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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COVID–19疫情大爆發對大專生造成哪些影響？而學校又提供了哪
些線上資源？過往文獻多關注於遠距教學的成效，卻很少探究疫情對
於學習面向以外的影響，也少有實證研究聚焦於經濟弱勢學生於疫情

期間的處境。本文比較頂尖大學、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公立技專與

私立技專在疫情升溫時所提供的資源有哪些落差，而就讀不同類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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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的經濟弱勢學生的心理狀態、學習狀況及其感受到的學校資源是

否有異。分析對象橫跨 92 所大專院校在學生，於 2021 年 7 月進行調

查。研究發現：一、經濟條件愈差的學生，愈會申請紓困補助。若他

們的經濟狀況進一步因疫情下滑，將不利於心理健康。二、公立學校

的經濟弱勢學生在參與遠距課程中所遭逢的困難比私校生多，而這現

象在頂尖大學更明顯。三、和其他類型學校的經濟弱勢學生相比，就

讀頂尖大學的經濟弱勢學生於疫情升溫期間，較能感受到學校有提供

學習面向以外的資源（例如線上心理諮詢）。四、整體上私立技專於

疫情時所提供的各種資源最少。

關鍵詞：新冠疫情、校園封鎖、高等教育擴張、學校資源、經濟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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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cymakers, educators, and scholars are concerned with the 

extent to which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s worsened when schools are 
locked dow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is paper, we ask 
how school closures affect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studen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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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there are variations in school support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r 
tiers) of tertia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aiwan. More specifically, 
we address how 1) students’ economic background, 2) the type/tier of 
schools in which they are enrolled, and 3) the cross-leve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two factor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probability of 
perceived school-level support and resources in response to the lock-
down period between May and June 2021. Our analyses are based on 
data from 5,904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cross 92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who participated in an online survey in July 2021. We employ 
multilevel linear probability modeling (LPM), due to the hierarchical 
nature of the data, as students (Level 1) are nested within schools 
(Level 2). Because the data are from a nonprobability sample, we apply 
model-based weighting in the analyses, calculated by the Stata com-
mand “svywt” (Valliant and Dever 2018). Our focus is on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ive types of schools, namely top universities, 
public four-year universities, private four-year universities, public 
technical colleges, and private technical colleges. Top universities 
refers to the 11 schools that receiv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NT dollars 
in funding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promote academic 
excell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between 2011 and 2015. We argue that 
tertia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re highly stratified by school type, 
mainly because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2000’s had been too rapid and rushed, thereby creating a crisis for 
lower-ranked schools that experienced a lack of funds and shortage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is problem had existed long before COVID–
19 arrived in Taiwan and has been worsened during the epidemic.

There are several notable findings. First, when COVID–19 cases 
were surging and campuses were locked down during the studied period, 
students from lower income backgrounds were more likely to apply for 
financial aid than those from higher income backgrounds. Additionally, 
the level of mental stress increased among these economically under-
privileged undergraduates when they sensed that their family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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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 became worse due to the pandemic. Second, in line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 we find that economically underprivileged under-
graduates were less likely to enroll in higher-ranked universities in 
Taiwan. Third, our findings also reveal significant cross-level interac-
tions between students’ income economic background (LV1) and school 
type (LV2). During the school lockdown, for instance, economically 
underprivileged undergraduates attending top universities were more 
likely to perceive their schools as having various online consultation 
services, such as career counseling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ompared to other economically underprivileged undergraduates who 
attended other types of schools. Interestingly, economically privileged 
undergraduates attending public four-year universities were more likely 
to report that their schools provided similar consultation services than 
their less privileged counterparts. Fourth, in comparison with eco-
nomically more privileged undergraduates, less privileged undergrad-
uates were less likely to report that their schools had provided enough 
e-learning resources or adequate remote teaching support. More 
importantly, this problem was more pronounced in public schools—
especially among top universities—than in private schools. This sug-
gests a larger e-learning gap by family income within top universities. 
Fifth, private technical colleges, compared to other types of schools, 
provided less in the way of remote services or educational support 
during the school lockdown, although the within-school e-learning 
gap by family income was smaller among this type of school. In the 
conclusion, we further discuss these findings and other important 
implications of our research.

Keywords: COVID–19, school lockdown,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school resources, low-incom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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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在不斷變種下，對全球的影響已數年，

全世界也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學生曾因疫情而中斷學習（UNESCO 

2020）。由於疫情對社會所帶來的衝擊乃是全面的，國外報告已指出，

諸如教育不平等或資源分配不均等各種既存問題，恐會因疫情而進一

步惡化（The British Academy 2021）。疫情大爆發初期，學校為了防

止病毒的蔓延而必須關閉校園，課程改採遠距，而學校原提供給學生

的各種學習輔助、生活資源與行政協助，也必須改以線上的方式服務

或直接中斷。臺灣就跟全球大多數的國家一樣，於 2022年逐步採取

與病毒共存策略，過往嚴格管制措施以及校園封閉手段也在逐步鬆

綁。然而在病毒不斷變種下，我們無法預測未來是否會出現另一波高

峰而導致校園被迫關閉。本研究的時空背景為 2021年 5月至 7月期

間，我國因疫情大爆發而使各級學校關閉校園，全面採遠距教學與辦

公。由於當時疫情來得太突然，不少大專生不僅學習受阻，而那些平

常仰賴半工半讀或學貸謀生的學生更面臨了學業與生活的雙重負擔。

因此疫情期間，校方是否能在校園關閉的情況下，持續以遠距的方式

提供資源以及各項行政服務，對於經濟弱勢的學生而言尤其重要。

過去已累積了不少的國內外文獻，針對疫情對於教育的影響作了

一些評估。其中絕大多數的文獻著重於探討遠距教學的成效，議題包

含：各類型遠距課程比較（張國蕾 2021），學生參與遠距教學的適應

情況、困境（張國蕾 2021；Day et al. 2021; Limniou et al. 2021）與學

習成效（羅方吟、陳政煥 2021；Tang et al. 2021），教師因應遠距教學

所採行的策略與困境（Bergdahl and Nouri 2020; Day et al. 2021）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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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行政人員的處境（黃靖文等 2021）等。亦有不少研究關注哪些學

生比較容易因為電腦與網路連線設備的不足而導致學習中斷（Vogels 

et al. 2020）或因缺乏相關的數位能力與資訊素養而影響學習效果

（Iivari et al. 2020; Puckett and Rafalow 2020）。此外，也有不少文章著

重探討這種因應疫情所催生的遠距教學與線上學習，是否會改變未來

教育發展，進而改變學校的功能與角色（池俊吉 2020；郭玟杏、胡

馨文 2020）。

另外自二十多年前，國內已累積一些與遠距課程有關的研究成

果。例如李忠謀、邱瓊芳（1999）探討如何以遠距教學作為有效的輔

助工具，以幫助教師的教學管理並強化學生的學習；謝臥龍等（2000） 

將遠距課程應用在校際間的性別教育通識課程裡，以促成性別教育的

跨校推廣，並解決教師人力不足與單班授課的限制；Chiou and Chung

（2003）編製了一套「同步式遠距教學互動量表」並萃取出七種類型，

藉以評估遠距教學裡實際的互動情況。楊正宏等（2008）盤點了我國

在推動「高等教育的數位學習」相關的政策與現況，並介紹國外有哪

些可供參考的數位學習推動方案。

綜上所述，過往的研究主要聚焦於疫情如何影響學習表現或遠距

教學的成效上。至今為止，很少有研究關注 COVID–19新冠疫情對於

學生們在課業表現以外，即「非學習面向」的影響所在。例如，我們

尚不清楚，哪些學生較易受到疫情影響而產生負面情緒，進而影響到

身心狀態；以及學校在疫情升溫的階段裡，除了提供遠距教學外，還

有提供哪些線上資源或行政服務供有需要的學生使用。至今為止，我

們僅找到國內有幾篇研究在探討學校因新冠疫情而封閉期間學校採取

了哪些的防疫措施，或提供學生們哪些心理或生活上的輔導。例如有

學者以臺灣師範大學為例，探討該校為了因應確診個案所採取的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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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林玫君等 2020），還有學務處的行政人員如何因應疫情而做調

整，使其得以延續學生輔導與社區關懷方面的任務（林玫君等 2021）。 

張國英等（2021）則介紹高雄醫學大學於疫情升溫期間所施行的具體

防疫措施與輔導工作。李立旻（2021）則在北部一間大學進行問卷調

查與訪談，目的是為了了解學生在知覺與參與校園防疫過程中的經

驗。宋素卿等（2020）則以國內某間科技大學護理系為例，探討該系

在疫情升溫期間如何延續實習活動並輔導高關懷學生。美中不足的

是，由於以上這一類型的文獻大多以個案作為研究焦點，因此無法幫

助我們了解不同的學校之間在因應 COVID–19疫情爆發上，有哪些根

本性的差異存在。另外我們也尚不清楚，就讀不同類型的大專院校，

是否會影響到學生們在近用各類學校資源上的機會，進而影響到他們

於疫情期間的生活狀態與學習表現。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在於探討學校因疫情升溫而校園封鎖期間，

大專生們所知覺到的學校資源，及其所遭遇的生活與學習困境，是否

會因就讀不同類型的學校而有所不同。過往已有不少的學者針對我國

的高等教育擴張所衍生的問題進行深度剖析（例如：戴伯芬、林宗弘 

2015），其中一項課題乃是高教擴張下所衍生的資源稀釋危機，導致有

部分的大專院校無充裕或穩定的財政經費與教育資源（劉欣宜 2005）。 

在高等教育階層化下，各類型的大專院校—頂尖大學、公立大學、

私立大學、公立技專與私立技專—所占有的教育資源、經費與制度

環境皆有明顯落差。本文即欲探究，此種落差對學生所造成的影響，

是否會在校園因疫情而全面關閉期間更為明顯？另外眾所皆知的是，

新冠疫情對於社會與經濟弱勢的人所造成的衝擊比較大（Puckett and 

Rafalow 2020）；針對這群學生而言，他們在疫情升溫階段面臨了哪些

學習或生活上的困境，又能從學校裡獲得哪些「線上或實質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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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助，亦是本文的另一項重要焦點。學校行政單位在疫情升溫時，

容易因配套措施與應變不足而導致心輔機制的懸缺（林志成、黃健庭

2021）。由於疫情勢必會影響到學生們（尤其是弱勢生）的身心狀態，

因此有必要檢視：哪些學校在疫情升溫期間，仍能提供足夠的心理輔

導措施或其他諮商機制，以幫助有需要的學生。

綜觀而言，本文的研究旨趣如下：疫情大爆發時，學校關閉校園

與多項行政服務，並採行遠距辦公與線上教學。在這段日子裡，大專

生的經濟狀況、心理狀態與遠距學習成效，如何受到影響？而他們所

就讀的學校又有提供哪些可供使用的資源？為了更深入以上課題，本

文進一步提出以下的研究問題，依序在接下來的文獻回顧與統計分析

裡探究：

研究問題一： 家庭經濟背景如何影響大專生於疫情期間的經濟、心理
狀態與遠距學習狀況？另外，大專生所知覺到的學校資

源，是否會因其經濟背景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研究問題二： 不同類型的學校所提供的資源，是否有明顯差異？
研究問題三： 疫情爆發時，處於經濟弱勢的學生在其生活與遠距學習

適應上，是否會因學校類型而異？換言之，哪一類型的

學校提供了較多的資源給經濟弱勢的學生？

二、文獻回顧

（一）不同經濟背景學生的差異比較

首先論及家庭背景對於高等教育機會的影響，過往文獻著重關注

以下幾個議題。首先，Lucas（2001）指出，優勢家庭的家長會採取

任何可能的手段與策略，確保其子女在各方面的發展保有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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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種途徑即為設法讓子女能進入到篩選性高、聲望好與資源多的

名校（Goldrick-Rab 2006）。國內研究發現，家庭社經背景處於優勢的

學生有較高的機會進入篩選性高、資源充足的公立大學；而社經處境

不利的學生易進入學費昂貴但資源不足的私立大學與技職專校（張宜

君、林宗弘 2015；駱明慶 2018）。沈暉智、林明仁（2019）將父母

於財政部的財稅資料與子女的就學資料進行串聯，發現家戶所得分布

與「子女上哪間大學」呈現明顯階序：臺大學生的家戶年收入中位數

（約 156萬元）與第 1、3四分位數明顯高於其他學校。公立大學的家

庭年收入中位數（介於 110–115萬元間）也高於私立大學（約 100萬

元）以及科技大學與技職專校（介於 70–90萬元間）。駱明慶（2002；

2018）發現，多年以來優勢家庭背景的學生進入臺灣大學的機會明顯

偏高，而低收入學生在臺大所占比例明顯偏低。換言之，家庭經濟背

景愈佳，進入前段公立大學的機會也愈高（武東星等 2021）。

也有學者著重探討不同家庭背景學生在入學後的差異。例如 Jack

（2016）針對 89位就讀美國菁英大學的學生進行深度訪談。他發現，

中上階級的大學生因擁有較多的文化資本，使他們能夠輕鬆自如地與

校內高層或師長互動，從中獲益或在師長眼中留下好的印象。而經濟

弱勢的大學生則有兩類：第一類的學生（他稱為 “the privileged poor”）

因為在進入菁英大學以前，在聲望好並且重視升學的高中就讀，因此

他們上大學後很清楚知道和師長之間應採取哪些合宜的應對。第二類

的學生（稱作 “the doubly disadvantaged”）卻就讀於師資貧乏、聲望

不佳的高中，受限於本身文化資本與經驗的不足，使他們在大學裡抗

拒或不敢和校內師長或權威人士打交道。研究也指出，即使經濟處於

弱勢的學生已進入理想大學就讀，甚至得到豐厚的獎助學金，他們仍

不免會產生一股與周遭環境疏離、被他人排擠或難以融入的感受（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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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ider 2005; Bergerson 2007）。Wilson（2016）指出，即便經濟弱

