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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3-1 

海外實習整合型計畫-海外實習評鑑指標建構(子)計畫 

彭康麟  

明新科技大學旅館事業管理系 

中文摘要 

餐旅實習教學已為大部份餐旅校系普遍採用，制度已臻成熟，餐旅業也廣為接受

並積極爭取產學合作，除了讓學生貼近實務外，亦解決了餐旅業大部份的人力短缺問

題。在國際化的壓力下實習從國內到海外持續擴展，海外實習成為學校努力爭取的國際

化績效，許多學生們也積極爭取以增廣國際經驗並培養個人職涯優勢，然而，海外實習

制度須由學校解決本國與跨國行政等問題，學生也須解決個人訓練與適應等問題。本研

究以旅館系 96 學年度參與海外實習學生為樣本，以層級法建構海外實習評鑑指標，結

論為評鑑指標可分為三大構面，即海外實習滿意度、能力提昇與職涯準備，顯示學生認

為完成海外實習後，對三大構面評鑑效度均予以肯定，除了對首屆的實習安排有相當之

滿意度外，亦對本身能力與職涯準備有一定程度的自信。在各大構面的細部衡量項目效

標部份，海外實習滿意度構面可由海外學習成果、海外工作表現、海外實習單位、海外

實習安排成為評鑑細部衡量指標；能力提昇構面可由外語能力、團隊合作能力、問題解

決能力、技術服務能力、海外文化適應力、工作抗壓性成為評鑑細部衡量指標；職涯準

備構面則可由獲得國際職場訊息與機會、增加國際職場知識、增加學習職涯知識的意

願、增加求職自信心、增加職場適應力、與提昇專業知識成為細部項目衡量指標，至此，

本研究完成建構海外實習學生評鑑指標。 

關鍵詞：海外實習、評鑑指標、國際化、層級分析法 

英文摘要 

Practical training program has been adopted in the most of hospitality educations which 
is not only let students to get hands on experiences but also solve the short hands problem in 
the industry. Recently, the str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versea internship has been a popular 
program to help school to gain the internationalized performance and students to gain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experiences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advantage of personal career.  
However, oversea internship program is required school to solve local and oversea 
administration problems, as well as, students to understand personal training and adaptation 
issues.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take oversea interns as samples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and to analyze interns’ achievements after overseas intern program.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was used to analysis different level of students’ data. Data 
analysis of school shows that the indicators are overseas corporation experienc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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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guideline, school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involvement, and perspective of faculty. 
Moreover, Students’ individual case study shows that the indicators are personal career 
development, language improve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oversea internship program can evaluate students’ international abilities. International human 
capital can be the competency to school in order to corporate with industry. 

Keyword: oversea internship, evaluation indicato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alytical 
hieratical process. 

壹、前言 

2007 年明新科技大學旅館事業管理系首創本校海外實習先例，系主任與實習副主委

克服萬難、披荊斬棘的將 8 位學生篩選過的學生送往新加坡國際飯店進行為期一年的海

外實習，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之餐旅專業高級人才，以期學生能學習尊重多元

文化背景與生活方式，了解不同國家企業或機構或組織之運作模式。 

隨著交通工具與資訊科技的發展，人們在不同的空間與時間裏隨處隨時地分享著地

球村的知識與資訊，雖然滿足了人們資訊的需求，旅行的渴望卻未曾稍減(Go and Van 
Fenema, 2006)。因此國際觀光旅館為了滿足人們旅行需求，擴建硬體、廣佈連鎖通路，

規模擴大後所需要的系統因素亦需配合以提高服務品質，國際服務人才是其中重要的關

鍵因素之一，餐旅教育體系也因此努力佈建許多海外實習的管道與機會以培育國際服務

人才，教育部文教處 96 年發布「學海築夢」-獎助大學院校海外專業實習先導型計畫，

可知國家對海外實習制度培養人才方式已經肯定，國內各大餐旅科系也緩步開展了海外

實習的機制，然而，海外實習卻有諸多問題有待討論與解決，其中之一就是究竟學生增

加了那些能力，回國後其職涯意願的規劃又有何影響?因此，本計畫即在 97 年海外實習

學生歸國後，著手建構學生能力評鑑指標，並將此指標接由本整合型計畫之另一子計畫

-海外實習學生職涯意願個案研究了解各項評鑑對其未來職涯意願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海外實習 

近年來，由於新興國家崛起，世界經濟市場重新調整布局，跨國企業紛紛在海外各

地成立分（子）公司。雖然，不少跨國企業亦選擇台灣作為其在亞太地區的設計製造中

心或轉運站；然較諸於以往，目前的大專校院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卻面臨更激烈的競爭

