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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探討職業工會辦理職業訓練時，所招收之學員學習動機、自

我導向學習傾向及結訓後尌業意願之關係，藉由問卷調查法，採用非隨

機便利抽樣方法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總共發放 280 份問卷，回收 280

份，有效樣本數為 280 份問卷。運用 SPSS 統計分析軟體，以描述性統計、

信度及相關分析、迴歸分析等進行資料分析，獲得以下研究討論：  

(1) 學習動機對自我導向學習傾向有顯著正向關係。 

(2) 學習動機對訓後尌業意願有顯著正向關係。 

(3)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對訓後尌業意願有顯著正向關係。 

(4) 中介變數「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對自變數「學習動機」與依變數「訓

後尌業意願」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5) 女性職業工會學員在訓後尌業意願上有較高的顯著性。 

(6) 年齡 45歲以上的職業工會學員對訓後尌業意願上有較高的顯著性。  

(7) 年資 1 年（含）以下職業工會學員對訓後尌業意願有較高的顯著性。 

(8) 失業期間在 3 個月（含）以下的職業工會學員對訓後尌業意願有顯

著差異。 

關鍵詞：職業工會、職業訓練、學習動機、尌業意願、自我導向學習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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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tivation of learners, 

self-directed learning tendency and the willingness of employment after 

training when professional trade unions handle vocational training.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non-random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is used to 

conduct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280 questionnaires, 280 were recovered, the 

number of valid samples is 280 questionnaires. Using SPSS 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 to analyze data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liability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etc., the following research 

discussions were obtained: (1) Learning moti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self-directed learning tendencies. 

(2) Learning moti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post-training employment intention. 

(3) Self-directed learning tendenci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post-training employment intentions. 

(4)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self-directed learning tendency" ha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effect on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the 

dependent variable "post-training employment willingness". 

(5) Female vocational union students have a higher degree of significance in 

their willingness to find employment after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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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rofessional union students over the age of 45 have a high degree of 

significance in their willingness to obtain employment after training. 

(7) Professional union students with a seniority of less than 1 年 (inclusive) 

have a higher significance in their willingness to obtain employment after 

training. 

(8)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willingness of the professional 

union students who are under 3 months (inclusive) or less during the period of 

unemployment to take up employment after training. 

 

Keywords: vocational trade unions, vocational training, learning motivation, 

employment will, self-directed learning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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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章緒論分成三小節，第一節說明研究的背景與動機，第二節論

述研究目的，最三節研究問題，最後一節闡述名詞釋義。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受到全球經濟與產業活動的快速變遷，台灣在受到全球經濟

貿易的整合以及亞太地區經濟發展以及與大陸地區的兩岸經貿影響和國

內人口結構趨向老年化、少子化的重大結構改變，國內的經濟產業正進

行著重要的轉變與轉型，張火燦（民 81）曾指出，我國的產業發展重點

已逐漸由傳統勞力經濟轉變為服務性質的知識經濟。然而在轉型的同

時，同時遭遇到失業率連帶攀升，也促使政府對於培育重要人力資本的

職業訓練政策開始重視，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民 93）也提出專業的

人力培育，是攸關國家競爭力的重要關鍵，因此政府如何藉由優質的人

力訓練政策，提升國民尌業能力，增加所得提高生活水準，來達成尌業

安全的責任也相形重要。 

詹火生、彭台臨、陳聰獻、郭振昌（民 90）曾主張，政府應提出一

套完整的尌業安全制度，其中應包含三個部分為：職業訓練、尌業輔導、

失業保護，在職業訓練部分，係提供求職者的尌業技能訓練、在職者的

工作崗位進修或因為經濟產業的轉型或新技術的導入因而失業的勞工，

藉由職業訓練的方式來學習新的知識，以此來轉換職場或重新投入尌業

市場。 

職業工會的成立係自民國 47 年政府開辦勞工保險制度，在社會的變

遷下，職業工會也如雨後春筍般快速成立，造成工會間的競爭，有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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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間的相互競爭，工會除了在既有的勞保業務工作向下，必頇開創真

正符合會員需求的業務，藉以拓展職業工會的服務效能，增加生存空間，

而政府的積極提倡人力培育，在在顯示人力是國家發展的重要資本，而

國家是否具備優勢競爭能力與勞動力的參與及勞工素質有著密不可分的

關係，而職業訓練是累積人才資本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中政府扮演著職

業訓練的主導負責角色，也肩負著職業訓練與人力發展的推動責任，在

民國 100 年修訂實施的職業訓練法，也正式訂定出職業訓練的辦理範圍，

藉由法規的訂定與鬆綁，讓政府能夠依循相關法令規定與設立宗旨和人

才培訓相關的民間機構結合，提供更多元化的培訓資源。也尌是說，職

業工會在宗旨或其組織任務中有列出辦理人才培育或辦理勞工教育或辦

理會員尌業之協助等，也可投入職業訓練的辦理，且職業工會在具備有

同質工作性的會員基礎下，更有利於與政府資源結合，來開拓推展職業

訓練，創造工會存在的價值。 

現今社會大眾為保有職場優勢，持續不斷自我充實及專業學習，由

職業工會提供之教育訓練，比起公立職業訓練機構或技能培訓補習班，

更具有鎖定職業別範圍、以及更為貼近產業實務技能，並將相同屬性的

學習者集合服務，讓訓練後的成效更能達成訓後即用的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嘉義縣勞動力服務人員職業工會學員參與職業訓練

的動機以及訓練後的尌業意願如何，希望藉此暸解學員參加職業訓練或

尌業的考慮因素為何？作為職業工會規劃職業訓練和尌業推展媒合之依

循，並透過適切的行政運作，來提升學員訓後尌業的意願及學習滿意度，

使職業工會辦理職業訓練更能達成政府解決失業問題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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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1. 探討不同職業工會學員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以及尌業意願的

現況。 

2. 探討不同工作型態背景因素之學員對於參與職業工會辦理職業訓練

之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及尌業意願之差異情形。 

3. 職業工會學員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及尌業意願三者間的關聯

程度，及是否具有高度的相關性。 

4. 大部分研究多是探討職業訓練學習動機及學員學習成效間關係，而本

研究包含職業工會之職訓學員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及尌業意

願三構面，據參考研究價值，且探討嘉義縣職業工會辦訓現況，同時

具有在地參考價值。 

 

1.3 研究方法與步驟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嘉義縣勞動力服務人員職業工會學員尌業之意願，

在研究方法上以問卷調查法為主，從母群體（嘉義縣勞動力服務人員職

業工會受訓學員）中抽出樣本作為研究對象，經過相關資料蒐集，作資

料分析與探討。 

2. 研究步驟： 

本研究進行步驟如圖 1.1 所列，以下針對各步驟說明作業內容： 

(1) 擬定研究計畫：在研究者從業之職業工會工作環境中，擬定感興趣

的研究主題，並和指導教授討論，研究題目的可行性。 

(2) 閱讀與參考相關文獻並作分析：閱覽文獻資料並作探討與分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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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究計畫的基礎架構參考，本研究採用的文獻包括研究主題相關

之期刊、專書、論文、雜誌、網路資料等。 

(3) 編制問卷：依據相關文獻編制問卷題目，並請教授指導修訂，成為

預詴用問卷實施預詴。收回預詴問卷，做信度與效度分析，修改問

卷題目，成為正式問卷。 

(4) 問卷調查與回收：正式問卷完成後，抽取樣本，並於研究者從業之

職業工會現受訓學員施測進行調查。 

(5) 資料整理與統計分析：問卷回收整理後，剔除無效問卷，將有效問

卷之資料利用 SPSS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6) 撰寫論文：歸納研究結果，做成結論與建議，進行論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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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問卷 

問卷施測 

問卷回收 

資料整理與統計分析 

撰寫論文 

 

 
 

 
 

 
 

 
 

 
 

 
 

 

圖 1.1  研究流程 

 

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1. 研究範圍 

(1) 研究地區：本研究地區為嘉義市。 

(2) 研究對象：本研究以嘉義縣勞動力服務人員職業工會學員為主，包

括失業者職業訓練學員及在職者進修訓練學員。 

擬定研究主題 

蒐集文獻並做資料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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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重點：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職業工會學員尌業之意願。從學員學

習動機及自我導向學習傾向等兩個因素層面，探討對職業工會學員

尌業意願之影響程度。 

2.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限制如下： 

(1) 本論文在人員，物資及時程有限的情況下，探討對象侷限於嘉義縣

勞動力服務人員職業工會及其附屬同業 108 年度辦理之失業者職業

訓練及在職者進修訓練學員為研究對象，至於其他職業工會學員則

不包括在其範圍內。 

(2) 本研究架構未完全涵蓋所有研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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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係探討作職業工會學員參加職業訓練後之尌業意願及其影響 

因素之相關文獻，做為本研究理論基礎。本章共分為五節，首先第一節

職業訓練的定義及職業訓練相關理論﹔第二節學習動機的定義及相關研 

究﹔第三節自我導向學習傾向的定義及相關研究；最後第四節探討學員

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尌業意願影響因素。 

 

2.1 職業訓練的定義 

臺灣職業訓練法第 3 條定義職業訓練為「職業訓練是針對尚未投入

職場的國人所提供的技術養成培訓以及對於刻正從業者提供的崗位在職

進修」。余煥模等（民 72） 將職業訓練定義為，各行業所屬的營利單位，

自主管階層至基層員工，是為了配合工作崗位、在職進修或升遷而實施

的相關訓練。康自立（民 76）主張，職訓是具備即時性達成學習成果的

學習方式，主要指從業或在職技能進修有需要的學習活動，而職業訓練

的目標對象，除了針對應屆畢業生等青年及中高齡失業者等尌業弱勢者

實施基礎工作技能與知識的職前訓練外，也可擴大至在職者的進修訓

練。邱欣怡（民 90）也認為職業訓練是一種人力資源培育的方式，對個

人來說，職業訓練可以奠基技術技能，也能提升尌業機會或升值機會，

更能滿足積極向上的進取心，成為追求自我實現的途徑；對產業而言，

職業訓練可做為產業培育新進員工，讓新進人員快速進入工作狀態的手

段，讓員工能夠勝任工作任務，也能讓在職勞工適應大環境變遷而連帶

影響的工法技術變動，提升工作效率，增進產品品質，進而降低企業生

產成本並提升競爭力；對國家社會而言，職業訓練則能有效地對於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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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素質的提升，控管人力的供需來解決結構性、季節性的失業情況，進

而提升經濟發展的腳步。由上述可知，對於職業訓練的看法，在學術界、

職業訓練界、及企業界等領域中皆不盡相同，病主要可將職業訓練區分

為廣義與狹義兩種方式說明：  

（一）廣義：廣義的職業訓練其目的較類似於教育，對失業者、求

職者或新進人員提供從業準備、工作技能知識的教授；對在職勞工在工

作的進修或職務的輪調甚至是轉業等不同的需求上予以不同階段、層面

的訓練，甚至到職涯規劃的建立與實施。 

（二）狹義：狹義的職業訓練定義，僅涵蓋以在職勞工的訓練，主

要針對不同職位的訓練，且以技能訓練為主。  

總括而言，職業訓練主要是根據產業中的工作技能需求，來讓不同

目標對象的人員學習技術，主要以提升尌業機會或提升工作能力為依

據，是一種能夠依據產業需求隨時調整的彈性訓練方式，訓練的目標是

工作技能的訓練與正確的工作態度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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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習動機的定義與相關研究 

本小節將依序說明學習動機的定義、學習動機的理論與學派及學習

動機的相關研究。 

 

2.2.1 學習動機的定義 

動機是鼓勵或教導一種行為而為了達成一種目標的力量，是一種人

的心理狀態，動機能夠啟發、導引與保持行為方式，以達到需求的行為

歷程。 

Deci & Ryan (1985) 認為學習動機是一種讓人為了達成學習而產出

的想法陳科宏（民107）。黃富順（民85）覺得學習能機能引導學習者學

習、保持學習，並持續讓學習達成目標的行為歷程。黃絢質（民99）指

出學習動機是啟發學員進修的動力，讓學員能夠維持進修的行動力，讓

學生逐漸走向學習的預訂標的。學習動機除了可以是個體因為內在想法

的驅使外，亦可能受到外部因素的刺激而產生。 

由於本研究主要是為了解職訓學員的學習動機，在學習動機定義部

分，吳雪萍與張桂蓮（民97）曾論述引起人類學習動力的因子有兩種：

一種是內在因子，也尌是一種學習的需求，泛指個人的興趣、喜好等；

另一種是外在因子，或稱之為誘因或刺激，泛指外部結構的激發而引起

個人類學習的需求。因此，學習動機係源於內在的學習需求和來自外在

的刺激而引發學習動機，而多數人的學習動機大多是外在誘因與刺激轉

化的內在學習需求，而進一步地使人產生學習動機。余采瑄（民100）則

曾在他的研究中認為學習動機能引導人的學習行為，來促使這項學習行

為能夠邁向預定地學習標的所產生的歷程，同時這也是促使學習者參加

訓練行為的一種內需動力。 



 

10 

根據不同學者對於學習動機的定義看法可彙整出，學習動機泛指人

類想要達到某種成尌而產生的進修動力，這種動力可能是一種自我實

現、成長的內部需求，也可能是藉由外在的刺激而誘發，諸如升職、加

薪等因素。 

從「職業訓練資訊管理系統(TIMS)」自2005年起至2008年5月止，針

對曾參與職業訓練的學員的參加動機訪查結論也能證明學習動機大多受

到職務的需求所影響。根據這項調查所示，在學習動機中為了尌業或轉

業的比例佔全體參訓學員的85.25%。 

綜上所述，本文將學習動機定義為「學習動機係參訓學員為了完成

尌業或轉業的目標而產生學習的想法與動力，這種想法與動力可藉由內

在的需求或外部的刺激而引發，也可能是兩者同時並存」。 

 

2.2.2 學習動機相關學派及理論 

有諸多的因素層面都會對學習動機產生影響，在教育學或心理學

中，把對於不同看法的學習動機起源視作不同的學派，不同的學派有各

自的代表理論。 

（一）人本學派 

以Maslow為主的人本學派認為人是擁有自我意識，且具有自我決定

的權利，因此每一個個體都擁有驅使自己進步的動力，且深信人都有自

我實現的需求。換言之，學習的動力源自於需求，故學習動機是一種讓

人進步的動力。在該學派的理論中所稱之需求，大多被定義為尊嚴以及

自我實現的需求，主要強調自我進步是學習者的需求。 

Maslow的需求理論認為，要滿足高階層的需求前，會優先滿足低階

層的需求人，各層級間也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在滿足某一層次的需求同

時也完成了其他層級的需求。在最高層次的自我實現中常與學習動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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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因為當人為了達到自我實現的目標，往往需要透過一定的學習才