勢學生的成績表現優異，仍會受到以下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增加他們

在日後深造與畢業上的困難。此包含個人╱內在因素（經濟負擔與兼

職、心理狀態、歸屬感與調適、自我效能、修業策略、社會與文化資

本、過往成長背景、學習是否規律與教育期望）與外部因素（上大學

前的經驗、在學科領域上受啟蒙的年紀、高中時所習得的學術訓練，

家中提供的情感與社會支持、師生間的扶持、校園環境的支援、日常

庶務的抽離程度和學業與校園社交方面的適應）。無可避免的是，仍

有不少的經濟弱勢學生需依賴就學貸款，如此既容易打斷他們在大學

期間的學業與生活（Goldrick-Rab 2006），也會減少他們畢業後續念

研究所的機會（Malcom and Dowd 2012）。

學者也常關注，經濟與文化弱勢的學生在進入大專院校後，能否

持續獲得經濟援助。例如教育部過往提供了各項補助，像是「大專院

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目的在改善這群劣勢學生的經濟困境（武東

星等 2021）。但有研究指出，由於補助額度有限，加上各項助學計畫

的資訊零散、名詞易混淆與跨單位協調不夠，常使成效不足（董馨梅

2015）。也有學者呼籲各界多關注經濟弱勢學生在上大學以後的「非

經濟面」需求（曾大千、陳盈宏 2018），例如身心問題或對未來就業

的無方向性。彭耀平等（2018）針對 817位大學生的調查發現，經濟

弱勢的學生不只在學習上具有劣勢，也在學習認同、態度與認知獲益

方面的表現低於其他學生。

在新冠疫情期間，家庭經濟背景如何影響學生的學習與生活處

境，甚至擴大學生間的差異？Kuhfeld and Tarasawa（2020）指出，

COVID–19常使學生的學習總量減少與學習效果打折，由於遠距課程

無法完全取代實體教室，因此學校課程中斷或學生學習受阻的情況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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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難免。校園因疫情而被迫關閉，課程斷斷續續，往往導致師生無法

上完整學期的教材。而這種影響，經濟弱勢的學生首當其衝，但對於

非弱勢學生的影響相對較低。細究其因，其中一項主要的影響因素與

弱勢學生的電腦設備老舊、數位近用不足與資訊素養匱乏有關（Gon-

zales et al. 2020; Ma and Cheng 2022; Scheerder et al. 2019）。Day et al. 

（2021）在疫情大爆發期間，針對美國與香港等幾間大學進行觀察，

發現到仍有不少的學生須仰賴舊款、功能不佳或連線不穩的電腦設備

參與遠距課程而感到學習受阻。Gonzales et al.（2020）指出，美國在

COVID–19以前，已有不少的經濟弱勢與非裔大學生，仰賴品質堪慮

的筆電作課堂報告，或者時常因網路連線不穩或網速慢而受阻。Marler

（2018）也發現，經濟弱勢與少數種族的學生往往只能用智慧型手機

參與課後活動（例如登入課程網頁下載資料與做作業），然而智慧型

手機所具備的功能畢竟不如一台電腦來得齊全。相較之下，優勢背景

的學生因擁有各種電子產品（例如除了智慧型手機外，也擁有中高階

筆電、平板螢幕及其他擴充設備）而有助於達成不同的學習需求與工

作目的。Davies（2018）在英國的田野研究發現，勞工階級的學生易

過度仰賴 Google等搜尋引擎所提供的資訊；相對地，優勢階級的學

生在使用網路搜尋引擎時，會保有一定的警覺與反思性，避免被網路

上的不當資訊所誤導。整體而言，學者認為，新冠疫情期間不同形式

的數位近用落差（digital access divide）會擴大學生之間的學習表現差

異，進而加劇教育不平等。即便學生皆擁有像樣的電腦設備與連線品

質，數位學習對於優勢階級的學生所帶來的益處可能遠比經濟弱勢的

學生來得大（Puckett and Rafalow 2020）。

此外，研究也指出在新冠疫情期間，有許多學校日常提供的服務

暫停。在受到疫情紛擾、校園實體設施關閉以及減少社交機會的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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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下，恐會對學生們的生活與身心狀態帶來負面影響。已有文獻指

出，那些在 COVID–19還沒開始流行以前就已遭逢經濟或生活困境

的學生，在疫情蔓延後所出現的心理問題（例如焦慮與緊繃）會更多

（Björn et al. 2020; Reimers and Schleicher 2020b）。即使學校改以線上

的方式提供學生們在心理或生活上的諮詢，但仍會面臨許多執行上的

挑戰和複雜性（Hoiland and María 2020）。綜上所述，我們提出以下

的研究假設：

假設1： 疫情升溫時，經濟弱勢的學生較容易遭逢額外的經濟與心理
負擔，並且在參與遠距課程的過程中易遭遇較多問題與困境。

（二）不同類型大專院校的差異比較

不同類型的大專院校，如何影響到其擁有的資源多寡？我國的高

等教育擴張非常急速，在 1970年只有 9間大學，另有 13間獨立學院

與 70所專科學校。在 2000年，大學與獨立學院的數量分別增加到 53

與 74所，而專科學校驟減成 23所。到了 2020年，大學數量持續增

長至 126所，而獨立學院與專科學校數量分別減為 14與 12所（教育

部統計處 2021）。造成高教擴張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政府為了回應國

家經濟發展策略與勞動人口轉型（蔡淑鈴 2004）、兼顧地方政權的鞏

固（戴伯芬 2015）、降低高教階層化以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劉欣宜

2005）、回應世界價值潮流（Meyer 1977）與邁向全球高等教育的「學

術資本主義化」（戴伯芬、林宗弘 2015）等。

劉欣宜（2005）提到，我國高等教育在歷經全球化洗禮下面臨了

四項課題：學術資本主義、高教產業化、高教市場化與經濟排擠效

應。高等教育擴張過於快速，不但會增加政府財務負擔，更易造成高

教資源稀釋與排擠效應。再者，近 20年以來我國的高教成長以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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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多，私立學校在教育經費與資源上的不足成為隱憂。我們根據教育

部統計處（2021）的資料自行計算，從中發現：在 2000年至 2020年

之間，私立大學由 28所增加到 81所，翻長了 2.89倍；公立大學則由

25所增加到 45所，成長了 1.80倍。另外在這 20年間，私校學士班人

數成長倍數與公立學校相差無幾（前者為 1.62倍，約由 38.6萬人增加

至 62.5萬人；後者為 1.63倍，約由 17.9萬人增加至 29.2萬人），然

而私校專任教師數量的增長速度（約由 2.3萬人增加到 2.4萬人，增

加了 1.04倍）卻不如公立學校（約由 1.7萬人增加到 2.0萬人，增加

幅度為 1.18倍）。平均來講，私立學校在這段期間的生師比由 17翻漲

至 26；公立學校的生師比明顯較低，在這 20年裡由 11成長至 15。而

這尚不包含一些潛在的差距，例如私立大學所聘任的專任教師當中，

究竟有多少屬於編制內的專任師資，而非保障性低的約聘教師？

和私立大學相比，公立大學不單是學雜費比較便宜，在教育資源

上也擁有明顯優勢，然而高所得家庭的學生反而較有機會錄取公立大

學。已有不少學者透過數據來證實這些現象。例如戴伯芬（2016a）發

現，儘管在 2005–2009年間私立大學的數量接近公立大學的一倍，但

平均每一所私立大學所得到的教育部補助遠不如平均一所公立大學。

沈暉智、林明仁（2019）針對 24所學校的研究發現，「各校學生的家

庭月收入中位數」和「平均每生分攤教育支出」兩者有明顯的正相

關。駱明慶（2018）整理的數據顯示，2014年平均每位國立大學生的

經常支出大多在 20萬元以上，其中又以陽明大學（51萬元）和臺灣

大學（43.5萬元）最高。反觀而言，私立大學生的經常性支出大多未

滿 15萬元，最多的中原大學（18萬元）也不到 20萬元。針對經濟弱

勢的學生易就讀於學費偏高，資源卻少的私立大學，此現象也引發不

少公平性爭論（劉國兆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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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發現，私立技職專校的學生中有打工的比例明顯高於公立

技職專校（黃薰瑩、鄭雅文 2011）；私校學生中以申請貸款來支付學

費與生活費的比例也明顯高於公立學校（李育逢等 2018）。綜上所述， 

這種公私立學校之間教育資源與經費的落差，勢必會影響到校務的運

作以及教學與研究表現。例如陳繼成、蘇盟惠（2021）指出，在幾乎

每一項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指標中，公立學校的評比皆優於私立學校，

而一般大學的評比又普遍優於科技大學。至於那些曾獲得「邁向頂尖

大學計畫」補助的12所大學，其評比又明顯優於其他公、私立學校。

除了教育資源之外，私立學校不論在其經營方式、管理制度、教

師聘任與學生管理方式、地理位置等，皆明顯和公立學校有所區別。

例如林本炫（2006）在其早期研究中提到私立學校在辦學過程中常見

的問題，包含董事會不當干預校務、教育經費與獎助金挪用、營繕工

程與設備採購過程中有瑕疵等。另外有不少的私立專校地處交通不便

的偏鄉地帶，進而造成不便（戴伯芬 2016b）。還有眾所皆知的是，

私立學校在受到經費有限與教職員不足的多重影響下常導致教師工作

負荷量大增（劉秀曦 2002）。而這個現象自然也與高教擴張的速度過

快有關，尤其在短短數十年間，有許多專科學校改制並升格為技職大

學，導致教師員額的增加速度趕不上學生增加的速度（劉欣宜 2005；

戴伯芬、林宗弘 2015）。黃政傑（2021）在其文章中也提到，私立大

專院校所聘任的編制外教師數，明顯比公立大專院校多，他另提到：

「國立大學進用專案教師雖有法源依據，但其被定位為編制外人員，不

受教師法和勞基法之保障，權益當然容易受到侵害。私立大專校院連

法源依據都沒有，光看規範內容不見得能發現問題，但魔鬼藏在細節

裡，深入調查實際運作情形就能發現其中之端倪。」（黃政傑 2021: 13） 

由此可窺見問題之所在。另還有學者提到，在對學生的日常生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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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私立學校比公立學校更易採用權威的方式管理（戴伯芬 2016b）。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推論，學校於疫情升溫期間所提供的各項資

源輔助會因學校類型與排名而有所不同：公立多於私立，一般型大學

多於技職專校；頂大所提供的各項資源會比其他類型學校來得多，而

私立技職專校所能提供的資源最少。表 1顯示不同類型大專院校於109

年度的生職比與生師比。1在這 152所學校中，頂尖大學無論在生職比

或生師比都比較低，整體上公立比私立佳，而私立技專的生職比與生

師比皆明顯偏高。若細看生職比，可以發現各類型學校的差異很大，

而頂大的標準差最小，技專的標準差最大，代表在技專裡各校的情況

差異又很大。另有一份針對 98個國家 330位學校主管與教職員所做

的調查發現，學校於疫情期間除了得面臨遠距教學所帶來的挑戰外，

學校數位設施的維護（例如提供暢通的連線品質與優化線上教學平台） 

與處理學生的情緒困擾亦成為挑戰（Reimers and Schleicher 2020a）。有

鑑於各校的資源與人力差異懸殊，例如原本在疫情前私立技職的學校

職員所需負荷的工作量就有可能比其他學校多，我們進而可以合理推

測：各校於線上課程外所能提供的別種遠距服務（例如線上生涯輔導、 

心理諮詢）亦會有明顯的校間差異（Gatewood and McDonald 2020）。

假設 2： 疫情升溫時，學校所提供的資源多寡與種類會因學校類型而
異：一般而言，公立學校多於私立學校；一般大學多於技職

專校。具體來講，頂尖大學所提供的資源遠比其他學校多，

而私立技職專校最少。

1  我們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22）所提供的資料自行整理計算，生職比為各校大專生
總人數除以該校的職員總人數。職員總數包含各校行政或非行政等各單位所累計的

職員數目。生師比則直接取自政府資料開放平台（2021）所提供的數據，代表平均
每位老師所需要教授的學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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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專院校生職比與生師比

學校類型 學校數 生職比a 生師比b

頂尖大學 12 13.83 (4.57) 15.99 (2.93)

公立大學 22 23.05 (8.50) 20.05 (2.07)

私立大學 37 28.54 (12.06) 22.73 (7.10)

公立技專 14 31.57 (15.61) 22.12 (2.80)

私立技專 67 45.49 (17.96) 23.78 (5.65)

資料來源：
a 教育部統計處〈大專院校概況統計（109學年度）〉，自行整理與計算：https://stats.moe.gov.

tw/files/ebook/higher/109/109higher.xls
b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大專、技專校院各校生師比〉108年度，自行整理與計算：https://data.

gov.tw/dataset/26219
註：109年度共有152所大專院校。表中呈現的是各類型學校的平均值，括號裡的數值為標準差。

（三）學生的經濟背景與就讀的學校類型：兩者的潛在交互作用

前兩個研究假設，著重探討學生個人的經濟因素與就讀學校類型

的影響效果。這裡我們進一步探討，經濟弱勢的學生，是否會因為就

讀不同類別、排名的大專院校而影響到他們於疫情升溫期間所獲得的

學校資源與行政協助，進而影響到他們的生活與學習狀況？

我們的推測是，排名較好的頂尖大學由於擁有較充裕的經費，學

生所能獲得的各項資源與行政輔助也較多。例如林玫君等（2021）在

其著作中，深入探討臺灣師範大學於疫情升溫期間，學務處的人員如

何應對困境與挑戰、調整自我定位與重新組織，進而得以延續「服務

學生為本」的價值。由此推論，該校得於疫情期間嘗試維持各項提供

給學生的服務，避免被中斷。綜覽過去兩年多以來與新冠疫情有關的

文獻，我們發現，與前述類似的研究成果很少聚焦於頂大以外的學校

裡，這包含其他的公立大學。換言之，應有不少的公立大學同樣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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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緊縮或教育資源有限的問題。劉欣宜（2005）提到，雖然私立學

