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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係以慈濟台中分會慈誠委員志工為研究對象，將自願服務參

與態度的精神，投入在自身工作職場感受之影響，及探討志願服務參與態

度對自身職場的工作心流、組織承諾及幸福感影響之研究。採用非隨機的

便利抽樣法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共發出320份，回收300份，扣除無效問

卷9份，有效問卷為291份，有效問卷回收率90.93%。 

並運用 SPSS 軟體作為統計分析工具，以因素分析、T 檢定、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迴歸分析、等方法進行研究假設之檢驗；本研究所得結論如

下：(1)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於工作心流、組織承諾、幸福感有顯著之影

響；(2)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幸福感有顯著之影響；(3)工作心流對組織承

諾、幸福感有顯著之影響；(4)組織承諾對於幸福感有顯著之影響；(5)工

作心流、組織承諾於志願服務參與態度與幸福感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6)組織承諾於工作心流與幸福感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關鍵詞：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工作心流、組織承諾、幸福感、慈濟慈誠委 

        員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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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took the Tzu Chi cheng and committee volunteers in Taichung 

branch as research objects, the spirit of volunteerism participatory attitude, 

impact on the workplace itself into feelings,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in volunteer service attitude, work flow,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happiness. Data collected by way of non-random sampling 

method to facilitate questionnaires. with a totalof 320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300 questionnaires are received, in which 9 questionnaires are invalid such that 

291 questionnaires are valid, and the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is 90.93%. 

To test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factor analysis, T-test, one-way ANOVA,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he other analyses were all done by SPSS. The resulting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listed as follows: (1) Volunteer service attitud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job flow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happiness respectively. (2) Volunteer service attitud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happiness. (3) Job flow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happiness respectively. (4)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happiness. (5) Happiness has 

a significant partially mediated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job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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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volunteer service attitude. (6) Happiness has a 

significant partially mediated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job flow. 

 

Keywords: Participation Attitude in Volunteer Service, Work Flow,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Happiness ,Tzu Chi Cheng 

and Committee Volunt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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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慈濟台中分會（該會為臺中、南投、苗栗的聯絡窗口）

慈誠委員志工投入志願服務參與態度之理念與實務意見，進而影響其於

個人職場工作心流、組織承諾及自身幸福感。本章主要說明本研究之背景

與目的及範圍限制名詞解釋等四節加以說明：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

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研究流程，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大愛之道廣披寰宇，長情之路古往今來」(釋凡德，民 104)，世界

環境的急速變化，人們生活水準日漸提高，對於將自身時間參與志工服務

意願提高,在組織及各活動中皆可見志願無私投入服務民眾，現已成相當

普遍現象。更藉由於現今慈善機構組織的蓬勃發展，透過平台劃破時間、

空間、人與人之間，得以愛心無國際，溫情滿人間。 

志工投入志願服務參與態度乃是運用人類的服務集合力量，由善的

意念散播愛的種子，所發出的一種利他與自我成長的學習過程，促使大眾

產生意識或自覺，回應社會與較弱勢之人民所承受之不公，並透過行動去

發心與幫助，關懷他人的福祉，這也是社會與環境標準，得以重燃希望，

再度獲得動力，樂在服務，體會社會責任，珍視生命價值，體現自己存在

的意義與價值(教育部，民98a)。樂於參與志願服務者是因其上述之精神，

進而在自身工作職場中產生工作心流，是為本研究動機之一◦而志工的勇

氣與精神，是促成社會改變真正彰顯的力量。故在志工社會趨勢帶動大批

志願服務工作者熱心的投入與參與，乃為本研究發展對志工自身幸福感

研究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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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志願服務與學習」，「理想與信念」引領大眾走出知識領域的

象牙塔，啟發人文關懷之精神，透過親身參與，體驗「做中學，學中覺」

「一生無量，無量從一生」的真義(釋德凡，民104)。持續帶領自己為追

求社會公平與正義深耕公益活動，善盡地球公民責任。透過志願服務學習

的體驗，將自身幸福演變對職場及對社會自主的貢獻，分析志工熱心參與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之精神、投入自身工作心流、組織承諾對幸福感之影響

情形，並探討工作心流、組織承諾是否在於志願服務參與態度與幸福感之

間產生中介效果。 

 

1.2 研究目的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

起之生命」(蔣中正，民32)。志願服務精神的基本理念，是人生以服務為

目的，出於自由意願，無私奉獻出、時間、勞力等，不取酬庸為目的，而

是精神上滿足，故對其志願服務的參與，清楚自身對人生生命價值所在，

在面對自身職場上從事工作時其信念或態度皆會較正面，也會有相當之

誠意態度，因此，逐漸出現參與志願服務對個人身心健康影響與幸福感各

層面(生活滿意、人際關係、自我肯定、身心健康)的滿意度。 

本研究僅以慈濟台中分會慈誠委員志工為抽查對象，以問卷作抽測，

希望透過實證分析來探討志工參與志願服務參與態度之精神、對於自身

職場的工作心流、組織承諾、幸福感影響之研究。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來自不同背景志工於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工作心流、組織承諾及