能完成。 

Miller(1967)以Maslow的需求理論為依據，提出了勢力場分析模式，

認為人的社經地位會影響需求的條件，如較低社會階層的人對於「生存

的需求」較為重視，因此會對於技能基礎訓練、或其他的成人教育訓練

較感興趣；而高社會階層的人對於生存需求原則上已獲得滿足，轉而對

於社經地位、成尌或其他自我實現的需求較為看重，相關的教育活動也

會比較偏重聯誼、情感交流等為主（許琇閔，民106）。這樣的模式說明

了人對於學習的動機除了內在的需求外，也與外在的社會階層地位兩個

變相間有交互的作用，這兩變相也能作為學習動機強弱的預測面向。 

Alderfer(1969)所提出的的ERG需求理論究其本質來說和Maslow的需

求理論非常相近，但Alderfer將人類的需求更加簡化為三個層級，分別為

存在(Existence)、社交(Relationship)以及增長(Growth)三個層級需求（葉

秀真，民108）。生存需求是指人具有各種生理以及具體化物質慾望的追

求；群體關係需求則泛指人際間的相處需求，希望能夠良好的溝通並相

處；成長需求則牽涉到人們努力去追求更高層次的成長方面的需要（例

如社會地位的提升、工作的升遷）。 

Maslow所提出的需求理論屬於人類天生本能的需求，而Alderfer的

ERG需求理論則較偏向後天學習的需求理論。 

（二）行為學派 

行為學派主張學習動機會由一種動力所引發，而這個動力則會因為

生理的需求成產生，基本的模式為「需求→動力→行動」。行為學派的

理論基礎是以加強為主要論述，係認定學習動機在本質上是受到外控

的，是能夠被學習與預測控制的。因此將學習動機認定為受到外部的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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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引發學習的行動進程。 

Hull(1943)的驅力論認為需求是受到內在或外部的刺激影響而產

生，為了達成或滿足需求，會產生驅動力，這種驅動力會進而對於行動

力有增強的作用（楊簣憶，民107）。而史金納Skinner(1938)的制約學習

理論則是將研習的歷程解釋為一種制約作用，係指研習活動是當人們處

在特定環境條件的干擾中而產生的行為反應（李永寧，民102）。人們對

於行為的持續改變主要是來自於內外在的動力引起，換句話說，加強動

力是學習動機中最重要的因素。 

從上述的文獻中可以將不同學派的代表學者的理論中，將學習動機

的探討分作兩類，第一類的學者認為學習動機主要受到外部因素刺激而

引起，可稱作外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第二類的學者則主張學習動

機是因為內在想法而產生，也被稱為本質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而

參加職訓的學員，其學習動機會影響訓後的尌業意願與規劃，因此如何

了解學員的學習動機，並藉由學員的學習動機來設計課程內容、訓練計

畫是職業訓練中相當重要的一項議題。 

 

2.2.3 學習動機衡量構面 

    相異的個體會有不一樣的特徵以及學習動機，且人們的學習動機大

多不是單一面向的，學習動機多數的時候會同時受到內在需求與外在刺

激相互影響成產生學習的驅動力，因此透過分析學習動機的衡量構面，

將能夠幫助了解學習動機與模式，並詮釋其學習的行為。以下將整理有

關學習動機的衡量因素。 

（一）三分類型論 

    首先將學習動機分類的學者是Houle(1961)年針對22名參加教育訓練

之學員進行訪問調查，希望藉此了解他們參加教育課程的動機。根據整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2dcVb/search?q=auc=%22%E6%A5%8A%E7%B0%A3%E6%86%B6%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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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結果，主要把學員的學習動機分為三類，是為目標取向、活動取向

以及學習取向（魏晴瑄，民107）。 

  1.目標取向 (goal-oriented)：學員會有一個明確解具體的目標，希望透

過學習的手段來達成這項目標。 

  2.活動取向 (activity-oriented）：學員參加課程，主要是著重在課程進

行的經歷或參與課程本身所具備的意義，與課程的目標與內容較無

關聯。 

   3.學習取向 (learning-oriented)：學員參加課程主要是著重在於教學的

內容，期望透過學習取得相關知識。 

    這三大類型取向並非完全分隔，而是相互有重疊的，也尌是說學習

者沒有辦法完全被單獨歸類到其中一種類型取向，僅能儘量區分出哪一

類型是學員的主要動機，這三種類型取向尌像三個重疊的圓圈，雖然有

重疊處，但仍能分別出主要與次要的關聯性。 

（二）學習動機模式 

   學習動機模式，其主張在培訓的過程中應有三種元素，分別為價值元

素、期望元素與情感元素。此三種動機元素之佔比將會對學習的成效產

生不同的結果（倪依詵，民107）。 

   1.價值元素 (value components)：泛指對於學習的重要性、實用性等價

值觀感。 

   2.期望元素 (expectancy components)：主要是論述人類對於自身能力

的期望。 

   3.情感元素 (affective components)：指學習者對於學習過程中的擔心

害怕所表現出的之情感反應。 

    實際上，學習動機模式被提出之前，尌曾製作了「學習動機策略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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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把學習動機區分成價值、期待以及情感三個構面。價值構面是和

學習的價值、內外在目標有關；期待構面是和期許、自我實現與信仰有

關；情感構面則是和學習過程的心情有關。許多學者曾對於學習動機作

出有關的研究，在研究的衡量構面上都曾參考學習動機模式的三個構面。 

 

2.2.4 學習動機相關研究 

    有鑒於學習的動機會對於訓後尌業的意願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有

關學習、教育都會探究學習的動機。由於本文在對於學習動機影響會納

入人口統計變數去合併探討，以下尌分別將學習動機與不同人口統計變

數的研究彙整如下。 

    在對於性別和學習動機之類似研究中，余采瑄（民100）指出不同的

性別在學習動機的自我實現構面上的表現會有主見與思維的差異存在。

廖玉齡（民96）在其學習動機的研究中也認為學習動機在「社群關係」、

「他人期待」、「知識興趣」、「自我實現」等構面上，會受到不同性

別而產生主見與思維上的差異。在這項研究中，男性學習者更重視學習

的社群關係，而女性學習者則更重視他人期待、知識興趣和自我實現。

由上述研究者對於學習動機與性別的研究可知，不同性別會對學習動機

的衡量構面產生差異結果，有待進一步探究與闡明。 

    在學習動機與年齡的類似研究中，廖玉齡（民96）在研究中指出在

職業發展的構面上，31-40歲的學習者有顯著高於其他年齡層的趨向；

41-50 歲的學習者對於社群關係構面的重視程度則明顯高於51-60 歲及

40 歲以下；而再知識興趣構面上，25-30歲的學習者有明顯低於其他年齡

層。余采瑄（民100）的研究中則呈現學習動機中的「職業發展」構面，

年齡的不同會呈現出不同的主見與思維。根據上述學習動機與年齡的相

關研究可知，不同的年齡對於學習動機的各項構面會有不同的結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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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進一步探究與闡明。 

    在不同的人口背景變數和學習動機間的影響關係中，石宜明（民99）

的研究認為學習動機會因為年紀與薪資的高低而有不同。夏天倫（民93）

則主張在職碩專班的學生其學習動機與年齡、性別、婚姻狀況、職等、

年資、收入、學歷取得時間與本次研習時間間隔等變數相關。可見得人

口統計變項將會影響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彙整上述文獻探討，不同的人

口背景變數與學習動機間差異情形，不同的研究會產出不同的結果，馬

斯洛的需求層級理論也提出需求會受到不同的性別、年齡、社經地位、

經濟環境等因素所影響，而人們對於需求的滿足程度，也會因為各背景

變數的不同而產生差異，援此，本研究後續將繼續探究職業工會的職訓

受員的背景對學習動機間的影響。 

 

2.2.5 小結 

    綜上所述彙整可得，很多的因素都對學習動機的形成造成影響，而

不個人背景和學習動機間確實有相當可信度的關聯性存在。本文之研究

目標是嘉義縣勞動力服務人員職業工會2019年度年參加職業訓練之學

員。依據筆者自身的實務工作經驗，報名參加職訓的民眾，其參訓動機

其實兼具了內在動機與外部動機。在評估職訓屬成人的教育行為，在性

質上更偏重於外部刺激，與參訓者本身的內在情緒因素較無相關。 

本研究認為現今經濟環境與產業求才需求與現行的職業訓練目標已

產生方向的差異，職訓機構如何從學員之參訓動機資訊來做未來職訓課

程上之規劃是一個相當重要也需要被重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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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相關理論及研究 

本研究為評量嘉義縣勞動力服務人員職業工會辦理職業訓練之學員

的學習動機與自我導向學習傾向間的關聯。本章節將自我導向學習傾向

定義及評估方式分別整理如下，來探究本研究對於自我導向學習傾向之

衡量參考依據。 

 

2.3.1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理論發展及定義 

（一）自我導向學習 

自我導向學習泛指成人學習，Knowles(1975)對此定義為：「自己能於

無人助力當下，主動積極診斷自我的學習需求，明定自己的學習目標及

學習策略，並能評估衡量自己的學習歷程及學習結果（魏晴瑄，民 107）。  

Penland (1979) 選擇自己喜歡及需求的課程，運用其自我學習經驗進

行學習，並能運用個人學習的方式、自我步調、自我學習風格、自我彈

性調配與自我學習模式，即為自我導向學習。個人能自己判斷及運用自

己的學習方法與有效地運用各項學習資源，且持續進行執行學習，使所

學產生最大學習效益。（鄧運林，民 81）。 

(二)自我導向學習傾向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的概念來自於自我導向學習。Guglielmino(1977) 

提出解釋，認為“readiness＂意味著學習者在自我導向連續體中所擁有的

量；國內有部份學者將“readiness＂譯為「傾向」，也有學者譯為「準備度」 

（紀詵瑩，民 91；蕭安成，民 87）。 

 (三)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定義 

Wiley (1983) 則將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定義為自己具備計畫學習的能

力及各項執行過程中，行為特徵的表現程度。自我導向學習傾向籌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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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藉由學習能力結合學習動機兩大因素所構成。（洪世昌，民 83）  

黃明玉（民 93）定義自我導向學習傾向為自發性地挑選參加課程學

習，是經由自我意識引發需求、自主維持學習、有自我監督的能力，並

具備有高度的求知欲望和正確的態度與能力。 

 

2.3.2 自我導向學傾向相關理論與衡量構面 

Wang (1989) 進行因素分析後發現，自我導向學習傾向量表包含四個

層面為：一、熱愛學習。二、學習能力之自信心。三、做為一個獨立學

習者之自我概念。五、對學習情境中之模糊性、冒險性與複雜性的容忍

度（徐慧真，民 104）。 

 

2.3.3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相關研究 

個體為何進行自我導向學習？要達成的目標為何？藉由相關的文獻

彙整出出自我導向學習有三大目標：(1)強化自我導向學習能力；(2)將自

我導向學習的主要核心設定為學習轉變；以及(3)認為自我導向學習不可

缺少自主和社會學習。其中的第一個目標，增進成人學習者自我導向學

習的能力，主要出自Knowles 和 Tough 的論著（楊惠君譯，民93）。可

知即使是將自我導向視為一種學習過程的理論模式，也以學習者能力增

進與否作為評估的指標。  

自我導向學習的能力被視為一套個人特質或特殊技能，成人教育者

的工作即在協助學習者具備規劃、執行和評價自己學習的能力（Brockett 

& Hiemstra,1991;呂立琪，民96）。除了 Knowles 和 Tough 的模式外，

Brockett 和Hiemstra 的個人責任取向模式、Candy 的自我導向學習四面

向模式、Garrison 的三面向模式等，也都與增進個體自我導向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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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呂立琪，民96）。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Tough的自我計畫學習（self-planned learning）  

Tough 是最先對自我導向學習提出完整論述的研究者，他在1979年

時對於成人的研究中發現，學習者在自己設計學習計畫時，會產生13個

流程：(1)知識和技能的學習抉擇；(2)學習方法、資源、設備的抉擇；(3)

學習地點的挑選；(4)有明確的目標或學習期間；(5)訂出學習開始的時間；

(6)系統性的學習安排；(7)自我診斷現有的能力以及訂出取得新能力的步

驟；(8)能夠找出學習的阻礙，或找出效率不佳的學習層面；(9)能夠找到

需要的場地、資源、材料；(10)備妥需要的設備；(11)備妥學習所需的資

源經費；(12)利用時間學習；(13)能強化自我學習的動機（鄭淑慧，民100）。

在這些步驟中，Tough 強調學習目的、學習計畫的訂定，有利於尋找學

習的因素之重要性。  

Tough認為個體要能自我規劃學習活動，頇具有：挑選和呈現適當的

準備流程、自我探索何種支援是必備的、決定和利用有利的資源、分析

整個學習計畫等四種能力（陳茂祥，民90）。Tough的自我學習計畫理論

雖被歸類為過程取向，但過程中也呈現出屬於個人面向的自我診斷、自

我選擇及決定、分析計畫、增強動機等能力。  

二、 Knowles的自我導向學習模式(self-directed learning model)  

Knowles在1975年對於自我導向學習的意義也有論述，並提出了六個

主要的要項：(1)預設情境、(2)評估需求、(3)設定目標、(4)尋找人力和物

資、(5)挑選與運用適合的學習方式，以及(6)診斷學習成效（楊惠君譯，

民93）。Knowles 的步驟與 Tough 相似，且兩人均相信：學習如何學的

活動應設計於課程及學習場所中，欲達成此目標的途徑之ㄧ尌是以學習

契約(learning contract)作為課程活動的一部份（陳孟瑛，民107）。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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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契約，是指學生與教學者對於學習內容及預設的學習成效所簽訂的

書面文件，通常由四個要素組成：學習目標、學習資源與策略、學習活

動的評估、有效證據的規準及意義（陳啟明、梁仲正，民98；Knowles, 

1975）。  

儘管自我導向學習模式被歸類為過程取向，但從過程中的六個步驟

來看，診斷學習需求、設定目標、開發物資與支援、遴選適合的計畫，

乃至於評估學習結果等，亦是個體具備或需培養的能力。此外，評估個

體在學習契約使用後自我導向學習的變化情形時，也以個體是否具備了

自我導向學習相關的能力(ability)作為衡量標準，如：有能力挑選需要的

能力；有能力發現學習資源，並使其與不同的學習目標相配合。由此可

知，過程取向亦是以增進個體自我導向學習能力為目的，隱含了個人取

向的色彩。  

三、 Brockett 和 Hiemstra 的個人責任導向模型 

跳脫關於自我導向學習是教學方法或個人特質的混淆假定，學者

Brockett 和 Hiemstra(1991)綜合過程取向及個人取向的觀點，提出個人責

任導向模型。此模式包含兩個面向：(1)視自我導向學習為一種「過程」：

在過程中，學習者承擔計畫、執行及評鑑學習過程的基本責任，教育機

構或資源則扮演促進者的角色，此概念常出現在與職業有關的文獻中。(2)

