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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少子化及學校的高錄取率儼然成為世界各國正要面臨的難題，然其對於教育的衝擊效應最首當其衝的莫過於中途離

校的問題。少子化及高錄取率會造成學子因為學校容易考上而不能加以珍惜將學業有所始終，往往在求學半途就辦理休退

學，使國家失去優秀的人才外，中輟學生亦容易造成社會及家庭的問題。所以我教育部有鑒於此，也開始於93 學年度起著

手調查統計大學生休、退學率並且將休退學納入大學評鑑重點項目，冀望各校能為國家留下更多的專業人才及減少社會及

家庭問題。若要能有效的降低休退學率除了消極的宣導之外，更要積極的加以防範，防範就需要有預警的能力，本研究即

是希望透過學生的校務資料將學生資料利用「商業智慧」方法中的線上分析技術(OLAP)，建置出一套易於分析的系統，在

由系統分析的數據資料中找出一套可以預測出休退學的規則，依循此規則即可以產生預警的效用。 研究中，使用中部某科

技大學的學生資料做資料來源，資料擷取為全校資料及縮小資料範圍的日間部四技學生資料做分析的數據藍本，再將資料

分別以商業智慧法的線上分析技術(OLAP)及數據資料的統計分析法二種方法做分析比較。研究成功的分析出影響休退學的

因子及休退學的高危險科系。從四個因子(成績、出缺勤、就學補助貸款、居住外縣市)對休退學的影響關係中找出數據資

料的規則，其中以成績、出缺勤的資料對休退學的比率影響最大，若能把這二個因子的高比率科系找出來並加以輔導協助

的話，必能降低休退學的比率。 本研究的成果是從數據、方法及規則中找出可以挽救即將面臨失學抉擇的學子們，將他們

帶回教育的正軌，使其在所學習的領域中找出興趣開發出專業，使國家可以藉由他們的專業更加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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