幸福感有無顯著之差異。 

2. 探討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幸福感有無顯著之影響。 

3. 探討工作心流對組織承諾、幸福感有無顯著之影響。 



3 

4. 探討組織承諾對於幸福感有無顯著之影響。 

5.  探討工作心流、組織承諾於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及幸福感間有無中介之

效果。 

6. 探討組織承諾於工作心流與幸福感間有無中介之效果。 

 

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確認研究之主題及方向後，依上述研究動機及目的，進行文獻

分析、歸納與探討，建立研究架構、研究假設及方法，選擇適當之量表後

結合專家們研究成果制定設計問卷，施測與回收後加以統整分析，並針對

研究成果進行討論及建議。本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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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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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的範圍與限制從研究樣本、研究變項加以說明： 

一、研究樣本範圍與限制 

慈誠委員志工的慈善蹤影遍及全世界，研究者為求實際環境、地利、

時效、經費與量表問卷的進行與回收之確實性，故研究對象僅侷限於台中

分會（該會為臺中、南投、苗栗的聯絡窗口）區域。 

二、研究變項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包含「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工作心流」、「組織承諾」、「幸福

感」四個變項，然來自不同背景志工在面對職場時，所產生的工作心流感

受不儘相同，其組織承諾及幸福感也會受到極多因素影響，所以無法全面

性將所有變項一一做探究，僅以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做為自變項，工作心流、

組織承諾為中介變項，幸福感為依變項，其他因素未列入，故於推論時應

審慎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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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在整理及探討本研究之相關意涵與文獻，其研究理論基礎

內容共分為五節，第一節：志願志工；第二節：志願服務參與態度；第三

節：工作心流；第四節：組織承諾之意義及相關理論之研究；第五節:幸

福感之定義以及相關之研究。 

 

2.1 志願志工 

志願志工(Volunteers)乃指志願服務者，是有心之士，以積極意願參與

不支薪的服務;心態上常懷感恩心，縮小自己，關心別人(內政部，民 90)。

證嚴上人詮釋「志願志工」為「每個人發自內心發願，立志從事社會工作，

因一心一志專心投入，所以稱為志工」。而人人是志工觀念，向來是我們

宣揚的重點，從內心的志願發出力量，投入社會福利工作（李盈獻，民91）。

更闡述過志願志工與義工之差別，義工是義務工作，利用空閒去做不支薪

的服務工作;而志願志工則是充滿責任心與使命感，以服務人群、付出無

所求不計時間、體力，克服艱難完成任務。 

 

2.1.1 志願志工之特性與精神 

研究者認為志願志工可以定義為三種類型： 

1. 助人的美德及社服活動:隨自身自由意志付出，想從事社會服務、心理

健康及社區發展等方面的工作；且無收取任何之報酬。 

2. 具組織性的利他行為:以幫助他人或對環境有益的活動，能在各個領

域直接幫助他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2%B0%E5%A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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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會公益的參與行為:是回應社會責任及態度的一種行為，並不求回

報。 

    志願志工自願參與服務是發自內心的願力，更是份榮譽;不只是行動

上運用自己空閒時間，也是精神上自我要求，自動自發積極主動的態度，

將愛與願之精神紮根於心。 

 

2.1.2 志願志工之定義 

本研究所稱之志願志工是指慈濟慈誠委員志工而言，於自身工作之

餘付出時間、勞力、知識等無酬參與慈濟功德會所辦理各類志願服務工作

之志工,經見習培訓到授證，需跨足證嚴上人創辦「四大志業八大法印」

之理念與實踐—慈善、醫療、教育、人文、環境保護、骨髓捐贈、國際賑

災、社區志工等參與的已受證之慈誠委員志願志工。 

有關志願志工之定義，國內外學者有不同詮釋，茲分述如表 2.1 所示:  

             表 2. 1 國內外學者對志願志工之定義 

學者/ (年份) 定義 

美國社會協會 

NASW(1987) 

 

追求公共利益、本著自我意願實現與自由選擇而結合

的一群人，稱為自願服務團體，參與這種團體工作的

人稱為自願服務的人 (曾騰光、曾華源，民 92)。 

Maria (1989) 
指人們在其支薪工作職責外，貢獻時間從事非營利組

織的服務工作，希望幫助別人，同時滿足自己需求。 

Ellis & Noyes(1990) 
認為志願志工是對社會負責任的態度，而不是以金錢

利益做考量，來選擇個人需求的行為。 

志願服務法(民 90) 對社會提出志願服務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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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 國內外學者對志願志工之定義(續) 

學者/ (年份) 定義 

陳尹雪(民 91) 認為志願工作者於正式的組織中，基於個人自由意

願，不求金錢報酬主動地提供個人的時間及精力，來

從事各項自願服務。 

何美珍(民 97) 認為自願工作者是出於自願，本著犧牲奉獻的精

神，對於需要幫助的人，能盡一己之力，不求回報。 

廖文琴(民 99) 不計酬勞，本著自我意願與選擇而結合，稱為志願

團體，參與自願團體工作者，稱為自願服務人員。 

維基百科  

（2013） 

志願工作者又名志願志工，是指一種助人、具組織

性及基於社會公益責任的參與行為，其發展可追溯

至二次大戰後，福利主義抬頭導致各國政府支出崩

塌，逐發展義務工作以解決社會上不勝負荷的需

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2 志願服務 

志願服務(Volutary Service)即是現代人民本著「助人為快樂之本」的

精神，一種會自動自發的、民主的，於日常生活中利用業餘、部分時間或

專職時所從事之活動，本著個人內在價值與社會倫理所表現的直接利他

精神所展現的一種無報酬的奉獻行為、有目標、有計劃的策劃與籌備下，

透過個人意願和組織宗旨的實踐方法；強調服務供給者與受惠者的雙向

互惠過程(林勝義，民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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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志願服務之本質與倫理 

