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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保系學生之社會支持、自我效能、結

果預期及興趣對職業意向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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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本研究以社會認知生涯理論為基礎，探討社會支持、自我效能、結果預期、興趣及職業意向之關係，

並針對所建構之模式進行適配度考驗。本研究以叢集抽樣方式，抽取南部地區之幼兒教保系學生共

597人，作為本研究之研究樣本。結果發現：（1）本研究所建構的理論模式具有良好的適配度，可

以用來解釋所蒐集之觀察資料；（2）社會支持對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具有直接的影響效果；（3）自

我效能對結果預期及興趣具有直接的影響效果；（4）結果預期對興趣具有直接的影響效果；（5）興

趣對職業意向具有直接的影響效果。最後，本研究針對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相關建議及未來

研究方向以供參考。

關鍵詞：自我效能、社會支持、結果預期、興趣、職業意向

壹、緒論

近來個體的生涯發展歷程已日益受到重視（田秀蘭，2003），有關學生未來生涯選擇、
生涯興趣及生涯輔導等課題已成為學校的輔導重點之一。隨著經濟不景氣、失業問題的層

出不窮，使得大學生對於未來產生恐慌及對自我的生涯目標與方向感到不安。因此，有關

於職業意向的探索與輔導顯得格外重要。其次，個體不論在求學過程或生涯選擇中，皆有

多次的選擇機會，譬如：國中階段可選擇普通高中或技職教育；高中生則可選擇文組或理

組；隨後大學入學之科系選擇，以及畢業後之職業選擇（王秀槐，2002；余民寧、趙珮晴、
陳嘉成，2010）。由此可知，在每個人的求學與生涯之中，教育與生涯的選擇都是一個很
重要的階段性發展目標。

金樹人、王淑敏、方紫薇與林蔚芳（1993）強調早期的職業選擇或科系的就讀，為個
體一生的重大課題。又由於大學生正值未來職業選擇與定向的關鍵階段，且職業意向對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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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來之發展至為重要。因此，探討大學生職業意向的影響因素實為重要課題。此外，研

究者依據實際教學經驗與課室觀察，發現幼兒教保系的學生雖然進入幼兒教保專業領域學

習，但卻對未來的職業定向乃十分迷惘，且畢業後是否投入幼兒教保相關領域服務更是充

滿不確定性。另外，簡晉龍和任宗浩（2011）亦指出應檢驗社會認知生涯模式在不同學科
領域的適用性，是以本研究將以幼兒教保科系之學科領域作為研究領域之主要因素。

近年來已有不同的生涯發展理論觀點，探討其對個體的職業選擇與行為之影響。然而

在眾多理論中，以社會認知生涯理論特別受到重視與應用。根據 Bandura（1986）的社會
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主張，個體的行為反應是受到個體的信念、行
為及環境三者交互作用的影響。而 Lent、Brown 和 Hackett（1994）所提出的「社會認知
生涯理論」（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SCCT），係以 Bandura的社會認知理論為理論
觀點，探討個人的生涯興趣、選擇及成就表現之關係，並強調個人認知與學習經驗對職業

選擇與發展的重要性。此外，Lent、Brown 和 Hackett（2000）更進一步主張環境因素與
個人的認知歷程將會形成互動歷程模式，並強調情境因素的阻力與助力對於個體職業選擇

與發展之影響。綜上，影響個人的職業選擇與發展除個人的認知外，亦包含環境因素。職

此，本研究探討幼兒教保系學生之職業意向，同時包含其個人的認知因素與環境因素。

評閱生涯發展理論的相關文獻可知，迄今雖已有不少研究以社會認知生涯理論模式為

基礎，探討影響職業意向或選擇的因素（王文科、蔡美華、張寶珠、王智弘，2003；田秀
蘭，2003；余民寧等人，2010；賴英娟，2010a；簡晉龍、任宗浩，2011；Flores, Navar-
ro, & DeWitz, 2008; Flores, Navarro, Smith, & Ploszaj, 2006; Navarro, Flores, & Worthing-
ton, 2007），惟上述研究大抵聚焦於國、高中生的課程選擇或職業選擇或職業意向之探討。
其次，Lent等人（2000）指出 SCCT模式需要以不同文化族群來加以檢驗。再者，田秀蘭
（2003）亦指出社會認知生涯理論的興趣模式對於台灣地區高中學生的適用性並不高，建
議未來以大學生為對象加以驗證。此外，賴英娟（2010a）研究亦指出，由於不同學習階
段的影響機制，可能會因個體在不同的生涯發展需求而有所不同，故可針對不同學習階段

加以探討。另簡晉龍和任宗浩（2011）亦建議未來研究可探討社會認知生涯模式在不同學
科領域適用性，並實際應用至職業生涯之研究。反觀過去研究甚少探究大學生與幼兒教保

系領域學生職業意向之影響因素（如社會支持、自我效能、結果預期及興趣）。基於上述，

本研究將從社會支持和學習動機、興趣等角度切入，以探討影響專科學校以上幼教系或幼

保系學生之職業意向的理論模型。本研究假定社會支持能透過自我效能、結果預期及興趣

進而影響學生的職業意向。此外，由於本研究所探討的因素（如社會支持、自我效能、結

果預期及興趣等）皆為可教育相關人員可資介入調整的變項，意即教育相關人員可藉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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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輔導予以提升與改善，故在學校輔導上亦較有實務應用的價值。

基於上述，本研究係探討社會支持、自我效能、結果預期及興趣對職業意向之影響，

並依據研究結果提供相關建議及輔導策略。具體言之，本研究所要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1）社會支持對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的影響為何？（2）自我效能對結果預期與興趣的影響
為何？（3）結果預期對興趣的影響為何？（4）興趣對職業意向的影響為何？
本研究整合過去的 SCCT 模式（Lent et al., 1994）與 SCCT 滿意度模式（Lent & 

Brown, 2006a），作為模式之建立依據。過去的 SCCT模式認為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是促
進興趣的共同影響因素，而個體的生涯選擇則會受到個人的興趣所影響。具體言之，意即

