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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教育部UCAN計畫
 科技部海外人才歸國橋接計畫
 勞動部職能發展與應用推動計畫
 政府科技專案計畫
 大專校院教育工作
專長
 研發科技專案計畫管理、職能應用、職能導向發

展與教學設計、人才發展相關政策研析

現職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教學應用及

管理計畫/計畫主持人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學院人才發展研究
組/專案經理/管理師

學歷:企管科管雙碩士
 東吳企業管理
 San Diego National University科技管理

盧雯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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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的UCAN
是甚麼?  有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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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師長知道的UCAN是…

網址：https://ucan.moe.edu.tw/
• 就業(職涯)輔導單位的業務

• 免費給學生做職業興趣探索用

• 配合評鑑被要求要學生做的測驗

• 聽說有學生數據可以分析，但詳細不知道是甚麼?

• 跟我沒有關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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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師長知道的UCAN有…

興趣探索診斷結果(前台)

共通職能診斷結果 專業職能診斷結果16職涯分數 職業性格類型

職能診斷結果(前台)

• 累計使用者帳號逾300萬筆
• 累計診斷次逾430萬人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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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型

名稱

排
程
報
表

全校整體使用統計報表

全校職業興趣診斷結果

全校職場共通職能診斷結果

全校專業職能診斷結果

UCAN職業興趣探索(個別學生-各類型平均分
數)原始資料

UCAN職場共通職能診斷(個別學生-各面向平
均分數)原始資料

UCAN專業職能診斷(個別學生-各面向平均分
數)原始資料

UCAN職業興趣診斷(個別學生-各類型)全國
PR值

UCAN職場共通職能診斷(個別學生-各類型)
全國PR值

UCAN職業興趣診斷(個別學生)Holland碼

BI
智
慧
分
析
報
表

學校帳號數統計

管理者帳號數統計

全校各系所學生使用情況

全校各系所職業興趣概況分析

全校各系所職場共通職能概況分析

系所班級學生帳號數統計

各系所班級學生各項診斷次數

各系所班級專業職能診斷概況分析

各系就業途徑專業職能診斷次數

部分師長知道UCAN有…

不同管理者權限

學校總管理者

一般管理者

系所管理者

年級管理者

班級管理者

課程管理者

報表管理者

類
型

名稱

即
時
報
表

全校整體使用統計報表

系／年／班─職業興趣診斷結果報表

系／年／班─職場共通職能診斷結果
報表

系／年／班─專業職能診斷結果報表

系／年／班─未做診斷之帳號清單報
表
個人職業興趣診斷結果

個人職場共通職能診斷結果

個人專業職能診斷結果

職業興趣診斷Holland碼

各式分析報表

管理者後台

• 學校使用率逾9成(136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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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各種職涯類型下，各就業途徑所需資格、職能及相關職業
• 與國家政策同步，連結跨部會資源，協助學生/學校在單一平台就能掌握最新職
能相關政策及資源，做更好的整合運用

UCAN提供

• 16職類

• 66就業途徑

• 專業職能內容(超過1,500項)

▼ 專業及基礎應用能力

知識技能

(2,500項)

相關職業

(1,000項)

執業資格、勞動部技能檢

定、教育部採認民間證照

(300項)

▼ 因應產業需求滾動式調整更新

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行為指標

7



• UCAN影片全蒐錄
(職場@故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zacaakl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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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UCAN
可以怎麼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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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職
業查詢

職能
介紹

職業
查詢

職能
查詢

職能
診斷

共通
職能
診斷

教學
能量
回饋

專業
職能
診斷

能力
養成

能力
補強
策略

目標
學習

選課
規劃

職業興
趣探索

探索
職涯
方向

評估
職涯
契合

定位
最適
職業

後臺
管理

診斷
報表

回饋
報表

智慧
報表

教學規劃 教學回饋 學習輔導
校務研究/管理

認識工作世界 探索職涯方向 了解能力強弱 規劃學習方向

學生

老師

學校

UCAN可以這樣用

10

• UCAN平台五大功能，協助學校進行「學習輔導」、「教學發展」及
「校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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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N在學生職涯探索的應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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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活動

行為指標

職類

就業
途徑

工作任務

幫助學生認識工作世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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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學生查詢相關職業

• 配合學校以職業設定職涯進路，職業查詢功能，提供學生或老師帶領學生了解
工作世界時，更清楚職場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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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哪些職類感
興趣？

UCAN功能-職業興趣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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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興趣探索診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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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興趣探索的內容

• 題目總計共194題，填答方式為勾選題目代表符合或喜歡，未勾選則代
表不符合或不喜歡。

• 其計分方式累積個人在16種職涯類型題目中選項的喜歡或符合，求出
個人在16種職涯類型的得分狀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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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N功能-職業興趣探索

診斷結果分析

• 職業興趣探索依據
「我最喜歡哪些活動」、
「我認為自己有哪些特質」
及「我喜歡哪些科目」三個
面向進行自我診斷

• 由受評者透過自我評量，找
出個人最感興趣的職業類型。

• 診斷結果以16個職涯類型
的興趣強弱排序呈現。

• 呈現16 種職涯類型的興趣強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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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N功能-職業興趣探索

診斷結果分析

職業性格傾向

• 性格特徵

• 職業性格傾向

• 價值觀

• 問題解決策略

• 適合之職業領域中之典型
職業

分數分析數據

• 興趣類型之間的差異

• 興趣強度與他人的比較

• Holland 的六種職業性格類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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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N16職涯類型與RIASEC的
關係對照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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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興趣探索結果情境狀態

• 個人的興趣探索結果有強弱差異情境一

• 個人的興趣探索結果呈現普遍偏高情境二

• 個人的興趣探索結果呈現普遍偏低情境三

• 興趣探索結果高分之職涯類型與就讀科

系關聯程度明顯偏低
情境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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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興趣探索結果輔導範例
當興趣探索結果與科系大不同時怎麼辦？
是否有跨產業需要的能力