校在財務或資源上所遭遇的困境較大，但政府曾為了試圖修補公私立

之間過大的差異而訂定「私立學校獎助辦法」與「私立學校法」，企

圖讓私校在教、研環境與學生受教權益上獲得明顯的改善，但如此一

來卻也影響到公立大學在經費上的分配。戴伯芬與林宗弘（2015）發

現，公立大學內部出現了「經費分配兩極化」的情況，例如在 2009

年，頂尖大學的學生每生平均可獲得的教育經費為 37萬元，但其他

公立大學的平均值卻只有 19.2萬元，至於其他私立學校的平均值則

更低，只有 14.9萬元。跨年度比較發現，這種「頂大 vs.非頂大的公

立大學」之間的經費落差有逐年擴大的跡象。另外，此兩極化的現象

可能也與「國立大專院校校務基金」制度有關係。校史愈久、校友愈

多、募款能力愈強大的國立大學，擁有愈多的校務基金。大多數的國

立大學在校務基金上的收益不大，形成一股國立大學之間「貧者愈

貧，富者愈富」的現象（丁文玲 2002）。如此一來，仍有不少的公立

大學因經費與資源有限，使其無法提供更多的協助給經濟弱勢學生。

另一項值得深思的議題是，經濟弱勢的學生是否會有「為了避開

私立而選擇公立」的情況，進而導致他們進入一所在科系與環境上與

其志向不符的公立學校。鄭英耀等（2015: 11）另提到，即使政府已

提供經濟弱勢學生諸多入學相關的扶助措施，但有時候這些扶助措施

仍然會跟他們實質面臨的問題有所出入。例如經濟弱勢的學生可能會

遇到諸如「選擇學業不匹配的大學」、「不懂申請程序╱缺乏協助」、「經

濟考量」等方面的挑戰。國外也曾有學者討論類似問題，不過他們將

「學業不匹配」定義為低社經背景的學生未能選擇符合其學科能力表

現的大學，進而錄取後半段的學校（Smith et al. 2013）。不過，社經

處境不利的學生倘若進入前段的大學就讀，仍會遭遇挑戰。美國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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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低收入學生若就讀於菁英型大學，更容易感受到在生活與課

業參與上的不適應、脅迫感、不足、受排擠與無力感。倘若他們就讀

於一般州立大學，即便此種感受也會存在，但不至於如此嚴重。其箇

中原因在於，菁英大學裡學生之間的財富落差（wealth disparities）比

一般州立大學還要來得大，這無形中也強化了階級在學校裡的影響作

用（Aries and Seider 2005）。反問這樣的現象是否也有出現在臺灣的

高等教育裡？沈暉智、林明仁（2019）發現我國不同類型的大專院校

裡也有出現和美國類似的情況：若以家戶年收入的第25百分位數（第

1分位數，Q1）和第 75百分位數（第 3分位數，Q3）作區間並計算

四分位距，臺灣大學的四分位距的差距最大，達 150萬元以上（Q1接

近 90萬元，Q3接近 260萬元），而其五等分位倍數（即計算所得最

高的 20分位除以最低 20分位所得到的比例倍數）達到 5.3倍。若將

國內最名列前茅、普遍認為最好的幾所大學合併計算，其四分位距差

異也很大。例如若把一般認為最好的前 5所大學合併計算，五等分位

倍數也高達 4.3倍；若改用最好的前 10所大學合併，五等分位數則為

3.7倍；若把全部公立大學合併計算，五等分位倍數則降至 1.6倍，其

四分位距約在 100萬元左右（Q1為 60多萬，Q3為 160多萬）。相較

之下，私立大學的四分位距跟公立大學差不多。但若把各類型的私校

合併探討，或僅探討私立科大，家戶年收入的不均等相對小很多，其

四分位距在 90萬元以下。由此可見，就讀愈頂尖、排名與聲望愈好

的大學，財富落差與階級差異也愈大。

本文推測，這種階級差異可能會導致一些原就讀頂大的經濟弱勢

學生更無法適應學校生活與學習環境。相較之下，經濟弱勢生倘若就

讀排名中段或後段的學校，由於校內階級差異較不明顯，有助於他們

在校適應情況，因此家庭背景對於學生的課業表現與生活所導致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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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也較小。這樣的差異可能會在新冠疫情升溫期間，校園封鎖改採遠

距的情勢下更為突顯，即頂尖大學裡不同家庭經濟背景的學生，彼此

間的學習與成就差異更明顯。其部分原因是頂大或排名前段的大學

裡，授課老師為了讓線上教學能像實體課程一樣的豐富，並且維繫教

學品質，而設計出更多元但操作相對複雜、內容較難、對於電腦設備

要求較齊全的線上課程。在前述數位落差與疫情兩者的雙重影響下，

經濟弱勢的學生在適應這類線上課程中恐面臨更多挑戰。但在頂大以

外的其他大專院校裡，這種階級落差反而沒那麼大（羅方吟、陳政煥

2021），部分原因是教師所設計的線上課程形式單純、操作簡易，並

且和實體講課方式的差異不大，因此任何家庭背景的學生皆能快速適

應。綜合以上的論點，我們提出以下的假設，並在圖 1呈現本研究架

構。

假設 3： 和其他類型的學校相比，就讀頂尖大學的經濟弱勢學生於疫
情期間所能獲得的課外資源與行政服務較多，若就讀非屬頂

大的其他公立大學則沒有這種優勢（假設 3A）。在課程遠距

上，就讀頂大或排名處前段學校的經濟弱勢學生，所感受到

家庭社經背景對於遠距課程帶來的的落差較大；而對於私立

大學或技職專校的學生，落差反而較小（假設 3B）。

學校類型

假設 1

假
設

2假
設
3

家庭經濟狀況
疫情升溫時的心理狀態
與知覺到的學校資源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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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來源、分析變項與策略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疫情衝擊下的臺灣高等與技職教育」學生調查問卷資

料進行分析。此一調查是由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推動協調與影響評

估辦公室」策劃與蒐集。調查時間介於 2021年 7月初至 7月中旬，以

Survey Cake線上問卷的形式邀請全國各大專院校的在校生與應屆畢業

生（即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有在學身分者）填答問卷。調查的宗旨是

為了了解自 2021年 5月 19日全國各級學校因疫情升溫而全面改為線

上課程後，大專生在這段期間的學習與生活情況。問卷總共回收了

6,416份，排除掉資格不符、重複填寫或填答時間過於短暫等的樣本

之後，剩餘的有效樣本為 6,007份，來自於全國 124所不同的大專院

校。由於此一問卷調查是在疫情緊繃，全國防疫進入三級警戒期間啟

動，因此難以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去抽取樣本。網路調查雖在過往

社會學研究中不常見，但已廣泛被應用在教育與健康的研究裡（Far-

rell and Petersen 2010）。由於傳統的調查訪問成本高昂，而電話調查

的成效與樣本代表性日益受到挑戰，使得網路調查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Couper 2017; Valliant and Dever 2018）。本研究應用網路調查資料具有

一定的適切性，例如有研究指出，網路調查適合應用在大專生的研究

當中（Couper 2017），另外網路調查可有效減少因符合社會預期所導

致的回答偏誤（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參見 Couper 2017, Kennedy et al. 

2016），並且較能接觸到那些不太容易透過傳統調查方法而受訪的人

群（Farrell and Petersen 2010），無形中此種調查法對於本研究在了解

經濟弱勢大專生上帶來助益。而本網路調查在問卷公開填寫的期間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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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為數不少的禮劵作完訪誘因，研究也指出，此種善用小額酬勞的舉

動有助於增加網路調查研究的品質（Farrell and Petersen 2010; Kennedy 

et al. 2016）。

不過網路調查最大的缺點在於它為非隨機樣本（nonprobability 

sample），因此會產生選擇性偏誤（selection bias）（Valliant and Dever 

2018; Kennedy et al. 2016），若要進一步估算這偏誤有多大更是困難

（Couper 2017）。但學者指出，加權能有效改善偏誤的問題（Lee and 

Valliant 2009），Valliant and Dever（2018）在其書中提到數種將加權

應用到非隨機網路樣本的方法。2按其指引，我們採用 model-based 

weighting方式以 STATA svywt系列的指令來計算加權。我們根據教

育部統計處（2022）的〈109學年度大專院校概況統計〉來計算母體

的性別、年級、主校區所在分布與學校類型分布之參數，再用這四個

參數來計算加權。3表 2顯示，母體與樣本的分布的確有所不同，例

如母體當中的男女比接近 1:1，但樣本的男女比為 3:7，因此的確有使

用加權來進行矯正的必要。

（二）分析變項

被解釋變項分成四個層面來探討。第一，為了分析疫情升溫，全

國進入三級警戒期間學生的經濟負擔以及心理狀態，我們分別用以下

2  除了 model-based weighting外，Valliant and Dever另提到可以使用 quasirandomiza-
tion-based weighting與 sample matching的方式來作加權計算。但不同的加權法附有
不同的條件，本資料只能以 model-based weighting的方法計算加權。

3  我們逐一計算各個學校所得出的 109學年度大專生總人數為 960,460人。這包含大
一以上的學士生（含進修部），也包含四技、二技、二專生，以及就讀五專最後兩年

的學生。因此我們所得出的大專總人數可能和教育部或其他機構公告的數目相左，

因為他們在計算上所納入的種類和本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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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9學年度大專生：母體與樣本的人口組成特性比較

母體資訊a 樣本資訊b

N % n %

總數： 960,460 100.00% 5,904 100.00%

性別組成：

　男 474,836 49.44% 1,827 30.95%

　女 485,624 50.56% 4,077 69.05%

年級組成：

　一年級 214,397 22.32% 1,762 29.84%

　二年級 214,960 22.38% 1,724 29.20%

　三年級 229,230 23.87% 1,506 25.51%

　四年級 230,366 23.98% 810 13.72%

　五年級（含以上） 71,507 7.45% 102 1.73%

主校區所在區域：

　北 455,693 47.45% 2,457 41.62%

　中 214,127 22.29% 1,216 20.60%

　南 255,896 26.64% 2,064 34.96%

　東 (含離島 ) 34,744 3.62% 167 2.83%

學校類型：

　頂尖大學 93,197 9.70% 632 10.70%

　公立大學 104,331 10.86% 653 11.06%

　私立大學 284,632 29.63% 1,244 21.07%

　公立技專 100,827 10.50% 1,278 21.65%

　私立技專 377,473 39.30% 2,097 35.52%

資料來源：
a 教育部統計處〈大專院校概況統計（109學年度）〉，自行整理與計算：https://stats.moe.gov.

tw/files/ebook/higher/109/109higher.xls。 
b 〈疫情衝擊下的臺灣高等與技職教育〉學生調查問卷資料（2021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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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依變項來跑統計模型：在 Y1「疫情升溫時，是否有申請校內紓

困補助」與 Y2「疫情升溫時，是否有申請教育部大專生紓困金」中，

有申請者過錄為 1；至於那些未申請、不清楚有紓困補助者或因其他

原因而未申請者則過錄為 0。Y3為「疫情升溫時，是否經常感受到負

向、而無正向心情」。原問卷裡共列出六種負面形容詞（心情低落、

暴躁、憂鬱、焦慮、憤怒、無力）與六種正面形容詞（平靜、樂觀、

珍惜、感恩、積極、有希望感），以複選的方式讓受訪者勾選那些符

合他們在疫情升溫時的心情。如果受訪者至少勾選了其中一種負面形

容詞，並且未勾選任何正面形容詞，則過錄為 1，反之為 0。附錄 1

呈列了本研究所應用到的問卷原始問題與測量尺度。

第二，為了進一步了解在疫情升溫期間，學生知覺到學校提供了

哪些資源，我們納入了以下四個依變項：Y4「線上生涯輔導╱諮詢」、

Y5「線上心理輔導╱諮詢」、Y6「線上就業輔導╱諮詢」、Y7「優化數

位學習平台或遠距學習資源」。前三個變項與學生的日常生活或日後生

涯規劃有關係，而最後一個變項則涉及到學生對於遠距課程的參與情

況。第三，本研究也想知道，有關於學校所提供的線上教學資源，是

否出現不足。這裡涵蓋了以下四個依變項：Y8「無法提供學習設備」、

Y9「無法提供足夠軟體」、Y10「沒有提供足夠數位平台的操作說明」、

Y11「沒有考量數位平台與設備的相容性」。以上所有的依變項皆為二

元類別變項，1代表有（或有勾選）、0代表無（或沒有勾選）。最後，

本研究納入 Y12「疫情升溫時，學校提供的資源，足夠滿足不同需求

的同學」此一依變項，用來幫助我們了解學生們於疫情期間對於學校

的整體滿意度如何。在問卷中可分析的選項有四類，我們把「非常同

意」與「同意」過錄為 1，再把「非常不同意」與「不同意」過錄為 0。

表 3詳列了各分析變項的基本描述統計。從中我們看到，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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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變項描述統計

