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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一些人來說，在高等教育界能夠使用大數據與分析方法解決問題，是一

件非常值得開心的事情。但對於某些人而言，進行資料收整以及數據解釋這樣

的方法讓他們感到不安。他們可能對於數據的收集方式、蒐集資料的人員以及

儲存的格式感到擔心，也有一些人(尤其在學生事務或是學生支援單位工作的

人)對於使用數據評估人員的功能以及效益持保留態度。儘管要克服專案業務的

員工對於數據的恐懼和偏見並不容易，但我們可以嘗試從實行以下策略，使機

構推廣更多「以數據為依據」之實踐基礎。 

1. 將重點放在問題改進，而非資料評估 

    在與學生事務相關的單位中，大家通常不會直接詢問「這項計劃是否增加

留校率(就學穩定率)？」或是「這項政策對於畢業率的增減有甚麼影響？」，

因為判斷這項計劃或服務對於學生成效是否具有直接且可測量的影響並不容

易，因此許多人可能對「將分析方法作為衡量政策影響的工具」的效益與準確

性表示存疑。 

 



    但近年來，預測分析的技術已有突破性的進展，並可呈現例如學生選擇模

式（例如：選課偏好）、學生行為模式（例如：多數學生完成註冊的時間區

間），以及不同學生的學習成就（例如：入學第一年即完成某課程，對於學生

學習成效之影響）等情形。擁有這些資訊的員工可提供學生更好的服務，並更

有效地利用校內的可用資源。因為他們重點在「使數據可以解釋並回答學生需

求與選擇等問題」的方法，以切中問題點，而不僅只是將數據作為評估工具。

這些數據可以呈現如學生最常使用的服務以及學生使用服務的時間，以協助部

門進行資源分配，因此員工可以藉由滿足學生最想要與最需要的項目，最大程

度地發揮這些資源的作用。 

2. 凡事往大局(整體概況)想 

    有人說直接服務學生的員工是「將 90％的工作時間花在 10％的學生

上」，所以在處理複雜的問題以及特殊異常的過程中，通常會有「某件事才是

待解決的主要問題」的感覺。例如，在為期兩天的迎新課程中，有十多名新生

到相關單位詢問線上課程註冊的問題，雖然迎新課程中已有相關介紹，並提供

學生使用入口網站的步驟。我們可能會詢問該業務承辦人，發生這樣的情形是

否應該更新或調整迎新課程的內容。但如果我們針對新生註冊行為模式的相關

數據進行檢視，便會發現資料並未顯示多數學生擁有線上課程註冊的問題。故

我們可以推論，學生詢問註冊問題這件事，並非普遍的系統性問題，而是單一

個案的現象。 



    反之亦然，如果我們可以看到整體的概況，便可協助本來被誤認為無關或

個案性(單一學生或班級)的問題被揭露。例如，某課程老師正與兩個課堂非常

努力但表現不太理想的學生交談。一般來說，這門課對學生來說是較困難的科

目，因此老師會建議並指導學生利用輔導課程的資源。但在檢視連續三學期修

此門課所有學生的成績表現後，發現原因可能為線上測驗的門檻分數可能太

高，導致無法顯示學生在此門課程的進步與成效(無鑑別度)。如該系主任查看

了這份數據集的內容，便可清楚發現，這些學生表現中可歸納出一個現象(課程

測驗門檻過高，導致課程無鑑別度)，並顯示出在少數學生(單一個案)中沒有被

發現的問題。 

3. 讓數據成為助力 

    藉由擁有使用使用數據的權限，並擁有解釋數據的自主性，部門間以及在

部門裡頭工作的同仁才可構建自己對於這些數據的敘述。儘管從「只討論做了

哪些事情，調整為尋找方法來呈現所做的事」不是件容易的事。在教育機構

中，數據即可向他人解釋對於學生影響程度/層面的重要部分：包含服務量、開

課多樣性以及提供服務的頻率等。除因果關係與投資報酬率的評估外，我們也

應考量如何利用數據呈現事件的關係（例如：本校教師平均於學期前兩週與學

生進行 1000 多次面對面的互動），或描述單位的業務情形（例如：接受學生

成效相關部門服務的大學生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人沒有就讀本校學位學程。） 

4. 將所有資訊進行彙整 



    在積極面上，領導者可以向專案業務的員工呈現數據為他們服務的情形，

並鼓勵將其作為重要資源進行利用。要讓數據真正對專案層級員工有價值，最

重要的是，必須要讓一線人員對於數據有足夠可近性。可近性包含兩種不同的

形式：可使用/存取使用職務相關的數據資訊，以及擁有處理數據的技能。 

    我們可以提供機會讓同仁討論他們所需的數據類型，並提供讓他們更容易

處理資料的方法。如能提供支持數據處理與解釋的資源，將會是消除障礙的重

要關鍵。不妨與協助數據處理的相關單位或業務承辦人聯繫(例如校務研究和大

學政策評估相關單位，或對專案評估或是大數據業務相關之教職員工或種子人

員)。將有助於未來開發更多的視覺化數據呈現方式，例如儀表板或資訊圖表，

以幫助同仁更輕鬆地發掘教師與學生行為模式相關問題。 如此一來，機構便

可在促進和支持數據驅動的管理上奠定堅固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