如資訊能力可能為跨產業需要

是否有跨領域結合的可能
在全美125所認可的醫學院中，已有80個與其它專業學院聯手提供跨領域學

位。例如：M.D.∕M.B.A（醫學及企業管理）

M.D.∕J.D.（醫學及法學）Pharm.D.∕M.B.A.（藥學及企業管理）

Holland Code的應用

最後一步才評估是否輔導轉系

天然資源、

食品與農業

休閒、觀

光與餐旅
建築營造 製造 醫療保健

政府及公共

行政管理
物流運輸

藝文與影

音傳播

個人及社

會服務

教育與訓

練

企業經營

管理

行銷與銷

售
金融財務

資訊科技 司法、法律

與公共安全

科學、技術、

工程、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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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職業興趣探索結果的小提醒

• 職業興趣探索並不會直接告訴學生應該或不應該
做什麼。

• 該量表並無任何控制受測者作答真實與否的設計
，且量表的目的是為了瞭解受測者部份的個人特
質，因而無法以此為唯一依據驟下結論。

• 如果學校已有其他測評工具，例如MAPA、生涯
興趣量表，都能『結合運用』，透過不同面向的
工具幫助同學瞭解自己及作為諮詢輔導的參考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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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探索之後，下一步？

• 職業興趣探索診斷結果的解釋

–會看到什麼結果？

–個別數字如何解釋？ (個人能力強弱)

–數字間代表的意義？（常模的參照）

• 職業興趣探索診斷結果的應用

–看一看，各就業途徑的工作世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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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模分數解釋個人診斷結果

註：最新全國常模分數可至UCAN平台下載：後台管理>下載專區>操作手冊下載

對照學生分數與常模分數，瞭
解個人在群體之中的相對位置

依學生在各群體中的相對興趣
強弱，輔導其學習或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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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建議

不同類型百分等級常模分數
代表與那群類型的人相比所
得到的等級分數，其分數具
有強弱的概念，但不能代表
贏過多少人，只是個人在團
體中的相對位置，因此切勿
有好壞的分數講評。

本平台建置之常模提供多類
型百分等級常模分數（如體
系、年級、學門等），可提
供較多的資訊給受測者瞭解
自己在不同群團中的位置。

常模分數介紹及應用建議

常模分數介紹

常模分數依照特定團體中
的相對位置所轉換來的。
其分數代表，在其團體中，
分成 100 等分進行層級的
比較，若某人的原始分數
對照常模分數為 90 時，
代表其人的分數在100人
中，勝過90人，排名在第
10等級，等級愈高代表在
團體中的層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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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類型
原始
分數

全國常模 年級常模 年級常模

整體 大一 大四
商業及
管理學門

教育學門

建築營造 2.06 58 61 55 59 64

天然資源、食品
與農業

1.18 32 36 30 36 32

藝文與影音傳播 0.88 7 7 8 6 6

企業經營管理 2.06 53 58 52 46 63

教育與訓練 0.88 16 18 17 17 4

金融財務 3.82 95 96 95 91 98

政府及公共行政
管理

1.76 45 52 47 43 47

醫療保健 1.76 33 38 35 34 40

個人及社會服務 0.88 7 8 9 6 7

休閒與觀光旅遊 0.88 7 8 8 6 6

資訊科技 2.94 74 77 71 77 73

司法、法律與公
共安全

2.06 45 50 48 43 45

行銷與銷售 1.47 36 40 38 31 33

製造業 2.06 59 64 58 59 66

科學、技術、工
程、數學 1.47 49 52 47 55 57

物流運輸 1.47 37 42 39 34 44

興趣探索個人診斷結果解釋及常模參照

小芳目前大四，現年 21 歲，
女生，目前就讀某私立大學
財務金融系，透過UCAN 診
斷，測得 16 個職涯類型的
原始平均分數如右表。

除列出全國整體常模分數、
一般大學體系年級常模，另
列出財務金融系所屬的商管
學門，並額外列出教育學門，
提供其他參照說明。

註：右表僅為示範數據，最新全國常模分數請至
UCAN後台下載。

1 2 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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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類型 原始分數
全國常模

整體

建築營造 2.06 58

天然資源、食品
與農業

1.18 32

藝文與影音傳播 0.88 7

企業經營管理 2.06 53

教育與訓練 0.88 16

金融財務 3.82 95

政府及公共行政
管理

1.76 45

醫療保健 1.76 33

個人及社會服務 0.88 7

休閒與觀光旅遊 0.88 7

資訊科技 2.94 74

司法、法律與公
共安全

2.06 45

行銷與銷售 1.47 36

製造業 2.06 59

科學、技術、工
程、數學

1.47 49

物流運輸 1.47 37

原始分數偏高／低的可能解釋方向

小芳在藝文與影音傳播等四個就業途徑皆
得到 0.88分，但對照常模分數後，卻得出
不同百分等級常模分數。因為大部分的人
在藝文影音傳播、個人及社會服務、休閒
與觀光旅遊興趣分數得分高，因此透過常
模分數調整後，則相對較低。

但她在教育與訓練的興趣雖然原始得分為
0.88分，對照後為16百分等級，代表她在
教育與訓練的興趣仍超過16%人。

以整體常模為例

興趣探索個人診斷結果解釋-整體常模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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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常模分數對照的可能解釋方向

與大四常模對照，小芳對金融財務的興趣仍
超過95%的同年級的人，顯示小芳對於所學
及未來有較清楚的定向。

右表中大一和大四的興趣常模分數差異不大，
代表不同年級間的興趣分數一致，不過仍建
議師長依照學生的年級進行該年級百分等級
常模分數對照。

以年級常模為例

興趣探索個人診斷結果解釋-年級常模

職涯類型
年級常模

大一 大四

建築營造 61 55

天然資源、食品
與農業

36 30

藝文與影音傳播 7 8

企業經營管理 58 52

教育與訓練 18 17

金融財務 96 95

政府及公共行政
管理

52 47

醫療保健 38 35

個人及社會服務 8 9

休閒與觀光旅遊 8 8

資訊科技 77 71

司法、法律與公
共安全

50 48

行銷與銷售 40 38

製造業 64 58

科學、技術、工
程、數學

52 47

物流運輸 42 3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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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類型
年級常模