變　　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最低值 最高值

被解釋變項a

　疫情升溫時，學生的經濟負擔與心理狀態：

　　是否有申請校內紓困補助 0.11 0.31 0.00 1.00

　　是否有申請教育部大專生紓困金 0.10 0.30 0.00 1.00

　　是否經常感受到負向、而無正向心情 0.27 0.44 0.00 1.00

　疫情升溫時，學校有提供哪些資源：

　　線上生涯輔導╱諮詢 0.10 0.30 0.00 1.00

　　線上心理輔導╱諮詢 0.13 0.33 0.00 1.00

　　線上就業輔導╱諮詢 0.07 0.25 0.00 1.00

　　優化數位學習平台或遠距學習資源 0.37 0.48 0.00 1.00

　疫情升溫時，學校針對線上課程提供的資源，不足有哪些：

　　無法提供學習設備 0.19 0.39 0.00 1.00

　　無法提供足夠軟體 0.21 0.41 0.00 1.00

　　沒有提供足夠數位平台的操作說明 0.19 0.39 0.00 1.00

　　沒有考量數位平台與設備的相容性 0.27 0.45 0.00 1.00

　 疫情升溫時，學校提供的資源，足夠滿足
不同需求的同學：

0.53 0.50 0.00 1.00

解釋變項（LV1學生層級）a

　家庭經濟狀況 6.59 1.81 1.00 10.00

　未曾打工 0.47 0.50 0.00 1.00

　疫情升溫後，家庭經濟變差 0.52 0.50 0.00 1.00

　女性 0.51 0.50 0.00 1.00

　一年級 0.22 0.42 0.00 1.00

　二年級 0.22 0.42 0.00 1.00

　三年級 0.24 0.43 0.00 1.00

　四年級及以上 0.31 0.46 0.00 1.00

　STEM科系 0.24 0.42 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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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變項描述統計（續）

變　　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最低值 最高值

解釋變項（LV2學校層級）
　學校類型：a

　　頂尖大學 0.12 0.33 0.00 1.00

　　公立大學 0.17 0.38 0.00 1.00

　　私立大學 0.25 0.44 0.00 1.00

　　公立技專 0.11 0.31 0.00 1.00

　　私立技專 0.35 0.48 0.00 1.00

　學校地區：a

　　北部學校 0.45 0.50 0.00 1.00

　　中部學校 0.17 0.38 0.00 1.00

　　南部學校 0.29 0.46 0.00 1.00

　　東部╱離島學校 0.09 0.28 0.00 1.00

　校齡b 23.02 15.62 0.00 76.00

　生職比c 35.10 17.76 9.00 85.00

　生師比d 22.48 5.16 5.39 31.84

資料來源：
a 2021〈疫情衝擊下的臺灣高等與技職教育〉調查學生問卷。
b 從各校官網裡取得其創校（或最新一次改制、改名）年份，自行整理，再計算校齡。
c 教育部統計處〈大專院校概況統計（109學年度）〉，自行整理與計算：https://stats.moe.gov.

tw/files/ebook/higher/109/109higher.xls。 
d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大專、技專校院各校生師比〉108年度，自行整理與計算：https://data.

gov.tw/dataset/26219。
註：n(學生層級)= 5,904；n(學校層級)=92。分析經過加權（pweight）處理。

疫情升溫全國進入三級警戒期間，有 11%的大專生申請校內紓困補

助，而有 10%的大專生申請教育部大專生紓困金；4 近三成的大專生

4  教育部的報告顯示，該波的大專生紓困申請對象為家庭經濟受疫情影響之大專院校
生，申請期限至 2021年 8月底，共有 68,845位大專生受惠，相當於該學年度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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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疫情升溫期間感受到低落、暴躁與憂鬱等的明顯負向心情。此外只

有約十分之一的大專生於疫情期間，有知覺到學校提供了遠距學習以

外的線上諮詢服務（生涯輔導、心理輔導或就業輔導）；約有兩成左

右（19%～27%）的大專生認為學校提供的遠距教學設備或相關輔助

措施有所不足；約一半的大專生針對疫情期間學校所提供的各種資源

表達滿意，以及大約有一半的大專生於疫情升溫時感受到家庭經濟狀

況變差。

自變項包含學生個人層級（LV1）與學校層級（LV2）兩個部分。

在個人層級的自變項當中，我們最想要關注的是學生的經濟背景如何

影響他們在疫情期間的生活與學習狀況，並影響到他們所知覺到的學

校資源有哪些。在原問卷中的問法為：「請問以下哪一個敘述最能夠

描述，五月中疫情升溫前，您的家庭經濟狀況？請以 1～10分填答。」

1代表困窘、5代表剛剛好、10代表充裕有餘。同時問卷也有以下問

題：「請問以下哪一個敘述最能夠描述，五月中疫情升溫後，您的家庭

經濟狀況？請以 1～10分填答。」本研究將前一個題項（即疫情升溫

以前的經濟狀況）的回答作為 X1「家庭經濟狀況」的測量，並比較受

訪者於第二個變項（即疫情升溫以後的經濟狀況）與第一個變項的回

答，另行創造了一個 X4「疫情升溫後，家庭經濟變差」的二元變項

（1=有此情況、0=無此情況）。如果受訪者在填選疫情升溫後的數值

低於疫情升溫前，就符合此一情況；反之，若受訪者評估疫情前、後

的經濟狀況相同（即前後勾選相同數值），甚至後者比前者高，則代

表無此情況。X3「未曾打工」代表的是受訪者在就讀大專院校期間，

  生人口總數的 7.17%。本資料裡有 10%的樣本獲得教育部大專生紓困金，比母體高
出約 3%。這也可能意謂，本網路調查中家庭經濟弱勢的大專生比例應不至於因過
少而影響分析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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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疫情前後，都未曾有過打工的經歷（1=是、0=否）。X2「女性」

有兩個類別（1=女性、0=男性）。X5「年級」包含四個類別：一年級

（參照組）、二年級、三年級以及四年級及以上。X6「STEM科系」（1=

是、0=否）則參考教育部的定義，即受訪者需隸屬於十個科系領域裡

的「工程、製造及營建」、「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或「資訊通訊科

技」其中一類（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1）。5圖 2–1描繪各自變項與依

變項彼此的關係。倘若我們關注的是家庭經濟狀況（X1）對於依變項

（Y1～ Y12）的影響效果，加入 X3～ X6則可能會低估了 X1對 Y1～ Y12

的影響，產生 overcontrol bias（Elwert and Winship 2014）。不過由於

X3～ X6有助我們了解大專生的樣貌，並且加（或不加）這些變項並未

改變 X1的估計，因此決定保留這些自變項在統計模型裡。

Y1~Y12
疫情升溫時的心理狀態
與知覺到的學校資源

X3是否曾打工
X4疫情升溫後家庭經濟變化
X5年級
X6 STEM科系

X1家庭經濟狀況
X2性別

圖 2–1　學生個人層級自變項 Xi及依變項 Yi彼此間的潛在關聯

註：在多層次模型中，Xi與 Yi皆屬於第一層（LV1）變項，源自學生資料。

在學校層級的自變項裡，我們所關注的是疫情期間，不同類型的

大專院校所提供給學生的資源—無論是遠距學習方面的，亦或其他

層面的資源—是否有落差。我們把學生所就讀的 Z1「學校類型」分

成五類：頂尖大學（對照組）、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公立技專與私

立技專。頂尖大學意指曾於 2011至 2016期間，獲得教育部「邁向頂

5  表 3顯示資料中有 24%左右的大專生就讀 STEM相關科系。此數值恐有低估的情
況。例如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21）的資料，108學年度的大專畢業生中，STEM
畢業生占全體的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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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大學計畫」經費補助的 12所學校（如今把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合

併成同一所，所以有 11所，詳見附錄 2），而其中除了長庚大學外其

餘皆為公立大學。6我們也加入了 Z2「校齡」這個變項，此所指的是

各校自成立到 2021年之間，已有多少年的歷史。我們參考的是各校

的官方網站數據，並以最後一次改制、升格或改名的年份作為校齡的

起始值來計算。由於學校成立的年份久遠程度，會影響到學校規模、

發展方向、學術成果與校友資源等，此也間接地影響到該校至今所擁

有的資源多寡以及聲譽，因此我們用這個變項作替代（proxy），藉以

控制校與校間無法被測量到的潛在資源落差。另外，Z3「學校地區」

包含四個類別：北部學校（對照組）、中部學校、南部學校與東部╱

離島學校。

我們在分析裡也放入 Z4「生職比」或 Z5「生師比」。儘管這兩個

變項有可能中介 Z1對 Y1～ Y12的影響，在本模型中加入它們並不會明

顯改變 X1的估計，因此我們決定保留這些自變項。考量到這兩者的相

關係數接近 .70，若同時納入迴歸模型中恐增加共線風險，因此在接

下來的統計模型中只放這兩個自變項的其中一個。在正文分析裡我們

選擇以有加入「生職比」的分析結果為主。7圖 2–2進一步說明各學

校層級自變項與依變項彼此的潛在關聯。如前所述，我們假定的是：

Z2與 Z3同時影響 Z1以及依變項（Y1～ Y12），而 Z4與 Z5則中介 Z1與

依變項兩者的關係。附錄 2呈列了本研究裡所涵蓋的 92所大專院校

6  長庚大學裡只有分子醫學領域曾獲得「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我們曾嘗試將該
校移到「私立大學」類別中，再重跑所有的統計模型，所得到的分析結果和原先的

統計模型相比無明顯差異。因此將該校保留在「頂尖大學」裡。

7  另一組以加入「生師比」為主的模型結果則未放入正文當中。生師比在模型中的影
響效果幾乎皆未達統計顯著（p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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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Y12
疫情升溫時的心理狀態
與知覺到的學校資源

Z2校齡（根據學校成立或最後
一次改制、改名的年份計算）

Z3學校地區

Z4生職比

Z5生師比

Z1學校類型

圖 2–2　學校層級自變項 Zi及依變項 Yi彼此間的潛在關聯 
註： 在多層次模型中，Zi屬於第二層（LV2）變項，源自學校資料；Yi則為第

一層變項，源自學生資料。

以及各校數據。8

（三）分析策略

由於我們所分析的資料有兩個層級—學生資料與學校資料—

由於具有叢集關係，因此有必要應用多層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ing） 

來估計。有別於以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估計所得

到的迴歸模型，採取此種分析策略的原因是希望能減少來自於學校層

級的測量誤差，而導致學生╱個人層級自變項的係數影響力有被高估

的情況發生（Rabe-Hesketh and Skrondal 2008; Raudenbush and Bryk 

2002），因為此種分析途徑能將依變項中尚未被自變項解釋掉的殘餘

8  附錄 2顯示，各校的受訪學生數皆不同。傳統上，我們會納入「取自然對數後的各
校樣本數」自變項在模型裡修正結果。不過由於本資料為非隨機樣本，我們已納入

加權來修正模型結果，因此不宜再加入此一自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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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量（unexplained variance）分成不同層級，在本研究裡會得到兩

個層次的變異量：學生變異量（個人層級的樣本殘差值）與學校變異

量（校與校之間、未被解釋掉的變異量）。

由於本文的依變項皆為二元變項（1/0），在多層次的資料框架下

我們選擇採用多層次線性機率模型（multilevel linear probability models, 

LPMs），而未使用一般常見的 multilevel logit models，其原因不僅是

它可以用機率的方式直接了當解讀模型係數，而成為一項優勢，並且

當依變項只有兩個類別的時候，LPMs估計所得到的平均邊際效應

（average marginal effect）幾乎與 logits 或 probits的非線性模型所得到

的結果類似（Breen et al. 2018）。此種統計估計方式在近年來已廣泛被

各界使用（例如：Breen et al. 2018; Zwier et al. 2020; 劉家樺 2020）。9

統計模型公式如下：

Yij =β0j +β1j (家庭經濟狀況)ij+∑2
k βkj Xkij + rij （1）

β0j=γ00+∑1
k γ0k Zkj+μ0j （2）

β1j=γ10 +∑1
2 γ1k Zkj+μ1j （3）

模型中，i代表每位學生，j代表該生所屬學校。公式（1）代表

LV1個人層級，包含家庭經濟狀況與其他個人層級自變項 Xk，rij為個

人層級中尚無法被解釋掉的變異量。公式（2）與（3）代表 LV2學校

層級，Zk為學校層級的自變項，μ0j與 μ1j為學校層級中尚無法被解釋

掉的變異量。換言之，在採用隨機效果模型（multilevel random slope 

models, RSMs）情況下，LV1裡的「常數項」與「家庭經濟狀況」的

9  我們也另進行額外檢證，發現 multilevel LPMs所得到的統計結果、係數與影響大
小，和 multilevel logits所產生的結果並無太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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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大小皆能隨著 LV2不同學校而異（Raudenbush and Bryk 2002）。

為了減少線性機率模型所導致的變異數不均值（heteroskedasticity），

所有統計模型中皆以穩健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s）來修正

（Wooldridge 2012）。

最後，由於該調查資料中有部分的學校只有 1、2個受訪樣本，

如果一所學校的樣本數太少，恐會違反我們應用多層次模型的原則，

並增加模型在估計上的不穩定性，因此我們把各校裡學生觀察值未滿

5位的樣本全排除在外。最終的分析樣本數為 5,904位學生，橫跨 92

所大專院校。

四、分析結果與討論

（一）描述統計發現

表 4比較不同類型的學校在各被解釋變項與解釋變項的平均數差

異。欄位裡所呈現的數值為平均值。為了檢定各組之間的差異是否有

達到統計顯著，我們進一步加入 ANOVA變異數分析，並針對整體有

達統計顯著的部分進行 Scheffé test事後多重比較（僅列出 p< 0.05的

結果，詳見最後一欄）。

首先我們能夠清楚發現，就讀頂尖大學的學生中，疫情升溫時有

向校內或教育部申請紓困補助的人數只占 7%與 5%，明顯低於就讀

其他類型學校的大專生（9%～15%），其差距約有一倍之多，非屬頂

大的其他公立大學有申請紓困補助的比例最高（15%與 14%）。至於

有多少比例的學生於疫情期間會出現負向心情，未因學校類型而異。

另一項重要的發現是，頂大於疫情升溫期間所提供教學以外的資源與

諮商服務，明顯高於其他類型的學校，尤其在線上生涯輔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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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
09

0.
06

0.
08

0.
08

0.
06

2.
87

*

　
　
優
化
數
位
學
習
平
台
或
遠
距
學
習
資
源

0.
37

0.
40

0.
36

0.
38

0.
34

0.
37

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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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升
溫
時
，
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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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線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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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提
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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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
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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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
些
：