志工於服務的過程中，相關互動服務的對象等，志工與這些周圍的

人之間，皆應有一定的倫理，其相互關係如圖 2.1 所示。

                    

                 圖 2. 1 志願服務倫理關係圖      

資料來源：1.林勝義(民 95)，頁 66。 

          2.本研究整理 

志工與受服務對象之倫理關係是應加強親切對待，彼此分享志願服

務之成果，提昇服務品質與社會大眾之倫理關係。 

關於志願服務，早期研究普遍認為是做善事，及秉持為善最樂精神，

願意犧牲奉獻，表現我為人人價值觀，且有濃厚道德性和私利性。志工志

願服務參與態度的參與動機因素雖然很多，但不外歸納為利己和利他動

機，利己動機在幫助自己，如自我成長、滿足需求等。利他動機則包括對

他人或組織團體。此外，有幾位外國學者長期從事志工動機的研究(Clary, 

Snyder & Stukas,1996)，他們以功能的途徑，將志工的動機分成 6 種類型，

分別是(1)價值功能：志工參與志願服務，表示某特定價值對他的重要性，

譬如人性價值或利他的關係；(2)知識的功能：是增加知識和練習及發展

技術的好機會；(3)增強功能：志工的目的是可增強其自尊，允許個人從

志工

服務

對象
社會

大眾

服務單
位同事

志工

夥伴

家庭

成員

慈善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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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心理發展；(4)生涯功能：從志工投入，得到有利其生涯發展的經驗；(5)

社會功能；志願服務幫助個人能夠適應對他們非常重要的社會團體；(6)

保護功能：志願服務可以協助處理內心的焦慮和衝突，以保護心理上的自

我，例如減少罪惡感。這六種動機的功能途徑，顯示動機的多樣性，也就

是說不同的志工會有不同的動機，透過多方的分析，才能真正掌握志工參

與志願服務的動機，才能明瞭志工為何要參與志願服務工作，也才能吸引

更多的志工參與志願服務(陳金貴，民 91）。 

2.2.2 志願服務之內涵價值 

志願服務又稱「義務服務」，是倫理的標竿，「為己利他」是道德倫理

最高準則。聯合國將西元 2001 年制定為「國際志工年」；促使志願服務成

為 21 世紀的新潮流。我國於 90 年公布施行志願服務法，第一條，為整

合社會人力資源，使願意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之國民力量做最有效之運用，

以發揚志願服務美德，促進社會各項建設及提昇國民生活素質，特制定本

法。我國自古即有助人利他的服務觀念與善行，及「人飢己飢，人溺己溺」

之動力，以追求人類困苦的改善與社會和諧的開創。「施」與「捨」的博

愛胸懷是一種出自願、利他思想與不求私利報酬的服務行為(王舜堂、林

弘昌，民 99)並提供時間經驗專業傳承等服務他人，促進公眾利益行為。 

關於志願服務，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為善最樂的價值觀，願意無

私犧牲奉獻，志工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因素雖然很多，但不外歸納為利己和

利他動機，利己動機在幫助自己，如自我成長、滿足需求等。 

2.2.3 志願服務之定義 

科技的文明發達，促使現代化的民主國家著重人民的生活品質、追求

人民生活幸福為主要追求的目標。曾華源、曾騰光(民 92)指出，民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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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且鼓勵人民依其意願互助從事各類活動，從中獲得自我成長的滿足。

美國自 1980 年代以後，志願性活動及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形成一股慈善力

量。台灣志願服務的發展沿革，1970 年代可稱為萌芽時期，在 1980 年

開始慢慢進入經濟成熟時期，在民間孕育出一股慈善團體新興力量，此股

力量使之更加蓬勃發展，可謂志願服務的成長年代。自 1990 年代開始社

會發展趨向多元多角化的情況，稱為志願服務的多元時代，到 2000 年代

可謂台灣志願服務的黃金發展年代。而各學者們對於志願服務的認定有

其共通處，是實際付出行動以善盡社會責任，本著社會責任的態度基於個

人在自由個體意願，且是一種利他的行為態度。以下將整理國內外學者有

關於志願服務的定義，列整理如表 2.2 所示。 

表 2. 2 國內外學者對志願服務之定義彙整表 

學者/ (年份) 定義 

Smith 

(1994) 

志願服務是出於自由意志，本著協助他人、貢獻個人時間

與精力、不求私利報酬而為他人服務的行為。其服務的方

式可以是個別或集體的，參與這些活動的人即稱為志願服

務人員。 

Drucker   

(1995） 

志願服務的本質與特性主要改善人類生活，以及提昇生命

品質。它是一種無形的東西，使人獲得新知、使空虛的人

獲得充實與自在，其精神是仁愛的、利他的、為公益著想

的，其作法兼具系統性、持續性與前瞻性。 

宋世雯     

(民 89) 

