對本校「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中，「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具備國際視野」本項您的學習

成果為何？ 

○(01) 能隨時掌握國際社會脈動，積極關心國際事務 

○(02) 主動關心國際議題，認識與關心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議題 

○(03) 有時瀏覽國際新聞，認識現在國際新聞 

○(04) 偶爾瞭解國際社會脈動，知道一些國際議題 

○(05) 無法瞭解國際社會脈動 

 

4. 請問針對本校「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中，「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理解多元文化」本項您的學習

成果為何？ 

○(01) 能主動尊重與欣賞其他文化的價值，理解與體察不同文化意涵 

○(02) 包容並理解在性別、族群、智慧、階層等方面的異同 

○(03) 尊重並認識在性別、族群、智慧、階層等多元文化的異同 

○(04) 知道在性別、族群、智慧、階層等多元文化的異同 

○(05) 完全不瞭解與自身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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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問針對本校「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中，「社會關懷與公民責任：重視社會關懷」本項您的學習

成果為何？ 

○(01) 能積極關心社會議題、協助社會弱勢，積極參與公眾事物與服務學習 

○(02) 會主動關心社會議題、協助社會弱勢，主動參與公眾事物與服務學習 

○(03) 有時候會關心社會議題、協助社會弱勢，有時參與公眾事物與服務學習 

○(04) 知道社會議題與社會弱勢，有時參與公眾事物與服務學習 

○(05) 很少關心社會議題或協助社會弱勢 

 

6. 請問針對本校「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中，「社會關懷與公民責任：認知公民責任」本項您的學習

成果為何？ 

○(01) 充分瞭解公民責任意涵，並能充分運用於實際社會上身體力行 

○(02) 瞭解大部分公民責任且能解釋其概念 

○(03) 知道部分公民責任概念內容 

○(04) 知道一些社會關懷與公民責任，但不熟悉詳細內容 

○(05) 不知道公民責任概含與內容 

 

7. 請問針對本校「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中，「創新思維與資訊應用：具備創新思維」本項您的學習

成果為何？ 

○(01) 能找到並深入瞭解問題，能整合知識發揮創意，研擬合宜解決方案 

○(02) 能找到並瞭解問題，蒐集並提出決方案 

○(03) 能找到問題並蒐集參考資料嘗試解決 

○(04) 找到問題卻無法解決 

○(05) 無法洞悉問題 

 

8. 請問針對本校「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中，「創新思維與資訊應用：精通資訊應用」本項您的學習

成果為何？ 

○(01) 熟練程式語言，運用資訊邏輯完成報告、企畫書、調查、研究論文等 

○(02) 常常能運用所需的資訊技術工具，完成報告、企畫書、調查、研究論文等 

○(03) 有時能運用所需的資訊技術工具，完成報告、企畫書、調查、研究論文等 

○(04) 偶爾能運用所需的資訊技術工具，完成報告、企畫書、調查、研究論文等 

○(05) 無法運用所需的資訊技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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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校為激勵學生主動學習，鼓勵學生參加各類課外學習活動，達成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培養

之目標，特訂定「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除專業、通識、體育等課程學習外，亦透過『全人學習

護照』將學習歷程中所參與之課外學習活動統整並依不同面向紀錄保存，增強個人軟實力與就業能力，

下列題組請依您個人在校求學歷程後，就學習感受填答您所完成具備程度，進行自我檢核。 

 

1. 在您入學前(含轉學轉入前)對於參與課外自主學習活動所獲得的核心能力您給多少分? (選擇或

填寫數字 1至 10) 

 

2. 透過全人學習護照「德育簽證」的學習歷程，我對於尊重倫理規範，關懷社會與環境，具有情緒

管理、利他精神及公民德行，對自我有高度期許有所提升。 

(01)非常同意 (02)同意 (03)有點同意 (04)有點不同意 (05)不同意 (06)非常不同意 

 