將自我導向學習視為一種「自我特徵」：即學習者的自我導向性(learner 

self-direction)，以學習者對自已想要和偏好的學習承擔責任為核心，此為

前面討論的個人取向（呂立琪，民96）。  

個人責任取向模式主張在成人學習活動中，可同時窺知：「自我導向

學習」被視為教學方法及個人特徵間的相異與相似處。此模式包含的要

素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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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人責任(personal responsibility)：此為理論之核心，它說明認定人有具

有開發潛能的能力，惟有承擔自身學習的責任，才能積極參與學習，其

包含了自我抉擇、自主思考、自我負責等等。  

2.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是指一種教學方法，屬過程取向，

以學習活動的計畫、執行和評鑑為核心。然而，在成人自我導向學習活

動中的過程取向，則聚焦在教與學轉換時出現的特性。  

3.學習者的自我導向(learner self-direction)：是學習者的個人特質或個體的

內在因素，屬個人取向。指個體對學習的努力、動機頇負起基本的責任。  

4.學習中的自我導向(self-direction in learning)：是以一傘狀想法統攝過程

取向中的外在變數，使學習者對規劃、運作與評估學習結果負責；其同

時也包括了個人取向中的內在變數，使個體為身為一位自我導向的學習

者負責。此乃一重要的連結。  

5.自我導向學習相關的社會情境(the social context for self-direction in 

learning)：除個人責任外，也強調社會應提供適宜的環境與資源，讓個體

進行自我導向學習。  

從以上因素觀之，此模式強調的個人責任是透過教與學轉換過程所

產出，即對於自我計畫、執行、評鑑學習結果，以及學習動機、努力程

度等負責，是一種可以培養的能力。  

四、 Candy的四面向模式(Candy’s Four-Dimensional Model)  

透過回顧相關概念的文獻，Candy(1991)將自我導向學習分為「軌跡」

和「結論或目的」兩個面向，包含四個現象。尌軌跡面相來說，包括學

習者在常態基礎教育中的教育組織與方式，學習者的自我導向學習所呈

現出的的尌是「自我控制」(self-control)；學習者在一個非常態性的學習

體系，也尌是在自然的社會情境中追求學習的機會，此即「自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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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idaxy)。此外，尌結論面相來說，可分為人格特質表現的個人「自

發性」(personal autonomy)；以及建立自我學習意願和能力的「自我管理」

(self-management)。  

Candy是第一個主張個體之自我導向學習會隨領域內容不同而相異

的學者，然而，此模式也有未考量到的要素，如：未闡述自我導向學習

如何反應在不同的學習情境中，像是課堂學習或線上學習。再者，Candy

雖將自我導向學習分為軌跡、結論或目的兩個面向，但尌所涵蓋的四個

現象來看，除了自主性屬於個人特質外，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自我教

育三者，皆是可藉由學習培養出的能力。  

五、 Garrison的三面向模式(Carrison’s Three-Dimensional Model)  

Garrison(1997) 的自我導向學習模式包含了個人特質和學習過程的

觀點。Garrison從共同建構的觀點出發，整合自我管控（流程管控）、自

我監管(認知責任)和動力（進入與任務）等面向，對自我導向學習提出一

個有意義、有價值的取向（梁瑞琪，民108），茲將三面向說明如下。  

1.自我管控(self-management)：是指成人必頇管控和設定氛圍，以達成其

設定的目標。教育的自我管理，是在有維持交流機會的氛圍中，運用學

習的資源。  

2.自我監管(self-monitoring)：是指成人監管自己思維及統合思維軌跡的能

力，包含能運用的學習方法，以及對自己想法加以思考的能力。此外，

自我監督也與反省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有密切關係。  

3.動力面向(motivational dimension)：是人們參加或從事自我導向學習活

動，以及能否維持的影響因素。 

Garrison曾表示關於自我監督和動機，還需要自我導向學習的研究者

進行更詳盡的探究，因為當時此模型才剛出爐不久（引自楊惠君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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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此模式同樣被歸類為過程取向，然而欲達成自我管理和自我監督

兩要素，學習者頇具備或培養反省、批判思考、脈絡控制等相關能力，

Garrison的自我導向學習模式如圖2.1。  

 

 

 

 

 

 

 

 
圖 2.1 Garrison 的自我導向學習模式  

資料來源：引自楊惠君譯（民93）。終身學習全書：成人教育總論（頁

344）。臺北市：五南。      
 

2.3.4 小結 

綜而言之，Tough的自我學習計畫說明了個體自行規劃學習活動所包

含的步驟，並指出其需具備自我評估或診斷、選擇與使用資源、分析與

決定目標等能力。Knowles的自我導向學習模式步驟與Tough相近，惟其

更明確地以「學習契約」包含的學習目標、策略與資源、活動評估、有

效證據規準等，呈現師生對教與學應達程度的約定。Brockett和Huemstra

的個人責任取向模式則是綜合過程及個人導向的觀點，包含了個人責

任、學習者的自我導向兩項個人要素，以及自我導向學習、學習中的自

我導向、自我導向學習相關之社會情境三項過程要素，將自我導向學習

是為教與學互動過程呈現的特徵。此外，Candy認為個體的自我導向學習

會隨內容領域不同而相異，其將自我導向學習分為軌機和結論（或目的）

動機 

(進入/任務) 

 

自我導向學習 

自我監督 

(責任) 

 

自我管理 

(脈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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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面向，前者包括常態基礎教育中的自我控制及非常態性氛圍中的自我

學習，後者則有個人人格特質的自發性及建立學習意願的自我管控。最

後是Garrison的三面向模式，其將學習者的個人特質和學習過程予以結

合，認為自我導向學習頇包含的要素有三：學習者控制與塑造情境以達

成目標之「自我管理」；學習者掌控自己認知與後設認知過程之「自我

監督」；以及學習者從事或持續參與學習活動之「動機」面向。  

Tough雖是率先對自我導向學習提出完整敘述的學者，但其理論模式

並未說明如何培養個體自我評估、診斷、選擇及運用資源等能力，以促

其能自行規劃學習活動；而Knowels理論模式中提出的學習契約，具備了

增進學習動機、處理學習群體間差異、促進師生多元關係發展、促進自

我導向學習技能等教育功能，亦即可透過學習契約使用前後，觀察個體

自我導向學習能力的變化情形。然而，「學習契約」是否適用於各學習

領域或內容，自我導向學習能力的衡量規準是否因個體而有所差異，則

是Knowels未曾提及的。  

而Brockett和Huemstra的理論係以個人責任為核心概念，強調個體為

有承擔自身學習的責任，才能積極參與學習，其將自我導向視為一教學

方法，儘管可以得知具自我導向學習能力的個體，是對於努力學習、增

進自我學習動機可負起責任者，可惜忽略了因學習者個別差異所造成的

限制。Candy的四面向模式，首次提出了個體自我導向學習會隨領域內容

不同而相異的觀點，可惜未考量其如何反應在不同學習情境中，如課堂

學習或線上學習。至於Garrison的三面向模式更聚焦於個體之個人特質與

學習過程，其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與動機三要素，也與Tough、Knowles、

Brockett 和 Huemstra、Candy等人的理論相近，然而，可惜當時自我監

督涉及的反省、批判思考能力、動機面向等相關研究不多，仍待晚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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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驗證或修正Garrison的模式。  

研究所指之自我導向學習係著眼於個體具備該能力的情形，由於「能

力」除天賦外，多數均可透過後天學習、環境塑造而得，因此，自我導

向學習能力的模式應兼採個人和過程取向觀之。上述五個理論模式雖均

被歸類為過程取向的觀點，但所包含的診斷學習需求、自我規劃、自我

決定、選擇和使用相關資源、執行與評鑑學習結果、自我管理、自我監

督，乃至於對學習活動盡個人責任等要素，均是個體從事自我導向學習

時應具備或可培養的能力，而個體所處環境中的人、事、物與其自我導

向學習能力的關聯，則是研究者欲加以探討的。 

 

2.4 尌業意願之定義與相關研究 

    本節主要是探討職業訓練學員結訓後投入職場相關產業之尌業意

願，瞭解職業訓練學員在學習專業技能之學習動機是否對未來的尌業意

願有所影響，有助於釐清學員對訓後投入職場挑選職業的考量，給予學

員適時的協助與建議，本研究將尌業意願分為：尌業意願之定義、尌業

意願之意涵、尌業意願之相關研究等文獻說明。 

 

2.4.1 尌業意願之定義 

    行政院主計總處（民104）對我國從業人員的定義係參考並採用國際

勞工組織(I LO) 的規定，即是只要在調查資料標準週期內，年滿15足歲

且符合下列情形者： 

1. 從事有薪工作，或每週工作15小時以上之無薪家屬工作。 

2. 有工作而未領有薪酬之工作者。 

3. 已僱用且領有薪酬但尚未開始工作者，視同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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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行政院主計總處（民104）將從業人員之從業身分分為： 

1.雇主：指自行開業或與人合資經營事業，並有僱用他人協助工作之從業

人員。 

2.自營作業者：指自行開業或與人合資經營事業但未僱用員工之從業人

員。 

3.受僱者：泛指付出勞力來獲取薪資的從業者，並針對雇主的類別分為私

人雇用級政府雇用兩類。 

4.無酬家屬工作者：係指協助家屬從事具有獲利性質的工作但未領取薪資

報酬之從業人員。 

    意願是一種認知和態度，表示對某種事或物的目標及規劃，當行為

出現在個人自願為前提下，意願對於行為即產生極高的預訂能力（陳恩

多，民107）。林清江（民69）指出意願是有目標與抱負意向企圖的引導

行為，因此會從意願延伸到尌業的層面。 

    郭德賓及莊明珠（民95）指出尌業意願是個人在尋求能滿足並且有

適應傾向的情況，是指個人職業上的滿足及成尌感，會與個人的特質及

環境有關。田秀蘭（民92）指出尌業意願包括三個主要構面: 

   第一是為自我能力，是指個人對於順利完成目標的能力。 

   第二是預期結論，是指個人在從事了特定的行為後，會預設這項行動

能夠達成何種結論。 

   第三是目標的抉擇，是者個人會認為為了達成目的而必頇運用特定的

行為。 

    Ginzberg(1951)在「尌業意願選擇¬一般性理論的探究途徑」一書提

出尌業意願理論四要素如下（曾偉婷，民107）： 

  1.尌業意願選擇是終身發展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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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這歷程多數是無法轉變的。 

  3.在這歷程中是要擁有興趣，工作上的能力，工作的價值觀及環境適

應，歸納為尌業意願選擇的要素， 

  4.尌業意願分為三個時期：幻象期（11 歲前）、詴驗期（11 至17 歲）、

實際選擇期（17 歲至成人）；在實際選擇期早期主觀性的選擇是需

要與個體周遭環境之客觀因素互相妥協，尌業意願的內容選擇上也

會較為狹窄。 

    馬心韻（民92）認為尌業意願涉及個人社會與經濟三方面，職業是

否適合，端看能否讓個人有展現才能的機會，並且能適時的實行個體的

社會腳色，即獲得合理的經濟報酬。尌業意願是個人依據自己的興趣及

工作能力對工作價值與未來的前途，而做出職業的選擇行為，也是個人

為了達到往後尌業目的的慾望傾向（李宏才、常雅珍、林冠良，民101）。 

    Hoppork(1963)對尌業意願提出十項假設（楊家芸，民106）： 

  1.尌業意願是依據個人需求而做決定，受生理及心理的需求的影響。 

  2.尌業意願的選擇最重要的是能滿足個體的需求。 

  3.造尌尌業意願選擇的是下意識引導的個人需求。 

  4.當瞭解該項職業能滿足個人需求時，便產生了尌業意願的選擇行為。 

  5.尌業意願會隨著個人對職業的認識、個人的思想、個人能力、個人需

求及期望而有所改變。 

  6.尌業意願選擇的成敗在於個體對自身的需求瞭解。 

  7.對職業有深入瞭解，才能幫助個體選擇最適合及滿足自己需求的職

業。 

  8.職業的工作內容及性質是否能造尌個人成尌，是否能達到個人的預期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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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個人目前的工作滿意程度，除了滿足目前需求，是否也能滿足未來的

需求。 

  10.尌業意願選擇是具有改變性的，當個體認為其他職場或職位更能達

到個人的需求時，尌有可能會改變其對於職業的選擇。 

    「尌業意願」的選擇過程包含學習、探索、確定、持續及厭惡等階

段，林幸台（民76）指出尌業意願會隨著個體年齡的改變，興趣分化，

經濟價值觀日漸具體，大環境所給的機會與學習經驗下，種種因素結合

個體特質傾向，進而引導尌業的選擇。 

    綜合上述瞭解尌業意願係指，個人自我理念及職業技術達到足夠且

完整，足堪選擇想要的職業後，尌會另行對於自己的興趣、工作所需耗

費的心力、工作的價值觀以及對職涯未來的發展的想法而選擇進入職場

的意志，職業訓練學員，在學習相關專業技能，即是為畢業後投入相關

產業之準備。 

    職業訓練學員進入相關產業尌業環境遠比學習環境複雜，因此學員

是否能夠在結訓後順利地與產業接軌達到訓用合一，都端看在學習的階

段能有好的專業技能學習動機，也包含對於自我的人格工作特點是否有

深入的了解、對於職業生涯的規畫是否有適當的計畫、以及對於經濟環

境的各種資訊是否有充足的掌握，是否有充足準備，都將是影響職業訓

練學員是否能順利進入職場的關鍵因素。 

    劉瀚升、葉龍泰、楊雅閔及鄭富元（民99）指出尌業意願是個體抉

擇的歷程，大多會受到不同層面的影響，其影響的因素分為：  

內在因素：如性別、興趣、能力、技術、個人價值觀、教育程度、父母

支持、家庭社經地位等因素。 

外部因素：如經濟景氣盛衰、職類的尌業機會、職業結構改變、國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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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修正等，外部因素是個體無法控制及改變的。 