(行政院青輔會，2008)。 

全球最大的海外實習機構 AIESEC 的報告中指出國際實習生大幅增加的現象，從

1998 到 2005 年國際實習生從 1,000 人增加到了 4,342 人，而且持績成長中(van`t Klooster 
et. al., 2008)，然而當海外實習風行草偃的在世界各地進行，對海外實習學習效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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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極其有限(Litvin, 2003)，有限的文獻中指出文化距離、行政安排、明確責任、適當管理

與實務經驗均會影響學習效果(Feldman & Bolino，2000，van`t Klooster et. al., 2008)，海

外實習的成功需要仰賴有效地主國機構的支持，也要隨時檢視實習生是否有機會得到新

的知識與技能，才能讓實習生建立持續性的學習、技能與文化適應力(Feldman & 
Bolino，2000)。實習生是觀光餐旅業重要的人力資源，也是未來的產業的中堅份子。實

習生參與勞動市場的意願、對實習工作的看法與價值觀，不但會影響其實習工作的意願

與投入度，也左右個人未來的職業抉擇與生涯發展，同時對企業人力運用成效與人力政

策的擬定也有深遠的影響，而海外實習與國內實習有何差異是值得深究的教育議題。 

 海外學生在文化適應、全球觀與個人發展上有較佳的成果(余梅香，2008) ，海外

實習可以學習國外大公司的運作理念，感受他們的工作環境有利於學生的職業生涯和性

格塑造。海外實習能讓我們本土人才走出去開闊眼界，讓國外企業更貼近地認識台灣。

可是，在許多學校、機構以培養國際化人才為己任，實施各種海外實習專案的同時也遭

到一些人的質疑，學生們到底能從海外實習的經歷中獲得什麼？海外實習真的能夠為求

職增加籌碼嗎？海外實習是否成了變相的勞務輸出? (魏梅，2007)  

二、評鑑指標 

學校在國際化的趨勢與需求下，紛紛執行海外實習的同時，亦應對此實習教學設計

進行評鑑。黃政傑(1993)表示評鑑的目的是在判斷事務的價值，林尚平(2007)指出因為

評鑑目標和對象的不同，或因評鑑者強調不同觀點而有不同的取向，一般國內評鑑規劃

時會採行之評鑑策略考量，主要有五大類執行策略導向：目標導向、抗詰導向、消費者

導向、專家導向及 CIPP 模式導向等，這些不同的評鑑執行策略，各有其著眼點和背後

理念，亦有其相對的功效，但其最終的精神卻一致地期望評鑑的歷程和結果，能夠真正

提供改善的建議。目標導向和專家導向的評鑑模式，比較著重於以評鑑的目標以及專家

的論點，評鑑的主體究其扮演的角色著實較為被動。相對地，消費者導向的評鑑模式則

是側重以消費者（學生）觀點而能適時的讓受評者得以據此去進行改進以符合學生的需

求，循此，本研究將以評鑑學生為目標，了解海外實習學生實習前後所具有的能力差異。 

評鑑的目的主要是在改進，而就學校本身所作的評鑑，最常見的是學生學習成果的

評鑑(郭昭佑、陳美如，2001)，黃顯華、李子健(1996)認為評鑑是成就的表現與特定目

標的符合程度，所以評鑑指標的建構就應該能夠評鑑出其成就表現與目標達成度。魏梅

(2007)指出海外實習經歷只能作為敲門磚，真正對大學生就業有幫助的還是個人的綜合

能力，首先學生要有比較好的外語能力，尤其是口說能力，其次，專業知識才是海外實

習的硬體儲備，另外，還要保持良好的心理認知，具備較強的自理能力。余梅香(2008)
的研究顯示學生的外語表達能力普遍不足，尤其實習生「語言溝通能力」項目滿意度平

均值未達普通的標準，可見實習生的外語表達能力普遍不佳，綜合前述海外實習文獻與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青少年職業練評建立與成效評估計畫」(張翠玲，2008)

3 

 



 

及行政院青輔會(2008)「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各項職涯發展與提升就業力工作計畫」作

業計畫」內容據以修改而得下述學生評鑑指標，以作為評鑑指標篩選之依據。            

表 1  評鑑構面與衡量指標 

構

面 
海外實習滿意度 能力提昇 職涯準備 

衡

量

指

標 

海外學習成果 

海外工作表現 

海外實習單位 

海外媒合單位 

學校實習安排 

 