商業及管理學門 教育學門

建築營造 59 64

天然資源、食品
與農業

36 32

藝文與影音傳播 6 6

企業經營管理 46 63

教育與訓練 17 4

金融財務 91 98

政府及公共行政
管理

43 47

醫療保健 34 40

個人及社會服務 6 7

休閒與觀光旅遊 6 6

資訊科技 77 73

司法、法律與公
共安全

43 45

行銷與銷售 31 33

製造業 59 66

科學、技術、工
程、數學

55 57

物流運輸 34 44

系所所屬學門常模分數的可能解釋方向

小芳在系所所屬的商管學門中，在金融財
務的興趣亦明顯超過該學門91%，顯示她
的興趣與系所就業途徑高度相符，學習動
機可能較高。

另外，小芳在資訊科技的興趣亦超過該學
門77%的人，顯示與同學門的人相較小芳
對於資訊科技有高度興趣，師長可建議小
芳跨系或跨領域選修資訊相關課程。

以學門（商管）常模為例

興趣探索個人診斷結果解釋-學門常模

金融財務

藝文與影音傳播 6

91

個人及社會服務 6

休閒與觀光旅遊 6

資訊科技 7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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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類型
年級常模

商業及管理學門 教育學門

建築營造 59 64

天然資源、食品
與農業

36 32

藝文與影音傳播 6 6

企業經營管理 46 63

教育與訓練 17 4

金融財務 91 98

政府及公共行政
管理

43 47

醫療保健 34 40

個人及社會服務 6 7

休閒與觀光旅遊 6 6

資訊科技 77 73

司法、法律與公
共安全

43 45

行銷與銷售 31 33

製造業 59 66

科學、技術、工
程、數學

55 57

物流運輸 34 44

非系所所屬學門常模分數的可能解釋方向

與商管學門相較，小芳對於教育與訓練尚
有 17 百分等級常模分數，但在教育學門卻
掉至 4 百分等級常模分數，代表她與教育
學門的人相比，對於教育與訓練的興趣僅
高過 4%的人。

因此，系所教師可通過本學門常模的比較，
輔導學生選擇適合自己的就業途徑及課程。

以學門（教育）常模為例

興趣探索個人診斷結果解釋-學門常模

金融財務

教育與訓練 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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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N在職涯課程設計及

專業課程發展上的應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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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推動職涯輔導常見問題或挑戰

學生上課興趣及動機不
強，職涯課程常被當成
營養學分 「以就業為導向」是否可

能窄化教育內容、扭曲教
育本質？

就業力如何教？
學校內的課程及教學活動
如何教就業力？學生又要
如何學？

職涯課程定位目標不明
及缺乏整體規劃；
缺乏專業授課師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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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輔導應連結跨單位合作

資料來源：國立中山大學劉孟奇教務長，103學年度UCAN推動研討會

跨單位共同合作

• 職涯「輔導」常被歸為學務處的（二級）業務，但學生
的生涯發展需求其實結合教務、學務、系院、產學、國
際各單位，並需要職輔人員與系所教師共同合作。

入學

職涯暨諮商
輔導中心

資訊/電算中心

通識教育單位

學院、系所

教務處 學務處
校友服務單位/
民調中心

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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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輔導須貫穿學生學習歷程

資料來源：國立中山大學劉孟奇教務長，103學年度UCAN推動研討會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大專生涯輔導工作參考手冊」(103年12月初版)

Step 1
自我與生涯發展

學涯發展

職涯準備

人才品質
培育回饋

• 自我發展輔導

• 生涯籌劃輔導

• 生涯管理與實踐輔導

• 培養職場軟實力

• 培養專業硬實力

• 職涯轉銜輔導

• 就業資訊與媒合

• 升學資訊與輔助服務

• 畢業生流向調查

• 雇主滿意度調查

貫穿大學學習歷程
• 職涯輔導不應只被窄化為「大一性向探索+大四求職輔

導」，而應包括認識職業世界、生涯管理、學涯發展、
學職轉換，並貫穿大一到大四的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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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輔導主要五項發展主題

職涯規劃概念

1
探索自我

2
探索工作世界

3
綜合評估做決定

4
就業準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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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執行決定

取得必要資格、找工作、進入職場 鼓勵同學擬定能力養成計畫

4. 綜合評估並做出決定

決定優先順序

3. 瞭解外在世界

工作類型、工作條件、進修機會 利用職業查詢，引導同學認識工作世界

2. 瞭解自我

優點、專業技術程度、興趣、價值觀 檢視同學的診斷結果與能力養成計畫

1. 覺察與體認

認真思考職涯並體認自己的責任 進入學校系統查詢學生相關基本資料

學生要做的事 教師/輔導人員要做的事

常見的職涯輔導的步驟

了解學生職業
興趣及職能

協助學生認識
工作世界與所

需職能

鼓勵學生有方
向養成能力

持續追蹤輔導

UCAN可以作為學校師長引導同學的工具，利用UCAN了解個人職業興趣及職能強弱，並

認識工作世界與所需職能，進而鼓勵學生有方向養成能力及持續追蹤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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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興趣的職
類需要什麼專
業及條件？

我對哪些
職類感興
趣？

我有這些能
力嗎？

我要如何加強這些
專業？（課程、實
習、工讀、社團或

產業講座）

我如何瞭解長
時間的能力變
化及後續管理

追蹤？

運用UCAN作為職涯輔導的教學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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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涯輔導不同主題及目的下，可將UCAN的職能資源及功能納入課程單元設計

1 職涯規劃概念 2 探索自我 3 探索工作世界 4 綜合評估做決定 5 就業準備

• 觸發對於職涯

規劃的重視

• 帶領瞭解職涯

規劃的基本概

念

• 認識職能

覺察與體認

職業查詢

• 實施職業興趣

診斷量表

(Holland 

Code)