　
　
無
法
提
供
學
習
設
備

0.
19

0.
18

0.
18

0.
16

0.
19

0.
21

5.
79

**
私
技

>
私
大

　
　
無
法
提
供
足
夠
軟
體

0.
21

0.
24

0.
24

0.
18

0.
21

0.
22

4.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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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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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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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0.
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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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1

0.
17

0.
19

0.
19

2.
39

*

　
　
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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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數
位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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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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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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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0.
27

0.
33

0.
29

0.
27

0.
26

0.
26

2.
91

*
頂
大

>
私
技

　
 疫
情
升
溫
時
，
學
校
提
供
的
資
源
，
足
夠
滿

足
不
同
需
求
的
同
學
：

0.
53

0.
54

0.
46

0.
54

0.
56

0.
5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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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技
，
私
技
，
私
大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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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
學
校
類
型
的
測
量
變
項
之
基
本
特
性
與
比
較
（
續
）

總
平
均
頂
尖

大
學

公
立

大
學

私
立

大
學

公
立

技
專

私
立

技
專

A
N

O
VA
分
析

F
值

Sc
he

ffe
事
後
比
較

a

解
釋
變
項
（

LV
1
學
生
層
級
）

　
家
庭
經
濟
狀
況

6.
59

7.
03

6.
69

6.
70

6.
62

6.
37

19
.3

5*
*
頂
大

>
私
大
，
公
大
，
公
技

>
私
技

　
未
曾
打
工

0.
47

0.
54

0.
42

0.
52

0.
47

0.
42

15
.1

1*
*
頂
大
，
私
大
，
公
技

>
公
大
，
私
技

　
疫
情
升
溫
後
，
家
庭
經
濟
變
差

0.
52

0.
40

0.
49

0.
51

0.
54

0.
55

10
.1

6*
*
私
技
，
公
技
，
私
大
，
公
大

>
頂
大

　
女
性

0.
51

0.
38

0.
52

0.
57

0.
40

0.
51

23
.1

3*
*
私
大
，
公
大
，
私
技

>
公
技
，
頂
大

　
二
年
級

0.
22

0.
17

0.
17

0.
26

0.
15

0.
24

15
.8

3*
*
私
大
，
私
技

>
頂
大
，
公
大
，
公
技

　
三
年
級

0.
24

0.
22

0.
24

0.
23

0.
25

0.
25

1.
07

　
四
年
級
及
以
上

0.
31

0.
42

0.
40

0.
27

0.
29

0.
31

17
.5

4*
*
頂
大
，
公
大

>
私
技
，
公
技
，
私
大

　
ST

EM
科
系

0.
24

0.
25

0.
08

0.
21

0.
28

0.
28

32
.8

1*
*
公
技
，
私
技
，
頂
大

>
私
大

>
公
大

資
料
來
源
：

20
21
〈
疫
情
衝
擊
下
的
臺
灣
高
等
與
技
職
教
育
〉
調
查
學
生
問
卷
。

註
1 ：

+ 
p <

0.
1,

 *
 p

<
0.

05
, *

* 
p <

0.
01
。

註
2 ：

 n (
學
生
層
級

)=
5,

90
4 ；

n (
學
校
層
級

)=
92
。
分
析
經
過
加
權
（

pw
ei

gh
t ）
處
理
。

a  
僅
列
出
差
異
有
達

p <
0.

05
的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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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線上心理輔導」（29%）方面的差異達到顯著（p<0.05），這比別

所公立大學（9%與 18%）多了 0.5～1倍，也明顯高於私大或技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私立技專在提供線上生涯輔導（7%）或心理輔

導（7%）方面的服務明顯偏低。

在大專生眼中，學校於疫情期間提供的線上課程資源有哪些不足

之處？這裡我們無法清楚看到學生的回答因其就讀學校類型不同而有

所不同，反而是有 33%的頂大生勾選「學校沒有考量數位平台與設

備的相容性」，比其他類的學校高（26%～29%）。但須注意的是，表

中呈現的各類學校平均值，尚未考量：同一類型學校內，不同經濟背

景的學生是否出現回答不一致的情況？例如，在頂尖大學中，經濟弱

勢學生在遠距授課或學校資源方面的感受，是否和一般非經濟弱勢學

生的感受有所不同？我們將在下一節進一步探究。我們也發現，頂大

以外的別所公立大學的大專生於疫情期間所知覺到的學校資源，和其

他就讀私大或技專的學生相比，並沒有明顯優勢。不到一半（46%）

的公立大學生贊同「疫情期間，學校提供的資源，足夠滿足不同需求

的同學」此敘述，比其他類型的學校低了 8%～10%。

進一步分析學生們的個人背景，頂大學生的平均家庭經濟狀況

（7.03分：介於「5=剛剛好」與「10=充足有餘」之間）明顯優於就

讀其他類型學校的大專生，私立技專生的平均家庭經濟狀況相對最低

（6.37分）。有打工經驗的頂大生明顯較少（46%），其百分比與私立

大學或公立技專的差異不大，然而近六成（58%）的公立大學和私立

技專生皆有打工經歷。雖然打工並不代表學生是否有經濟上的需要，

但綜上研判，就讀「非頂大的公立大學」大專生的平均家庭經濟狀況

似乎沒有比私校生或技專生明顯來得好。此外，有 40%的頂大生覺

得其家庭經濟狀況有因疫情升溫而變差，而其他類型學校學生覺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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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導致家庭經濟變差的比例有一半以上（或接近一半）。上述的研究發

現顯示，學生的家庭經濟背景對於是否能就讀頂大具有明顯的影響，

此與過往研究不謀而合（駱明慶 2018），而私立技專生的平均家庭經

濟狀況明顯較低。最後，公立大學生裡就讀 STEM領域的學生比例明

顯偏低。

（二）多層次線性機率模型的結果10

表 5到表 8為多層次線性機率模型的統計結果。在表 5裡，我們

首先關注疫情升溫時，影響學生的經濟負擔以及心理狀態的因素有哪

些。各依變項欄位裡的 ICC（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組內相

關係數）指的是當統計模型尚未加入任何自變項而只有常數項時（又

稱 empty model），有多少的變異量源自學校間的差異。以「是否有申

請校內紓困補助」或「是否有申請教育部大專生紓困金」這兩個依變

項為例，約 7%～8%（前者為 0.0768，後者為 0.0671）的變異量源於

校間差異，換言之，另 92%～93%的變異量源於個人差異。而在「是

否經常感受到負向、而無正向心情」裡的 ICC同樣為 7%。簡言之，

學生於疫情期間是否申請紓困補助或是否常有負面心情，其主要解釋

因素仍與個人有關。

本表最主要的研究發現是：在加入控制變項下，家境愈好、未曾

打工，或家中經濟狀況並未因疫情而下滑的學生，愈不會申請校內或

教育部的紓困補貼，並且也較不會時常感受到負面情緒。舉例來講，

未曾打工的學生，其申請校內紓困補助的機率比有打工的學生低了近

10   我們在這裡所呈現的是經加權後的統計結果。為了比較，我們另把「未加權」的
多層次線性機率模型結果放在附錄 3供參考。如前述，由於資料為非隨機樣本，
因此有加權的必要。分析的結果與詮釋應以加權過的數值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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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多
層
線
性
機
率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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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生
的
經
濟
負
擔
與
心
理
狀
態

疫
情
升
溫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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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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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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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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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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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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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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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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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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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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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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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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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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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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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0.75, p <0.01，參見模型 1），而他們會出現負向心情的機率

也比有打過工的學生低了近 5%（模型 3）。再者，在疫情期間家庭的

經濟狀況有變差的學生，他們會申請校內、教育部紓困補助的機率比

其他家中經濟未受到影響的學生多了約 6%，而這些學生於疫情期間

常出現負向心情的機率提高了近8%。另外，我們在模型5裡另增「家

庭經濟狀況」與「疫情升溫後，家庭經濟變差」二者的交互作用。11 

結果如圖 3所示，疫情前家庭經濟狀況已不理想，並且又隨著疫情升

溫而導致家庭經濟進一步惡化的大專生最容易受負向情緒所困，此二

者有加乘效果。

表 5也顯示，高年級的大專生較容易於疫情期間被負向心情所

困；就讀 STEM領域的學生會申請紓困補助的機率比其他學科領域

的學生低。最後我們發現，一旦控制了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與別的個

人因素，學校因素的影響效果幾乎都變得不顯著（p > 0.1）。這代表

頂尖大學的學生之所以較不用申請紓困補助，主要原因在於他們的平

均經濟條件較好以及經濟弱勢學生所占比例偏低，與前述表 4的發現

一致。

表 6探討學校於疫情升溫時，提供了哪些「非學習面」的資源或

服務。就 ICC的部分來說，疫情期間校方是否提供各類線上輔導或

諮詢，學校因素的影響力占全體的 12%～14%。在納入了控制變項之

後，家庭經濟背景仍會影響學生對於遠距課程的參與情況與感受，即

家庭經濟狀況愈好的學生，愈能感受到學校有努力「優化數位學習平

台或遠距學習資源」（b= 0.20, p< 0.05，參見模型 7）。換言之，原家

中經濟狀況愈不佳的學生，愈不易感受到學校有提供充分的遠距學習

11   此一額外新增的模型參數未放在表中，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新冠疫情下大專生的家庭經濟狀況、心理狀態、學習困境與知覺到的學校資源　225

圖 3　家庭經濟狀況與學校類型的交互作用：
註 1：+p< 0.1, *p< 0.05, **p<0.01。
註 2： 此乃根據表 5模型 5的多層線性機率模型所計算的預測值。不同的是我們在此模型中另外

加入「家庭經濟狀況」與「疫情升溫後，家庭經濟變差」兩者的交互乘項。除了這兩個自

變項及其交互乘項為隨機效果外，模型中其他的自變項則以固定效果控制，換言之連續變

項以平均數控制，類別虛擬變項則以 0或 1代入計算。控制以後，圖中所代表的情境為：
一位就讀非 STEM科系，大學期間未曾打過工的一年級男大生，就讀一所於北部的頂大；
而該頂大校齡為 23.02年，生職比為 35.10人。預測機率（Ŷ）計算公式如下：Ŷ= .23+
(−.0498×1)+ (−.0037×23.02) + (−.0002×35.10) + (.0079×「家庭經濟狀況」)+  (.2063 ×「疫情
升溫後家庭經濟變差」)+ (−.0199×「家庭經濟狀況」×「疫情升溫後家庭經濟變差」)。

資源。雖然「家庭經濟狀況」此一係數在模型 2與模型 4裡也有達統

計顯著，但因為這些模型中有加入該變項與各學校類型的交互作用，

因此不宜單獨解釋該係數的涵義。

結果顯示，在已考量控制變項後，頂尖大學無論在提供生涯輔導

（模型 1）、心理輔導（模型 3）或就業輔導（模型 5）方面的線上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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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皆顯著地多於其他類型的學校。至於在模型 2與模型 4中，我

們發現到有趣並且重要的跨層級交互作用影響效果（cross-level inter-

action effects）。以模型 2為例，這些交互作用項意謂「家庭經濟狀況」

的影響力會因學校類型而異：就頂大而言，影響效果為 −0.023×家庭

經濟狀況；但在公立大學的影響效果則為 0.047（或 −0.023+0.070）×

家庭經濟狀況；而對私立大學、公立技專與私立技專來講，重新計算

後所得到的家庭經濟狀況影響效果較接近 0。倘若沒有預測圖的輔

助，將難以清楚詮釋這些交互作用項的結果與實質意義，我們將在下

一小節中進一步討論這些重要的研究發現。

表 7探究學校於疫情期間所提供的線上課程資源，出現哪些不足

的情形。在加入控制變項後，家庭經濟狀況仍與「沒有提供足夠數位

平台的操作說明」（模型 5）以及「沒有考量數位平台與設備的相容

性」（模型 7）呈現負相關（p< 0.05）。這代表處於經濟弱勢的大專生

即便在家擁有遠距教學所需的電腦與連線設備，他們在參與、適應遠

距教學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挑戰仍遠比其他學生來得多，導致學校提

供的遠距資源無法應付他們的需求。另外，曾有打工經歷或「疫情升

溫後家庭經濟變差」的大專生，較易感受到學校提供的遠距設備或軟

體不足，或覺得學校對於數位平台與設備是否相容的規畫有所不足。

我們也發現，就讀私立學校的學生較容易遭遇「學校無法提供數

位學習設備」方面的問題，而部分的公立大學生似乎也常遭遇這類問

題（模型 1）。綜合而言，此意謂高教過度擴張所造成的影響不只波

及私校，對於那些沒有被列入頂大行列的公立大學而言，也可能會出

現資源排擠與不足的現象（劉欣宜 2005）。另一值得注目的發現是，

頂大生在遭遇學校「未提供足夠數位平台的操作說明」與「未考量數

位平台與設備的相容性」這類問題的機率普遍比就讀其他類型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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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高。至於模型 6與模型 8的跨層級交互作用項的影響效果有達統