志願服務的意義為：(1)參與志願服務工作是一種公民責

任；(2)參與志願服務工作是人力資源的充分運用；(3)參

與志願服務工作亦是實踐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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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國內外學者對志願服務之定義彙整表(續) 

學者/ (年份) 定義 

曾華源、曾

騰光(民 92) 

將志願服務定義為以下三點：(1)志願服務是一種助人的

美德及福利活動；(2)志願服務是組織性的利他行為；(3)

志願服務是基於社會公益責任的參與行為。 

內政部統計

處（民 91） 

秉持利他德操、濟世胸懷，以餘知、餘時、餘力所從事的

不求報酬的服務。 

蔡依倫    

(民 90) 

 

志願服務是指一種為他人的服務，它純粹是以人本、慈

善、社會連帶以及社會公共利益為基礎，他是出自於個

人的意願而不計酬提供各項服務，其目的在於補助政府

服務不足，擴大公共服務工作的能量，藉以達到社會發

展的目的。 

葉鄉誼       

(民 96) 

個人本著自由意志參與志願服務活動，不計報酬投入自己

的時間、精神、體力、才能或金錢貢獻社會，除了利他外，

從志願服務中又得到個人成長與增進自我肯定。 

徐宏奇       

(民 98) 

一個人基於自由意志，致力於做好事，為其所願為，以服

務他人而不計較，無酬勞且基於社會責任依法從事正當的

服務工作者。 

周閔惠      

(民 100) 

志願服務是一項為參與公共服務、不計任何回報及利益，

願意犧牲個人時間及精力，採個人自由意志，來輔助專業

人員提高公共事務效能以及增進社會公益，使得志願服務

者不僅透過服務過程中學習成長，另外也將社會資源做最

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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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國內外學者對志願服務之定義彙整表(續) 

學者/ (年份) 定義 

張英陣    

（民 99） 

所謂志工是指那些本著志願服務的精神，不計有形的報酬

而實際付出時間、財物、勞力和知能來協助他人者。 

志願服務法

(民 102) 

民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任，秉誠心

以知識、體能、勞力、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不

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

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2.4 志願服務之特色 

志願服務工作其主要特性就在於：無酬、社會福利之增進與個人自我

價值之增進等三項，本著「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無私精神來志願服務，

是人人可參與，在有組織的運用、有方法的設計原則下，充實創新項目，

使它廣度、深度、精度兼有。總之，志願服務具有下列幾項特質：(1)內心

自發的動力；(2)組織是自由的結合；(3)貢獻的是部份或專職時間的付出；

(4)民主化、有目標、有計畫的的方法；(5)直接持續性的、互助利他行為。 

「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心是惡源，形為罪藪」，(安世高漢，民 47)

即因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與變遷，吞噬不少世道人心。因此，落實志願服

務之精神，可增進人與人的互相關懷，也給社會溫馨的回應，藉以改善社

會風氣，建立有倫理、正義的社會。志願服務闡揚愛人如己的崇高胸襟，

傳送溫馨關懷的回應，以有效激發人們助人利他行為，彼此心手相連，因

時應勢，用以補充或擴大福利服務功能，提昇各項服務品質與福祉，塑造

服務文化，是社會祥和的力量。 



14 

2.2.5 志願服務之功能 

志工服務工作則促進了人際間的互動，提供了志工正當且有意義的

休閒活動，達成終生學習的理想，滿足自我成長與自我實現的機會。根據

鍾任琴（民 79）的觀點，志願服務工作之功能可歸結為以下六點： 

一、支援性的功能：發揮支援的功能，使服務工作更為健全。 

二、補充性的功能:彌補專業人士的不足。 

三、替代性的功能:接受全方位訓練，即可替代專業人員之不足。 

四、社會環境提昇的功能:積極宣揚環保理念，落實於生活化。提供社會

發展的理想與目標，進而提昇整體社會環境。 

五、實用性的功能:簡易、直接，透過實際協助工作，即時的服務。 

六、整體性的功能:凝聚個人、公、私立企業團體、機構等社服工作的單 

    位，志願服務工作不僅提供多樣服務，於社會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3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Participation Attitude in Volunteer Service)依據牛

津字典的解釋，志願服務「參與」是：(1)對於人、事、物的物質及本質的

分享行為；(2)與他人彼此共同分享的狀況或事實。志願服務參與能讓個

人從表層的認知，進而涉入其中，最終能察覺其自我存在的價值。 

志願服務「態度」是個體較為持久性的認知評價、情緒反應及行為意

向（Eagley & Chaiken, 1993）。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就是從事團體活動、事

情的加入，將理念與實際連結共同努力，彼此間產生一種合和互協相互合

作的樂趣；志願服務參與是結合眾多人共同努力創造出團體的成就，所以

更能懂得去欣賞、珍視別人的價值(陳偉霖，民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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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參與」對的事做就對了，用心投入自我行為、思想、