• 實施共通職能

診斷

• 解讀診斷結果

瞭解內在

興趣探索
職能診斷

• 認識UCAN就

業途徑對焦系

所職涯進路

• 瞭解職涯進路

/職業的內涵

(條件及機會）

瞭解外在

職業查詢

• 引導蒐集就業

資訊及就業管

道

• 實施職能診斷

• 瞭解能力缺口

• 擬定學習行動

計畫

自我評估
能力培養
未來選擇

職能診斷
能力養成計畫

• 執行並修正學
習行動計畫

• 瞭解如何進行
學職轉換，提
升就業力

就業力提升
就業資訊

就職途徑、管道

能力養成計畫

連結職輔發展主題與UCAN資源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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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UCAN於專業學習輔導

39

• 系所老師可多發揮與系所相關的專業領域職涯發展探索及學習指導的功能，而非
限於一般性的職涯探索輔導

一般性

職涯輔導

專業領域

職涯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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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N教學應用概念

40

系所定位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職涯進路

具體能力指標／職能 (知識,技能,態度特質)

課程地圖

課程活動/學習成果評量

具體學習成效

66個就業途徑對焦職涯進路

運用職能具體化系所核心能力、
發展課程地圖

「職能養成之教學能量回饋」、
「UCAN結合畢業生流向調查」
新功能回饋教學

學校端作業 可提供資源

職能內容作為課程設計及評量
依據（職能導向課程設計概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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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的職能資源，連結實務、產業、社會發展需要，協助系所與教師進行教學
規劃發展

41

協助師長進行教學規劃發展

41

1-1規劃
職涯進路

1-2檢視
核心能力

1-3發展
課程地圖

1-4設計
實務課程

• 系所職涯導師提供學生專業職涯及職業
諮詢

• 規劃具體的核心能力評量項目
•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核心能力呈現

• 系所課程增刪調整
• 依職能規劃模組課程及協同教學
• 強化選課系統課程養成能力說明
• 提供學生選課諮詢及學習輔導

• 職能融入教師教學大綱
• 職能導向課(學)程發展設計
• 申請職能導向課程品質認證

衍生應用

系所/學程對應UCAN就業途徑

核心能力對應UCAN具體職能

運用UCAN之職能/知識技能
進行課程對應盤點

運用UCAN職能設定教學目標及評量

具體做法運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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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對應UCAN就業途徑

學校/系所 UCAN就業途徑 職業/職類

轉
銜
性

高

低

例如醫學系

例如企管系

例如人文藝術科系

畢業生流向集中

專業相近但可跨不同產業別

畢業生流向廣

一對多的對應

一對一的對應

一對多的對應
不易對應，建議先找出就業方向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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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對應UCAN就業途徑

43

基礎專業能力
(例如:企管系-管理、
經、會、統)

領域A

專業能力
(行銷)

領域B

專業能力

(財務)

領域C

專業能力
(資訊)

• 以企管系為例，基礎專業能力加上不同領域專業能力組合，相關能力建議參考
UCAN相關就業途徑之專業職能，分領域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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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UCAN之職能/知識技能進行課程對應盤點

44

找出與系所/學程定位及教育

目標相符的就業途徑

確認教學需涵蓋之

專業職能

運用專業職能/或其下的相關

知識技能與課程進行雙向對應

依對應結果評估課程是否增刪

調整

調整後之課程依教學順序及必

要性展開課程地圖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課程
1

課程
2

課程
3

課程
4

課程
5

課程
6

課程
7

課程
8

職能1 ▲ ▲ ▲

職能2

職能3 ▲

職能4 ▲

職能5

養成此能力之課程
(加總是否完整 or 內容重複 )

單一課程教授的能力
(是否能確實養成多項能力?)

無課程教授該能力
(應新增課程)

註：UCAN的知識技能亦可協助校／系進行課程盤點，盤點現有課
程是否教授相關知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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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知識技能調整學科教學內容案例

課程地圖暨職能培育檢核系統

系所職涯進路對應UCAN就業途徑及專業職能

就業途徑

數學及科學

自然資源保育

休閒遊憩管理

教學

地理資訊系統(GIS)技術人員

協助科學家、技術人員，或相關的專

業人士，建立、維護、修改，或使用

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

傳統課程因應時代變化

納入新興GIS、遙測(RS)、全
球定位系統(GPS)、決策支援

系統(DSS))等內容

找出應改善課程 調整課程內容

地理學

資料來源：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以地理系為例

• 畢業生從事非教職工作比例提升，課程設計須提供學生更寬廣的就業選擇
• 運用UCAN新興職業內容檢視系所課程地圖，並調整授課方法及內容
• 建置「課程地圖暨職能培育檢核系統」，提供學生直接檢索能力相關課程，
並建立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指標。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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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職能發展(跨領域)模組課程

核
心
模
組

環
境
感
測

專
業
模
組A

-

基
礎
模
組

物理學 生物學 化學

微積分
計算機
概論

統計學
統計分
析應用

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製程研發

植物/昆蟲研究發展與應用
作物
生產

遺傳學
病蟲害
管理

作業
管理

監測
規劃

環境保護與衛生
微生物
實驗

儀器
分析

環境影
響評估

程式
設計

程式
語語

資料
結構

工程及技術
專案
管理

數據
歸納

資源調
查評估

環境經
營規劃

試驗
設計

資料統
計分析

成本作
業分析

生物感
測應用

自動化
系統

保護區
管理

市場產
業分析

農產運
銷規劃

信號
處理

環境監測技術人員

分析影響害蟲繁
殖週期因素，以
了解物性

連結UCAN
就業途徑和職能，
建立基礎專業核
心能力

對接新興職業內容，歸納
人才養成的知識技能

參考勞動部職能基準
發展就業課程

確認軟體開發或程式
設計符合耕地/觀測
指標需求

提供跨域專業能力組合，供學校自組學習課程

 以「智慧農業」為例
核心

專業

專業

專業

專業

專業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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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模
組