個體的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會影響興趣，進而影響個人的生涯選擇。而新近的 SCCT滿
意度模式則主張社會支持對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具有預測效果。此外，從過去文獻我們可

以發現，社會支持對於自我效能（Lent & Brown, 2006b; Navarro et al., 2007）與結果預期
（Lent, Singley, Sheu, Schmidt, & Schmidt, 2007; Lent & Brown, 2006b）具有預測效果；其次，
自我效能對結果預期（林蔚芳、游錦雲、林慧純、金樹人，2014; Lent et al., 2007）與興
趣（Lent et al., 2001; Navarro et al., 2007; Özyürek, 2005）具有直接的預測力；再者，結
果預期對興趣亦具有影響力（余民寧等人，2010；簡晉龍、任宗浩，2011）；最後，興趣
對職業意向具有正向且直接的預測效果（田秀蘭，2003；賴英娟，2010a；Navarro et al., 
2007）。因此，本研究將整合上述兩個理論模式，假定社會支持除了會影響個體的自我效
能與結果預期外，社會支持亦會透過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同時影響興趣，進而影響個體的

職業意向。本研究茲將各變項間的關連性分述如下。

一、社會支持對自我效能、結果預期之關連性

House（1981）主張社會支持是指個體於人際互動網絡中的交流與支持，其包括情感
的關懷、工具性的協助、訊息、和評估。而就來源對象區隔，傅瓊儀、陸偉明和程炳林

（2002）認為社會支持是指個體所知覺到其家庭、同儕及家庭成員以外的專家（生命線、
張老師等）所提供的支持與協助。董旭英（2009）則指出，社會支持乃個人在週遭環境中
接受到重要他人給予的各種支援與協助，且個體接受其所需的支持後，能滿足其需求並解

決問題。綜上，本研究定義社會支持係指當個人遇到困難時，能獲得重要他人的支持與援

助，其包含家長支持、同儕支持及教師支持。

不論是理論基礎或實徵研究，過去檢驗 SCCT模式之研究，大抵主張影響自我效能
的因素為過去表現、替代學習、社會說服、身心狀態等因素（余民寧等人，2010；Lent et 
al., 1994）。惟近年來 Lent 與 Brown（2006a）提出 SCCT滿意度模式，認為環境因素會影



126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第四十五期

響個體的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及目標導向行動，進而影響其滿意度。此外，本研究評閱過

去實徵研究，發現個體所知覺到的外在環境支持亦能有效地預測自我效能。例如：賴英娟

（2010a）研究顯示，當教師給予學生愈多的支持與協助，則學生的數學自我效能也會較高。
類似的發現，則如洪煌佳（2010）以臺灣高中體育班三年級 679位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
社會支持對學生的生涯信念具有顯著正向的影響，亦即高中體育班學生獲得的社會支持愈

佳，則愈有助於個體生涯信心或信念的發展。再者，就接收社會支持者之性別差異方面，

郭俊良、朱財義、李筱婷和吳珮琪（2012）以 259位男性學生與 127位女性學生為研究
對象，探討社會認知生涯理論模式，結果顯示不論男性或女生的模式中，社會支持均能正

向且顯著地預測個體的自我效能。進一步而言，就來源對象區隔，林蔚芳等人（2014）以
478位澳門中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不論是父母家人支持、朋友支持及學校師長支持對其
學習自我效能均有正向且直接的影響效果；而 Navarro等人（2007）研究亦顯示，家長支
持能有效預測數學╱科學自我效能，意即青少年獲得愈多的家長支持時，則其自我效能亦

會較高；Patel、Salahuddin 和 O’ Brien（2008）則發現同儕支持能正向且顯著地預測職業
選擇的自我效能；此外，Lent、Taveira 和 Lobo（2012）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分析，結果
發現環境支持因素對於自我效能感具有正向的預則效果。綜上可知，不論是教師、同儕或

家長支持均能有效預測自我效能。基於此，本研究假定社會支持（家長支持、同儕支持及

教師支持）對自我效能具有正向且顯著的預測效果，亦即 H1：社會支持愈高者，則其自
我效能會愈高。

就社會支持對結果預期之研究而論，根據 SCCT滿意度模式主張，個體的自我效能與
結果預期都會受到環境因素所影響（Lent & Brown, 2006b），換言之，個體所知覺到的社
會支持程度愈高，則其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亦會愈高。其次，Lent等人（2007）以 153位
電機系學生為研究對象，經路徑分析後發現，社會支持與資源因素能正向地預測結果預

期。再者，林蔚芳等人（2014）探討澳門青少年學生的社會支持、學習自我效能、結果預
期及學習行等社會認知因子對其學校滿意度度之影響，發現澳門中學生的社會支持對於結

果預期未達顯著影響。從前揭文獻探討可知，社會支持對於結果預期的影響尚無一致性的

發現與結論，且因相關研究甚少，仍有待進一步地深究其間的關連與影響機制。而本研究

基於 SCCT滿意度模式之觀點，推論社會支持對結果預期具有直接的預測效果，亦即假設
H2：社會支持愈高者，則其結果預期會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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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效能對興趣與結果預期之關連性

Bandura（1986）所提出的社會認知理論主張個體的行為反應乃受到個人的信念、行
為和環境三者交互作用所影響，且個體的自我效能將在此三元互動的過程中扮演著核心的

角色。此外，Bandura（1997）指出自我效能為特定情境或領域的概念，亦即在不同的學
習情境或領域中，將會有不同的自我效能感受，例如：在電腦方面有高自我效能的學生未

必有高的文學自我效能。換言之，依據 Bandura對自我效能的定義是指在某一特定領域的
任務上，對於自己是否具備完成該任務的能力之主觀判斷。基於此，考量到當前鮮有研究

