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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推行教育改革至今，目的單純是希望人人都有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以96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所統計之大

學錄取率來說更是創下96.28% 錄取率的新高。大學教育的教學課程規劃以及師資陣容雖然有達到一定的水準，但是學生

自律學習性低落導致競爭力喪失，而使現今大學生的素質越來越低落，令師長以及家長頭痛不已。 以當前大學生的學習態

度問題來觀察台灣的大學設計教育，設計教育的學習非常需要學生的自律學習來提升設計能力；但是我們看到了許多學習

工業設計的學生，花費大量的時間在學習設計課程，卻得不到令人滿意的成效。顯示工業設計系學生在課程學習上表現出

來的幾乎是被動式的學習，最終呈現出來的學習成果往往缺乏自己的原創性，甚至完全是根據師長的指示在倉促之中所表

現出來的成果。這顯示出工業設計教育學習方式的問題所在，由於被動式的學習，最終導致學習成效不如預期。 因此本研

究藉由師長以及學生深度訪談方式，配合紮根理論的資料分析方法，找尋工業設計學生學習之問題點，並分析自律學習對

於工業設計教育之關係與影響性，而建構出工業設計教育自律學習態度與認知檢核表。 本研究根據資料分析結果提出下列

三點結論： 1�學生學習上的問題，以及學習壓力的根本來源，就是出自於逃避的心態。越是逃避，所面臨到的問題，壓

力隨之更大，學習自律性也就隨之喪失。 2�學生必須要有足夠的抗壓性來面對所要學習的事物，並且須適時的紓解學習

上的壓力；並需要靠著自我管理以及時間管理來提升學習自律性，方能有正確之學習價值觀。 3�學生加強設計基本能力

之訓練，相信台灣的工業設計教育學習成效一定會比現今更加突破，並能夠在世界的工業設計的舞台之上，佔有工業設計

的一席之地。 本研究結論以供工業設計學系做為學生檢核其自律學習性之具體參考，以提供具有實質效益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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