計顯著，下一節將針對這些結果做深入探究。最後模型 7顯示，生職

比愈高（即每位行政職員平均所需服務的學生數愈多）的學校裡，學

生愈會感受到校方對於數位平台與設備是否相容的規畫不夠。

最後，表 8可以幫助我們知道，學生於疫情期間對於學校資源的

整體滿意度如何。我們發現，在納入其他控制變項下，家庭經濟狀況

因疫情而變差的大專生對於學校於疫情間提供的資源滿意程度較低；

換言之，這代表不論就讀哪種類型學校的大專生，倘若他們的經濟狀

況因疫情而下滑，未來都會需要校方或外界額外的關注。

（三）根據多層次線性機率模型結果所繪製的預測圖

為了進一步理解前表中「家庭經濟狀況」與「學校類型」之間的

跨層級交互作用的涵義，我們根據階層線性機率模型裡的係數進一步

計算預測值，並按五種學校類型區分。如此能幫助我們探究本文裡的

第三個研究問題，即疫情升溫期間學校類型如何影響經濟弱勢學生所

能知覺到的學校資源，進而影響到他們的生活與遠距學習適應。

圖 4乃是根據表 6裡的模型 2與模型 4去計算預測值，本圖可用

來對照研究假設 3A。圖裡的 x軸代表學生於疫情發生前的家庭經濟狀

況，y軸為預測機率值。圖中清楚顯示，在頂尖大學裡，家庭經濟狀況

愈不佳的學生，愈能夠知覺（或善用）校方於線上所提供的生涯與心

理方面的諮詢機會，而其他類型的學校在提供線上生涯或心理諮詢的

機會，普遍遠低於頂大。就非屬頂大的公立大學而言，「家庭經濟狀況」

的影響方向和頂大恰好相反，呈現明顯不同！在公立大學裡，反而是

經濟狀況愈理想的學生，愈能夠知覺（或善用）學校有提供線上生涯

輔導或心理諮詢相關的資源。兩者（經濟處境較好的學生 vs.經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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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多
層
線
性
機
率
模
型
：
學
生
所
知
覺
到
的
線
上
課
程
問
題

疫
情
升
溫
時
，
學
校
提
供
的
線
上
課
程
，
是
否
出
現
以
下
問
題
：

無
法
提
供

學
習
設
備

無
法
提
供

足
夠
軟
體

沒
有
提
供
足
夠

數
位
平
台
的
操
作
說
明

沒
有
考
量
數
位
平
台

與
設
備
的
相
容
性

模
型

1
模
型

2
模
型

3
模
型

4
模
型

5
模
型

6
模
型

7
模
型

8

常
數
項

− .
12

0(
.2

75
)

− .
12

1(
.2

77
)

− .
29

2(
.2

20
)

− .
29

5(
.2

22
)

.7
56

(.3
15

)*
.7

57
(.3

17
)*

.5
78

(.3
82

)
.5

81
(.3

84
)  

家
庭
經
濟
狀
況

.0
00

(.0
11

)
.0

55
(.0

43
)

− .
00

5(
.0

10
)

.0
24

(.0
19

)
− .

01
7(

.0
08

)*
− .

08
9(

.0
34

)*
*

− .
02

2(
.0

11
)*

− .
07

0(
.0

38
)+

 
未
曾
打
工

− .
03

7(
.0

13
)*

*
− .

03
7(

.0
13

)*
*
− .

03
0(

.0
11

)*
*
− .

03
0(

.0
11

)*
*
− .

01
7(

.0
17

)
− .

01
7(

.0
17

)
.0

01
(.0

14
)

.0
01

(.0
14

)  
疫
情
升
溫
後
，

家
庭
經
濟
變
差

.0
50

(.0
14

)*
*

.0
50

(.0
14

)*
*

.0
17

(.0
12

)
.0

17
(.0

12
)

− .
00

4(
.0

14
)

− .
00

4(
.0

14
)

.0
31

(.0
15

)*
.0

31
(.0

15
)*

 

女
性

− .
04

8(
.0

12
)*

*
− .

04
8(

.0
12

)*
*
− .

00
3(

.0
15

)
− .

00
3(

.0
15

)
− .

03
5(

.0
18

)+
− .

03
5(

.0
18

)+
− .

02
6(

.0
18

)
− .

02
6(

.0
18

)  
二
年
級

a
.0

21
(.0

17
)

.0
21

(.0
17

)
.0

55
(.0

19
)*

*
.0

55
(.0

19
)*

*
.0

39
(.0

21
)+

.0
39

(.0
21

)+
.0

23
(.0

21
)

.0
23

(.0
21

)  
三
年
級

a
.0

40
(.0

21
)+

.0
40

(.0
21

)+
.0

54
(.0

20
)*

*
.0

54
(.0

20
)*

*
.0

06
(.0

15
)

.0
06

(.0
15

)
.0

02
(.0

16
)

.0
02

(.0
16

)  
四
年
級
及
以
上

a
.0

22
(.0

20
)

.0
22

(.0
20

)
.0

36
(.0

19
)+

.0
36

(.0
19

)+
.0

17
(.0

20
)

.0
17

(.0
20

)
− .

00
8(

.0
22

)
− .

00
8(

.0
22

)  
ST

EM
科
系

.0
49

(.0
21

)*
.0

49
(.0

21
)*

.0
62

(.0
23

)*
*

.0
62

(.0
23

)*
*
− .

00
9(

.0
25

)
− .

00
9(

.0
25

)
.0

20
(.0

23
)

.0
20

(.0
23

)  
公
立
大
學

b
.5

25
(.3

15
)+

.5
24

(.3
16

)+
− .

06
2(

.2
74

)
− .

05
6(

.2
74

)
− .

87
0(

.3
03

)*
*
− .

87
3(

.3
07

)*
*

− .
61

2(
.3

65
)+

− .
61

0(
.3

67
)+

 
私
立
大
學

b
.6

22
(.2

73
)*

.6
20

(.2
75

)*
.0

87
(.1

80
)

.0
95

(.1
80

)
− .

73
0(

.2
65

)*
*
− .

73
0(

.2
70

)*
*

− .
80

1(
.3

07
)*

*
− .

80
0(

.3
10

)*
*

公
立
技
專

b
.0

33
(.5

18
)

.0
17

(.5
45

)
.7

43
(.4

64
)

.7
81

(.4
91

)
− .

40
8(

.3
23

)
− .

38
8(

.3
35

)
− .

13
7(

.5
89

)
− .

12
8(

.6
18

)  
私
立
技
專

b
.6

68
(.3

19
)*

.6
64

(.3
22

)*
.1

44
(.2

32
)

.1
56

(.2
33

)
− .

84
6(

.3
26

)*
*
− .

84
4(

.3
30

)*
− 1

.0
45

(.3
86

)*
*
− 1

.0
43

(.3
91

)*
*

中
部
學
校

c
.0

22
(.1

57
)

.0
24

(.1
58

)
− .

19
0(

.1
46

)
− .

19
4(

.1
48

)
− .

02
2(

.1
39

)
− .

02
4(

.1
38

)
.1

34
(.1

56
)

.1
32

(.1
57

)  
南
部
學
校

c
− .

29
8(

.1
51

)*
− .

30
1(

.1
50

)*
− .

07
0(

.1
30

)
− .

06
5(

.1
29

)
.1

06
(.1

21
)

.1
07

(.1
20

)
.1

55
(.1

56
)

.1
56

(.1
55

)  
東
部
╱
離
島
學
校

c
− .

89
4(

.6
42

)
− .

89
1(

.6
43

)
.9

38
(.6

62
)

.9
38

(.6
65

)
.2

48
(.1

76
)

.2
53

(.1
74

)
.6

78
(.6

60
)

.6
67

(.6
56

)  
校
齡

.0
02

(.0
05

)
.0

02
(.0

05
)

.0
08

(.0
04

)+
.0

08
(.0

04
)+

.0
01

(.0
04

)
.0

02
(.0

04
)

.0
03

(.0
05

)
.0

03
(.0

05
)  

生
職
比

− .
00

2(
.0

04
)

− .
00

2(
.0

04
)

.0
05

(.0
04

)
.0

05
(.0

04
)

.0
04

(.0
03

)
.0

04
(.0

03
)

.0
10

(.0
04

)*
.0

10
(.0

04
)*

 
公
立
大
學
×

家
庭
經
濟
狀
況

− .
04

1(
.0

50
)

− .
00

5(
.0

36
)

.11
6(

.0
41

)*
*

.0
68

(.0
45

)  



新冠疫情下大專生的家庭經濟狀況、心理狀態、學習困境與知覺到的學校資源　231
表

7 　
多
層
線
性
機
率
模
型
：
學
生
所
知
覺
到
的
線
上
課
程
問
題
（
續
）

疫
情
升
溫
時
，
學
校
提
供
的
線
上
課
程
，
是
否
出
現
以
下
問
題
：

無
法
提
供

學
習
設
備

無
法
提
供

足
夠
軟
體

沒
有
提
供
足
夠

數
位
平
台
的
操
作
說
明

沒
有
考
量
數
位
平
台

與
設
備
的
相
容
性

模
型

1
模
型

2
模
型

3
模
型

4
模
型

5
模
型

6
模
型

7
模
型

8

私
立
大
學
×

家
庭
經
濟
狀
況

− .
07

6(
.0

49
)

− .
02

8(
.0

25
)

.0
94

(.0
39

)*
.11

2(
.0

44
)*

 

公
立
技
專
×

家
庭
經
濟
狀
況

− .
00

6(
.0

81
)

− .
09

5(
.0

60
)

.0
46

(.0
42

)
.0

40
(.0

77
)  

私
立
技
專
×

家
庭
經
濟
狀
況

− .
06

5(
.0

52
)

− .
02

5(
.0

25
)

.1
03

(.0
42

)*
.1

45
(.0

48
)*

*

生
職
比
×

家
庭
經
濟
狀
況

.0
00

(.0
00

)
.0

00
(.0

00
)

.0
00

(.0
00

)
− .

00
1(

.0
00

)*
*

Lo
g−

lik
eli

ho
od

− 4
20

00
9.

61
− 4

20
00

5.
39

− 4
63

56
0.

92
− 4

63
55

7.
09

− 4
26

58
7.

72
− 4

26
57

5.
10

− 5
42

00
0.

98
− 5

41
99

1.
87

學
校
層
級
變
異
量

（
家
庭
經
濟
狀
況
）

0.
00

94
0.

00
86

0.
00

82
0.

00
76

0.
00

50
0.

00
38

0.
00

93
0.

00
75

學
校
層
級
變
異
量

（
常
數
項
）

0.
44

95
0.

44
82

0.
43

18
0.

43
16

0.
17

40
0.

17
29

0.
48

39
0.

47
62

學
生
層
級
變
異
量

0.
14

02
0.

14
02

0.
15

35
0.

15
35

0.
14

21
0.

14
21

0.
18

07
0.

18
07

IC
Cd

0.
06

62
0.

10
99

0.
10

56
0.

11
66

資
料
來
源
：

 20
21
〈
疫
情
衝
擊
下
的
臺
灣
高
等
與
技
職
教
育
〉
調
查
學
生
問
卷
，
並
與
其
他
總
體
資
料
進
行
合
併
。

註
1 ：

+ p
<

0.
1,

 *
p <

0.
05

, *
*p

<
0.

01
；
括
號
內
為
穩
健
標
準
誤
（

ro
bu

st
 st

an
da

rd
 e

rr
or
）。

註
2 ：

 n (
學
生
層
級

)=
5,

90
4 ；

n (
學
校
層
級

)=
92
。

a 
參
照
組
：
一
年
級
。

b 
參
照
組
：
頂
尖
大
學
。

c 
參
照
組
：
北
部
大
學
。

d 
IC

C
（

th
e 

in
tra

cl
as

s 
co

rr
el

at
io

n 
co

ef
fic

ie
nt
）
為
模
型
在
尚
未
放
入
解
釋
變
項
（
即

em
pt

y 
m

od
el
）
時
的
組
內
相
關
係
數
。
分
析
經
過
加
權
（

pw
ei

gh
t ）
處
理
。



232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第 49期（新冠肺炎疫情研究特刊）

表 8　多層線性機率模型：學生的整體滿意度

疫情升溫時，學校提供的資源，

足夠滿足不同需求的同學　　　

模型 1 模型 2

常數項 .541(.361) .541(.363)  

家庭經濟狀況 .013(.009) −.003(.049)  

未曾打工 −.019(.018) −.019(.018)  

疫情升溫後，家庭經濟變差 −.060(.019)** −.060(.019)**

女性 .010(.020) .010(.020)  

二年級a −.063(.024)** −.063(.024)**

三年級a −.029(.024) −.029(.024)  

四年級及以上a −.058(.024)* −.058(.024)* 
STEM科系 .031(.021) .031(.021)  

公立大學b .128(.373) .132(.378)  

私立大學b −.097(.334) −.095(.339)  

公立技專b .074(.414) .085(.430)  

私立技專b .181(.412) .185(.417)  

中部學校c .228(.139) .227(.139)  

南部學校c .138(.177) .139(.177)  

東部╱離島學校c −.271(.193) −.272(.192)  

校齡 −.001(.005) −.001(.005)  

生職比 −.005(.004) −.005(.004)  

公立大學×家庭經濟狀況 −.021(.056)  

私立大學×家庭經濟狀況 .023(.056)  

公立技專×家庭經濟狀況 −.012(.063)  

私立技專×家庭經濟狀況 −.017(.060)  

生職比×家庭經濟狀況 .001(.001)  

Log-likelihood −657165.72 −657163.64

學校層級變異量（家庭經濟狀況） 0.0077 0.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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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多層線性機率模型：學生的整體滿意度（續）

疫情升溫時，學校提供的資源，

足夠滿足不同需求的同學　　　

模型 1 模型 2

學校層級變異量（常數項） 0.2844 0.2827

學生層級變異量 0.2297 0.2297
ICCd 0.1077

資料來源： 2021〈疫情衝擊下的臺灣高等與技職教育〉調查學生問卷，並與其他總體資料進
行合併。

註 1： n(學生層級)= 5,904；n(學校層級)=92。a 參照組：一年級。b 參照組：頂尖大學。c 參
照組：北部大學。d ICC（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為模型在尚未放入解釋變
項（即 empty model）時的組內相關係數。分析經過加權（pweight）處理。

註 2：+p< 0.1, *p< 0.05, **p <0.01；括號內為穩健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

圖 4　家庭經濟狀況與學校類型的交互作用：表 6部分模型的預測圖
註 1：+p< 0.1, *p< 0.05, **p <0.01。
註 2： 此乃根據表 6模型 2（左圖）與模型 4（右圖）的多層線性機率模型所計算的預測值。