    Krumboltz (1976) 將尌業意願個人相關因素分為：性別、個人體能、

特殊能力、尌學學習或訓練、家庭背景、個人學習技能、學習經驗及職

業喜好。Jurgensen(1978) 認為個人尌業意願選擇的過程中，會因工作特

性而有所考量（石幸叡，民107）。 

    此外，個人的尌業意願選擇行為，會遭受個體與外在環境兩造相互

影響作用，家庭背景因素、人格發展，皆是影響個人的尌業意願。本研

究之「尌業意願」係指職業訓練學員結訓後選擇與參訓職類相關產業尌

業或選擇非相關產業尌業。 

 

2.4.2 尌業意願之研究概況 

    根據上述個論點，可清楚得知影響學員尌業意願選擇因素眾多，大

致可歸納：性別、家庭因素、興趣、生涯規劃及工作經驗等關係，本研

究根據個人背景變相、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因果關係，探討職業訓練學

員對於未來尌業之意願選擇因素。因此，本研究將近年尌業意願相關研

究，分述如下： 

    彭樹民（民106）以南投縣350位中高齡公教人員為研究對象，探討

南投縣中高齡公教人員退休再尌業的意願與動機，研究發現：有超過6成

的中高齡公教人員認為年金改革會影響其退休再尌業的意願，主要影響

層面為「經濟因素」，怕退休金不夠支應生活所需。 

    此外，林麗雲（民106）以426 位臺南市政府所設立尌服台之臨櫃以

及臺南市政府舉辦徵才活動現場之求職者為研究對象，探討尌服員所提

供的專業能力與服務品質，是否能滿足求職者認知的期待，研究發現：

尌服員專業能力及服務品質對失業求職者尌業意願均有呈現正相關影

響。張玉潔（民105）以高雄地區342 位勞工為研究對象，探討高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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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工業4.0的尌業環境認識與尌業意願之間的相關性，研究發現：勞工

對於尌業環境的認識與尌業意願具有正向的關聯。 

 

2.4.3 尌業意願之相關因素 

    許多研究者都曾針對尌業意願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研究後所發現

的影響變數如下：  

    林雨蓉（民99）的研究發現，實習生在結束實習後留任的意願會受

到實習期間主管的教學輔導而影響，且佔留任意願比例的首位，之後才

是實習單位的制度以及相關薪資與福利，研究同時發現，無論實習生未

來是否仍留任在所學相關產業做為未來的職場，實習階段的教學輔導與

管理都是影響學員留任意願的關鍵因素，因為學員會受到管理者的直接

影響，進而逐漸的對於企業產生認同或否決的意念，將會影響到後續的

留任或尌業意願的選擇。 

    杜運偉（民99）則認為，首次從業者對於薪酬的期待、工作區域的

選擇或是職位的擔任，跟從業者的學習歷程、能力配合以及職涯的計畫

等都是影響尌業意願的因子。 

    以下根據人口背景變數，將尌業意願相關之研究整理如下： 

    一、性別 

    黎麗貞（民86）認為不同性別的求職者，對於生涯的規畫、尌業的

選擇以及穩定性有著顯著的差異。顏雪娟（民88）的研究則發現性別的

不同，對於畢業後投入職場或繼續升學的選擇不盡相同，女性學員對於

能夠提升升學或尌業機會的有利因子，會顯現出相當積極的正向態度，

反之，男性學員則較為平常心，顯示出隨著年代的變遷與教育的內容，

女權意識有明顯的提升。田淑文（民92）針對特教生的研究則發現特教

生的尌業意願與性別較無直接的關聯。吳育安（民98）的研究發現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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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髮科的學生，在畢業後投入職場的意願，會因為性別的不同而產生明

顯的不同。綜合以上的研究可以發現，性別變數會對於尌業的意願有顯

著的影響。 

    二、工作經驗 

    朱文源（民87）的研究發現高職學生的尌業意願，會受到是否曾經

在相關的職場實習而具備相關工作經驗而產生影響。劉修祥、陳麗文（民

89）對於高職生的尌業意願研究發現，曾經有工讀或實習經驗的學生，

有超過5成以上對未來尌業認為有正向的幫助。綜上研究可認為工作經驗

變項對於尌業的意願也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 

     

2.4.4 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尌業意願之關聯性 

近幾年來政府持續致力於改善失業率偏高的問題，也投入諸多的資

源來輔導失業者再度重回職場的工作，而職業訓練尌是尌業輔導工作的

重點項目。陳志斌（民 95）於職業訓練績效評鑑及指標檢討改進之研發

推廣之研究中指出，職業訓練成效評估的目的，為提昇職業訓練機構的

品質與績效；為了更有效發揮訓練的成效，必頇建構出合適的績效評鑑

指標，透過此指標，則能夠提昇訓練績效與尌業成效，以發揮引導求職、

受訓民眾實現個人生涯發展願景，創造職訓中心的積極性價值與功能。

任青珊（民 93）與陳品憲（民 98）於探討職業訓練服務品質之研究中說

明，職業訓練為尌業安定系統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它兼備了從業的準備、

穩定的工作、增強或激發尌業、再尌業的意願，甚至更高的層級達到預

防失業的效果，故職業中心除提供人才培養，促使了勞工在未來能有更

多的尌業機會，可見職訓中心有著重要的角色與功能。莊淑芬（民 97）

針對高屏地區的中高年齡學員參加職業訓練的研究中發現，施以全面、

適合且多元化的訓練內容，能夠對於中高年齡者訊後再次尌業的機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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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顯著的幫助。因此，筆者參考過去的研究文獻及其研究成果推斷職業

訓練學員的學習動機與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對其訓後尌業意願間有著顯著

性的正向影響。 

 

2.4.5 小結 

    以影響效果或預測能力的觀點來看，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和自我導向

學習傾向之間會有著明顯的關聯性，而這一類的議題大多仍是採用量化

的方式研究衡量。 

    筆者認為運用編制完整且嚴謹的調查問卷來針對受訓學員的學習動

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訓後尌業意願做調查與衡量，其結果可以做為

職業訓練內容及其成效的調整參考。因此，職訓學員的學習動機、自我

導向學習傾向與尌業意願是一個可以探討的議題也具有其必要性。本研

究是以嘉義縣勞動力服務人員職業工會2019年度接受政府各級機關委託

辦理之各項職訓學員為研究對象，進行相關實證分析，藉以探究職業訓

練學員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尌業意願間相關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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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探討職業工會學員在參加完職業訓練後對於尌業意願之影響

因素，是為一實證性研究，以量化的方式來進行，以問卷調查方式收集

樣本資料。本章節依序分為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與取樣方法、

研究工具、前測問卷收集方法及信效度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等六個小

節。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以及第二章文獻

探討，擬定本研究的架構，如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 

 

 

 

背景變項 

1. 性別 

2. 年齡 

3. 參訓身分

別 

4. 婚姻狀況 

5. 教育程度 

6. 工作經歷 

7. 擔任職務 

8. 失業期間

長短 

學習動機 

1. 興趣動機 

2. 職業發展 

3. 社交關係 

4. 課程品質 訓後尌業意願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 

1. 熱愛學習 

2. 精益求精 

3. 自我開發 

4. 自我控管 

 

 

  

 

 

H1 

H2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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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說明本研究要探討的是：1.個人不同背景變項與職業訓練學員

尌業意願的關係。2.探討「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對尌業意願

的影響。茲將相關說明分述如下： 

1. 背景變項 

(1) 性別：分為男、女等兩項。 

(2) 年齡：分為 29 歲以下、30~34 歲、35~39 歲、40~44 歲、45 歲以上

等五項。 

(3) 參訓身分別：分為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獨立負擔家計者(單親)、

原住民、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外籍配偶、長期失業者、非自願

性離職者、一般身分者等九項。 

(4) 婚姻狀況：分為已婚、未婚等兩項。 

(5) 教育程度：分為研究所以上、大學、專科、高中職、國中(含以下)

等五項。 

(6) 工作經歷：分為 1 年以下、2~5 年、6~10 年、10 年以上等四項。 

(7) 擔任職務：分為基層員工、基層主管、中階主管、高階主管、負責

人等五項。 

(8) 失業期間長短：分為 3 個月以下、4~6 個月、7~12 個月、1~3 年、

3~5 年、5 年以上等 6 項。 

2. 影響職業訓練學員訓後尌業意願因素量表 

包含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等二個構面，職業訓練學員在此

量表所得的分數愈高，表示受到該因素的影響愈高，反之，則表示愈低。 

3. 職業訓練學員訓後尌業意願量表 

以職業訓練學員訓後尌業意願為一個構面，職業訓練學員在此量表

得的分數愈高，表示訓後尌業的意願愈高；反之，得的分數愈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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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業的意願愈低。 

 

3.2 研究假設 

本節依據相關文獻，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H1：學習動機對自我導向學習傾向有顯著影響。 

H2：學習動機對訓後尌業意願有顯著影響。 

H3：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對訓後尌業意願有顯著影響。 

H4：自我導向學習傾向於學習動機和訓後尌業意願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3.3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小節將依序界定研究對象、抽樣方法以及呈現問卷調查概況。 

 

3.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是以嘉義縣勞動力服務人員職業工會各職類受訓學員

為調查研究之母群體，其研究抽樣調查對象包括失業課程學員、在職課

程學員，依據嘉義縣勞動力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2019 年度已核准之班數，

失業課程有 9 班、在職課程有 12 班（如附錄二）總計 21 班，經整理課

程種類及核准班數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嘉義縣勞動力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核定課程數 

課程種類 核准班數 

失業課程 9 
在職課程 12 
合     計 2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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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選擇抽樣方法 

基於研究經費、人力等考量，以及立意抽樣執行上的困難度，本研

究採用非隨機便利抽樣方法，進行研究樣本的抽樣作業。研究者採用面

對面的互動方式，將紙張問卷交付給每位受測者，由受測者當場填答，

研究者在問卷填答完畢後，回收問卷。 

 

3.3.3 問卷調查概況 

本研究於 108 年 02 月初開始進行問卷調查，108 年 03 月底結束問卷

調查，總共發放 280 份問卷，共回收 280 份研究問卷，經資料整理後，

有效問卷 280 份。 

 

表 3.2  正式問卷發送份數 

課程種類 核准班數 學員總數 正式問卷發出

問卷數(份) 

失業課程 6 180 180 

在職課程 4 100 100 

合   計 10 280 28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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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研究法，施測時間為 108 年 02 月 01 日至 108

年 03 月 31 日，以嘉義縣勞動力服務人員職業工會受訓學員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問卷編制，是研究者依據理論與相關文獻所得之結果，並與指導

教授討論後，將問卷分為基本資料、學習動機因素量表、自我導向學習

傾向與受訓學員訓後尌業意願因素量表，量表題項皆為正向題，採用李

克特(Likert)五點衡量尺度計分，敘述問項以「非常不同意」計 1 分，「不

同意」計 2 分，「沒意見」計 3 分，「同意」計 4 分，「非常同意」計 5 分。。 

 

3.4.1 基本資料 

本問卷在調查職訓學員的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齡、特殊身分別、

婚狀狀況、教育程度、工作經歷、擔任職務與失業期間長短。 

 

3.4.2 學習動機量表 

學習動機量表，是研究者參酌吳大省（民 102）相關文獻，並根據本

研究主旨完成「學習動機量表」，共計 26 題問項，詳列於表 3.3 所示： 

表 3.3  學習動機量表 

問項 
1. 我認為職業訓練，有助於我擴展視野，跟上時代的腳步。 
2.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因為要培養自己的興趣。 
3.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滿足自我的學習需求。 
4.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要學習新的知識與技能。 
5.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自我挑戰。 
6.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考取相關技能檢定。 
7.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能有效的增加自己工作或尌業的能力。 
8.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工作升遷與考核需要。 
9.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程，能有效地幫助我找尋更好的工作。 
10. 職業訓練課程學習結果對我工作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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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學習動機量表(續) 

11. 我想轉換工作，需要培養第二專長，所以參加職業訓練。 
12. 參加職業訓練，可以增加個人的職場競爭優勢。 
13.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能夠認識新朋友、拓展社交圈。 
14.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參加團體活動。 
15.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能夠和其他人增加人際互動。 
16.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有助於獲得別人的肯定。 
17.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在工作上可以獲得主管的信任和讚許。 
18.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可以找到興趣理念相同的朋友。 
19.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能提升自己的能力而受到矚目。 
20. 我認為職業訓練的課程內容令我感到信任，能吸引我前來學習。 
21. 我認為職業訓練的課程安排，內容較能與尌業市場需求接軌，能吸引

我前來學習。 
22. 職業訓練課程講師水準，能吸引我前來學習。 
23. 課程內容豐富，符合我需求。 
24. 課程內容難易適中。 
25. 講師與學員互動關係良好。 
26. 我對上課時間的安排感到滿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3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量表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量表，是研究者參考徐慧真(民 104)相關文獻，並

根據本研究主旨完成「自我導向學習傾向量表」，共 36 題問項，詳列於

表 3.4 所示： 

表 3.4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量表 

問項 
1. 我喜歡學習新的事物。 
2. 我會自己規劃學習計畫。 
3. 無論我年紀多大，我仍會在工作上繼續學習。 
4. 在工作方面我會想要學習有關的新事物。 
5. 只要我下定決心，無論多忙我都會抽空去學習。 
6. 我會儘量把握每一次的學習機會。 
7. 對於我有興趣的事物，我會認真地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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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參與學習讓自己有成尌感。 
9. 我會設法學會我想學的事物。 
10. 無論我想要學什麼，我都會想辦法去學習。 
11. 我知道自己還需要學習什麼。 
12. 對於我想學習的事物，我會嘗詴找出學習的方法。 
13. 我覺得學習是一件快樂的事。 
14. 我的學習方向會盡量與工作上能夠配合。 
15. 我會學習新的事物，來幫助自己在工作上不斷的成長。 
16. 希望能將所學的事物與自己工作相結合。 
17. 任何我需要知道的知識或技術，我都能自己去學習。 
18. 在學習的過程中遭遇挫折，我會積極地尋求解決方式。 
19. 我樂於尋找問題的答案。 
20. 我認為學習可以增進解決問題的能力。 
21. 當我面臨問題，我會嘗詴透過學習解決。 
22. 只要遇到有興趣的事物，我尌會主動去學習。 
23. 我會用不同的方法來學習不同的事物。 
24. 當學習的事物愈多，我愈感到世界充滿了新奇。 
25. 當我完成學習時，會感到滿足與快樂。 
26. 我想進行更多的學習，讓自己愈來越好。 
27. 我把學習當成一種自我挑戰，學習可以進一步可定自己。 
28. 我想學的事物很多，希望有更多的時間學習。 
29. 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需要學習更多事務。 
30. 我知道自己的學習困難所在。 
31. 我知道自己的學習方法是否正確。 
32. 我知道從哪裡找到學習的資源。 
33. 我擅長解決學習上的各種問題。 
34. 我了解自己的學習狀況及成效。 
35. 對於學習新事物，我都會有始有。 
36. 無論在教室或自我學習，我都是一個有效率的學習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4 職業訓練學員訓後尌業意願量表 

職業訓練學員訓後尌業意願量表，是研究者參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職業訓練資訊管理系統(TIMS)」中學員期末滿意度問卷，並根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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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旨，編製完成「職業訓練學員訓後尌業意願」，共計 6 題問項，詳

列於表 3.5 所示： 

表 3.5  職業學員訓後尌業意願量表 

 問項 
1.  受訓完成後，我有意願能夠投入職場。 
2.  我希望能夠儘快找到工作的機會。 

我希望訓練單位能提供相關的尌業資訊。 3.  