針對潛在幼教工作者—幼兒教保科系學生進行探究，故本研究的自我效能係指當學生在學

習幼兒教保領域學習時，個體對於自己從事幼兒教保領域學習的信心與能力評估。

由於自我效能不僅會影響個體對目標的選擇、努力的程度及面臨困難任務的持續度

（Bandura, 1997; Schunk, Pintrich, & Meece, 2008），亦會影響學習者的學習興趣（Bishop 
& Bieschke, 1998; Flores et al., 2006）。評閱文獻可知，賴英娟（2010a）以台灣八年級
5217人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國中生的數學自我效能對數學興趣具有正向的預測效果。類
似發現，如余民寧等人（2010）研究指出，個體的數學自我效能對數學興趣具有正向的影
響。又如簡晉龍和任宗浩（2011）針對 8812位臺灣 15歲在學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台灣
中學生之科學自我效能對於科學興趣具有正向的預測效果。同樣的，Lent等人（2001）研
究亦指出，個體的數學與因應自我效能均能夠有效地預測興趣。另 Özyürek（2005）曾以
590位土耳其高中生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數學自我效能信念能有效地預測數學興趣。至
於，Navarro等人（2007）研究亦發現，數學／科學自我效能對數學／科學興趣具有正向
的影響效果。綜觀上述可知，過去研究顯示，國、高中階段的學生，不論數學、科學等領

域的自我效能對數學、科學興趣均具有正向的預測效果，故據此本研究假設 H3：自我效
能愈高者，則其興趣會愈高，惟大學幼兒教保系學生的自我效能對興趣是否具有相同的效

果，則有待本研究進一步釐清。

自我效能除了對興趣具有正向的預測效果外，其對結果預期亦具有正向且直接的預測

力。例如，余民寧等人（2010）以社會認知生涯理論探討影響選擇數學職業意圖的因素，
發現數學自我效能信念能直接影響數學結果預期。而簡晉龍和任宗浩（2011）研究發現，
科學自我效能對科學結果預期具有正向的預測效果，意即台灣 15歲的學生對自己在科學
學習上的信心會影響其判斷科學學習的實用性價值。再者，林蔚芳等人（2014）以結構方
程模式探討社會支持、學習自我效能及結果預期對學習行為與學校生活滿意度之影響，結

果發現澳門中學生的學習自我效能信念能直接且正向地預測結果預期。至於，Lent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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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以電機系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環境因素與資源對自我效能、結果預期及學業
成就的滿意度之影響，結果發現自我效能對結果預期具有正向地預測效果。綜上，本研究

推論幼兒教保系學生的自我效能愈高，則其結果預期也會愈高，亦即 H4：自我效能愈高
者，則其結果預期也會愈高。

三、結果預期與興趣之關連性

吳芝儀（2003）認為結果預期是指個體評估其行為表現可能會出現某種結果。林蔚芳、
賴協志和林秀勤（2012）則主張結果預期係指個體對於從事某一特定行為會導致某種結果
的預期，是個體對自己行為與結果的判斷。基於此，本研究結果預期是指個人判斷努力學

習教保專業知能課程是值得且重要的，因為其對未來從事幼兒教保服務相關工作有很大的

助益。

進一步而言，林蔚芳等人（2012）指出，在生涯選擇模式中，結果預期與自我效能皆
被視為共同促進生涯相關興趣之因素。具體言之，結果預期乃形塑興趣的重要因素之一，

意即當個體從事的任何活動或任務時，預期會獲得正面的結果時，則會提高個體從事活動

或任務的興趣。反之，若個體從事活動或任務時，預期會獲得負面的結果，此時將會導

致個體的興趣低落。此外，過去研究亦發現結果預期對興趣具有預測效果（余民寧等人，

2010；簡晉龍、任宗浩，2011）。例如：余民寧等人（2010）以 2003年「國際數學與科學
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八年級 5234位的
國中生為研究對象，發現數學結果預期對於數學學習興趣具有直接且顯著的效果，意即正

面的結果預期，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此外，簡晉龍和任宗浩（2011）以 8812
名臺灣 15歲在學學生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科學結果預期對於科學興趣具有正向的預測
效果，意即個體預期從事科學學習會獲得良好得結果時，其對科學課程的學習也會較感興

趣。綜上，本研究假定幼兒教保系學生的結果預期對興趣具有正向與直接的預測效果，亦

即 H5：結果預期愈高者，則其興趣也會愈高。

四、興趣與職業意向之關連性

興趣是指個體對主題或某一科目的喜好或偏愛，並且個人須認知到此活動具有重要的

價值，並擁有活動所需的高先備知識（Renninger, 1992）。Schunk等人（2008）主張興趣
是指個人對某種科目的偏好、個人樂趣、對學科領域的整體愛好及學科的重要性等。再

者，Hidi（2006）認為興趣乃個人與所喜好的事物交互影響，當個體對某一事物或目標感
到興趣時，往往會提高其專注力、喜好程度。綜上，本研究的興趣是指幼兒教保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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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習教保專業知能課程感到開心，且喜歡閱讀有關幼兒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也較願意追

求新知識。 
進一步而言，社會認知生涯理論的基本主張認為，興趣為生涯意向最主要關鍵因

素，且過去研究亦指出，興趣對於生涯選擇或職業意向均具有正向的預測效果（田秀

蘭，2003；余民寧等人，2010；賴英娟，2010a；簡晉龍、任宗浩，2011；Lent & Brown, 
2006b; Navarro et al., 2007）。例如：田秀蘭（2003）針對社會認知生涯模式進行驗證，發
現修正後的興趣模式中，興趣程度對職業選擇傾向有較高的預測力。賴英娟（2010a）曾
以 TIMSS 2003年所釋出之台灣八年級 5217位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教師支持、數學自我
效能及數學興趣對職業意向影響，結果顯示國中生的數學興趣對職業意向具有正向且直接

的影響，意即個體的數學科興趣愈高，則其未來從事數學相關領域的職業傾向也會較高。

其次，余民寧等人（2010）以社會認知生涯理論探討影響選擇數學職業意圖之因素，亦發
現國中生的數學學習興趣能正向地預測其選擇數學職業意圖，意即當學生的數學學習興趣

愈高時，則未來選擇以數學相關職業的意圖亦會較高。再者，簡晉龍和任宗浩（2011）以
2006年「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所釋出之 8812名臺灣 15歲在學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科學興趣對科學生生涯選擇意向具
有正向的顯著效果。此外，Navarro等人（2007）研究亦顯示，不論是數學或自然興趣對
選修數學或自然相關課程與未來職業選擇均具有正向的影響。基於上述，本研究假定興趣