智
慧
機
電

專
業
模
組A

-

基
礎
模
組

工程及技術
硬體語
言設計

可程式
控制器

機器
人學

圖控程
式語言

製程研發
機電
系統

電動車
電機趨
動控制

電力電
子應用

機器人產業機電
整合工程師

電動車產業機
電整合工程師

電動車機電
整合工程師

連結UCAN
就業途徑和職能，
建立基礎專業核心能力

連結iCAP職能基準，
補充職能課程設計

連結iPAS能力鑑定，
檢驗學生學習成效

 以「機電整合」為例

工程
圖學

機械
製造

工程
數學

普通
化學

普通
物理

電子學 靜力學

專業1 專業2

製程研發
系統
工程

人機
介面

自控
實驗

工程及技術
軟體工
程知識

機電
元件

機動學

開發並運用製程的策
略與技術，生產符合
顧客需要的新產品。

瞭解工程以及技術研
發流程中所需的相關
基本概念和步驟

應用職能發展(跨領域)模組課程
提供跨域專業能力組合，供學校自組學習課程

47



UCAN在教學回饋及
學生學習成效的應用



提供職能資源，協助學校發展

• 連結實務需求的專業課程

• 前後連貫、可彈性調整的課程地圖

• 跨院、跨系或跨領域學/課程

提供診斷資料，協助學校促進

• 學生學習輔導

• 教學回饋及課程改善

• 學生學習成效檢核

• 校務研究發展

落實教學創新

• 培養學生就業能力

•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 提高學生學習自由度及自主性

• 發展跨域學習環境

• 改善教學品質

提升校務管理能力

• 落實校務專業管理(IR)能力，了解教
學品質、學生學習成效和就業關聯

平臺資源政策方向

運用UCAN資源數據，落實學生學習成效提升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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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能診斷後，針對職能(以能力角度,非個別課程)
• 收集學生回饋意見

職能養成
• 共通職能
• 專業職能

教學能量
• 課程
• 活動

expectation

學校/系所提供課程與活動對應
共通/專業職能養成之充足度

experience

• 學習經驗對共通/專業職能養成之幫助度
• 對共通/專業職能養成之教學內容滿意度

engagement

共通/專業職能與課程連結理解度

「職能養成之教學能量回饋」分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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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職能優勢-課程能量二維度分析」找出課程改善方向
• 系統預設以平均數定錨，學校可視需要自設參數(參考常模或自訂絕對標準)

II：優勢職能/課程不充足
(後續改善)

I：優勢職能/課程充足
(繼續保持)

IV：劣勢職能/課程充足
(優化調整)

III：劣勢職能/課程不充足
(優先改善)

課程能量

職
能
優
勢

象限II
• 職能平均分數高
• 學校課程或活動

不充足
擇時檢視課程規劃及
學生學習狀況，提升
課程或活動的豐富與
充足度

象限III
• 職能平均分數低
• 學校課程或活動

提供不充足
列為優先改善重點，
提昇課程或活動的豐
富與充足度，以提高
此項職能的優勢

象限I
• 職能平均分數高
• 學校課程或活動充

足
繼續保持課程與活動的
充足性，滿足學生的學
習需求。

象限IV
• 職能平均分數低
• 學校課程或活動充

足
為有效運用資源，建議
學校調整課程的教學策
略及成果評量，使其與
能力養成目標相符

「職能養成之教學能量回饋」分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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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共通職
能面向

診斷平均
分數(最高

5)職能
優勢

課程或活
動充足度
評估(最高

5)課程
能量

二維分析

不同共通職能，學生認為最有幫助的學習經驗(%) 學校共
通職能
教學滿
意度(最
高5)

系所共
通職能
教學滿
意度(最
高5)

職能連
結理解
程度(最
高4)

專業知
識、知
能傳授

同學及
老師人
脈

課程
實務/
實作
活動

業界
實習

社團
活動

語言
學習

參與國
際交流
活動

志工服
務服務
學習

研究或
教學助
理

通識
課程

其他
能力

都沒有
幫助(人
數/總人
數)%

溝通表達 3.76 3.50 III. 優先改進 11.25 19.93 10.63 7.02 14.26 11.69 10.4 7.42 2.38 4.76 0.05 0.84

3.45 3.49 2.78

持續學習 3.74 3.73 IV.優化調整 19.89 12.01 14.04 9.43 6.79 10.99 7.16 4.41 6.98 7.96 0.1 0.98

人際互動 3.93 3.63 I. 繼續保持 4.63 23.39 7.46 7.07 18.73 5.02 13.55 12.02 2.79 5.13 0.05 0.62

團隊合作 3.97 3.76 I. 繼續保持 6.36 17.19 14.99 7.79 18.94 2.89 9.33 12.58 3.41 6.24 0.04 0.84

問題解決 3.73 3.59 III. 優先改進 18.54 15.09 15.72 10.3 9.59 5.18 5.36 5.89 8.21 5.63 0.07 1.5

創新 3.70 3.34 III. 優先改進 16.47 10.25 13.89 10.18 11.73 4.55 11.51 4.48 7.15 8.16 0.09 5

工作責任及
紀律 4.05 3.69 I. 繼續保持 12.8 12.85 15.1 14.29 12.04 2.96 6.12 10.03 8.05 4.89 0.13 2.53

資訊科技應
用 3.87 3.60 II. 後續改進 24.1 9.42 17.97 11.38 4.19 5.02 5.67 2.12 9.13 10.08 0.09 2.58

職能平均 3.85 3.61

• 職能優勢-課程能量二維度分析
• 找出課程改善方向(what)，可從系所課程獲得最多幫助(how)
• 系所教學滿意度、及職能連結理解程度高於中間數

職能養成之教學能量回饋功能報表分析

*以淡江大學105學年度，UCAN共通職能診斷後意見調查，4,064名學生之數據分析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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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能優勢-課程能量二維度分析
• 找出課程改善方向(what)，可從系所課程獲得最多幫助(how)
• 系所教學滿意度、及職能連結理解程度高於中間數

職涯
類型

就業途徑：教學
專業職能項目

職能診斷
平均分數
(最高5)

系所課
程充足
程度評
估(最高5)

二維分析

於系所
課程獲
得最多
幫助的
職能(%)