資源等使團體達到某種預期結果的活動 (邱展謙，民 82)。「態度」指

個人經由做中學、學中覺而得的一套對人、事、物等所產生的具有持久而

又一致性的心理反應傾向(張春興，民 78)。在團體中用「廣、遠、深、

細、正、反、合」的做事態度來參與慈善志業。  

2.3.1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之定義 

近代社會心理學家Gleitman(1991)認為參與態度是一種穩定的心智

狀況，代表對一些理念、物體或人的看法(洪蘭譯，民90)，是不同的獨立

個體對四周的人、事、物，以及各種抽象概念或社會政策的觀點去看待事

物的各個面向，經歷過察覺、認知及情感醞釀的洗禮後，最終產出不同的

評價。就國內外學者針對參與態度所界定的相關定義予以整理，茲分述如

表2.3所示。 

        表 2. 3 國內外學者對志願服務參與態度之定義彙整表 

學者/ (年份) 定義 

Gagn’e, 

Briggs & 

Wager (1988) 

 

參與態度是影響個體對本身行動選擇的內在心理狀態。

亦認為參與態度是由認知、情感、行為三種成分所組成

的，且行動的表現是受到認知及情感所干擾的。即是(1)

個體所表現出的外在行為；(2)根據個人認知而做選擇；

(3)受到他人情感而做選擇。 

Sears, Peplau, 

& Taylor, 

(1991) 

參與態度的組成應包含認知因素(所有個人對於態度標

的物的想法，與物件有關的事實、知識與信念)﹔情感

因素(所有個人對於參與態度標的物的情感或是情緒，

特別是正面或是負面的評價)﹔行為因素(個人對於態

度標的物的反應或行為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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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 國內外學者對志願服務參與態度之定義彙整表(續) 

學者/ (年份) 定義 

Eagly &  

Chaiken(1993) 

參與態度是個人對於態度主體喜歡或不喜歡的評價所

產生的一種心理傾向。  

Taylor &  

Todd (1995) 

不管是對具體的人、事、物或是抽象的觀念，參與態度

都是一種持久性的取向。 

McMillan(2000)    參與態度是一種心理傾向或傾向正面或負面的回應。 

Kotler and 

Keller (2009) 

參與態度是指個體對某對象持有具有持久性與一致性

的偏好、評價、情感與行動傾向。 

王文科 

(民80) 

參與態度會影響個人對特定對象做出行為選擇的一種

內在準備狀態。 

金清文   

(民100) 

參與態度的內涵可區分為：(1)認知成分:由態度對人、

事、物的知覺意見、知識想法；(2)情感成分係指由態度

人、事、物所引發的情緒或感覺；(3)行為成分係指由態

度對人、事、物所展現的行為意圖。 

許朝傑  

(民101) 

這種概念化的正面或負面態度形成，主要是個人評價某

特定行為所產生的。 

張春興   

(民103) 

參與態度的組成分子包含了認知理解、情感價值評判及

外顯行為，而個體在心理上的認知、情感與其行為反應

能維持一致性及持久性。 

 資料來源：1.陳春安(民99)、蔡孟訓(民100)。               

          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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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構面分析 

參與能讓個人從表層的認知，進而涉入其中，最終能察覺其自我存在

的價值。而態度是個體較為持久性的認知評價、情緒反應及行為意向

(Eagley & Chaiken, 1993)。陳英豪(民79)認為反應態度是指一個人關於

特定主題的傾向、感覺、評價認定與行動的總合。除此之外，一般對態度

的立場，可由以下三種來說明： 

1.注重情感的成分：指對某種對象的情緒感覺，藉古典制約而形成。 

2.注重行為的成分：將態度視為個體對某一對象做反應的準備狀態，在個 

 體對某一對象有關的所有事物和情境反應時，具有歷久不斷的、直接的、 

 動態的指引作用。 

3.注重認知成分：指對人、事、物所持有的信念、知覺與訊息，表示個人          

 對某對象的贊成或反對(郭金池，民 78）。 

 

2.4 工作心流 

「心底有佛，佛入心流」早遠古二千五百年前，東方傳統精神裡已有

眾多實踐者，如佛家、道家、日本禪宗早已運用心流並視為發展精神力及

表現形式的重要技法。在佛教圈中，心流早已是一個被廣泛使用的辭。心

流理論是當今人本心理學研究的新方向，Csikszentmihalyi (1975)，是第一

個將心流的概念提出，並以科學方法加以探討的西方科學家，學者在研究

人創造力時發現，人在從事自身喜愛之工作時可能會經歷一種獨特「巔峰

經驗」、「靈思泉湧」、「渾然忘我」、「恣意揮毫」等意境，使人廢寢忘餐不

計代價自然流入沉溺全身投入工作，且樂在其中，時會有驚人的爆發創造

力產生並可以獲得滿足。Csikszentmihalyi( 1975)，將這獨特體驗稱為Flow，

並歸納出六個特徵，本研究解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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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度專注：全神貫注在有限範圍之內，其它皆不在意。 

2. 行動和意識合一：知行合一，不需要意識的控制。 

3. 自我意識喪失：渾然忘我境界，不再侷限時間、空間。 

4. 不會憂慮失敗：無得失，只專注在當下的行動。 

5. 時間感扭曲：時間在不知不覺中消逝，日不移晷，急景流年。 

6. 經驗本身自我酬償：自然專注投入，自我催化，無須倚賴外在誘因。 

綜合而言，心流是指人在自然情境下做一件事情時的忘我愉快的狀

態，心流的產生仰賴個人能力與事件挑戰難度的匹配。心流的發生必須全

神貫注的精神與身心合一的協調，不依賴於外在酬償，而是內心體會的，

擁有較好的主觀經驗品質，產生快樂與幸福。進而對自我意識會更加寬廣

(Csikszentmihalyi, 1997)。 

 