除了「家庭經濟狀況」與「學校類型」及其交互乘項（不論是否顯著，皆顯示在圖裡）

為隨機效果外，模型中其他的自變項則以固定效果控制，換言之連續變項以平均數控

制，類別虛擬變項則以 0或 1代入計算。控制以後，圖中所代表的情境為：一位就讀非
STEM科系，大學期間未曾打過工的一年級男大生，就讀一所於北部的大專院校；該校
的校齡為 23.02年，生職比為 35.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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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學生）的預測機率值差異可達 30%或三倍之大。

圖 5乃根據表 7模型 6與模型 8所計算得到的預測值，本圖可用

來對照研究假設3B。這裡的發現和前一張圖相比，具有明顯的差異：

第一，頂尖大學中，家庭經濟狀況對於「是否覺得學校沒有提供足夠

數位平台的操作說明」和「是否認為學校未考量數位平台與設備的相

容性」的影響，呈現明顯的負相關，即經濟狀況愈不佳的頂大生，愈

會感受到學校於此兩方面所提供的資源有所不足；第二，針對公立大

學或公立技專的學生而言，右圖同樣顯示，家庭經濟狀況的影響效果

為負向。第三，對私立大學與私立技專的學生來說，家庭經濟背景的

不同所導致的差異並不明顯。整體上，和公立學校的學生相比，私校

學生針對校方所提供的數位教學平台滿意程度反而較高。我們推測的

圖 5　家庭經濟狀況與學校類型的交互作用：表 7部分模型的預測圖
註 1：+p< 0.1, *p< 0.05, **p <0.01。
註 2： 此乃根據表 7模型 6（左圖）與模型 8（右圖）的多層線性機率模型所計算的預測值。除

了「家庭經濟狀況」與「學校類型」及其交互乘項（不論是否顯著，皆顯示在圖裡）為

隨機效果外，模型中其他的自變項則以固定效果控制，換言之連續變項以平均數控制，

類別虛擬變項則以 0或 1代入計算。控制以後，圖中所代表的情境為：一位就讀非
STEM科系，大學期間未曾打過工的一年級男大生，就讀一所於南部的大專院校；該校
的校齡為 23.02年，生職比為 35.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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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解釋因素是：疫情期間，公╱國立大專院校的教師對於遠距教學

的要求較高（例如致力於提升遠距教學效果、強化線上教材的豐富

性、設計操作較複雜的遠距學習內容與確保遠距教學的成效不亞於實

體課程等），反而使經濟弱勢的學生不易適應。

五、結論

臺灣在 2021年 5～7月期間，因新冠疫情急速升溫而導致各級學

校校園封鎖，必須改採遠距的形式辦公與進行線上教學。在這段日子

裡，大專生的經濟背景、心理狀態與線上學習過程受到了哪些影響？

又遇到哪些潛在困境？另外，他們所就讀的學校又有提供哪些線上資

源，供他們利用？雖然過去已累積不少文獻探討新冠疫情對於教育的

影響，但這些文獻往往聚焦在學生或教師參與遠距教學過程中的適應

情況，並比較不同類型遠距課程的成效（Bergdahl and Nouri 2020）。至

今為止，很少有實證研究關注疫情如何影響學生在遠距學習以外的適

應情況，以及學校除了提供遠距教學資源之外，是否有提供其他方面

的行政資源或諮商服務，也很少有研究著重探討經濟弱勢大專生於疫

情階段所面臨的處境。另就我們所知，過去很少有量化資料以跨校、

大規模的方式，調查學生於新冠疫情爆發期間的生活與學習狀況。本

研究使用「疫情衝擊下的臺灣高等與技職教育」此一頗具規模的調查

資料，可以彌補過去文獻方面的不足。我們以多層次線性機率模型分

析 5,904位學生、橫跨 92所不同的大專院校。不過由於此調查乃以線

上問卷的形式進行資料蒐集，即使我們按照學者建議作加權（Valliant 

and Dever 2018），在解讀本研究發現的過程中仍需非常謹慎。另外，

由於資料屬於橫斷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我們無法比較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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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受訪學生（或學校）於疫情升溫前、後的差異變化，因此不宜作過

度的因果詮釋。換言之，本文所發現到的諸多現象，很可能在疫情爆

發以前就已存在。

歷年以來，高等教育的快速擴張雖然提高了上大學的機會，但也

衍生不少問題（戴伯芬、林宗弘 2015），例如高教資源的稀釋。此導

致不同類型、排名與聲望的大專院校所擁有的教育經費及其校內擁有

的資源出現明顯落差（陳玉娟 2017）。本文的目的在比較五種類型的

大專院校，包含：（1）頂尖大學、（2）公立大學、（3）私立大學、（4）

公立技專與（5）私立技專。我們想探究，這些不同類型的學校在疫情

升溫時所提供給學生的各種資源與服務措施，是否出現明顯的落差？

再者，由於疫情爆發時，經濟弱勢的學生所受到的影響往往比較大

（The British Academy 2021），因此本文除了探究這群大專生於疫情升

溫期間的經濟狀態、心理健康與學習困境之外，更想進一步探討：經

濟弱勢的學生是否會因其就讀不同類型的大專院校，而影響到他們於

疫情期間所能獲得的學校資源與行政協助，進而影響到他們的遠距學

習與生活狀態？

綜合而言，研究發現有符合我們於文中所提的三個研究假設。若

進一步細究，本文的第一個假設為「疫情升溫時，經濟弱勢的學生較

容易遭逢額外的經濟與心理負擔，並且在參與遠距課程的過程中易遭

遇較多問題與困境」。我們發現，經濟弱勢、平常仰賴打工貼補日常所

需以及因疫情而導致家庭經濟狀況變差的大專生，於疫情期間向校方

或教育部申請紓困補助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學生。雖然此研究發現滿

合乎一般大眾的預期，不過由於過往的社會大眾與媒體多半把焦點擺

在新冠疫情如何影響「大人」的工作與生活負擔，導致上班族財務緊

縮、員工失業、家裡入不敷支等的問題產生，反倒是「大專生」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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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於疫情期間所遭逢的經濟負荷及其生活困境容易被忽視。和中小

學生相比，許多大專生無法再仰賴家庭援助而必須自立維生，但由於

他們尚未正式踏入社會，謀生能力有限，這當中有部分的人勢必同樣

成為疫情下「較脆弱」的群體。再者，由於近年來媒體經常以負面角

度報導少子化與各種高教問題，導致一般大眾常有「隨便考都有大學

念」與「鬼混也能夠畢業」之類的刻板印象。如此一來，那些經濟或

文化處境不利的大專生面臨的生活與學習困境，反而時常被社會大眾

所忽視。

第二，和其他學生相比，這些經濟弱勢或家境貧困的學生，容易

於疫情爆發期間被各種負面情緒（例如暴躁、憂鬱、焦慮等）所困

住，而有影響其健康與生活之隱憂（詳見圖 3）。這也顯示，經濟弱

勢的學生在新冠疫情大爆發的時候所受到的各種衝擊較大，因而需要

更多源自於政府、學校或社會各界的支持。不過我們也應避免過度將

「援助弱勢者」等同於「提供經濟紓困」，反而忽視了他們在其他「非

經濟面」所面臨的挑戰。

第三，處於經濟弱勢的學生在參與遠距課程的過程中，容易遇到

瓶頸，進而讓他們覺得學校所提供的各項遠距教學資源、設備與數位

學習平台服務有所不足。我們雖無法從此資料得知他們所遇到的瓶頸

究竟為何，但我們推測經濟弱勢學生在家參與線上教學所使用的數位

設備的品質（例如電腦運算速度與連線品質等）可能仍有所不足，又

或者因他們所擁有的上網技能與資訊素養有限，而難以適應遠距課

程。以上兩種解釋途徑，皆已被過往的研究所支持（Gonzales et al. 

2020; Ma and Cheng 2022）。綜上所述，假設 1獲得驗證。

第四，另一項值得關注的是，前述的「疫情期間，經濟弱勢大專

生易在參與遠距教學過程受阻」現象在頂尖大學裡反而更為嚴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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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過往的發現，即排名愈前面、名聲愈好的國立大學裡，學生在家

庭經濟背景上的分布愈廣（沈暉智、林明仁 2019），代表階級落差有

可能愈明顯，進而拉大學習成就間的差距。我們的發現與國外研究

（Aries and Seider 2005）不謀而合，即在前段的學校裡，家庭經濟背

景對於遠距學習的影響效果反而會擴大。我們認為，另一個潛在影響

因素是：排名愈前段、名聲愈好的大學教師對於遠距教學的要求愈

高，他們為了提升遠距的教學效果，增加線上教材的豐富與多元性以

彌補因疫情所造成的學習中斷，或者為了讓遠距教學的成效不至於輸

給實體授課，反而增加了遠距學習課程本身的複雜性，如此一來學生

參與線上課程所需的軟硬體需求也變高。21世紀演變至今，數位落

差未減反增（Ma and Cheng 2022），這反而增加了經濟弱勢學生於疫

情期間參與線上課程的負擔。除此之外，私立學校在提供遠距設備的

數量上確比公立學校少，不過在私校中，不同家庭背景學生之間的

「遠距學習落差」反而不明顯。

第五，和其他類型學校相比，頂尖大學於疫情期間所能提供的各

種資源—包含與遠距教學無關的各項資源和服務（例如線上心理輔

導、生涯輔導等）—明顯較多。本研究進一步指出，這些資源似乎

能夠讓經濟弱勢的學生受惠。以圖 4的結果為例，疫情升溫期間，就

讀頂大的經濟弱勢學生較容易知覺（或使用）學校所提供的線上生涯

輔導或心理諮詢服務，其比例遠高於其他類型學校。因此，雖然這群

經濟弱勢學生在頂大裡仍然有遠距學習方面的劣勢，但整體上他們能

從學校裡所獲取的資源或行政服務仍然優於其他學校。反之，在其他

公立大學中，反而是那些在經濟條件有優勢的大學生更易察覺、感受

到學校在「生涯輔導」或「心理諮詢」上有提供各種線上服務。近年

來我國公立大學出現的「資源分化」或「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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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依舊，甚至可能有日趨嚴重的趨勢（丁文玲 2002；戴伯芬、林宗

弘 2015）。建議未來研究應朝這方向發展，探討這些現象在後疫情時

代所造成的影響為何。另外，私立技職專校於疫情期間所提供給學生

的各項資源與服務，明顯比其他類型的學校少。需再三強調的是，就

讀私立技專或排名較後段的學校裡，學生平均的家庭收入較低（沈暉

智、林明仁 2019），換言之，私立技職專校裡往往吸收了更多家境清

寒或經濟條件相對弱勢的學生。綜合以上的第四、五點，我們的研究

假設 2與假設 3皆被證實。

本文的論點為，COVID–19疫情所造成的後續影響，會進一步拉

大並強化原本的教育不平等以及數位學習落差（Puckett and Rafalow 

2020; The British Academy 2021）；而受到新冠疫情的驅使與全球動盪

的雙重影響，也使既存的高教問題日益嚴重。不論國內外，我們很少

看到有研究單位在疫情期間進行大規模或具有全國代表性的調查，至

今為止，與疫情有關的研究發表大多仰賴個案研究或訪談方法。久

之，疫情恐加深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距離與不信任感，進而導致實體問

卷調查的成功率下降。電話調查在近年來所面臨的挑戰繁多（Couper 

2017），而傳統的調查方式雖嚴謹但資料蒐集過程耗時，未必能夠及

時反映當下現況。在後疫情時代，若要以大專生作為調查對象，我們

認為網路調查應該是項可供參考的替代方案—前提是未來仍須克服

網路調查常見的限制（參考 Hampt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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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與本研究有關的原始問卷題目與問題答項

主題 原始問題 問題答項

經
濟
負
擔

請問您是否有申請「學校」所提供

的校內紓困補助？

1= 有
2= 無
3= 不清楚校內是否有紓困補助
4= 不適用，因為已休學

請問您是否有申請「教育部」提供

的大專生紓困金？（包含緊急紓困

助學金及校外住宿租金紓困補貼）

1= 有
2= 無
3= 不清楚有紓困補助
4= 不適用，因為已休學
5= 其他：　　　　（請簡要說明）

心
理
狀
態

五月中以來疫情升溫期間，哪些形

容詞符合您多數時間的心情？心情

低落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五月中以來疫情升溫期間，哪些形

容詞符合您多數時間的心情？暴躁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五月中以來疫情升溫期間，哪些形

容詞符合您多數時間的心情？憂鬱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五月中以來疫情升溫期間，哪些形

容詞符合您多數時間的心情？焦慮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五月中以來疫情升溫期間，哪些形

容詞符合您多數時間的心情？憤怒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五月中以來疫情升溫期間，哪些形

容詞符合您多數時間的心情？無力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五月中以來疫情升溫期間，哪些形

容詞符合您多數時間的心情？平靜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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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與本研究有關的原始問卷題目與問題答項（續）

主題 原始問題 問題答項

五月中以來疫情升溫期間，哪些形

容詞符合您多數時間的心情？樂觀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五月中以來疫情升溫期間，哪些形

容詞符合您多數時間的心情？珍惜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五月中以來疫情升溫期間，哪些形

容詞符合您多數時間的心情？感恩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五月中以來疫情升溫期間，哪些形

容詞符合您多數時間的心情？積極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五月中以來疫情升溫期間，哪些形

容詞符合您多數時間的心情？有希

望感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學
校
資
源

請問您就讀的學校在因應今年五月

中開始疫情升溫的情況下，有提供

哪些資源？線上生涯輔導╱諮詢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請問您就讀的學校在因應今年五月

中開始疫情升溫的情況下，有提供

哪些資源？線上心理輔導╱諮詢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請問您就讀的學校在因應今年五月