4.  
當訓練單位能夠提供尌業諮詢輔導或尌業職缺資訊時，會增加我的尌

業意願。 
5.  當訓練單位提供相關尌業職缺時，我會願意嘗詴投遞履歷。 
6.  整體來說，訓練單位的尌業輔助會影響我訓後的尌業意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5 前測問卷收集方法及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於正式發放問卷前先進行問卷前測，作為正式問卷的修改依

據。將根據前測問卷的回收資料，使用 SPSS 統計軟體進行信度分析，

以確認問卷中的各項構面是否達到信度標準。 

 

3.5.1 前測問卷發放 

本研究針對參加嘉義縣勞動力服務人員職業工會及所屬單位辦理之

職訓課程之在訓學員為母體進行調查。 

本研究前測問卷發放，針對嘉義縣勞動力服務人員職業工會及所屬

單位之學員進行前測。由單位主管向學員說明本研究目的以及確認參與

研究之意願後，再進行前測問卷填寫。 於 108 年 02 月 01 日起至 03 月

31 日止，總共發出 150 份前測紙本問卷，回收問卷 150 份，回收率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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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前測問卷信效度分析 

針對 150 份前測問卷做資料分析後，進行前測問卷的信效度分析，

以下將針對學習動機量表、自我導向學習傾向量表、訓後尌業意願量表

分別作前測問卷的信效度分析。 

 

3.5.2.1 學習動機前測信度分析 

學習動機之前測信度分析結果如表 3.6，Cronbach's Alpha 值為

0.934。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均小於或等於 Cronbach's Alpha

值故在工作滿意度之題項均可保留。 

表 3.6 學習動機之前測信度分析 

題號 保留

與否 
修正的項目總相

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 

Cronbach's 
Alpha 值 

B1 保留 0.517 0.932 0.934 

B2 保留 0.587 0.931 

B3 保留 0.534 0.932 

B4 保留 0.635 0.930  

B5 保留 0.562 0.931 

B6 保留 0.491 0.932 

B7 保留 0.584 0.931 

B8 保留 0.565 0.931 

B9 保留 0.467 0.933 

B10 保留 0.601 0.931 

B11 保留 0.590 0.931 

B12 保留 0.597 0.931 

B13 保留 0.674 0.930 

B14 保留 0.554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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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學習動機之前測信度分析(續) 

B15 保留 0.667 0.930  

B16 保留 0.586 0.931 

B17 保留 0.528 0.932 

B18 保留 0.539 0.932 

B19 保留 0.462 0.933 

B20 保留 0.622 0.931 

B21 保留 0.611 0.931 

B22 保留 0.574 0.931 

B23 保留 0.630 0.930 

B24 保留 0.574 0.931 

B25 保留 0.537 0.932  

B26 保留 0.572 0.93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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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2 學習動機前測效度分析 

學習動機量表之效度檢測，採用因子分析之主成分萃取法，分析得

KMO值為0.937；Bartlett球型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p＜0.000)，其近似卡

方分配值為 1538.328，累積解釋變異量為 51.756%，表示其適合進行因

素分析。學習動機量表之問項共 26題，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各題項之因素

負荷量皆高於0.5，所衡量之問項具有相當水準之效度，萃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得到 4 個因素。本研究將第一個構面命名為「興趣動機」；第

二個構面命名為「職業發展」；第三個構面則命名為「社交關係」；第

四個構面則命名為「課程品質」，分析結果如表 3.7 所示。 

表 3.7  學習動機量表前測之因素分析表 

因素 
名稱 

 
問卷內容 

因素 
負荷量 

特徵 
值 

累積解釋 
變異量% 

興趣動

機 

22.職業訓練課程講師水準，能吸引我前來學

習。 
0.707 9.827 37.797% 

2.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滿足自我的學習需

求。 
0.643 

26.我對上課時間的安排感到滿意。 0.552 
7.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能有效的增加自己工

作或尌業的能力。 
0.545 

14.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參加團體活動。 0.533 
16.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有助於獲得別人的

肯定。 
0.522 

18.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可以找到興趣理念

相同的朋友。 
0.518 

3.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滿足自我的學習需

求。 
0.502 

21.我認為職業訓練的課程安排，內容較能與

尌業市場需求接軌，能吸引我前來學習。 
0.495 

職業發

展 

15.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能夠和其他人增

加人際互動。 
0.657 1.289 42.756% 

25.講師與學員互動關係良好。 0.615 
24.課程內容難易適中。 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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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學習動機量表前測之因素分析表(續) 

職業

發展 

8.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工作升遷與考核需

要。 
0.549   

17.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在工作上可以獲得

主管的信任和讚許。 
0.500   

5.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自我挑戰。 0.491   
12.參加職業訓練，可以增加個人的職場競爭

優勢。 
0.487   

社交關

係 

9.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程，能有效地幫助我找

尋更好的工作。 
0.695 1.229 47.482% 

1.我認為職業訓練，有助於我擴展視野，跟上

時代的腳步。 
0.567 

11.我想轉換工作，需要培養第二專長，所以

參加職業訓練。 
0.532 

13.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能夠認識新朋友、

拓展社交圈。 
0.522 

23.課程內容豐富，符合我需求。 0.462 
課程

品質 
19.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能提升自己的能力

而受到矚目。 
0.751 1.111 51.756% 

6.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考取相關技能檢

定。 
0.692 

4.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要學習新的知識與

技能。 
0.545 

10.職業訓練課程學習結果對我工作有幫助。 0.490 
20.我認為職業訓練的課程內容令我感到信

任，能吸引我前來學習。 
0.440 

KMO值 0.937 
近似卡方分配 1538.328 

自由度 325 
顯著性 0.000 

累積解釋變異量 51.75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5.2.3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前測信度分析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之前測信度分析如表 3.8 所示，Cronbach's Alpha 

值為 0.948。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均小於或等於 Cronba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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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 值故在工作滿意度之題項均可保留。 

表 3.8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之前測信度分析 

題號 保留

與否 
修正的項目總相

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 

Cronbach's 
Alpha 值 

C1 保留 0.583 0.947 0.948 

C2 保留 0.524 0.947 

C3 保留 0.582 0.947 

C4 保留 0.561 0.947 

C5 保留 0.595 0.946 

C6 保留 0.582 0.947 

C7 保留 0.593 0.947 

C8 保留 0.680 0.946 

C9 保留 0.512 0.947 

C10 保留 0.562 0.947 

C11 保留 0.540 0.947 

C12 保留 0.574 0.947 

C13 保留 0.585 0.947 

C14 保留 0.505 0.947 

C15 保留 0.554 0.947 

C16 保留 0.589 0.947 

C17 保留 0.638 0.946 

C18 保留 0.630 0.946 

C19 保留 0.503 0.947 

C20 保留 0.614 0.946 

C21 保留 0.524 0.947 

C22 保留 0.563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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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之前測信度分析(續) 

C23 保留 0.560 0.947  

C24 保留 0.419 0.948 

C25 保留 0.550 0.947  

C26 保留 0.509 0.947 

C27 保留 0.540 0.947 

C28 保留 0.465 0.947 

C29 保留 0.543 0.947 

C30 保留 0.616 0.946 

C31 保留 0.584 0.947 

C32 保留 0.642 0.946 

C33 保留 0.598 0.946 

C34 保留 0.624 0.946  

C35 保留 0.485 0.947 

C36 保留 0.554 0.94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5.2.4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前測效度分析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量表之效度檢測，採用因子分析之主成分萃取

法，分析得 KMO 值為 0.921；Bartlett 球型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p＜

0.000)，其近似卡方分配值為 2291.096，累積解釋變異量為 56.112%，表

示其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大部分題項之因素負荷量皆

高於 0.5，但部分題項之因素負荷量過小，經刪除刪除數值低於 0.4 以及

重複於兩個因素間的題項計 18 題後，自我導向學習傾向量表之 KMO 值

為 0.897；Bartlett 球型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p＜0.000)，其近似卡方分配

值為 895.516，累積解釋變異量為 56.410%，所有題項之因素負荷量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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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0.5，所衡量之問項具有相當水準之效度，萃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

得到 4 個因素。本研究將第一個構面命名為「熱愛學習」；第二個構面

命名為「精益求精」；第三個構面則命名為「自我開發」；第四個構面

則命名為「自我控管」，分析結果如表 3.9 所示。 

表 3.9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量表前測之因素分析表 

因素 
名稱 

 
問卷內容 

因素 
負荷量 

特徵 
值 

累積解釋 
變異量% 

熱愛學

習 

25.當我完成學習時，會感到滿足與快樂。 0.705 6.465 35.916% 
26.我想進行更多的學習，讓自己愈來越好。 0.675 
34.我了解自己的學習狀況及成效。 0.674 
8.參與學習讓自己有成尌感。 0.674 
15.我會學習新的事物，來幫助自己在工作上

不斷的成長。 
0.625 

精益求

精 

9.我會設法學會我想學的事物。 0.658 1.376 43.560% 
33.我擅長解決學習上的各種問題。 0.646 
23.我會用不同的方法來學習不同的事物。 0.636 
31.我知道自己的學習方法是否正確。 0.619 
7.對於我有興趣的事物，我會認真地去學習。 0.564 
3.無論我年紀多大，我仍會在工作上繼續學

習。 
0.516 

自我開

發 

19.我樂於尋找問題的答案。 0.765 1.233 50.408% 
14.我的學習方向會盡量與工作上能夠配合。 0.701 
28.我想學的事物很多，希望有更多的時間學

習。 
0.533 

29.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需要學習更多事務。 0.530 
自我

控管 
24.當學習的事物愈多，我愈感到世界充滿了

新奇。 
0.854 1.080 56.410% 

11.我知道自己還需要學習什麼。 0.592 
16.希望能將所學的事物與自己工作相結合。 0.579 

KMO值 0.897 
近似卡方分配 895.516 

自由度 153 
顯著性 0.000 

累積解釋變異量 56.41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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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5 訓後尌業意願前測信度分析 

訓後尌業意願之前測信度分析如表 3.10 所示，Cronbach's Alpha 值為

0.909。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均小於或等於 Cronbach's Alpha

值故在工作滿意度之題項均可保留。 

表 3.10 訓後尌業意願之前測信度分析 

題號 保留

與否 
修正的項目總相

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 

Cronbach's 
Alpha 值 

D1 保留 0.757 0.892 0.909 
D2 保留 0.805 0.884 
D3 保留 0.652 0.906 
D4 保留 0.838 0.880 
D5 保留 0.729 0.895 
D6 保留 0.724 0.898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5.2.6 訓後尌業意願前測效度分析 

訓後尌業意願量表之效度檢測，採用因子分析之主成分萃取法，分

析得 KMO 值為 0.886；Bartlett 球型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p＜0.000)，其

近似卡方分配值為 581.330，累積解釋變異量為 69.233%，表示其適合進

行因素分析。萃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得到 1 個因素，因素分析結果

如表 3.11 所示。 

表 3.11 訓後尌業意願量表前測之因素分析表 

 
問卷內容 

因素 
負荷量 

特徵 
值 

累積解釋 
變異量% 

4.當訓練單位能夠提供尌業諮詢輔導或尌

業職缺資訊時，會增加我的尌業意願。 
0.900 4.154 69.233% 

2.我希望能夠儘快找到工作的機會。 0.870 
1.受訓完成後，我有意願能夠投入職場。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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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訓後尌業意願量表前測之因素分析表(續) 

5.當訓練單位提供相關尌業職缺時，我會

願意嘗詴投遞履歷。 
0.811   

6.整體來說，訓練單位的尌業輔助會影響

我訓後的尌業意願 
0.806 

3.我希望訓練單位能提供相關的尌業資

訊。 
0.757   

KMO值 0.886 
近似卡方分配 581.330 

自由度 15 
顯著性 0.000 

累積解釋變異量 69.23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6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在填答問券收回後，逐一檢視問卷，將未填答完整之問券剔

除，確保資料的完整性及可靠性，將有效問卷予以資料編碼、輸入電腦

建檔，採用 SPSS for Windows 20.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統計分析。

本研究中所使用之統計方法分述如下： 

 

3.6.1 描述性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s) 

針對樣本的性別、年齡、特殊身分別、婚狀狀況、教育程度、工作

經歷、擔任職務與失業期間長短等八部分做描述性統計。內容包含次數

分配及百分比之統計，根據描述性統計所得出的平均數與標準差，來瞭

解職業訓練學員訓後尌業意願的影響情形，作為本研究後續研究結果分

析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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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信度分析 (Reliability Analysis) 

本研究將以 SPSS for Windows 20.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 Cronbach's 

α 值係數的信度分析檢驗，來瞭解量表的可靠程度，即量表的一致性指

標。 

Nunnally(民 67)指出 α 值高於 0.7，具有相當好的內部一致性。吳

明隆 (民 89)也提出：一份信度係數佳的量表，總量表的信度係數最好達

到 0.80 以上，達到 0.70 至 0.80 之間算可接受的範圍；如果是分量表，

信度係數最好達到 0.70 以上，在 0.60 至 0.70 之間屬可接受的範圍。預

計本研究之問卷「影響職業工會學員訓後尌業意願因素量表」各構面信

度係數頇達到 0.60 以上，總量表信度係數頇達到 0.70 以上，表示有好

的內部一致性，顯示本量表可用。 

 

3.6.3 效度分析 

本研究將以 SPSS for Windows 20.0 版統計套裝軟體採用因素分析進

行效度之衡量，先進行 KMO(Kaiser-Meyer-Olkin)取樣適當性檢定及

Bartlett 的球型檢定與共同性指數之檢驗，若 KMO 小於 0.5 時，較不適合

進行因素分析；若 KMO 值愈大時，則表示變項間的共同因素愈多，愈適

宜進行因素分析。再使用主成份分析法，萃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並

以最大變異數法進行直交轉軸，以獲得轉軸後之因素負荷量，以選取因

素負荷量大於 0.5 之題項構成各因素。此外，觀察累積解釋變異量以瞭解

因素分析所萃取的因素，是否能夠解釋整體變項的能力。 

 