對於幼兒教保相關之職業意向具有正向且顯著的預測力，亦即 H6：興趣愈高者，則其職
業意向也會愈高。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 102學年就讀專科學校以上之幼教系或幼保系學生為研究對象，抽取
預試樣本與正式樣本，預試樣本作為分析研究工具的信、效度；正式樣本則作為驗證性因素

分析及後續統計假設考驗之用。本研究預試樣本以便利取樣方式，抽取 2所學校，8個班級，
共寄出 250份，實際回收為 205份，回收率為 82%。經刪除草率作答（如亂填答、成閃電規
則形填答或漏答）的受試者後，有效樣本為 197人，男生為 27人；女生為 178人。正式樣
本是以南部地區設有幼兒教保系的一般大學、科技大學進行取樣，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方式，

從南部地區中各抽出 6所學校，再從選取調查的學校中，以班級為單位選取一年級至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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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最終共抽出 24個班級之學生為樣本，共寄出 650份，實際回收 622份，回收率約為
96%。經刪除草率作答的受試者後，有效樣本為 597人，男生為 42人；女生為 555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在進行量表初編擬時，共邀請三位幼教及教育領域專家依據量表內容進行審查

與修訂。各個分量表共選定 5題作為預試題本，整份問卷共計 35題，並採以 Likert六點
量表形式作答。後續各量表之信、效度分析結果臚列如下。

（一）社會支持量表

本研究的社會支持量表係採用賴英娟（2010b）之社會支持量表，其包含「家長支持」、
「同儕支持」及「教師支持」三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各 5題，例如：當我遇到挫折時，
我的家人會給我精神支持（家長支持）；我有情緒困擾時，朋友會鼓勵我（同儕支持）；當

我有困擾時，學校老師會提供我解決的方法（教師支持）。全量表共計 15題，並採用李克
特氏六點量表形式作答。

首先，預試樣本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面，本研究以主軸因素法為因素的抽取方法，選

取特徵值大於 1的因素，並以最優斜交法（promax）進行斜交轉軸。經探索性因素分析，
結果顯示 15題可抽出 3個與原量表相符的因素，抽取出的三因素可解釋全體總變異量為
73.07%，「家長支持」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72至 .94之間、共同性介於 .58至 .81之間；「同
儕支持」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77至 .91之間、共同性介於 .64至 .80之間；「教師支持」的
因素負荷量介於 .81至 .93之間、共同性介於 .71至 .84之間。在信度分析方面，本研究
的社會支持量表，以幼兒教保系學生為研究對象所得之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 .92，
「家長支持」、「同儕支持」及「教師支持」三個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係數分別為 .92、 .92
及 .94。
再者，本研究另以 597位幼兒教保系學生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χ2 （87, N 

= 597）= 420.87，p < .05，RMSEA = .08、GFI = .91、AGFI = .88、NFI = .97、NNFI = 
.98、CFI = .98、IFI = .98。「家長支持」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78至 .89之間、個別項目信度
介於 .61至 .79之間；「同儕支持」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77至 .89之間、個別項目信度介於 
.59至 .79之間；「教師支持」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83至 .89之間、個別項目信度介於 .69至 
.79之間。家長支持、同儕支持及教師支持的成分信度依序為 .93、 .93及 .94；三個潛在變
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分別為 .72、 .72及 .75。綜上，本研究之社會支持量表具有良好的內
在品質與建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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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效能量表

本研究自我效能量表係參酌吳靜吉和程炳林（1992）之「激勵的學習策略量表」中「自
我效能分量表」，以編製適合幼兒教保系的自我效能量表，例如：我有信心我可以學會教

保專業知能課程中所教的基本理念。全量表共計 5題，並採用 Likert六點量表形式作答。
經運用預試樣本所進行之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5題可抽出一個與原量表編製時

相符的因素，抽取出的因素可解釋全體總變異量為 80.24%，「自我效能」的因素負荷量介
於 .86至 .91之間、共同性介於 .74至 .83之間。在信度分析方面，本研究以幼兒教保系學
生為研究對象所得到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 .95，顯示本量表具有不錯的信度。
再者，本研究另以 597位幼兒教保系學生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χ2（5, N = 

597）= 87.38，p < .05，RMSEA = .17、GFI = .94、AGFI = .83、NFI = .98、NNFI = .96、
CFI = .98、IFI = .98。「自我效能」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81至 .91之間、個別項目信度介於 
.66至 .83之間。自我效能的成分信度為 .95；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為 .78。綜上可知，
自我效能量表具有不錯的內在品質與建構效度。

（三）結果預期量表

本研究之結果預期量表係參酌簡晉龍和任宗浩（2011）之科學結果期待量表，以編製
適合幼兒教保系的結果預期量表，全量表共計 5題，例如：我將會在我的教保專業知能課
程中學到許多對我未來就業很有幫助的東西。

經運用預試樣本所進行之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5題可抽出一個與原量表編製時
相符的因素，抽取出的因素可解釋全體總變異量為 84.74%，「結果預期」的因素負荷量介
於 .89至 .94之間、共同性介於 .80至 .88之間。在信度分析方面，本研究所發展的結果預
期量表，以幼兒教保系學生為研究對象所得之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 .97，顯示本
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再者，本研究另以正式樣本 597位幼兒教保系學生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χ2（5, N = 597）= 117.39，p < .05，RMSEA = .19、GFI = .93、AGFI = .78、NFI = .97、
NNFI = .95、CFI = .97、IFI = .97。「結果預期」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88至 .93之間、個別
項目信度介於 .77至 .86之間。結果預期的成分信度為 .96；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為 
.82。綜上可知，本研究的結果預期量表具有可接受之內在品質與建構效度。