2.4.1 工作心流理論定義 

探索人類內在經驗複雜又深奧處，心流的概念是一種多面向的建構，

Csikszentmihalyi(1975)在《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一書中提到心流的觀念「當全心全意灌注時會完全沉溺投入活動中，隨經

歷的不同精、氣、神會產生愉悅且願意讓人不計代價的付出」。各個學者

也因探測之對象及使用之用具不同，心流定義略異，心流定義的彙整如表

2.4所示。 

              表 2. 4 國內外學者對心流之定義彙整表 

學者／(年份) 定義 

Csikszentmihalyi 

& LeFevre 

(1989) 

當挑戰與技巧都是高層次時，即會進入享受狀態，會延

伸自我能力與學習新技巧的可能，及增加自尊跟個人多

樣性。這種最佳體驗的過程可以稱做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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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4 國內外學者對心流之定義彙整表(續) 

學者／(年份) 定義 

Mannell, 

Zuzanek & 

Larson (1988) 

 

 

 

心流經驗是個人全然投入所從事之活動的狀態，並辨別

出發生心流經驗時，環境與情感強度的指標性要素，這

些要素包括：感知到的個人技巧與由活動提供的挑戰所

達到的平衡狀態、注意力的集中、自我知覺的喪失、行動

的明確回饋、對行動與環境所產生的操控感、暫時忘記

焦慮與限制、獲得樂趣與滿足。 

Webster, Trevino 

& Ryan (1993) 

心流有下列四個特徵：(1)產生控制感；(2)專注於該活

動上；(3)好奇心的激發；(4)互動的自發性快樂產生。 

Clarke & 

Haworth (1994) 

主體經驗到在挑戰與技巧平衡時所伴隨而來的表現。對

於“心流＂的描述，是一種超越樂趣，達到完全滿意經驗

時的感覺。 

Hoffman & 

Nova(1996)                

心流經驗在網路瀏覽狀態下之四種特徵:(1)因與機器互

動而產生的一連串反應；(2)於活動中由內在引發出的喜

悅；(3)伴隨著自我意識的消失；(4)自我的強化增強。 

Vitterso‚Vorkinn  

& Vistad(2001)     

心流體驗是掌控無聊跟焦慮之間的一種最佳心理狀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以上的定義，我們可以得知「心流」是指一種當個人完全沉浸在一

項活動時所產生的心理狀態，個人因為自身的興趣完全融入其中，專注在

自身注意的事情上，並且暫時喪失其他不相關的知覺，就好像被活動吸引

進去一般，當個人產生這種心理現象時，我們即可稱其為「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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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工作心流經驗之理論模式 

技巧(Skill)與挑戰(Challenge)，在心流體驗中是重要的兩項元素，兩

者須相互平衡，面對挑戰時，因天生所賦予的具備能力不同，產生的感受

也有所不同。心流是一種動態的歷程，當挑戰大於技巧時，會感覺焦慮；

若是技巧大於挑戰就會產生無聊感，心流體驗需發生在當挑戰與技巧能

互相平衡的層次之上(Csikszentmihalyi, 1988；Ellis, Voelkl & Morris, 1994)，

且達到高水準表現時，不僅在活動當下的表現，還會延伸其它能力與學習

新技巧的可能及增加自尊跟個人多樣性  (Csikszentmihalyi & Le Fevre, 

1989)。面對參與的大小挑戰事件中，自己的能力技巧程度間相互的差異，

即會產生不同組合，就叫「心流頻道模型」(Novak, Hoffman & Yung, 2000)。

以下為常被引用之心流體驗模式進行說明: 

1. 原始心流模式(Original Flow 模式) 

提出焦慮－心流－無聊(Anxiety-Flow-Boredom)三頻道模式便構成心

流理論的原始架構，如圖2.2所示。 

 

圖 2. 2 原始心流模式 

  資料來源:1.Csikszentmihalyi (1975)  

           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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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kszentmihalyi (1975)首先提出原始型心流模式，並對活動參與者追

求心流體驗的兩項動力來源進行說之。 

(1) 面臨挑戰時自覺自身能力技巧較低，常會感到不安、焦慮(Anxiety)，

會設法學習並強化新的技巧來補足平衡這種感覺。 

(2) 面臨挑戰時自覺自身能力技巧較高，過程會較無聊感(Boredom)，就

會設法去尋求更具挑戰性的活動來平衡這種感覺。如果心流經驗的

發生當挑戰與技巧達到平衡正相關時，在這範圍之內皆稱之為心流。 

2. 心流經驗的四路徑模式(Four Channel Flow 模式) 

為了更深入瞭解流暢現象，Csikszentmihalyi and Csikszentmihalyi 

(1988)透過經驗取樣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SM)，修改為四路徑

之心流體驗模式(Four Channel Flow 模式)，即焦慮－冷漠(Apathy)－心流

－無聊四路徑模式，如圖 2.3所示。 

 

                                 圖 2. 3 四路徑流暢體驗模式 

資料來源：1. Jackson & Csikszentmuhalyi(1999)      

          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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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流經驗的八路徑模式(Eight Channel Flow 模式 ) 