外語能力 

團隊合作能力 

問題解決能力 

服務技術能力 

海外文化適應力 

工作抗壓性 

獲得國際職場訊息與機會 

增加國際職場的認識 

增加學習職涯知識的意願 

增加求職自信心 

增加職場適應力 

提昇專業知識 

參、研究設計 

服務計算(services computing)爲現代橋接商業服務與資訊技術的跨領域學科與技術

(Zhang, et. al. 2007)，本文應用服務計算的觀點，採 AHP 法並自行撰寫程式計算表 1 評

鑑指標之信度並確認本整合計畫之有效評鑑指標。 

一、問卷設計及資料蒐集 

研究樣本為本校 2007 至 2008 年(96 學年度)參與海外實習之 8 位學生。問卷在掌握

各衡量指標的必然性、問題範圍的適切性以及受測者能回答等三樣設計重點下，依內容

效度之科學性要求而參酌文獻而彙整問卷衡量指標如表 1，以此問卷對研究樣本進行施

測 8 份問卷全數收回。 

二、研究方法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可應用於多目標決策或評估 
(Saaty,1980)，正可應用於多構面模型而為其衡量工具(Huang, 2009)，在餐旅產業的分

析上已有應用先例(Tzeng, Teng & Chen, 2002; 柯文華、蕭靜雅，2008)。AHP 計算指標

即為海外實習學生之評鑑構面與衡量指標，其權重大小則代表評鑑構面與衡量指標之排

序，進行評估上，主要分為兩大階段，第一是層級的建立，第二是層級評估。AHP 首先

將海外實習學生評鑑構面與衡量指標，以簡明之要素層級加以表示，並藉著比率尺度及

名目尺度進行要素的成對比較，再建立矩陣，並求得特徵向量，代表該層級要素的優先

順位，並衍生出最大特性根（特徵值），用以評定成對比較矩陣一致性的強弱，具體而

言，AHP 進行的步驟如下： 

建立層級（Hierarchy）：本研究所建立之層級為評鑑構面主層級與衡量指標次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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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成對比較矩陣（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成對比較矩陣之建立，在於求

取要素間之相對重要程度，並進行因素間的成對比較。因此若有n個因素，建立如下的

成對比較矩陣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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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特徵向量（Eigen Vector）：為了瞭解建立模型的一致性，成對比較矩陣建立

後，即可利用數值分析求取特徵向量；本研究採用列向量幾何平均值的常態化

（Normalization of the Geometric Mean of the Rows,NGM）方法計算特徵向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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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最大特徵值（Maximized Eigenvalue）：最大特徵值(λmax)的計算，先將成對比

較矩陣 A 乘以特徵向量 W，得到一個新的向量 W’,而 W’之每一向量值分別對應除以原

向量 W 之每一向量值，最後將所得之所有數值，求其算數平均數，求得 λ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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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藉 AHP 法計算研究樣本於評鑑構面與衡量指標之認知順位，此順位即為海

外實習學生評鑑構面與衡量指標之相對權重。此外，藉連接所有比較矩陣之一致性指標

（Consistency Index，C.I.）求算各層級之一致性指標與一致性比率（Consistency Ratio，
C.R.），以評估研究信度，作為一致性的鑑定。其中， 

C.I. = 
1

MAX

n -

nl -    

C.I.＝0 表示前後判斷具有一致性； 
C.I. > 0 則表示前後判斷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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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致性比率（C.R.）為相同階數的矩陣下，一致性指標（C.I.）與表 2 隨機指標

（Random Index, R.I.）的比率。階數 n與其相對應的隨機指標R.I.如表 2所示。Saaty(1980)
建議一致性比率應小於等於 0.1，其一致性的程度才可接受。 

. .. .

. .
C IC R
R I

=   若 C.R. ≦ 0.1 則符合一致性。 

若所建立的層級超過一層，則必須求算整體一致性指標（C.I.H），其計算方式如下： 

C.I.H = ∑ (每層級的優先向量)*(每層級 C.I.值)； 
R.I.H = ∑ (每層級的優先向量)*(每層級 R.I.值)； 

C.R.H= C.I.H / R.I.H 若 C.R.H ≦ 0.1 ，則層級的一致性可被接受。 

表 2  隨機指標表 

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R.I. 0 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1.51 1.48 1.56 1.57 1.59
資料來源：Saaty, T. L., (1980),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Pittsburgh: RWS Publication. 