於職場
體驗獲
得最多
幫助的
職能(%)

系所
教學
滿意
度(最
高5)

職能
連結
理解
程度
(最高

4)
職能
優勢

課程
能量

教育
與
訓練

1.執行教學活動 3.53 3.45 II. 後續改進 23.08 22.41

3.35 2.85

2.規劃及進行教學評量 3.42 3.55 II. 後續改進 19.23 17.24

3.規劃教學策略及內容 3.45 3.70 I. 繼續保持 21.15 18.97

4.發展設計教學內容及教材 3.15 3.70 IV.優化調整 21.15 17.24

5.進行教學/訓練需求評估 3.46 3.65 I. 繼續保持 15.38 24.14
專業職能平均 3.40 3.61

*以105學年度淡江大學20名學生，在「教學」就業途徑診斷之數據分析

職能養成之教學能量回饋功能報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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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管系為例

針對培養「系統分析」能力之系專業課程，請
授課教師檢視課程規劃及學生學習狀況，視評
估狀況提升課程的豐富與充足度，並修正課程
地圖，增加/提高相關課程的重要性。

系專業課程 調整前 調整後

系統管理 重要 最重要

程式分析設計 重要 最重要

系統實務專題 次要 重要

學校案例-台南應用科大

資料來源：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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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畢業生流向調查結合
• 就畢業生工作狀況、能力及對在校課程意見，進行串檔分析

「UCAN結合畢業生流向調查」分析應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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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類型

103畢一：UCAN職業興趣探索分數(N=404)
人數

人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 3.04 2.42 2.47 2.47 3.19 2.35 2.49 2.58 2.93 3.19 2.58 2.88 2.33 2.53 2.09 2.34 16 3.96

2 2.39 1.81 2.34 2.39 2.85 2.21 2.14 2.28 2.54 2.88 2.17 2.73 2.36 2.14 1.93 2.06 8 1.98

3 2.5 1.6 3.09 1.77 2.37 1.35 1.94 1.8 2.6 2.36 1.82 2.14 1.96 1.84 1.25 1.65 32 7.92

4 2.48 1.72 2.44 2.42 3.14 2.3 2.33 2.62 3.3 3.49 1.96 2.76 2.55 2.19 1.54 2.12 13 3.22

5 2.11 1.72 2.33 2.23 2.6 1.78 2.21 2.09 2.86 3.16 1.87 2.26 2.17 2.1 1.4 1.98 17 4.21

6 2.2 1.44 1.55 2.37 2.59 2.42 1.95 2.15 2.6 2.56 1.73 2.28 1.92 1.75 1.33 1.74 141 34.9

7 2.1 0.92 1.67 1.92 2.14 1.79 1.09 1.75 1.97 2.33 0.97 1.67 1.33 0.85 0.85 1.28 5 1.24

8 2.52 1.45 2.43 0.85 1.93 0.85 0.95 1.33 2.13 1.75 1.65 1.35 2.03 1.25 0.85 1.25 3 0.74

9 2.26 1.44 1.99 2.02 2.7 1.81 2.16 1.98 2.68 2.92 1.33 2.45 2.11 1.78 1.18 1.84 36 8.91

10 2.63 1.73 2.53 2.54 3.19 2.02 2.53 2.57 3.19 3.42 2.45 2.91 2.6 2.16 1.61 2.18 16 3.96

11 2.46 1.45 2.1 2.29 2.73 2.21 2.01 2.18 2.52 2.45 2.35 2.29 1.97 1.98 2.13 2.04 22 5.45

12 1.35 0.95 1.65 1.85 2.03 1.63 1.15 1.93 2.33 2.23 1.65 2.13 1.83 1.05 1.25 0.95 3 0.74

13 2.43 1.68 2.2 2.29 2.59 2.17 2.18 2.33 2.54 2.83 1.88 2.48 2.12 2.02 1.49 2.06 43 10.64

14 2.21 1.66 1.87 2.21 2.58 2.1 1.96 2.08 2.58 2.56 1.85 2.48 1.91 2.07 1.42 1.69 27 6.68

15 1.96 1.28 1.71 2.36 2.17 1.99 1.54 1.74 2.16 2.03 1.67 1.87 1.91 1.67 1.05 1.74 9 2.23

16 2.3 1.73 2.23 2.12 2.78 1.92 2.03 2.25 2.95 2.87 1.71 2.45 1.67 1.72 1.45 2.03 13 3.22

編號說明：1=建築營造、2=天然資源、食品與農業、3=藝文與影音傳播、4=企業經營管理、5=教育與訓練、6=金融財務、7=政府公共
事務、8=醫療保健、9=個人及社會服務、10=休閒與觀光旅遊、11=資訊科技、12=司法、法律與公共安全、13=行銷與銷售、14=製造、
15=科學、技術、工程、數學、16=物流運輸。

103學年度UCAN結合畢業後一調查分析，某大學興趣診斷串連畢業生工作類型共計404筆分析樣本

畢業生工作類型與職業興趣分數之交叉表
• 數據發現-> 「建築營造」(1) 、「藝文與影音傳播」(3)、「教育與訓練」(5)、 「個人與社
會服務」(9)、「休閒與觀光旅遊」(10)之學生興趣傾向與實際從事之工作相符程度偏高。

• 具體應用->針對學生興趣傾向與實際從事之工作相符程度低的職類進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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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與各校系統串連與整合功能，將UCAN的診斷結果作為學校學習歷程檔案之
一部份，提供同學及師長整合其它學習紀錄，作為學習與輔導之參考資訊

57

結合學習歷程檔案案例

UCAN職能對應中原全人教育之八大基本能力指標

納入「中原人力網」，協助學生掌握未來
就業所需能力與在校能力養成落差，建立
以能力為本位的學習

資料來源：中原大學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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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UCAN平臺使用狀況及診斷結果資料，進行全國性整體資料分析，並推動學
校結合其他校務資料進行應用研究，歸納研究發現及示範模式