心流的體境界是無限寬廣的，Massimini and Carli (1988)認為還要再

加入高複雜技術性與高投入性的活動(高空跳傘、潛水、外科醫師、馬戲

表演、藝術家等)所建構而成，Csikszentmihalyi and Nakamura (1989)以四

路徑心流模式為基底，將原區分高低二程度之技巧與挑戰間，多加入中間

程度(Moderate)的四個路徑，擴增修正為八路徑心流模式，如圖2.4。其路

徑可分為:覺醒(Arousal)－心流－控制(Control)－無聊－放鬆(Relaxation)

－冷漠(Apathy)－憂慮(Worry)－焦慮。 

     

                    圖 2. 4 八路徑心流狀態模式 

資料來源：1.Massimini and Carli (1988)  

          2.本研究整理 

 

2.4.3 工作心流特徵與測量方式 

個人在自身的工作職場上越經常體驗到心流經驗，他們越容易集中

精神在當下工作且表現出高度自信，進而會對職場工作產生幸福滿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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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越頻繁激勵出這種感受，越會讓人心曠神怡努力學習迎向新挑戰，

這是非常有利個體成長(Csikszentmihalyi, 1996)。Csikszentmihalyi影響心

流經驗的因素歸類成九種： 

1. 挑戰與技術的平衡 (Challenge-Skills Balance)：Csikszentmihalyi and 

Csikszentmihalyi(1988)認為心流體驗只有在挑戰與技術達成平衡之下 

，才會產生心流體驗的機會。 

2. 知行合一(Action-Awareness Merging)：Csikszentmihalyi (1990)指出，

面對挑戰時，注意力會完全投入，過程中產生心流體驗，全神貫注，

一切動作不假思索，人與行動完全合而為一。例如攀岩者。 

3. 清晰的目標(Clear Goals)：目標明確，在心流狀態下的一種強烈「知道

我將如此做」的感覺，例如外科醫師。 

4. 清楚的回饋(Unambiguous Feedback)：藉由清晰目標的指引，在活動中

獲得即時的回饋。例如畫家，在創作過程中便知這就是我要的。 

5. 全心貫注(Concentration on The Task at Hand)：全心全意地專注於手邊

的工作，沒有任何干擾，在產生心流經驗過程中。 

6. 自我掌控感(Sense of Control)：幸福感，覺得能完全控制我的世界。 

7. 自我意識喪失 (Loss of Self-Consciousness)：全然投入，沒有多餘心力

去思考過去未來，「自我」從知覺中消失。 

8. 時間感流失 (Transformation of Time)：在流暢狀態下，人們用來衡量

外在客觀時間的標準，如晝夜或時鐘等的準確性。 

9. 自成的目標 (Autotelic)：自我內在動機所引發的流暢目標，它不追求

未來或外在的報酬，能從事一件事情的本身就是最大的回饋。 

心流經驗是屬於參與活動過程中的真情流露‚眾多學者對心流經驗

也提出相當多不同定義，但在測量上還是以Novak and Offman (1997)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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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三種測量研究方法為主： 

1. 結構式問卷法(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Csikszentmihalyi (1975)從訪

談中畫家、舞蹈家等多位沉浸在自己工作中樂此不疲的專業人士回想

自己是否在生活中曾有過類似的經驗；正在發生此經驗時所從事何種

活動及評估產生此經驗的次數與強度。Han (1988)指出，從事或過程

產生心流經驗的次數與幸福感(Well-Being)呈現正相關。 

2. 經驗取樣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以儀器來協助受測者記錄

當下狀態方式，運用在各種不同活動中測量心流經驗。 

3. 活動參與調查法(Active Survey)：受測者在參與活動結束後快速進行

做測量‚較能測出心流體驗的真實體驗。 

 

2.5 組織承諾 

組織承諾(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意旨有高自主性的自願服務及

提高投入組織意願‚建立對組織的承諾感進而接受組織的目標、信念、願

意奉獻心力，是現今值得探討的問題。Grusky 在 1966 年發表的一篇研究

報告中正式使用「組織承諾」這個概念。管理工作者必須要注意員工內心

的感受，使其更願意投入。由於志願服務者的工作滿意度可以降低流動率，

但不一定會有工作效能，也不一定願意持續留在組織，為組織付出和奉獻。 

組織承諾譯為「組織歸屬感」、「組織忠誠」。最早概念是在 Whyte 

(1956)，《The Organization Man》一書中提出；而一般是指個體認同並參

與一個組織的強度。是一種「心理合同」，或「心理契約」是個體與團體

之行為表現(Becker, 1960)。人能願意自動自發的擔負角色職責、認同組

織目標、融入組織且關心組織的問題與需要，並願意主動採取行動處理

(劉翠芬，民 94)。因此，組織承諾是一種認同組織的心理狀態，Me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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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 and Smith (1993)也指出組織承諾包括： 

1.情感性承諾：情感性承諾高的員工留在組織是因為想要付出願意這麼做。 

2.持續性承諾：持續性承諾高的員工留在組織是因為必須要這麼做。 

3.規範性承諾：道德義務性承諾高的員工留在組織因有義務這麼做。 

 