3. 透過全人學習護照「智育簽證」的學習歷程，我對於培養豐厚專業知能，具備創新與跨領域整合

能力，並能學以致用，持續追求知識熱誠有所提升。 

(01)非常同意 (02)同意 (03)有點同意 (04)有點不同意 (05)不同意 (06)非常不同意 

 

4. 透過全人學習護照「體育簽證」的學習歷程，我對於培養終生運動習慣，促使身心均衡，能以堅

毅沉著面對人生，提升生活品質有所提升。 

(01)非常同意 (02)同意 (03)有點同意 (04)有點不同意 (05)不同意 (06)非常不同意 

 

5. 透過全人學習護照「群育簽證」的學習歷程，我對於敬業樂群，能互相關懷，與他人合作，並具

備世界觀與全球移動能力有所提升。 

(01)非常同意 (02)同意 (03)有點同意 (04)有點不同意 (05)不同意 (06)非常不同意 

 

6. 透過全人學習護照「美育簽證」的學習歷程，我對於人文涵養與藝術欣賞能力，提升藝文品味有

所提升。. 

(01)非常同意 (02)同意 (03)有點同意 (04)有點不同意 (05)不同意 (06)非常不同意 

 

7. 全人學習護照制度對於我在課外學習累積軟實力之幫助有所提升？ 

(01)非常同意 (02)同意 (03)有點同意 (04)有點不同意 (05)不同意 (06)非常不同意 

 

8. 對於學校推動『全人學習護照』課外自主學習制度之整體滿意度為何？ 

(01) 非常滿意 (02)很滿意 (03)滿意 (04)不滿意 (05)很不滿意 (06)非常不滿意 

 

9. 經歷過大學生活參與各式課外學習活動經歷後，現在您對於參與課外自主活動所獲得的核心能力

您給多少分? (選擇或填寫數字1至10) 

 

 

（續填第七題，設定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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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校就讀期間，請問本校「核心能力」及「職能特質」選項您的收穫程度為何？ 

(表格式單選必填) 

題

號 
選項 

非常有收穫 

(4分) 

有收穫 

(3分) 

收穫很少 

(2 分) 

沒有收穫 

(1分) 

1 表達與溝通能力 ○ ○ ○ ○ 

2 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 ○ ○ ○ ○ 

3 學習意願與可塑性高 ○ ○ ○ ○ 

4 創新能力 ○ ○ ○ ○ 

5 報告分析與撰寫能力 ○ ○ ○ ○ 

6 良好個人工作態度 ○ ○ ○ ○ 

7 問題解決能力 ○ ○ ○ ○ 

8 瞭解產業環境與發展 ○ ○ ○ ○ 

9 求職與自我推銷能力 ○ ○ ○ ○ 

10 外語能力 ○ ○ ○ ○ 

11 獨立思辨能力 ○ ○ ○ ○ 

12 對國際市場趨勢的了解 ○ ○ ○ ○ 

13 跨國際合作與協調能力 ○ ○ ○ ○ 

14 領導與管理能力 ○ ○ ○ ○ 

15 抗壓性與情緒管理好 ○ ○ ○ ○ 

16 對職涯發展充分瞭解及規劃 ○ ○ ○ ○ 

17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能力 ○ ○ ○ ○ 

 

 

（續填第八題，設定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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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校就讀期間，請問以下「學習經驗」，對您的收穫程度為何？ 

(表格式單選必填) 

題

號 
選項 未參與 

非常有收穫 

(4分) 

有收穫 

(3分) 

收穫很少 

(2分) 

沒有收穫 

(1分) 