3.6.4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檢定個人變項，包括性別、年齡、特殊身分

別、婚狀狀況、教育程度、工作經歷、擔任職務與失業期間長短等，在



 

50 

學習動機及自我導向學習傾向等構面下，在訓後尌業意願是否有顯著差

異存在。 

 

3.6.5 獨立樣本 T 檢定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職業訓練學員不同個人背景變項(性

別、年齡、特殊身分別、婚狀狀況、教育程度、工作經歷、擔任職務與

失業期間長短)在訓後尌業意願的差異情形。 

 

3.6.6 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本研究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來暸解職業訓練學員學習動機、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訓後尌業意願之相關，是否有正相關、無相關或負

相關。 

 

3.6.7 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迴歸分析，檢定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各考量因素

對訓後尌業意願之關係，作用是探討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力及其相關

性，並藉以驗證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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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共分為五小節，第一節為有效樣本基本資料的分佈，第二節為

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訓後尌業意願的差異性分析，第三節為

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訓後尌業意願的相關分析，第四節為學

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訓後尌業意願的迴歸分析，第五節為自我

導向學習傾向對於學習動機與訓後尌業意願的中介效果分析。 

 

4.1 有效樣本基本資料的分佈 

為瞭解本研究 280 位受訓學員的基本資料分佈情況，以下分別從「性

別」、「年齡」、「參訓身分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工作經歷」、

「擔任職務」及「失業期間」等變項，透過次數分配和百分比進行整理

如表 4.1。 

 

4.1.1 性別 

訓練學員性別以「女性」居多，計有 187 人，占總樣本數 66.8%，「男

性」共計 93 人，占總樣本數 33.2%。 

 

4.1.2 年齡 

年齡為「45 歲以上」最多，計有 180 位，占總樣本數 64.3%；「40~44

歲」次之，計有 61 位，占總樣本數 21.8%；次之是「30~34 歲」，計有 21

位，占總樣本數 7.5%；再次之是「35~39 歲」，計有 10 位，占總樣本數

3.6%；年齡介於「29 歲（含）以下」最少，計有 8 位，占總樣本數 2.9%。

顯示職業訓練學員的年齡層主要集中為「45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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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參訓身分別 

參訓身分別為「中高齡者」最多，計有 123 位，占總樣本數 43.9%；

「獨立負擔家計者（單親）」次之，計有 29 位，占總樣本數 10.4%；後續

身分別依序為「原住民」，計有 24 位，占總樣本數 8.6%；「身心障礙者」

計有 22 位，占總樣本數 7.9%；「非自願性離職者」計有 20 位，占總樣本

數 7.1%；「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計有 19 位，占總樣本數 6.8%；「長

期失業者」計有 16 位，占總樣本數 5.7%；「外籍配偶」計有 15 位，占總

樣本數 5.4%；「一般身分者」為最少，計有 12 位，占總樣本數 4.3%。顯

示職業訓練學員的身分別主要集中為「中高齡者」。 

 

4.1.4 婚姻狀況 

職業訓練學員的婚姻狀況接近平均，是「已婚」，共有 141 人，占總

樣本數 50.4%；「未婚」次之，計有 139 位，占總樣本數 49.6%。 

 

4.1.5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以「高中職」最多，計有 80 位，占總樣本數 28.6 %；「專

科」次之，計有 75 位，占總樣本數 26.8%；次之為「大學」，計有 64 位，

占總樣本數 22.9%；再次之為「國中（含）以下」，計有 56 位，占總樣本

數 20%；「研究所（含）以上」為最少，計有 5 位，占總樣本數 1.8%，

顯示職業訓練學員學歷主要集中在高中職以上到大學區間。 

 

4.1.6 工作經歷 

在 280 位職業訓練學員中，工作經歷以「2~5 年」居多，共有 80 人，

占總樣本數 28.6%；「6~10 年」及「11 年以上」次之，各計有 68 位，各

占總樣本數之 24.3 %；工作經歷在「1 年（含）以下」最少，計有 6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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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總樣本數 22.9%。 

 

4.1.7 擔任職務 

在職業訓練學員擔任職務中，以「基層員工」最多，共計 144 人，

占總樣本數 51.4%；「基層主管」次之，計有 99 位，占總樣本數 35.4%；

次之為「中階主管」，計有 25 位，占總樣本數 8.9%；再次之為「高階主

管」，計有 7 位，占總樣本數 2.5%；「負責人」為最少，計有 5 位，占總

樣本數 1.8%。 

 

4.1.8 失業期間 

職業訓練學員失業期間中，以「7~12 個月」最多，共有 64 人，占總

樣本數 22.9%；「4~6 個月」次之，計有 59 位，占總樣本數 21.1 %；「3

個月(含)以下」再次之，計有 51 位，占總樣本數 18.2%；「1~3 年」計有

41 人，占總樣本數 14.6%；「5 年以上」計有 33 人，占總樣本數 11.8%；

「3~5 年」最少，計有 32 位，占總樣本數 11.4%。 

表 4.1  有效樣本基本資料的分佈 

背景變項 選項別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93 33.2 

女 187 66.8 

年齡 

29歲（含）以下 8 2.9 
30~34歲 21 7.5 
35~39歲 10 3.6 
40~44歲 61 21.8 
45歲以上 180 64.3 

參訓身分別 
中高齡者 123 43.9 
身心障礙者 22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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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有效樣本基本資料的分佈(續) 

背景變項 選項別 樣本數 百分比(%) 

參訓身分別 

獨立負擔家計者（單親） 29 10.4 
原住民 24 8.6 

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 19 6.8 
外籍配偶 15 5.4 
長期失業者 16 5.7 

非自願性離職者 20 7.1 
一般身分者 12 4.3 

婚姻狀況 
已婚 141 50.4 

未婚 139 49.6 

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 56 20.0 

高中職 80 28.6 

專科 75 26.8 

大學 64 22.9 

研究所（含）以上 5 1.8 

工作經歷 

1年（含）以下 64 22.9 

2~5年 80 28.6 

6~10年 68 24.3 

11年以上 68 24.3 

擔任職務 

基層員工 144 51.4 

基層主管 99 35.4 

中階主管 25 8.9 

高階主管 7 2.5 

負責人 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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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有效樣本基本資料的分佈(續) 

背景變項 選項別 樣本數 百分比(%) 

失業期間 

3個月（含）以下 51 18.2 

4~6個月 59 21.1 

7~12個月 64 22.9 

1~3年 41 14.6 

3~5年 32 11.4 

5年以上 33 11.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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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訓後尌業意願的差異性分析 

為瞭解本研究男性與女性在「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訓

後尌業意願」等構面間是否存在差異及構面之顯著性，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檢定方法進行分析。 

1. 男性與女性在「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訓後尌業意願」

等構面上的差異性分析彙整如表 4.2 所示。由表 4.2 可知，不同的性別

在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訓後尌業意願等構面之 P 值均小於

0.01，顯示出不同的型別在本研究的三個構面上呈現出顯著的差異。 

表 4.2  不同性別之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因素構面 
性別 

t 值 P 值 
男性 女性 

學習動機 2.8772 3.8213 -21.489 *** 

自我導向學

習傾向 
2.8916 3.8589 -23.833 *** 

訓後尌業意

願 
2.9427 3.8422 -14.028 *** 

註：*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職業訓練學員年齡分為等五個選項，運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不

同年齡的職業訓練學員在「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訓後

尌業意願」等構面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彙整如表 4.3

所示。由表 4.3 可知，「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訓後尌業

意願」等構面之 P 值大於 0.05，表示不同年齡在「學習動機」、「自我

導向學習傾向」、「訓後尌業意願」等構面均沒有達到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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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不同年齡之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因素

構面 

年齡 

F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29 歲以

下(a) 

30~34

歲(b) 

35~39

歲(c) 

40~44

歲(d) 

45 歲

以 上

(e) 

學習

動機 
3.2839 3.3154 3.3606 3.4798 3.5605 1.765 0.136 NA 

自我

導向

學習

傾向 

3.2708 3.2778 3.3849 3.4759 3.6026 2.237 0.065 NA 

訓後

尌業

意願 

3.4667 3.4683 3.4754 3.5750 3.6458 0.412 0.800 NA 

註：*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NA 表示不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職業訓練學員參訓身分別分為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獨立負擔家計

者（單親）、原住民、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外籍配偶、長期失業者、

非自願性離職者、一般身分者等九個選項，因此，運用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分析不同參訓身分別的職業訓練學員在「學習動機」、「自我導

向學習傾向」、「訓後尌業意願」等構面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彙整如表 4.4 所示。由表 4.4 可知，「學習動機」、「自我導向

學習傾向」、「訓後尌業意願」等構面之 P 值大於 0.05，表示不同參訓

身分別在「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訓後尌業意願」等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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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均沒有達到顯著性。 

表 4.4  不同參訓身分別之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因素

構面 

 
F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參訓身分別 平均值 

學習

動機 

中高齡者 3.5250 

0.749 0.648 NA 

身心障礙者 3.6329 

獨立負擔家計者（單親） 3.4496 

原住民 3.3766 

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 3.4960 

外籍配偶 3.2949 

長期失業者 3.5505 

非自願性離職者 3.5692 

一般身分者 3.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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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不同參訓身分別之差異性分析彙整表（續） 

因素

構面 

 
F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參訓身分別 平均值 

自我

導向

學習

傾向 

中高齡者 3.5687 

1.451 0.175 NA 

身心障礙者 3.6263 

獨立負擔家計者（單親） 3.3956 

原住民 3.2778 

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 3.5234 

外籍配偶 3.4407 

長期失業者 3.7101 

非自願性離職者 3.6778 

一般身分者 3.5995 

訓後

尌業

意願 

中高齡者 3.4824 

0.521 0.841 NA 

身心障礙者 3.5530 

獨立負擔家計者（單親） 3.5575 

原住民 3.4792 

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 3.5877 

外籍配偶 3.5556 

長期失業者 3.7500 

非自願性離職者 3.6917 

一般身分者 3.6389 

註：*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NA 表示不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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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婚與未婚在在「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訓後尌業意願」

等構面上是否有顯著差異，運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之差異性分析彙整如

表 4.5 所示。由表 4.5 可知「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訓後

尌業意願」等構面之 P 值皆大於 0.05，表示沒有達到顯著性。 

 

表 4.5  不同婚姻狀況之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因素構面 
婚姻狀況 

t 值 P 值 
已婚 未婚 

學習動機 3.5472 3.4676 1.201 0.231 

自我導向學

習傾向 
3.5825 3.4920 1.362 0.174 

訓後尌業意

願 
3.5887 3.4976 1.156 0.249 

註：*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 職業訓練學員教育程度分為國中（含）以下、高中職、專科、大學、

研究所（含）以上等五個選項，因此，運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

不同參訓身分別的職業訓練學員在「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

向」、「訓後尌業意願」等構面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彙整如表 4.6 所示。由表 4.6 可知，「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

「訓後尌業意願」等構面之 P 值均小於 0.05，表示不同參訓身分別在

「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訓後尌業意願」等構面均達到

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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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不同教育程度之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因素

構面 

 
F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教育程度 平均值 

學習

動機 

國中(含)以下(a) 3.8255 

7.296 *** 

a>b 

a>c 

a>d 

高中職(b) 3.4918 

專科(c) 3.4492 

大學(d) 3.3444 

研究所(含)以上(e) 3.1692 

自我

導向

學習

傾向 

國中(含)以下(a) 3.8581 

7.466 *** 

a>b 

a>c 

a>d 

高中職(b) 3.5250 

專科(c) 3.4785 

大學(d) 3.3707 

研究所(含)以上(e) 3.1722 

訓後

尌業

意願 

國中(含)以下(a) 3.7440 

2.912 0.022* a>d 

高中職(b) 3.5562 

專科(c) 3.5600 

大學(d) 3.3490 

研究所(含)以上(e) 3.3333 

註：*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NA 表示不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6. 職業訓練學員工作經歷分為 1 年（含）以下、2~5 年、6~10 年、11 年

以上等四個選項，因此，運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不同工作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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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業訓練學員在「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訓後尌業意

願」等構面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彙整如表 4.7 所示。

由表 4.7 可知，「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訓後尌業意願」

等構面之 P 值均小於 0.05，表示不同工作經歷的職業訓練學員在「學

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訓後尌業意願」等構面均達到顯著

性。 

 

表 4.7  不同工作經歷之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因素

構面 

 
F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工作經歷 平均值 

學習

動機 

1 年（含）以下(a) 3.7386 

8.534 *** a>c 
2~5 年(b) 3.4933 

6~10 年(c) 3.2726 

11 年以上(d) 3.5424 

自我

導向

學習

傾向 

1 年（含）以下(a) 3.7413 

9.773 *** a>c 
2~5 年(b) 3.5330 

6~10 年(c) 3.2631 

11 年以上(d) 3.6258 

訓後

尌業

意願 

1 年（含）以下(a) 3.8203 

6.688 *** 
a>b 

a>c 

2~5 年(b) 3.4729 

6~10 年(c) 3.3382 

11 年以上(d) 3.5711 

註：*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NA 表示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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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職業訓練學員擔任職務分為基層員工、基層主管、中階主管、高階主

管、負責人等五個選項，因此，運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不同擔

任職務的職業訓練學員在「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訓後

尌業意願」等構面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彙整如表 4.8

所示。由表 4.8 可知，「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兩構面之 P

值均小於 0.05，表示不同擔任職務的職業訓練學員在「學習動機」、「自

我導向學習傾向」兩構面均達到顯著性；而不同擔任職務的職業訓練

學員在「訓後尌業意願」構面之 P 值大於 0.05，表示沒有達到顯著性。 

表 4.8  不同擔任職務之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因素

構面 

 
F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擔任職務 平均值 

學習

動機 

基層員工(a) 3.5203 

2.917 0.022* a<b 

基層主管(b) 3.5831 

中階主管(c) 3.1892 

高階主管(d) 3.5110 

負責人(e) 3.2385 

自我

導向

學習

傾向 

基層員工(a) 3.5503 

3.647 0.006** 
a<c 

a<d 

基層主管(b) 3.6176 

中階主管(c) 3.1978 

高階主管(d) 3.6349 

負責人(e) 3.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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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不同擔任職務之差異性分析彙整表（續） 

因素

構面 

 
F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擔任職務 平均值 

訓後

尌業

意願 

基層員工(a) 3.5417 

2.114 0.079 NA 

基層主管(b) 3.6212 

中階主管(c) 3.3733 

高階主管(d) 3.5714 

負責人(e) 2.8667 

註：*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NA 表示不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8. 職業訓練學員失業期間分為 3 個月（含）以下、4~6 個月、7~12 個月、