（四）興趣量表

本研究之興趣量表係參酌簡晉龍和任宗浩（2011）之科學興趣量表，以編製適合幼兒
教保科系之興趣量表，共計 5題，例如：我喜歡閱讀教保專業知能課程方面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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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運用預試樣本所進行之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5題可抽出一個與原量表編製
時相符的因素，抽取出的因素可解釋全體總變異量為 79.59%，「興趣」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84至 .94之間、共同性介於 .71至 .88之間。信度分析方面，本研究所發展的興趣量表，
以幼兒教保系學生為研究對象所得之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 .95，顯示興趣量表具
頗佳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再者，本研究另以正式樣本 597位幼兒教保系學生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χ2 （5, N = 597）= 22.45，p < .05，RMSEA = .08、GFI = .99、AGFI = .96、NFI = .99、
NNFI = .99、CFI = .99、IFI = .99。「興趣」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77至 .94之間、個別項目
信度介於 .59至 .88之間。興趣的成分信度為 .94；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為 .76。綜
上可知，本研究所自編的興趣量表具有良好的內在品質與建構效度。

（五）職業意向量表

本研究的職業意向量表係參酌賴英娟（2010b）之數學職業意向量表與簡晉龍和任宗
浩（2011）之科學職業量表，以編製適合幼兒教保科系之職業意向量表，共計 5題，例如：
我希望有機會從事幼兒教保相關工作。

運用預試樣本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後，結果顯示 5題可抽出一個與原量表編製時相符的
因素，抽取出的因素可解釋全體總變異量為 76.83%，「職業意向」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70
至 .93之間、共同性介於 .49至 .86之間。在信度分析方面，本研究所自編之職業意向量
表，以幼兒教保系學生為研究對象所得之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 .94，顯示具有良
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再者，本研究以正式樣本 597位幼兒教保系學生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χ2 （5, N = 597）= 133.46，p < .05，RMSEA = .21、GFI = .92、AGFI = .75、NFI = .96、
NNFI = .92、CFI = .96、IFI = .96。「職業意向」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64至 .91之間、個別
項目信度介於 .41至 .83之間。職業意向的成分信度為 .92；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為 
.71。綜上可知，本研究之職業意向量表的內在品質與建構效度尚稱理想。

依據余民寧（2006）一書提及，由於 SEM的各種適合度指標，其實都是用來表示模
式整體適配度的指標之一，沒有任何單獨一種指標可涵蓋或完全取代其它指標，故除綜合

各種適配度指標來予以評定外，亦會參酌基本適配及內在適配度指標（例如：因素負荷量、

個別項目信度、潛在變項之成分信度及平均變異抽取量）等證據，來做綜合評論。綜上可

知，雖本研究之 RMSEA指標稍低，但量表之因素負荷量、個別項目信度、潛在變項之成
分信度及平均變異抽取量，大抵上皆顯示本研究之量表具有不錯的內在品質與建構效度。



133幼兒教保系學生之職業意向探討

三、整體模式與模型辨識

（一）模式界定

本研究以相關文獻為理論基礎，建構社會支持、自我效能、結果預期、興趣及職業意

向之影響模式，其包含一個潛在變項（社會支持）及四個潛在依變項（自我效能、結果預期、

興趣及職業意向），如圖一所示。另本研究基於多元指標原則，所有的潛在變項至少均透

過兩個以上的觀察指標予以估計，如社會支持包含三個測量指標，分別為家長支持（X1）、

同儕支持（X2）及教師支持（X3）；自我效能則以小包法分成兩個測量指標，分別以自我

效能一（Y1）與自我效能二（Y2）為觀察指標；結果預期亦以小包法，將結果預期分成兩

個測量指標，例如：結果預期一（Y3）與結果預期二（Y4）；興趣則是分別以興趣一（Y5）

與興趣二（Y6）為測量指標；職業意向分別以職業意向一（Y7）與職業意向二（Y8）為測

量指標。

（二）模型辨識

本研究的假設模型包含 3個外衍測量變項與 8個內衍測量變項，共計 11個觀察變項，
因此將產生 66個測量資料數（DP = 1/2 * 11 *12），由圖一可知本模式中之估計參數有 28

圖一    社會支持、自我效能、結果預期、興趣及職業意向之結構關係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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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因此 t < 66，呈現過度辨識（over identification），符合 Bollen的 t法則，顯示本研究

的模式設定是適當的。

參、研究結果

一、測量變項的相關

本研究採用 Pearson積差相關瞭解 11個測量變項間相關的強弱與方向，如表一所示。
根據 Cohen（1988）相關程度做為評斷準則，相關值絕對值大於 .50以上為高相關；相關
絕對值介於 .30至 .49間為中度相關；相關絕對值介於 .10至 .29間則為低度相關。由表一
可知，所有的相關係數均達 .05顯著水準。其中，社會支持（家長支持、同儕支持及教師
支持）的三個測量指標呈現中度相關。自我效能、結果預期、興趣及職業意向間的測量指

標均呈現高度相關。最後，社會支持對自我效能、結果預期的相關指標呈現中度相關，其

餘，兩兩之間的相關均呈現高度關連。此外，各變項間的相關強弱與方向均如同研究假

設。

表一　測量指標之相關係數矩陣

變項名稱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家長支持 1.00
2. 同儕支持 .44* 1.00
3. 教師支持 .33* .49* 1.00
4. 自我效能一 .19* .34* .43* 1.00
5. 自我效能二 .19* .34* .45* .87* 1.00
6. 結果預期一 .27* .32* .30* .48* .48* 1.00
7. 結果預期二 .26* .34* .31* .50* .51* .89* 1.00
8. 興趣一 .25* .33* .34* .58* .59* .60* .65* 1.00
9. 興趣二 .25* .34* .33* .57* .57* .68* .72* .84* 1.00
10. 職業意向一 .12* .14* .19* .39* .44* .59* .58* .53* .60* 1.00
11. 職業意向二 .12* .15* .19* .41* .42* .66* .65* .57* .63* .83*
註：*p < .05

二、整體模式適配度考驗

根據文獻指出，結構方程模式之模型適配度考驗的相關評估準則，可從模式基本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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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考驗、整體模式適配度考驗及內在結構適配度考驗三方面進行評鑑（Bagozzi & Yi, 1988; 
Hair, Anderson, Tatham, & Black, 1998）。以下將針對三方面的適配結果，分別論述之。