1 輔系經驗 ○ ○ ○ ○ ○ 

2 雙主修經驗 ○ ○ ○ ○ ○ 

3 學程經驗 ○ ○ ○ ○ ○ 

4 職場倫理課程 ○ ○ ○ ○ ○ 

5 實習、見習經驗 ○ ○ ○ ○ ○ 

6 社團經驗 ○ ○ ○ ○ ○ 

7 
校內服務學習 

(如：公共服務學習) 
○ ○ ○ ○ ○ 

8 
校外服務學習 

(如：服務志工) 
○ ○ ○ ○ ○ 

9 個別生職涯諮詢輔導 ○ ○ ○ ○ ○ 

10 
團體生職涯諮詢輔導 

(如：UCAN線上測驗) 
○ ○ ○ ○ ○ 

11 職場參訪 ○ ○ ○ ○ ○ 

12 就業博覽會 ○ ○ ○ ○ ○ 

13 海外遊學 ○ ○ ○ ○ ○ 

14 校內工讀經驗 ○ ○ ○ ○ ○ 

15 校外工讀經驗 ○ ○ ○ ○ ○ 

 

 

（續填第九題，設定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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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針對以下選項，請問您對於「校內各項資源」的滿意程度？ 

(表格式單選必填) 

題

號 
題目 

非常滿意 

(4分) 

滿意 

(3分) 

不滿意 

(2分) 

非常不滿意 

(1分) 

1 系(所)師資陣容 ○ ○ ○ ○ 

2 系(所)教師教學方法 ○ ○ ○ ○ 

3 系(所)課程規劃 ○ ○ ○ ○ 

4 系(所)學術與專業表現 ○ ○ ○ ○ 

5 系(所)學習風氣 ○ ○ ○ ○ 

6 系(所)師生關係 ○ ○ ○ ○ 

7 系(所)同學關係 ○ ○ ○ ○ 

8 系(所)國際交流 ○ ○ ○ ○ 

9 系(所)實務交流 ○ ○ ○ ○ 

10 系(所)創新發展 ○ ○ ○ ○ 

11 系(所)教研設備 ○ ○ ○ ○ 

12 系(所)課業輔導 ○ ○ ○ ○ 

13 社會參與或社會服務 ○ ○ ○ ○ 

14 學生課外活動 ○ ○ ○ ○ 

15 職涯輔導活動 ○ ○ ○ ○ 

16 校園環境 ○ ○ ○ ○ 

17 校內外住宿 ○ ○ ○ ○ 

18 大眾交通 ○ ○ ○ ○ 

19 停車問題 ○ ○ ○ ○ 

20 校內餐飲品質 ○ ○ ○ ○ 

21 圖書與期刊 ○ ○ ○ ○ 

22 資訊硬體設備 ○ ○ ○ ○ 

23 資訊軟體設備 ○ ○ ○ ○ 

24 網際網路功能 ○ ○ ○ ○ 

25 行政服務 ○ ○ ○ ○ 

26 整體滿意度 ○ ○ ○ ○ 

 

 

（續填第十題，設定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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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請問您期望畢業後第一份工作的月薪為何？ 

(單選必填) 

  ○(01) 20,000 元以下 

  ○(02) 20,001 元至 22,000 元 

  ○(03) 22,001 元至 25,000 元 

  ○(04) 25,001 元至 30,000 元 

  ○(05) 30,001 元至 35,000 元 

  ○(06) 35,001 元至 40,000 元 

  ○(07) 40,001 元至 45,000 元 

  ○(08) 45,001 元至 50,000 元 

  ○(09) 50,001 元至 55,000 元 

  ○(10) 55,001 元至 60,000元 

  ○(11) 60,001 元至 65,000元 

  ○(12) 65,001 元至 70,000元 

  ○(13) 70,001 元以上 

 

十一、請問您希望學校提供哪些生職涯發展相關服務與協助給學弟妹？(複選必填) 

  □(01) 校內、外工讀資訊 

  □(02) 校內、外實習資訊 

  □(03) 生涯規劃輔導（如：生職涯探索、規劃、抉擇、諮商與測驗） 

  □(04) 職涯規畫相關講座或課程（如：產業趨勢、經驗分享） 

  □(05) 職場參訪 

  □(06) 面試技巧、履歷健診活動 

  □(07) 職缺媒介、就業諮詢 

  □(08) 校園徵才系列活動（如：就業博覽會、企業說明會） 

 

十二、請寫下您對母校或系所的建議 (開放式非必填) 

                                    

                                    

                                    

                                    

 

 

（完成問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