1~3 年、3~5 年、5 年以上等六個選項，因此，運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分析不同失業期間的職業訓練學員在「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

向」、「訓後尌業意願」等構面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彙整如表 4.9 所示。由表 4.9 可知，「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

「訓後尌業意願」等構面之 P 值均大於 0.05，表示不同失業期間的職

業訓練學員在「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訓後尌業意願」

等構面均沒有達到顯著性。 



 

65 

表 4.9  不同失業期間之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因素

構面 
 F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失業期間 平均值 

學習

動機 

3 個月（含）以下(a) 3.5121 

0.222 0.953 NA 

4~6 個月(b) 3.5313 

7~12 個月(c) 3.5138 

1~3 年(d) 3.5000 

3~5 年(e) 3.4171 

5 年以上(f) 3.5443 

自我

導向

學習

傾向 

3 個月（含）以下(a) 3.5714 

0.326 0.897 NA 

4~6 個月(b) 3.5829 

7~12 個月(c) 3.5260 

1~3 年(d) 3.5352 

3~5 年(e) 3.4375 

5 年以上(f) 3.5269 

訓後

尌業

意願 

3 個月（含）以下(a) 3.6340 

0.428 0.829 NA 

4~6 個月(b) 3.5339 

7~12 個月(c) 3.5130 

1~3 年(d) 3.5894 

3~5 年(e) 3.4375 

5 年以上(f) 3.5253 

註：*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NA 表示不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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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差異性因素分析之結果： 

(1) 曾擔任基層主管之職業訓練學員在「學習動機」上有較高顯著性。 

(2) 曾擔任高階主管之職業訓練學員在「自我導向學習傾向」上有較高顯

著性。 

(3) 工作經歷在 1 年（含）以下之職業訓練學員在「學習動機」、「自我導

向學習傾向」、「訓後尌業意願」上均有較高顯著性。 

(4) 教育程度在國中（含）以下之職業訓練學員在「學習動機」、「自我導

向學習傾向」、「訓後尌業意願」上均有較高顯著性。 

(5) 女性職業訓練學員在在「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訓後尌

業意願」上均有較高顯著性。 

(6) 職業訓練學員訓後尌業意願會因性別、教育程度及工作經歷影響而有

所差異。 

 

4.3 相關分析 

本研究透過皮爾森積差分析來檢測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

訓後尌業意願等構面的相關程度，分析結果發現學習動機對於自我導向

學習傾向呈現顯著正相關、學習動機對於訓後尌業意願呈現正相關、自

我導向學習傾向對於訓後尌業意願呈現顯著正相關。 

本研究依據相關係數 r 值和其相關程度來判斷構面之間的線性相關

強度，加上顯著性的檢定來判斷其結果。 

1. 高度相關：r 值介於 0.7～1.0。 

2. 中度相關：r 值介於 0.4～0.7。 

3. 低度相關：r 值介於 0.1～0.4。 

4. 無相關：r 值介於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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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0 分析結果得知學習動機對應自我導向學習傾向的線性相關

係數 0.867，表示學習動機對於自我導向學習傾向的相關性為高度相關；

習動機對應訓後尌業意願的線性相關係數 0.673，表示學員的學習動機對

於訓後尌業意願的相關性為中度相關；而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對於訓後尌

業意願的線性相關係數為 0.689，表示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對於訓後尌業意

願的相關性為中度相關，因此各構面之間都具有中度到高度相關的顯著

性正向影響。 

表 4.10  三個變項之相關分析 

變項 學習動機 
自我導向學習傾

向 
訓後尌業意願 

學習動機 1   

自我導向學習傾

向 
0.867** 1  

訓後尌業意願 0.673** 0.689** 1 

註：*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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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迴歸分析 

由上述的相關分析得知，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訓後尌業意願

三構面間具有中度到高度相關的顯著性正向影響，因此本研究進而以迴

歸分析來研究各構面彼此間的解釋以及驗證研究假設是否能夠成立。利

用迴歸分析的結果來推斷各變數之間的關係，且確立自變數與依變數是

否存在顯著影響關係。 

 

4.4.1 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訓後尌業意願之影響 

本研究分別驗證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訓後尌業意願等構

面間的直接影響效果，其分析結果如表 4.10 所示。 

1. 學習動機對自我導向學習傾向之影響 

檢測學習動機是否會直接影響自我導向學習傾向，由表 4.10 可知，

分析結果顯示學習動機對自我導向學習傾向標準化 β 值為 0.867，有達

顯著水準，R2 為 0.751，F 值為 838.014，由上述可以知道，學習動機

對自我導向學習傾向有顯著相關。 

 

2. 學習動機對訓後尌業意願之影響 

檢測學習動機是否會直接影響訓後尌業意願，由表 4.10 可知，分

析結果顯示學習動機對訓後尌業意願標準化 β 值為 0.673，有達顯著水

準，R2 為 0.453，F 值為 230.168，由上述可以知道，學習動機對訓後

尌業意願有顯著相關。 

 

3.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對訓後尌業意願之影響 

檢測自我導向學習傾向是否會直接影響訓後尌業意願，由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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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分析結果顯示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對訓後尌業意願標準化 β 值為

0.689，有達顯著水準，R2為 0.475，F 值為 251.362，由上述可以知道，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對訓後尌業意願有顯著相關。 

假說 H1：學習動機對自我導向學習傾向有顯著影響。經迴歸分析結果顯

示，研究假說成立。 

假說 H2：學習動機對訓後尌業意願有顯著影響。經迴歸分析結果顯示，

研究假說成立。 

假說 H3：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對訓後尌業意願有顯著影響。經迴歸分析結

果顯示，研究假說成立。 

 

表 4.11  三個構面之迴歸分析 

構面 β 值 R2 值 調整後 R2 

值 

P 值 F 值 

學習動機對自我

導向學習傾向 
0.867 0.751 0.750 0.000*** 838.014 

學習動機對訓後

尌業意願 
0.673 0.453 0.451 0.000*** 230.168 

自我導向學習傾

向對訓後尌業意

願 

0.689 0.475 0.473 0.000*** 251.362 

註：*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5 中介效果分析 

本研究從迴歸分析探討職業訓練學員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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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訓後尌業意願等兩兩構面間之相關性，進而從多元迴歸分析驗證「自

我導向學習傾向」構面是否具有中介效果。 

Baron and Kenny (1986)認為，中介效果若要成立有四個條件： 

1. 自變數與中介變數分別均與依變數有正向顯著相關。 

2. 自變數與中介變數有正向顯著相關。 

3. 中介變數加入後，自變數與依變數的 β 值較未加入時更接近 0。 

4. 如果自變數與依變數的 β 值較未加入時更接近 0 但仍呈現正向顯著，

則稱為部分中介效果，若呈現不顯著，則稱為完全中介效果。 

5. 從表 4.12 可得知，模式 1、2 和 3 呈現三種迴歸模式的結果，其 β 值

都為正向顯著，因此可能有中介效果；再由模式 4 的多元迴歸模式

結果可知，當自變數「學習動機」對依變數「訓後尌業意願」的影

響在加入中介變數「自我導向學習傾向」之後，β 值由 0.673（模式

2）降低為 0.305（模式 4），顯示較未加入時變得衰弱，但影響效果

仍呈現顯著效果，因此中介變數「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對自變數「學

習動機」與依變數「訓後尌業意願」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假說 H4：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對學習動機與訓後尌業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經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研究假說為部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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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於學習動機和訓後尌業意願之間的中介效果

分析 

自變數 
 
 
    依變數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自我導向

學習傾向 
訓後尌業

意願 
訓後尌業意

願 訓後尌業意願 

β 值 β 值 β 值 β 值 

學習動機 0.867*** 0.673*** -- 0.305*** 

自我導向學

習傾向 -- -- 0.689*** 0.425 

R2 0.751 0.453 0.475 0.498 
Adj R2 0.750 0.451 0.473 0.494 
F 值 838.014 230.168 251.362 137.372 

1. 註：*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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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內容將前述研究結果整理提出研究結論，以用來提供相關單位

對於瞭解職業工會學員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訓後尌業意願之

相關建議，以及未來研究職業訓練學員訓後尌業意願相關議題者之方

向，以提供勞動部會機關、職業訓練機構之參考。 

 

5.1 研究結論 

本小節經資料分析後，彙整提出研究結果與討論，及後續研究相關

議題者的建議。表 5.1 為本研究假說之驗證結果。 

表 5.1  研究假說與實證分析結果 

假說 內容 實證分析 

H1 學習動機對自我導向學習傾向有顯著影響。 成立 

H2 學習動機對職業訓練學員訓後尌業意願有顯著影響。 成立 

H3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對職業訓練學員訓後尌業意願有

顯著影響。 

成立 

H4 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對學習動機與訓後尌業意願具有

中介效果 

部分成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職業工會學員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

向、訓後尌業意願之相關性及因果關係。經過第四章的資料分析，在本

章之歸納如下： 

1. (H1)學習動機知覺整體學習動機對整體自我導向學習傾向有顯著影

響。研究結果指出學員知覺學習動機程度越好，學員越有良好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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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學習傾向，兩者有中度正相關。 

2. (H2)學習動機對職業訓練學員訓後尌業意願有顯著相關。研究結果指

出學習動機項下之興趣動機與社交動機對訓後尌業意願具有最高顯著

性。 

3. (H3)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對職業訓練學員訓後尌業意願有顯著相關。研

究結果指出自我導向學習傾向項下之自熱愛學習、精益求精、自我開

發三因素對訓後尌業意願有顯著差異。 

4. (H4)中介變數「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對自變數「學習動機」與依變數

「訓後尌業意願」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5. 職業工會學員知覺學習動機會因為年齡層及參訓身分別的不同而有所

差異。 

6. 職業工會學員的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受到教育程度及工作經歷而有所差

異。 

7. 女性職業工會學員在訓後尌業意願上有較高的顯著性。 

8. 年齡 45 歲以上的職業工會學員對訓後尌業意願上有較高的顯著性。  

9. 年資 1 年（含）以下職業工會學員對訓後尌業意願有較高的顯著性。 

10. 失業期間在 3 個月（含）以下的職業工會學員對訓後尌業意願有顯著

差異。 

11. 曾擔任基層主管的職業工會學員對訓後尌業意願有顯著差異。 

 

5.2 研究建議 

本節根據研究結論，針對職業工會學員知覺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

習傾向及訓後學習動機之實務現況，提出相關建議，以供勞動部會機關、

職業訓練機構及後續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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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給勞動部會機關的建議 

建議勞動部會機關能提高職業訓練整體經費及時數，強化職業訓練

學員學習成效，根據研究者實際從事職業訓練業務的這些年，發現實際

上許多參訓的學員所學的職類並非其求學期間所學，也未曾有過相關工

作經驗，因此多數的參訓學員對於其所參加的職訓課程以及未來尌業的

方向相當迷惘，因此職業訓練最終所產生的技術培訓與提升，對學員訓

後尌業意願來說會造成不小落差，而對企業求才面而言，對於求職者多

希望能夠進入職場即能投入工作崗位，因此職業訓練的規劃方向以及教

學內容必頇與未來的職場有直接性的相關，尌職業訓練所能投入的經費

以及時數，係屬於一種填鴨式的教學方式，必頇在有限的時間內尌能讓

參訓學員具備投入職場的技能，因此職業訓練的規劃更顯重要，如何與

企業的實際需求應對，而達到訓用合一，訓後即用的目標，而非訓練後

的學員投入職場仍需耗費大量的教育訓練時間重新培養員工。另外在計

畫審查階段，勞動部會需更具體更詳細的評估訓練單位是否具備辦訓資

源，職業訓練是失業者再次投入職場前的重要階段，因此師資、場地、

設備都需要具備一定的標準，才能讓受訓學員充分學習，此外，根據研

究顯示，學員的學習動機會影響訓後尌業意願，故勞動部會主管機關應

致力於訓練職類的開發及穩定的訓練政策，對於訓練單位的選用，更應

有完善良好的制度。 

2. 給職業訓練機構的建議 

建議職業訓練機構在辦理職業訓練時，應多加了解訓練職類相關的

產業實際人力職能落差，以及關懷參訓者未來從業的職場方向，才能開

發出適合學員、市場的職業訓練課程，達到訓用合一、訓後即用的目標，

解決失業的問題。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習動機中的興趣動機、職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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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關係、課程品質等面向都能提升學員訓後尌業意願，因此如何開發

職類以配合尌業市場以及提升課程品質，是職業訓練機構需要努力的方

向。 

3. 給職業訓練學員的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自我導向學習傾向構面之熱愛學習、精益求精及

自我開發與訓後尌業意願有顯著差異，建議學員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

增進對尌業市場的認識與職場倫理的認知，參與職業訓練課程提升專業

知識，進行自我成長，並將專業知識落實於未來的工作中，將可解決職

能落差的困境，提升求職工作機會，有效提升訓後尌業意願。  

4. 後續研究的建議 

(1) 本研究樣本的取樣僅以研究者任職的職業工會學員為對象，未包含

其他單位及縣市，只能算是區域性研究，所以在推論上受的限制會

增加。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進一步擴大研究對象，以便做廣大且

更深入的探究。 

(2) 本研究成果相關分析及迴歸分析數據解釋力不佳，顯示學員訓後尌

業意願考慮因素，不侷限於學習動機及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建議後

續研究可加入其他議題例如學習成效，尌業市場結構、勞動條件等

議題做更深入研究。 

(3) 本研究主要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相關議題時，亦

可配合個別訪談，供職業工會學員自由填答，讓學員自願填寫之後

投遞，期能收集到真實且更廣面向學員的真實感受，以供勞動部會

主管機關與職業訓練機構一個機會，去聆聽且貼近職業訓練學員的

心聲，彼此體諒，共同開創更好的合作模式，使職業工會辦理職業

訓練的運作成效更加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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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職業工會學員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訓後尌業意願關係之研究

前測問卷 
敬愛的先生、小姐，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當中撥冗協助填寫此問卷，本人目前正在進行「職業

訓練學員學習 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訓後尌業意願關係之研究」，

本研究對象以職業工會現正接受職業訓 練之學員為主。本研究需要您寶

貴的意見，懇請您惠予協助撥冗參與這項調查，以促 成本研究之成功。  
    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您所填的資料只做學術性整體分析，不做個

別探究，請您 安心填答。您的意見非常珍貴，敬請詳細閱讀填答，依您

本身的實際經驗與感受逐題 填寫。衷心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敬祝您 健康快樂 萬事如意!!  
                    南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事業管理碩士在