（一）模式基本適配度考驗

模式的參數估計結果沒有負的誤差變異，也沒有過大的標準誤，符合「理論模式沒有

負的誤差變異」、「標準誤不宜過大」之評估標準。而且，估計參數間相關的絕對值並未出

現接近 1的情況。此外，本研究模型所有的因素負荷量除了λy
42（結果預期）為 .97以外，

其餘均介於 .50至 .95標準之間。

（二）整體模式適配度考驗

本研究模式的整體適配度考驗如表二所示，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分別為絕對適配度、

相對適配度及精簡適配度三個部分，以下分別說明。首先，在絕對適配度方面，本研究所

提出的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的 χ2（38, N = 597） = 184.66，p < .05達顯著，拒絕虛
無假設，即理論模式並未適配。然而 χ2值常會隨著樣本人數波動，當樣本數很大時，幾乎

所有模式都可能被拒絕（陳正昌、程柄林、陳新豐、劉子鍵，2009）。因此，除了卡方考
驗外，學者們亦指出可參酌其他適配指標來評鑑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就其它指

標而言，GFI為 .95、AGFI為 .91均符合適配標準，惟 RMSEA為 .08稍微高一點。綜上，
本研究的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情形尚可。

表二　模式的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

Goodness of Fit Statistics

絕對適配度

Degrees of Freedom = 38
Normal Theory Weighted Least Squares Chi-Square = 184.66（p = 0.0）
Goodness of Fit Index（GFI）= .95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AGFI）= .91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 .08

相對適配度

Normed Fit Index（NFI）= .98
Non-Normed Fit Index（NNFI）= .97
Comparative Fit Index（CFI）= .98
Incremental Fit Index（IFI）= .98

精簡適配度
Parsimony Goodness of Fit Index（PGFI）= .55
Parsimony Normed Fit Index（PNFI）= .67

其次，在相對適配度方面，NFI為 .98、NNFI為 .97、CFI為 .98及 IFI為 .98，數值
皆大於 .90，相對適配度指標的數值越高，則表示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越為適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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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本研究所建構的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是適配的。

最後，在精簡適配度方面，PGFI為 .55、PNFI為 .67，皆大於 .50的標準，顯示本研
究所建構的理論模式為一個精簡的模式。

（三）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考驗

表三呈現的為個別項目信度、潛在變項之成分信度及平均變異抽取量。首先，就個別

項目信度部分，除了家長支持、同儕支持及教師支持分別為 .28、 .53及 .48外，其餘皆大
於 .60的標準。其次，在理論模式中，5個潛在變項的成分信度分別為 .69、 .93、 .94、 .91
及 .91，皆達到 .60以上的評鑑標準。最後，在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中，5個潛在變
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分別為 .43、.87、.89、.83及 .83，除社會支持為 .43未達標準外，其
他皆符合 .50的評鑑標準。綜上可知，就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而言，顯示理論模式具有理
想內在品質，可以用來解釋觀察資料。

表三　模式之個別項目信度、潛在變項成分信度、平均變異抽取量

變項 因素負荷量 個別項目信度
潛在變項之
成分信度

潛在變項之
平均變異抽取量

社會支持（ξ1） .69 .43
    家長支持（X1） .53 .28
    同儕支持（X2） .73 .53
    教師支持（X3） .69 .48
自我效能（η1） .93 .87
    自我效能一（Y1） .93 .86
    自我效能二（Y2） .94 .88
結果預期（η2） .94 .89
    結果預期一（Y3） .92 .85
    結果預期二（Y4） .97 .94
興趣（η3） .91 .83
    興趣一（Y5） .88 .77
    興趣二（Y6） .94 .88
職業意向（η4） .91 .83
    職業意向一（Y7） .88 .77
    職業意向二（Y8） .94 .88

三、模式各潛在變項間之效果

本研究除了進行整體模式適配度考驗外，亦分別呈現各潛在變項間的直接效果、間接

效果及全體效果三個部分予以說明，以下以自由度 38為準，分別詳述檢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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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支持對自我效能、結果預期、興趣及職業意向之影響

由圖二可知，幼兒教保系學生的社會支持對自我效能（γ11 = .55, t = 11.56, p < .05）的
直接效果達顯著水準，顯示社會支持愈高時，自我效能也會較高，即 H1得到研究支持。
其次，社會支持對結果預期（γ21 = .26, t = 4.81, p < .05）的直接效果達顯著水準，即 H2得
到實徵支持，故由此可知，社會支持愈高時，學習者的結果預期也會較高。

就間接效果而言，社會支持透過自我效能對結果預期的間接效果值為 .23（t = 7.33, p 
< .05）達顯著水準，換言之，社會支持會透過個人的自我效能間接影響結果預期。其次，
社會支持透過自我效能、結果預期對興趣的間接效果值為 .48（t = 11.36, p < .05）達顯著
水準。由此可知，社會支持會透過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間接影響興趣。再者，社會支持透

過自我效能、結果預期及興趣對職業意向的間接效果值為 .35（t = 10.15, p < .05）達顯著
水準，易言之，高度的社會支持會透過自我效能、結果預期及興趣間接地影響職業意向。

就全體效果而論，社會支持對自我效能、結果預期、興趣及職業意向等變項的標準化

全體效果如下：社會支持對自我效能全體效果值為 .55；社會支持對結果預期全體效果值
為 .49；社會支持對興趣全體效果值為 .48；社會支持對職業意向全體效果值為 .35。綜上
可知，就讀幼兒教保系的學生，其社會支持對自我效能、結果預期、興趣及職業意向均具