UCAN資料分析研究

全國性資料
整體分析

（基礎分析）

學校深度
應用研究

提供各校全國資料之差異及趨勢分析(性別/學制
/科系/年級/體制…等)作為參照及比較基準，協
助校務決策進行，回饋教學或輔導需求

透過學校個案研究，歸納研究示範模式
提供後續擴散應用

專業職能差異性分析，瞭解適合學校屬性之專
業職能培育重點

全國性資料
整體分析

（進階分析）

分析目的具體作法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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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畢業後會依興趣就業嗎

• 數據發現->多數學生畢業後選擇從事之工作類型，多數與興趣類型相符。
• 學生選擇從事之工作，以興趣診斷結果排名第1者為主(占13.2%)
• 近五成的學生選擇從事的工作，為興趣診斷排名前5名的興趣類型

• 具體應用->依學生興趣傾向，加強輔導學生適性選課，提前培養學生累積職場能力

興趣探索結果結合畢業生流向調查分析

UCAN結合101學年度畢業後一流向調查人數，共計22,723筆分析樣本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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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職能分佈會不一樣嗎?

3.40

3.50

3.60

3.70

3.80

3.90

4.00

溝通表達 持續學習 人際互動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創新 工作責任及紀律 資訊科技應用

• 數據發現->從101-105學年度學生於八大共通職能之平均分數皆有微幅的上升，但歷年來皆

以「問題解決」及「創新」等共通能力表現較為低落，以105學年度九大領域之
UCAN八大共通職能能力分佈圖為例亦是如此

• 具體應用->建議學校可依據全校共通職能之能力平均數與全體平均數進行比較，找出較低落

的能力，投入更多資源，進行學習輔導

 105學年度九大領域之UCAN八大共通職能能力分佈直條圖

3.20

3.40

3.60

3.80

4.00

4.20

溝通表達 持續學習 人際互動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創新 工作責任及紀律 資訊科技應用

教育領域 人文及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商業及法律領域

科學領域 工程、製造及營造領域 農學領域

醫藥衛生及社福領域 服務領域 其他領域

• 某一般大管理學院平均

• 全體平均社會科學、商業及法律領域

105學年度UCAN共通職人診斷，共計149,119筆分析樣本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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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共通職能結合畢業生工作狀況差異分析

• 數據發現->「工作責任及紀律」最高，而「問題解決」與「創新」的職能分數皆明顯較低
->「 103學年度畢業後一」尋找工作者(共3,047人)之共通職能平均分數明顯低於

三個年度之全時工作者平均值

• 具體應用->「問題解決」與「創新」為各校需加強培育之共通職能
->尋找工作者在校之職能分數明顯較低，故學校可提前針對在校生職能分數低落者
進行學習輔導或提供教學資源

共通職能與就業狀況有關係嗎？

103學年度UCAN結合畢業後一調查分析，共通職能串連畢業生流向調查共計71,471筆分析樣本

3.59 3.62

3.80 3.83

3.57 3.55

3.91

3.75

3.30

3.40

3.50

3.60

3.70

3.80

3.90

4.00

4.10

101學年度全時工作者 102學年度全時工作者 103學年度全時工作者 103學年度尋找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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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N全國常模應用

職涯類型
原始
分數

全國常
模

大四
年級常模

商業及
管理學門
常模

建築營造 2.06 58 55 59

天然資源、食品與農
業

1.18 32 30 36

藝文與影音傳播 0.88 7 8 6

企業經營管理 2.06 53 52 46

教育與訓練 0.88 16 17 17

金融財務 3.82 95 95 91

政府及公共行政管理 1.76 45 47 43

醫療保健 1.76 33 35 34

個人及社會服務 0.88 7 9 6

休閒與觀光旅遊 0.88 7 8 6

資訊科技 2.94 74 71 77

司法、法律與公共安
全

2.06 45 48 43

行銷與銷售 1.47 36 38 31

製造業 2.06 59 58 59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1.47 49 47 55

物流運輸 1.47 37 39 34

• 以某校財金系大四生，UCAN興趣探索診斷為例

職能向度
原始
分數

全國
常模

工程
學門
常模

向度1
將應用技術的概念和步驟運用在各領域
（包含工程、醫療、農業、生物技術、
能源和電力、運輸、資訊通訊、製造和
建築）問題上。

3.00 19 23

向度2
應用工程實務專業知識，將研發成果落
實於產品之生產及製造。

2.75 12 14

向度3
瞭解工程及技術研發流程所需的相關基
本概念及步驟。

4.13 78 79

• 以某校電機系大四生，UCAN專業職能診斷為例

• 對照學生(校/系所/個人)分數與
常模分數，瞭解在群體之中的
相對位置

• 依在各群體中的相對位置(興趣
強弱/職能)，進行學習輔導或校
務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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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N全國常模應用

職涯類型
年級常模

商業及管理學門

建築營造 59

天然資源、食品
與農業

36

藝文與影音傳播 6

企業經營管理 46

教育與訓練 17

金融財務 91

政府及公共行政
管理

43

醫療保健 34

個人及社會服務 6

休閒與觀光旅遊 6

資訊科技 77

司法、法律與公
共安全

43

行銷與銷售 31

製造業 59

科學、技術、工
程、數學

55

物流運輸 34

• 在系所所屬的商管學門中，對金融
財務的興趣超過該學門91%，顯示
該系學生整體興趣與系所就業途徑
高度相符，學習動機可能較高，課
程教學活動規劃可更多元，提高學
習成效。

• 對資訊科技的興趣超過該學門77%
的 人 ， 系 上 可 規 劃 金 融 科 技
(FinTech)相關學程或分組，或輔導
學生雙主修資訊科技。

金融財務 91

資訊科技 77

示範應用:以某校財金系，UCAN興趣探索診斷為例

運用常模規劃系所教學
透過常模了解學生特質性向，規劃
系所定位職涯進路、課程模組及教
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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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可以取得UCAN全國常模

64

1

2

3

• UCAN平台以約150萬筆診斷數據為基礎，提供興趣診斷、共通
職能、專業職能診斷，分學校類型(公私立、一般技職)、地區、
年級、性別、學門，之最新全國常模數據