三、AHP Maker 系統實作 

 為了進行層級分析法之計算，本研究搜尋目前相關之計算軟體，發現這些軟體在功

能上仍有不足。雖然 AHP 的計算可利用 Expert Choice 軟體進行計算，但目前該軟體尚

未提供方便的群體整合以及評鑑衡量分數計算之功能。故本研究以自行開發之層級分析

法程式，命名為 AHP Maker，用以計算層級分析法。 

四、系統說明 

本研究以 Delphi 語言透過物件導向的觀念開發。系統架構圖設計如圖 1，共分為系

統操作介面模組、資料轉換元件模組、圖表產生元件模組、評鑑資料管理模組、計算模

組等五大模組。以下便依照本研究實際資料如何在 AHP Maker 分析的過程說明如下： 

建立本身的研究模式：利用 AHP 進行海外實習評鑑指標評選，評估評鑑構面與衡

量指標是否成立，此一階段任務為建立分析模式。 

資料輸入：鍵入研究樣本 8 位海外實習生之評鑑構面與衡量指標填答數據。 

AHP 資料計算（計算模組與資料轉換模組）：本模組提供了三大功能：(1)AHP 權

重運算；(2)群體整合功能；(3)評鑑認知分數計算。AHP 權重運算過程乃先透過資料轉

換模組，將輸入資料的 AHP 評估值進行轉換，然後進行矩陣運算，求出 AHP 權重，同

時也計算一致性 C.R.比例，若 C.R. < 0.1 表示符合一致性標準，最後將計算結果輸出。

資料轉換模組的目的在於作樹狀結構與陣列之間的轉換，乃因模式建立係採用樹狀結構

方式儲存，然而在權重的計算上係採用矩陣的方式運算，為了方便矩陣運算，便設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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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將模式的樹狀結構資料轉換成陣列方式儲存，以便計算其權重，運算完畢之後，再

將運算結果轉存回樹狀結構，並透過圖表產生元件。 

群體整合：當每位海外實習學生的評估值皆輸入之後，便需進行群體整合的動作，

以得知整體學生的意見。 

               

圖 1  AHP Maker 系統架構圖 

肆、資料分析 

本研究的目的在建構海外實習生完成實習後之評鑑指標，以了解海外實習課程、教

學、活動設計是否達成海外實習教學設計之認知領域教育目標，從而對學生之職涯規劃

有所幫助。問卷回收後，先針對問卷進行一致性檢驗，以確保分析之問卷信度，本研究

之一致性指標均符合 C.R. < 0.1 之標準，故表示實證結果符合信度要求，評鑑構面與衡

量指標評選後均得繼續存在，因此本研究建構之評鑑構面與衡量指標全數成立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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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海外實習評鑑指標 

伍、結論與建議 

由文獻探討與 AHP 法篩選過後之評鑑指標可分為三大構面，即海外實習滿意度、

能力提昇與職涯準備，顯示學生認為完成海外實習後，對三大構面評鑑效度均予以肯

定，除了對首屆的實習安排有相當之滿意度外，亦對本身能力與職涯準備有一定程度的

自信。在各大構面的衡量項目效標部份，海外實習滿意度構面可由海外學習成果、海外

工作表現、海外實習單位、海外實習安排成為評鑑細部衡量指標；能力提昇構面可由外

語能力、團隊合作能力、問題解決能力、服務技術能力、海外文化適應力、工作抗壓性

成為評鑑細部衡量指標；職涯準備構面則可由獲得國際職場訊息與機會、增加國際職場

知識、增加學習職涯知識的意願、增加求職自信心、增加職場適應力、與提昇專業知識

成為細部項目衡量指標。至此，本研究完成了海外實習學生評鑑指標的首創成果(圖 2)。 

學校在國際化的趨勢下，執行海外實習教學設計實有助於學校的國際化與擴展學生

之國際視野，然而，海外實習制度須由學校解決本國與跨國行政等問題，學生也須解決

個人訓練與適應等問題。旅館系在執行海外實習初期的確遭逢諸多困難，對外面臨的行

政支援有限，主要係無法通過教育部 96 年「學海築夢」所造成，然而，最大的問題在

於對內面臨教師們無法積極任事，多一事不如少一事的心態實為最大憾事，次任主管對

海外實習制度之保守態度與對任事教師未予支持，造成 97學年度之海外實習生銳減 50%
亦應有無可推委之責任，在系務目標以學生成就為目標的前提下，海外實習是一項成

就，是學校的成就，亦是完成海外實習學生之成就，惟有單位全員勠力以赴才能營造海

外實習成為系所特色的激勵因素的競爭優勢，若待他校或其學生紛紛執行此一教學設

計，海外實習就僅能成為學校教學的保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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