有正向顯著的效果。

圖二    社會支持、自我效能、結果預期、興趣及職業意向之關係模式
          （SC解）圖（N = 597）

家長支持
X1

自我效能一
Y1

自我效能
（η1）

結果預期
（η2）

結果預期一
Y3

結果預期二
Y4

興趣一
Y5

興趣二
Y6

職業意向一
Y7

職業意向
（η4）

興趣
（η3）

社會支持
（ξ1）

職業意向二
Y8

自我效能二
Y2

同儕支持
X2

教師支持
X3

.23* .12*
.93* .94*

.70*

.32* .88* .94*.55*

.26* .62*

.64*
.92*

.16* .06*

.29*

.73*

.47*

.94*

.88* .22*

.12*

.97*

.72*
.53*

.73*

.69*

.47*

.53*

.42*

.12*.13*



138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第四十五期

（二）自我效能對結果預期、興趣及職業意向之影響

由表四可知，自我效能對結果預期（β21 = .42, t = 8.54, p < .05）之直接效果達顯著水準，
H3獲得研究支持，意即當個人的自我效能愈高時，其結果預期也會較高。此外，自我效
能對興趣（β31 = .32, t = 9.28, p < .05）之直接效果亦達顯著水準，由此可知，H4獲得實徵
支持，即當幼兒教保系學生的自我效能愈高時，其對於幼兒教保服務相關課程的學習興趣

也會較高。

就間接效果來說，自我效能透過結果預期對興趣的間接效果值為 .26（t = 7.18, p < 
.05）達顯著水準，由此可知，自我效能會透過結果預期間接影響學習者的興趣。此外，自
我效能透過結果預期、興趣對職業意向的間接效果值為 .42（t = 11.58, p < .05）達顯著水準，
可見，自我效能除了對結果預期與興趣有直接效果外，亦能透過上述兩者間接地影響職業

意向。

就全體效果而論，自我效能對結果預期的全體效果值為 .42；自我效能對興趣的全體
效果值為 .58；自我效能對職業意向的全體效果值為 .42。由此可知，自我效能對幼兒教保
系學生的結果預期、興趣及職業意向均具有影響效果。

表四　各潛在變項間之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及全體效果分析一覽表

         自變項 依變項（內衍潛在變項）
自我效能（η1）   結果預期（η2）    興趣（η3）  職業意向（η4）

外
衍
變
項

社會支持（ξ1）

直接效果 .55（11.56*） .26  （4.81*）
間接效果 .23  （7.33*） .48（11.36*） .35（10.15*）
全體效果 .55（11.56*） .49（10.21*） .48（11.36*） .35（10.15*）

內
衍
變
項

自我效能（η1）

直接效果 .42  （8.54*） .32  （9.28*）
間接效果 .26  （7.81*） .42（11.58*）
全體效果 .42  （8.54*）    .58（13.53*） .42（11.58*）
結果預期（η2）

直接效果 .62（16.79*）
間接效果 .45（13.43*）
全體效果 .62（16.79*） .45（13.43*）
興趣（η3）

直接效果 .73（17.90*）
間接效果

全體效果 .73（17.90*）

註：*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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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預期對興趣、職業意向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結果預期對興趣（β32 = .62, t = 16.79, p < .05）之直接效果達顯著水
準，意即幼兒教保系學生之結果預期愈高時，其投入幼兒教保服務相關課程的學習興趣也

會愈高。換言之，H5獲得研究支持。此外，就結果預期對職業意向之間接效果方面，結
果預期透過興趣對職業意向的間接效果值為 .45（t = 13.43, p < .05）達顯著水準，換言之，
結果預期會透過興趣進而影響幼兒教保系學生的職業意向。

就全體效果而論，結果預期對興趣的全體效果值為 .62；結果預期對職業意向的全體
效果值為 .45。綜上可知，幼兒教保系學生的結果預期愈高，則學習者往往會產生較高的
興趣，進而對未來投入幼兒教保服務相關之職業傾向也會較高。

（四）興趣對職業意向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興趣對職業意向（β43 = .73, t = 17.90, p < .05）之直接效果達顯著水
準，H6得到支持，表示幼兒教保系學生的興趣愈高時，其未來投入幼兒教保服務領域之
職業傾向就會愈高。此外，就興趣對職業意向的全體效果值為 .73，由此可見，興趣對職
業意向具有高度的預測效果，意即幼兒教保系學生的興趣愈高，則其未來投入幼兒教保服

務領域相關職業的傾向也會愈高。

肆、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一）社會支持對自我效能、結果預期、興趣及職業意向之影響

本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家長支持、同儕支持及教師支持）對自我效能有正向且直

接的影響，此一結果與過去的研究相一致（林蔚芳等人，2014；洪煌佳，2010；賴英娟，
2010a；Lent et al., 2012; Navarro et al., 2007）。例如：林蔚芳等人（2014）研究指出，不
論中學生的支持來源為父母家人、朋友及學校師長，對其自我效能皆有正向的預測效果。

Navarro等人（2007）研究發現，當個體所知覺到的家庭支持程度愈高，則其自我效能也
會較高。至於，Patel等人（2008）亦發現，當個體所知覺到的同儕支持程度愈高，則其
個體評估自己完成任務的自我效能亦會較高。其次，本研究的社會支持對結果預期具有正

向的預測效果，此一結果與 Lent等人（2007）相符，亦即個人的社會支持（家長、同儕
及教師支持）愈高，則其在生涯規劃與選擇中，愈能正確評估與預期目前所修習的課程對

未來想從事職業的重要性與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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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之直接影響外，本研究亦發現社會支持也會透過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進而影

響興趣及職業意向。具體言之，當幼兒教保系學生所知覺到的社會支持（家長支持、父母

支持及同儕支持）程度愈高，則其對自己的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的評估都會較高，進而間

接地影響個體的興趣與職業意向。另由於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都能夠透過輔導與教學來予

以改善或提升，因此在大專院校的輔導更具有實務上的應用價值。

（二）自我效能、結果預期、興趣及職業意向之影響

本研究發現，幼兒教保系學生的自我效能愈高，則其結果預期也愈高，此一結果與國

內外研究結果相印證（余民寧等人，2010；林蔚芳等人，2014；簡晉龍、任宗浩，2011）。
另本研究亦發現自我效能對興趣具有直接且正向的影響，此一發現與過去研究以青少年為

研究樣本的結果大抵相符（田秀蘭，2003；賴英娟，2010a），但就幼兒教保系學生而言，
本研究為社會認知取向之生涯決定理論提供新的實證依據。再者，本研究亦發現，雖自我