中開始疫情升溫的情況下，有提供

哪些資源？線上就業輔導╱諮詢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請問您就讀的學校在因應今年五月

中開始疫情升溫的情況下，有提供

哪些資源？優化數位學習平台或遠

距學習資源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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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與本研究有關的原始問卷題目與問題答項（續）

主題 原始問題 問題答項

線
上
課
程
資
源
，
不
足
之
處

因應今年五月中疫情升溫，學校針

對線上課程提供的資源，您認為不

足的是哪些？學校無法提供學習設

備（例如筆電租用不足或無法租用）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因應今年五月中疫情升溫，學校針

對線上課程提供的資源，您認為不

足的是哪些？學校無法提供足夠的

軟體（例如統計軟體、繪圖軟體等）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因應今年五月中疫情升溫，學校針

對線上課程提供的資源，您認為不

足的是哪些？學校沒有提供足夠關

於數位學習平台操作的指南與說明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因應今年五月中疫情升溫，學校針

對線上課程提供的資源，您認為不

足的是哪些？學校未充分考量數位

學習平台與設備的相容性，導致線

上學習困難重重

1= 有勾選
0= 未勾選

整
體
滿
意
度

整體而言，您認為您所就讀的學

校，因應自今年五月中疫情升溫，

提供的資源足夠滿足不同需求的同

學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5= 不太清楚

學
生
個
人
資
訊

請問您目前就學的學校是公立或私

立？

請問您目前就學的學校類別是？

1= 公立一般
2= 私立一般
3= 公立技專
4= 私立技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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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與本研究有關的原始問卷題目與問題答項（續）

主題 原始問題 問題答項

請問您目前就學的學校所在區域

是？（若學校有不同校區，以主校

區所在區域填答）

 1= 北
 2= 中
 3= 南
 4= 東或離島

請問以下哪一個敘述最能夠描述，

五月中疫情升溫前，您的家庭經濟

狀況？請以 1～10分填答

 1= 困窘
 5= 剛剛好
10 = 充足有餘

請問以下哪一個敘述最能夠描述，

五月中疫情升溫後，您的家庭經濟

狀況？請以 1～10分填答

 1= 困窘
 5= 剛剛好
10 = 充足有餘

自今年五月中疫情升溫至今，您是

否有打工？

 1= 是，延續疫情升溫前的工作
 2= 是，但目前工作與疫情升溫前

的工作不同

 3= 是，疫情升溫後才開始打工
 4= 否，疫情升溫前有打工，升溫

後後沒有打工

 5= 否，疫情升溫前、後，至今都
沒有打工

您的性別是  1= 生理男性
 2= 生理女性
 3= 其他

請問您於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就讀
幾年級？

 1= 大學一年級（含五年制專科 4
年級）

 2= 大學二年級（含五年制專科 5
年級）

 3= 大學三年級（含二技 1年級、
七年一貫專科 6年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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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與本研究有關的原始問卷題目與問題答項（續）

主題 原始問題 問題答項

 4= 大學四年級（含二技 1年級、
七年一貫專科 7年級等）

 5= 大五或以上（包含延畢）

請問您所就讀之科系隸屬以下哪一

個領域？

 1= 工程、製造及營建
 2= 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
 3= 服務
 4= 醫藥衛生及社會福利
 5= 社會科學、新聞學及圖書資訊
 6= 商業、管理及法律
 7= 教育
 8= 資訊通訊科技
 9= 農業、林業、漁業及獸醫
 10 = 藝術及人文
 11= 其他
NA =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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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統計分析裡所涵蓋的 92所大專院校及其學校層級變項

學校名稱 類型 地區 人數
a
校齡

b
生職比

c
生師比

c

1 國立政治大學 頂尖大學 北 238 67 14.93 19.84
2 國立清華大學 頂尖大學 北 37 65 11.95 18.60
3 國立臺灣大學 頂尖大學 北 112 76 10.29 15.03
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頂尖大學 北 22 54 10.73 16.79
5 國立成功大學 頂尖大學 南 7 50 22.26 14.93
6 國立中興大學 頂尖大學 中 33 50 15.20 15.89
7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頂尖大學 北 36 0d 9.26 15.05
8 國立中央大學 頂尖大學 北 11 42 13.52 15.83
9 國立中山大學 頂尖大學 南 9 41 12.10 15.82

10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頂尖大學 北 11 24 17.14 19.80
11 長庚大學 頂尖大學 北 116 24 20.64 11.43
12 國立中正大學 公立大學 南 131 32 15.82 18.49
1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公立大學 中 5 32 17.81 19.35
14 國立臺北大學 公立大學 北 87 21 26.67 19.44
15 國立嘉義大學 公立大學 南 16 21 30.34 17.33
16 國立高雄大學 公立大學 南 55 21 22.74 21.05
17 國立東華大學 公立大學 東╱離島 17 27 23.07 20.37
1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立大學 中 22 26 23.75 20.67
19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公立大學 北 51 20 9.49 18.07
20 國立臺東大學 公立大學 東╱離島 8 18 21.98 19.70
21 國立宜蘭大學 公立大學 東╱離島 6 18 28.11 20.86
22 國立聯合大學 公立大學 北 5 18 44.65 22.27
23 國立臺南大學 公立大學 南 12 17 30.13 21.09
24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公立大學 中 13 16 20.23 20.61
25 國立體育大學 公立大學 北 119 13 18.27 22.12
26 國立金門大學 公立大學 東╱離島 78 11 34.41 22.85
27 國立屏東大學 公立大學 南 28 7 29.94 21.79
28 東海大學 私立大學 中 82 66 34.10 26.02
29 輔仁大學 私立大學 北 90 60 37.79 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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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統計分析裡所涵蓋的 92所大專院校及其學校層級變項（續）

學校名稱 類型 地區 人數
a
校齡

b
生職比

c
生師比

c

30 東吳大學 私立大學 北 118 67 28.48 29.96
31 中原大學 私立大學 北 10 41 37.15 31.18
32 淡江大學 私立大學 北 13 41 39.00 31.09
33 中國文化大學 私立大學 北 107 41 29.97 31.17
34 逢甲大學 私立大學 中 78 41 43.58 29.50
35 元智大學 私立大學 北 70 24 33.45 26.84
36 中華大學 私立大學 北 20 24 33.00 22.17
37 大葉大學 私立大學 中 21 31 35.87 26.55
38 義守大學 私立大學 南 129 24 37.12 23.89
39 世新大學 私立大學 北 14 24 38.68 30.71
40 銘傳大學 私立大學 北 73 24 35.16 31.66
41 實踐大學 私立大學 北 109 24 45.89 31.84
42 南華大學 私立大學 南 24 25 27.32 24.10
43 真理大學 私立大學 南 7 22 35.04 21.44
44 慈濟大學 私立大學 東╱離島 28 21 11.00 14.19
45 中山醫學大學 私立大學 中 15 20 37.59 16.28
46 長榮大學 私立大學 南 102 19 33.21 24.73
47 中國醫藥大學 私立大學 中 12 18 34.30 13.97
48 開南大學 私立大學 北 54 15 32.05 21.42
49 佛光大學 私立大學 東╱離島 8 15 22.60 20.46
50 馬偕醫學院 私立大學 北 60 12 9.00 5.39
5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公立技專 中 56 24 24.23 21.26
5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公立技專 南 11 24 30.66 22.67
5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公立技專 北 343 24 28.03 21.37
54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公立技專 東╱離島 7 16 35.80 22.56
55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公立技專 中 9 14 56.73 23.91
56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公立技專 北 15 11 27.41 22.11
57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公立技專 中 759 10 44.10 25.10
58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公立技專 北 5 7 62.50 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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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統計分析裡所涵蓋的 92所大專院校及其學校層級變項（續）

學校名稱 類型 地區 人數
a
校齡

b
生職比

c
生師比

c

59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公立技專 南 67 3 32.86 24.51
60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公立技專 南 6 21 13.45 21.27
61 南臺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南 96 22 81.00 25.96
62 崑山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南 66 21 63.14 24.54
63 嘉南藥理大學 私立技專 南 77 7 85.00 24.34
64 樹德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南 45 21 47.06 29.35
65 龍華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北 55 20 82.43 30.76
66 輔英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南 104 19 40.53 26.86
67 明新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北 26 19 56.00 24.80
68 健行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北 45 9 68.00 26.85
69 正修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南 53 18 41.00 21.50
70 明志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北 25 17 26.38 21.12
71 大仁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南 11 16 47.77 20.90
72 聖約翰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北 8 16 30.32 15.43
73 嶺東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中 46 16 55.74 28.02
7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南 867 15 61.00 29.52
75 遠東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南 8 15 34.98 20.07
76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北 99 15 47.00 21.94
77 景文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北 38 14 72.20 27.51
78 中華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北 10 12 38.00 23.18
79 僑光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中 32 12 83.67 28.41
80 美和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南 42 11 44.00 22.90
81 吳鳳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南 21 11 50.51 22.91
82 環球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中 25 11 37.00 18.39
83 修平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中 8 10 36.00 18.04
84 長庚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北 12 10 37.00 19.07
85 文藻外語大學 私立技專 南 19 8 41.00 27.24
86 慈濟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東╱離島 15 6 17.00 18.42
87 致理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北 20 6 76.00 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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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統計分析裡所涵蓋的 92所大專院校及其學校層級變項（續）

學校名稱 類型 地區 人數
a
校齡

b
生職比

c
生師比

c

88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私立技專 北 40 4 35.00 28.70
89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私立技專 北 81 19 47.58 24.01
90 大同技術學院 私立技專 南 51 18 26.80 14.77
91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私立技專 北 43 20 30.82 28.36
92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私立技專 北 9 16 27.08 27.32

資料來源：
a  〈疫情衝擊下的臺灣高等與技職教育〉學生調查問卷資料（2021年 7月）
b  從各校官網裡取得其創校（或最新一次改制、改名）年份，自行整理，再計算
校齡。

c  教育部統計處〈大專院校概況統計（109學年度）〉以及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大
專、技專校院各校生師比〉108年度，自行整理與合併：

 https://stats.moe.gov.tw/files/ebook/higher/109/109higher.xls
 https://data.gov.tw/dataset/26219
d  陽明大學在 1994年改制成為大學，國立交通大學於 1958年在臺復校。由於兩
所學校於 2021年合併，因此校齡為 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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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
層
線
性
機
率
模
型
：
未
加
權
的
分
析
結
果
（
一
）（
續
）

疫
情
升
溫
時
，
是
否
出
現
以
下
情
況
：

有
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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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紓
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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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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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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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心
情

模
型

1
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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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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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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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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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
衝
擊
下
的
臺
灣
高
等
與
技
職
教
育
〉
調
查
學
生
問
卷
，
並
與
其
他
總
體
資
料
進
行
合
併
。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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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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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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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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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
號
內
為
標
準
誤
）。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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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層
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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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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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學
校
層
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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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參
照
組
：
一
年
級
。

b
參
照
組
：
頂
尖
大
學
。

c
參
照
組
：
北
部
大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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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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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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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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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型
在
尚
未
放
入
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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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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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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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
時
的
組
內
相
關
係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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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
層
線
性
機
率
模
型
：
未
加
權
的
分
析
結
果
（
二
）

疫
情
升
溫
時
，
學
校
是
否
提
供
以
下
服
務
：
或
遠
距
學
習
資
源

線
上
生
涯
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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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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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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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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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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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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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二
）（
續
）

疫
情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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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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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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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上
生
涯
輔
導
╱
諮
詢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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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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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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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臺
灣
高
等
與
技
職
教
育
〉
調
查
學
生
問
卷
，
並
與
其
他
總
體
資
料
進
行
合
併
。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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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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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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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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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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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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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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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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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年
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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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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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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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
大
學
。

c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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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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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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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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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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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
層
線
性
機
率
模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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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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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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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
三
）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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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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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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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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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多層線性機率模型：未加權的分析結果（四）

疫情升溫時，學校提供的資源，

足夠滿足不同需求的同學

模型 1 模型 2

常數項 .472(.058)** .364(.099)**
家庭經濟狀況 .024(.004)** .039(.012)**
未曾打工 −.018(.013) −.019(.013)
疫情升溫後，家庭經濟變差 −.059(.013)** −.058(.013)**
女性 .007(.015) .006(.015)
二年級a −.049(.017)** −.049(.017)**
三年級a −.030(.018)+ −.030(.018)+

四年級及以上a −.059(.021)** −.060(.021)**
STEM科系 .028(.019) .029(.019)
公立大學b −.098(.046)* .073(.120)
私立大學b .002(.040) .170(.112)
公立技專b .000(.052) .310(.119)**
私立技專b .031(.052) .336(.136)*
中部學校c .019(.031) .021(.030)
南部學校c .036(.025) .036(.025)
東部╱離島學校 c −.014(.050) −.014(.050)
校齡 −.001(.001) −.001(.001)
生職比 −.001(.001) −.004(.002)
公立大學×家庭經濟狀況 −.024(.016)
私立大學×家庭經濟狀況 −.024(.015)
公立技專×家庭經濟狀況 −.046(.016)**
私立技專×家庭經濟狀況 −.045(.019)*
生職比×家庭經濟狀況 .000(.000)

Log-likelihood −4,200.71 −4,196.04
學校層級變異量（家庭經濟狀況） 0.0000 0.0000
學校層級變異量（常數項） 0.0027 0.0026
學生層級變異量 0.2414 0.2410
ICCd 0.0167

資料來源： 2021〈疫情衝擊下的臺灣高等與技職教育〉調查學生問卷，並與其他總體資料進
行合併。

註 1： +p < 0.1, *p<0.05, **p <0.01（括號內為標準誤）。
註 2： n(學生層級)= 5,904；n(學校層級)=92。a參照組：一年級。b參照組：頂尖大學。c參照

組：北部大學。d ICC（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為模型在尚未放入解釋變項
（即 empty model）時的組內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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