【下載路徑:後台管理>下載專區>操作手冊】

• UCAN後台提供49項報表（即時、排程及智慧報表）

• 提供個人診斷分數與全國PR值的對照

• 提供校／系診斷

結果平均分數統

計對應全國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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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主學習案例-興趣探索應用

資料來源：國立成功大學

0.0

0.5

1.0

1.5

2.0

2.5

3.0

人文社會 工程研究 藝文傳播 組織管理 身心保健

104-105學年度新生興趣類型比較

104學年度 105學年度

醫療保健

5個學群／9個學院

UCAN平台
16職涯類型

8系

個人及社會
服務、行銷
與銷售、教
育與訓練等
6項

人文社會
(6)

工程研究
(6)

藝文傳播
(1)

組織管理
(2)

身心保健
(1)

科學、技術、
工程、數學、
建築營造、
資訊科技、
製造等6項

藝文與影音
傳播

金融財務、
企業經營管
理

22系 3系 5系 7系

• 運用UCAN數據分析結果，制定學生學習輔導策略，並提供開課參考
• 打破院系框架，將性質相似科系群聚在一起，並結合學生興趣傾向及學院特性，
輔導跨域選課(如:通識、跨系)。

• 依集群分析後結果，以同質性高之系所作為規劃跨域課程參考。

透過因素分析從新生職業興趣探索結果萃取五大職涯偏好 追蹤新生職涯興趣偏好及興趣變化趨勢

樣本說明：104-105學年度新生抽樣計45系共2,358人

可參考學生興趣變化，規劃多元課程(如:
微學分通識)。

興趣傾向相似， 105年新生有較明確之
興趣偏好。• 有跨域興趣傾向的系所學生，即可輔導適性選課，或規

劃跨域課程(如:職能治療系的學生有組織管理興趣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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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納收斂共通性現象，探索可能議題，推導建議應用方向
• 例:彰師，數據發現->文學院及管理學院學生的Holland碼「企業型E」突出

具體應用->結合兩院語文及管理專長開設「企業經營報告撰寫(技術報告)」

東吳，數據發現->學生成績高分群(Z)與興趣(UCAN)高分群有特殊組合關係
具體應用->找出高動機(興趣)且高成就(高分)課群，規劃跨域專業課學

程(學生在【金融、資訊及行銷】有高興趣傾向，對應之高分課群
【投資、App程式設計及商英】，結合產業發展趨勢發展【FinTech
金融科技專業學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東吳大學
行銷與銷售

行銷與銷售

推動跨域課程案例-興趣探索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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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納收斂共通性現象，探索可能議題，推導建議應用方向
• 例:數據發現->銘傳、中國醫大研究發現，在校及畢業後一學生創新能力較差

具體應用->投入資源，發展創新通識、專業/實作課程及「三創」學/課程，重
新規劃與設計課程，調整授課師資，補強能力缺口。

調整課程及教學法-共通職能應用

 銘傳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溝通

表達

持續

學習

人際

互動

團隊

合作

問題

解決
創新

工作

責任

及…

資訊

科技

應用

平均數 3.605 3.848 3.658 3.875 3.795 3.208 3.800 3.533

學生指出各共通職能養成方法(前三大養成途徑) *正式課程可涉入

溝通
表達

持續
學習

人際互
動

團隊合
作

問題解
決

創新
工作責
任與紀
律

資訊科
技應用

*專業知識知能傳授 v v v v v

*課程實務實作活動 v v v v v

*業界實習

*語言學習

*志工服務服務學習

*研究或教學助理

*通識課程 v v v v

同學及老師人脈 v v v v v

社團活動 v v v v v

參與國際交流活動

3.8 3.7 

4.1 4.0 3.9 

3.1 

4.2 

3.5 

0.0

1.0

2.0

3.0

4.0

5.0

問題解決 創新 工作責任及紀律 資訊科技應用

UCAN 畢業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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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成效分析案例-專業職能應用

資料來源：醒吾科技大學

以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為例

實施四年
之後

學生實習

連結UCAN就業途徑及職能，
建立系所模組課程

• 運用UCAN職能診斷蒐集學生實習前後能力落差，並據以調整課程及實習內容

• 使用現成的職能資源及診斷工具，節省學校自行發展的時間。
• 即時反饋實習成效，依據學生能力落差調整系所課程，並與實習雇主溝通實習
內容。

針對未顯著成長的能力，
適度調整實習工作內容
或系所課程

學生能力在實習後普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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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學生畢業表現案例

(1)畢業後三年調查之共通職能自評資料

(2)畢業後三年調查之工作滿意度、薪資級距及學用合一(學生自評)資料

畢業生共通職能與就業現況(工作滿意度,薪資)呈正相關散布

資料來源：銘傳大學

共
通
職
能

工作滿意度 每月平均收入

共
通
職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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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效分析可能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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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連結UCAN及各類資料面向

• 新生來源
• 入學管道
• 個人背景變項
• 系所/年級
• 先備能力程度…等

• 畢業後能力自評
• 畢業生流向調查

(自訂問項)
• 雇主滿意度調查
• 薪資勞動資訊
• 校友追蹤…等

畢業表現在學歷程背景條件

診斷數據:

興趣探索+共通職能診斷+專業職能診斷+職能養成之教學能量回饋+UCAN結合畢業生流向調查

• 運用UCAN職能發展/實施職能導向
課程，並探討課程成效

• 同期/跨期學生能力成長的差異
• 實施實/見習成效

校務數據:

學習成效 教學回饋
• 高效課群(程)要素分析與驗證
• 結合學生成績定位「休退學高風險」或

「需補救教學」群體
• 探討學生在各就業途徑能力養成情形及所

需具備能力養成之比重

以能力/實
證為基礎之
校務研究

• 學生必選修修課歷程/成績
• 核心能力及課程規劃
• 學生實習歷程/
• 學生實習表現/成績
• 實習規劃
• 學生各式教學回饋及調查
• 學生參與活動歷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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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N未來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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