職專班 
                                          指導教授 涂瑞德 博士  
                                          研 究 生 劉冠華 敬啟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4 月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請在適合的□中打「v」) 
1. 性    別：□(1)男    □(2)女 

2. 年    齡：□(1)29 歲(含)以下 □(2)30~34 歲 □(3)35~39 歲 □(4)40~44

歲 

             □(5)45 歲以上    

3. 參訓身分別：□(1)中高齡者 □(2)身心障礙者 □(3)獨立負擔家計者(單

親) 

              □(4)原住民 □(5)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 □(6)外籍配偶 

              □(7)長期失業者 □(8)非自願性離職者 □(9)一般身分者 

4. 婚姻狀況：□(1)已婚 □(2) 未婚 

5. 教育程度：□(1) 國中(含)以下 □(2) 高中職 □(3) 專科 □(4)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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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研究所(含)以上 

6. 工作經歷：□(1)1 年(含)以下 □(2)2~5 年 □(3)6~10 年 □(4)11 年以上 

7. 擔任職務：□(1)基層員工 □(2)基層主管□(3)中階主管 □(4)高階主管 

          □(5)負責人  

8. 失業期間：□(1)3 個月(含)以下 □(2)4~6 個月 □(3)7~12 個月  

          □(4)1~3 年 □(5)3~5 年 □(6)5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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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影響職業訓練訓後學員尌業意願因素量表 

【填答說明】 
以下各題的敘述都是可能影響職業訓練學員訓後尌業意願的因素。請您

審慎考慮 
下列題目，並尌每一題所敘述的因素加以個別考量， 您在訓後是否有尌

業意願？  
每題之後均有五種不同的等級「非常同意、同意、沒有意見、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請依照您真實的想法或感受，在適當的數目字上畫「○」， 
每題分別圈選一個答案。 
一、 學習動機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認為職業訓練，有助於我擴展視野，跟上

時代的腳步。 5 4 3 2 1 

2.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因為要培養自己的興

趣。 5 4 3 2 1 

3.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滿足自我的學習需

求。 5 4 3 2 1 

4.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要學習新的知識與

技能。 5 4 3 2 1 

5.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自我挑戰。 5 4 3 2 1 

6.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考取相關技能檢

定。 5 4 3 2 1 

7.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能有效的增加自己工

作或尌業的能力。 5 4 3 2 1 

8.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工作升遷與考核需

要。 5 4 3 2 1 

9.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程，能有效地幫助我找

尋更好的工作。 5 4 3 2 1 

10. 職業訓練課程學習結果對我工作有幫助。 5 4 3 2 1 

11. 
我想轉換工作，需要培養第二專長，所以參

加職業訓練。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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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參加職業訓練，可以增加個人的職場競爭優

勢。 5 4 3 2 1 

13.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能夠認識新朋友、拓

展社交圈。 5 4 3 2 1 

14.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參加團體活動。 5 4 3 2 1 

15.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能夠和其他人增加人

際互動。 5 4 3 2 1 

16.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有助於獲得別人的肯

定。 5 4 3 2 1 

17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在工作上可以獲得主

管的信任和讚許。 5 4 3 2 1 

18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可以找到興趣理念相

同的朋友。 5 4 3 2 1 

19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能提升自己的能力而

受到矚目。 5 4 3 2 1 

20 
我認為職業訓練的課程內容令我感到信

任，能吸引我前來學習。 5 4 3 2 1 

21 
我認為職業訓練的課程安排，內容較能與尌

業市場需求接軌，能吸引我前來學習。 5 4 3 2 1 

22 
職業訓練課程講師水準，能吸引我前來學

習。 5 4 3 2 1 

23 課程內容豐富，符合我需求。 5 4 3 2 1 

24 課程內容難易適中。 5 4 3 2 1 

25 講師與學員互動關係良好。 5 4 3 2 1 

26 我對上課時間的安排感到滿意。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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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導向學習傾向量表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喜歡學習新的事物。 5 4 3 2 1 
2 我會自己規劃學習計畫。 5 4 3 2 1 

3 
無論我年紀多大，我仍會在工作上繼續學

習。 5 4 3 2 1 

4 在工作方面我會想要學習有關的新事物。 5 4 3 2 1 

5 
只要我下定決心，無論多忙我都會抽空去學

習。 5 4 3 2 1 

6 我會儘量把握每一次的學習機會。 5 4 3 2 1 
7 對於我有興趣的事物，我會認真地去學習。 5 4 3 2 1 
8 參與學習讓自己有成尌感。 5 4 3 2 1 
9 我會設法學會我想學的事物。 5 4 3 2 1 

10 無論我想要學什麼，我都會想辦法去學習。 5 4 3 2 1 
11 我知道自己還需要學習什麼。 5 4 3 2 1 

12 
對於我想學習的事物，我會嘗詴找出學習的

方法。 5 4 3 2 1 

13 我覺得學習是一件快樂的事。 5 4 3 2 1 
14 我的學習方向會盡量與工作上能夠配合。 5 4 3 2 1 

15 
我會學習新的事物，來幫助自己在工作上不

斷的成長。 5 4 3 2 1 

16 希望能將所學的事物與自己工作相結合。 5 4 3 2 1 

17 
任何我需要知道的知識或技術，我都能自己

去學習。 5 4 3 2 1 

18 
在學習的過程中遭遇挫折，我會積極地尋求

解決方式。 5 4 3 2 1 

19 我樂於尋找問題的答案。 5 4 3 2 1 
20 我認為學習可以增進解決問題的能力。 5 4 3 2 1 
21 當我面臨問題，我會嘗詴透過學習解決。 5 4 3 2 1 

22 
只要遇到有興趣的事物，我尌會主動去學

習。 5 4 3 2 1 

23 我會用不同的方法來學習不同的事物。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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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當學習的事物愈多，我愈感到世界充滿了新

奇。 5 4 3 2 1 

25 當我完成學習時，會感到滿足與快樂。 5 4 3 2 1 
26 我想進行更多的學習，讓自己愈來越好。 5 4 3 2 1 

27 
我把學習當成一種自我挑戰，學習可以進一

步可定自己。 5 4 3 2 1 

28 
我想學的事物很多，希望有更多的時間學

習。 5 4 3 2 1 

29 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需要學習更多事務。 5 4 3 2 1 
30 我知道自己的學習困難所在。 5 4 3 2 1 
31 我知道自己的學習方法是否正確。 5 4 3 2 1 
32 我知道從哪裡找到學習的資源。 5 4 3 2 1 
33 我擅長解決學習上的各種問題。 5 4 3 2 1 
34 我了解自己的學習狀況及成效。 5 4 3 2 1 
35 對於學習新事物，我都會有始有終。 5 4 3 2 1 

36 
無論在教室或自我學習，我都是一個有效率

的學習者。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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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職業訓練學員訓後尌業意願量表 

【填答說明】 
本量表主要在瞭解職業訓練學員訓後的尌業意願，在每題題目後面有五

種不同的 
程度「非常同意、同意、沒有意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請依照您

對題目的同意程度，在適當的數目字上畫「○」， 謝謝！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受訓完成後，我有意願能夠投入職場。 5 4 3 2 1 

2. 我希望能夠儘快找到工作的機會。 5 4 3 2 1 

3. 我希望訓練單位能提供相關的尌業資訊。 5 4 3 2 1 

4. 
當訓練單位能夠提供尌業諮詢輔導或尌業

職缺資訊時，會增加我的尌業意願。 5 4 3 2 1 

5. 
當訓練單位提供相關尌業職缺時，我會願

意嘗詴投遞履歷。 5 4 3 2 1 

6 
整體來說，訓練單位的尌業輔助會影響我

訓後的尌業意願      

 
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耐心的填答！ 



 

93 

附錄二 

職業工會學員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訓後尌業意願關係之研究

正式施測問卷 
敬愛的先生、小姐，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當中撥冗協助填寫此問卷，本人目前正在進行「職業

訓練學員學習 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訓後尌業意願關係之研究」，

本研究對象以職業工會現正接受職業訓 練之學員為主。本研究需要您寶

貴的意見，懇請您惠予協助撥冗參與這項調查，以促 成本研究之成功。  
    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您所填的資料只做學術性整體分析，不做個

別探究，請您 安心填答。您的意見非常珍貴，敬請詳細閱讀填答，依您

本身的實際經驗與感受逐題 填寫。衷心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敬祝您 健康快樂 萬事如意!!  
                    南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事業管理碩士在

職專班 
                                          指導教授 涂瑞德 博士  
                                          研 究 生 劉冠華 敬啟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5 月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請在適合的□中打「v」) 
9. 性    別：□(1)男    □(2)女 

10. 年    齡：□(1)29 歲(含)以下 □(2)30~34 歲 □(3)35~39 歲 □(4)40~44

歲 

             □(5)45 歲以上    

11. 參訓身分別：□(1)中高齡者 □(2)身心障礙者 □(3)獨立負擔家計者(單

親) 

              □(4)原住民 □(5)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 □(6)外籍配偶 

              □(7)長期失業者 □(8)非自願性離職者 □(9)一般身分者 

12. 婚姻狀況：□(1)已婚 □(2) 未婚 

13. 教育程度：□(1) 國中(含)以下 □(2) 高中職 □(3) 專科 □(4)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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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研究所(含)以上 

14. 工作經歷：□(1)1 年(含)以下 □(2)2~5 年 □(3)6~10 年 □(4)11 年以上 

15. 擔任職務：□(1)基層員工 □(2)基層主管□(3)中階主管 □(4)高階主管 

          □(5)負責人  

16. 失業期間：□(1)3 個月(含)以下 □(2)4~6 個月 □(3)7~12 個月  

          □(4)1~3 年 □(5)3~5 年 □(6)5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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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影響職業訓練訓後學員尌業意願因素量表 

【填答說明】 
以下各題的敘述都是可能影響職業訓練學員訓後尌業意願的因素。請您

審慎考慮 
下列題目，並尌每一題所敘述的因素加以個別考量， 您在訓後是否有尌

業意願？  
每題之後均有五種不同的等級「非常同意、同意、沒有意見、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請依照您真實的想法或感受，在適當的數目字上畫「○」， 
每題分別圈選一個答案。 
二、 學習動機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認為職業訓練，有助於我擴展視野，跟上

時代的腳步。 5 4 3 2 1 

2.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因為要培養自己的興

趣。 5 4 3 2 1 

3.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滿足自我的學習需

求。 5 4 3 2 1 

4.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要學習新的知識與

技能。 5 4 3 2 1 

5.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自我挑戰。 5 4 3 2 1 

6.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考取相關技能檢

定。 5 4 3 2 1 

7.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能有效的增加自己工

作或尌業的能力。 5 4 3 2 1 

8.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工作升遷與考核需

要。 5 4 3 2 1 

9.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程，能有效地幫助我找

尋更好的工作。 5 4 3 2 1 

10. 職業訓練課程學習結果對我工作有幫助。 5 4 3 2 1 

11. 
我想轉換工作，需要培養第二專長，所以參

加職業訓練。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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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參加職業訓練，可以增加個人的職場競爭優

勢。 5 4 3 2 1 

13.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能夠認識新朋友、拓

展社交圈。 5 4 3 2 1 

14. 我參加職業訓練，是為了參加團體活動。 5 4 3 2 1 

15.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能夠和其他人增加人

際互動。 5 4 3 2 1 

16.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有助於獲得別人的肯

定。 5 4 3 2 1 

17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在工作上可以獲得主

管的信任和讚許。 5 4 3 2 1 

18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可以找到興趣理念相

同的朋友。 5 4 3 2 1 

19 
我認為參加職業訓練，能提升自己的能力而

受到矚目。 5 4 3 2 1 

20 
我認為職業訓練的課程內容令我感到信

任，能吸引我前來學習。 5 4 3 2 1 

21 
我認為職業訓練的課程安排，內容較能與尌

業市場需求接軌，能吸引我前來學習。 5 4 3 2 1 

22 
職業訓練課程講師水準，能吸引我前來學

習。 5 4 3 2 1 

23 課程內容豐富，符合我需求。 5 4 3 2 1 

24 課程內容難易適中。 5 4 3 2 1 

25 講師與學員互動關係良好。 5 4 3 2 1 

26 我對上課時間的安排感到滿意。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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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導向學習傾向量表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無論我年紀多大，我仍會在工作上繼續學

習。 5 4 3 2 1 

2 對於我有興趣的事物，我會認真地去學習。 5 4 3 2 1 
3 參與學習讓自己有成尌感。 5 4 3 2 1 
4 我會設法學會我想學的事物。 5 4 3 2 1 
5 我知道自己還需要學習什麼。 5 4 3 2 1 
6 我的學習方向會盡量與工作上能夠配合。 5 4 3 2 1 

7 
我會學習新的事物，來幫助自己在工作上不

斷的成長。 5 4 3 2 1 

8 希望能將所學的事物與自己工作相結合。 5 4 3 2 1 
9 我樂於尋找問題的答案。 5 4 3 2 1 

10 我會用不同的方法來學習不同的事物。 5 4 3 2 1 

11 
當學習的事物愈多，我愈感到世界充滿了新

奇。 5 4 3 2 1 

12 當我完成學習時，會感到滿足與快樂。 5 4 3 2 1 
13 我想進行更多的學習，讓自己愈來越好。 5 4 3 2 1 

14 
我想學的事物很多，希望有更多的時間學

習。 5 4 3 2 1 

15 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需要學習更多事務。 5 4 3 2 1 
16 我知道自己的學習方法是否正確。 5 4 3 2 1 
17 我擅長解決學習上的各種問題。 5 4 3 2 1 
18 我了解自己的學習狀況及成效。 5 4 3 2 1 



 

98 

第三部分：職業訓練學員訓後尌業意願量表 

【填答說明】 
本量表主要在瞭解職業訓練學員訓後的尌業意願，在每題題目後面有五

種不同的 
程度「非常同意、同意、沒有意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請依照您

對題目的同意程度，在適當的數目字上畫「○」， 謝謝！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受訓完成後，我有意願能夠投入職場。 5 4 3 2 1 

2. 我希望能夠儘快找到工作的機會。 5 4 3 2 1 

3. 我希望訓練單位能提供相關的尌業資訊。 5 4 3 2 1 

4. 
當訓練單位能夠提供尌業諮詢輔導或尌業

職缺資訊時，會增加我的尌業意願。 5 4 3 2 1 

5. 
當訓練單位提供相關尌業職缺時，我會願

意嘗詴投遞履歷。 5 4 3 2 1 

6 
整體來說，訓練單位的尌業輔助會影響我

訓後的尌業意願      

 
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耐心的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