效能與結果預期皆被視為共同促進興趣之重要因素，惟結果預期對自我效能的預測效果為

大。由此可見，提升學生的結果預期以形塑個體的興趣更勝於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受。此

外，本研究亦顯示幼兒教保系學生的自我效能亦能透過結果預期，進而影響興趣及職業意

向。換言之，當個人對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具有愈高的自我效能時，其結果預期也會較高，

且往往愈能夠引發幼兒教保系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影響其職業意向。

（三）結果預期對興趣與職業意向之影響

本研究假定幼兒教保系學生的結果預期對於興趣具有預測效果。結果顯示，結果預期

對興趣具有正向且直接的影響效果，誠如相關文獻指出，結果預期在預測個人職業興趣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余民寧等人，2010；林蔚芳等人，2012；簡晉龍、任宗浩，2011）。此外，
本研究亦顯示個體的結果預期能透過興趣，進而影響其職業意向的選擇。換言之，當幼兒

教保系學生的結果預期會透過個體的學習興趣的中介，進而影響其未來從事幼兒教保領域

之職業選擇。

（四）興趣對職業意向之影響

本研究假設幼兒教保系學生的興趣對於職業意向具有預測效果。研究結果顯示，個體

的興趣對職業意向的直接效果有顯著正向影響，此結果與國內外研究文獻相符（田秀蘭，

2003；余民寧等人，2010；吳芝儀，2003；賴英娟，2010a；簡晉龍、任宗浩，2011；Na-
varro et al., 2007）。綜上可知，當幼兒教保系學生對於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的學習愈感興趣，
則其未來從事教保相關職業的傾向就會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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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研究重要發現與貢獻

首先，過去學者曾提出 SCCT 模式需以不同的文化族群來加以檢驗（Lent et al., 
2000），並建議以大學生加以驗證（田秀蘭，2003），另簡晉龍和任宗浩（2011）更指出，
Lent所提出之社會認知生涯模式較少在其他學科領域（如社會人文）中受檢驗。因此，本
研究方以幼兒教保科為學科領域，以及幼保系大學生來加以檢驗，故本研究為此模式提供

新的實證依據。

由於過去研究大抵探究以過去表現、替代學習、社會說服、身心狀態等因素為影響個

體的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的前置因素，惟近來所發展之 SCCT滿意度模式的觀點，其認為
環境因素會影響個體的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及目標導向行動，進而影響其滿意度。但上述

研究鮮少以職業意向為依變項，故本研究將整合過去的 SCCT模式與 SCCT滿意度模式，
以探討環境因素（社會支持）對自我效能、結果預期、興趣及職業意向之影響，以修正

SCCT理論模式觀點，主張社會環境因素（社會支持）除了會直接影響自我效能與結果預
期外，亦會透過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進而影響其學習興趣與職業意向。綜上可知，本研究

不論在理論或實務上均有其重要性。

二、建議

（一）教育與輔導上的建議

1. 家長、同儕、教師宜提供更多的社會支持與鼓勵

本研究發現，幼兒教保系學生的社會支持對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具有正向且顯著的預

測效果。例如 Lent等人（2001）研究指出，外在的環境支持能有效地提升個體的自我效
能。另過去研究發現，不論是教師支持、家長支持或同儕支持均能有效預測個體的自我

效能（林蔚芳等人，2014；賴英娟，2010a；Lent et al., 2012; Navarro et al., 2007; Patel et 
al., 2008）與結果預期（Lent et al., 2007）。因此，本研究建議家長、同儕、教師宜提供更
多的社會支持與鼓勵，以提升幼兒教保系學生對幼兒專業知能課程的自我效能與結果預

期，並強化學習者的能力與信念。

2. 提昇學生對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的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

本研究結果發現，自我效能信念與結果預期對興趣的影響具有不錯的解釋力。由於學

習者本身會以自身的能力和興趣做為未來職業選擇之依據（吳芝儀，2003）。又林蔚芳等
人（2012）回顧社會認知生涯理論模式之文獻，發現個體在探索生涯選擇時，往往會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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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和結果預期同時納入參考和評估，並依個人的興趣做出適當的選擇。如同本研究發

現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能同時有效預測學生的興趣。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在實務輔導工

作上，建議教師宜同時提升學生對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的自我效能感與結果預期，以促使學

習者對教保專業知能課程感到興趣，進而從事幼教相關職業。

（二）未來研究建議

1. 採用多層次模型分析

由於同一班級學生的觀察資料係巢套（nested within）在班級之內，意即學生在各變
項的行為表現都會受到班級層次（如教師與同儕支持）的影響（巫博瀚、賴英娟，2011）。
但因考量到研究者可用資源與樣本取得等因素，本研究班級層次的樣本數不足，僅能以個

人層次為分析單位以探討變項間的關連，此為本研究限制之一。因此，建議未來可提高抽

取班級數目，同時將個人層次與班級層次納入模型中，以清楚地釐清個人或班級層次對幼

兒教保系學生職業意向之影響。

2. 進行長期追蹤之研究

本研究屬於橫斷性研究，著重於幼兒教保系學生的職業意向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無

法得知學生在求學過程中與生涯發展上需求之動態變化情形。因此，建議未來可以對幼兒

教保系學生進行長期追蹤研究，以釐清學生在生涯發展上的動態變化需求，以利學校教師

提供最適切的生涯輔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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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Support, Self-Efficacy, Outcome 

Expectations, Interest, and Career Intention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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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support, self-efficacy, outcome 

expectations, interest, and career intention based on the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Cluster sampling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consisting of 597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s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

tion from southern Taiwan.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found: (1) The theoretical model proposed by the 

study had sound goodness of fit with the empirically observed data. (2) Social support had direct effects 

on self-efficacy and outcome expectations. (3) Self-efficacy had direct effects on outcome expectations 

and interest. (4) Outcome expectations had direct effects on interest. (5) Interest had direct effects on 

career intention. Finally, detailed result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career intention, interest, outcome expectations, self-efficacy, social 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