2.5.1 組織承諾之定義 

Porter, Steers, Mowday and Boulian (1974)指出組織承諾是個人對某特

定組織之認同願意投入的程度，包含三個傾向： 

1.價值承諾：強烈信仰與接受組織的目標與價值。 

2.努力承諾：為組織努力付出的意願。 

3.留職承諾：持續成為組織一員的明確渴望。 

諸多學者對組織承諾的定義詳如表 2.5 所示。 

            表 2. 5 國內外學者對組織承諾之定義彙整表 

學者／(年份) 定義 

Sheldon (1971) 
組織承諾是認同組織的一種態度或心理取向，將個人與

組織連結或附著成一體。 

Hrebiniak & 

Alutto (1972) 

組織承諾乃是由於個人與組織間在賭注或投資上形成交

易或改變，而造成的結構性現象。強調參與者的利益交

換性愈大，則他對組織的承諾亦愈高。 

Buchanan (1974) 

組織承諾是一種對組織目標與價值、相關的個人角色及

組織派別的情感歸屬。包含了下列因素：(1)為組織付出

高度努力的意願；(2)繼續留在組織的強烈意願；(3)對組

織的隸屬感或忠誠心；(4)對組織主要目標與價值的接受

程度；(5)對組織給予正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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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5 國內外學者對組織承諾之定義彙整表(續) 

學者／(年份) 定義 

            

Porter & Smith 

(1976) 

組織承諾是個人在工作上所反應的一種態度，具有三種

特性：個人實際工作和理想工作是一致的；個人認同於

目前所選擇的工作；個人不願離開目前的組織而去找另

外的工作。 

                    

Mowday, Porter 

& Steers (1979) 

 

個人認同於和投入於特定組織的相對強度，在概念上，

它具有三個特性：個人對組織目標和價值有著強烈的信

仰和接受；願意為組織利益付出更多的努力；希望繼續

成為組織的一份子。 

Farrell & 

Rusbult (1981) 

 

 

以投資模式解釋及預測組織承諾，將組織承諾訂為對獎

償—成本關係的滿意程度，當個人對組織的滿意度越高、

投資成本越大，且其他工作機會越少時，則個人對組織

的承諾越高。 

 Hoye (2007) 

 

組織承諾為一種關係連結，雖無法考驗其時間影響程

度，但卻可用來預測員工離職與留職之意向。 

盧盛忠 (民 86) 

將組織承諾譯為組織歸屬感，從字面上來說，應是指對

組織的一種承諾、責任或義務，可以擴展為對組織目標

的一種使命感與忠誠感。另外從本源來看，是源於對組

織的認同與歸屬感，並由此衍生出一定態度或行為傾向。 

黃芳謙 (民 91) 

認為組織承諾乃組織成員信任與接受組織的目標、信念

與價值，對組織有強烈的歸屬感與忠誠度，願意為組織

付出更多的心力，並強烈願意繼續留任為組織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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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5 國內外學者對組織承諾之定義彙整表(續) 

學者／(年份) 定義 

孫進發 (民 93) 
組織承諾為個人對組織之態度連結，影響個人對組織目

標的認同，也影響成員向心力與工作投入程度。 

張美齡 (民 96) 

指對組織的目標、價值、信念等，存在強烈的認同感與接

受度，願意對組織付出心力與貢獻才智，不輕易考慮離

開組織。 

顧忠平 (民 94) 

 

 

組織承諾是指個人對特定組織的認同與投入之強度。組

織承諾強的成員會有下列三種傾向:(1)強烈地堅信及接

受組織的目標與價值；(2)願意為組織付出更多的努力；

(3)渴望繼續成為組織的一員。 

翁招玉 (民 99) 

組織成員對組織的認同、願意為組織付出額外的努力、

願意繼續留在組織內工作以及對組織懷有情感以協助達

成組織目標程度。 

周聰佑、陳彥廷、

吳家玲 (民 101) 

組織承諾為員工對組織展現的忠誠度、認同感及積極參

與組織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前言，本研究認為，組織承諾乃是一種同時包含心理及行為的概

念，在心理層面上呈現認同組織、以身為組織的一分子為榮、未來組織長

期投入的傾向，行為層面呈現願意為組織的目標和所託付的任務展現積

極、盡力的態度與行為，並且願意為組織的長期利益貢獻。 

本研究將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組織承諾定義為：個人對組織之目標、

價值予以肯定、認同、深信與依賴、進而發自內心全心投入為其效忠及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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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貢獻己能，並賦予責任感而繼續維持在該組織的身份。 

 

2.5.2 組織承諾的構面衡量之探討 

組織承諾具有多元層面與內涵，茲將多位學者對組織承諾各種不同

之重要研究取向說明如表2.6所示。 

           表2. 6各學者對組織承諾取向分類及構面研究 

學者/(年份) 組成構面 

Porter (1974) 價值承諾、努力承諾、留職承諾 

Allen & Meyer (1990) 情感性承諾、持續性承諾、規範性承諾 

Yousef (2000) 認同、涉入、忠誠 

Riketta (2002) 情感性承諾 

Ugboro (2006) 承諾相關態度、承諾相關行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是採用Porter (1974)觀點，認為組織承諾是個體對於組織的一

種整體看法，並包含以下三個組成構面： 

1. 價值承諾：強烈的信仰及接受組織的目標與價值。 

2. 努力承諾：願意為組織的利益付出更多的努力。 

3. 留職承諾：願意繼續留在組織中，成為組織的一份子。 

 

2.6 幸福感 

幸福感(Happiness)是「自造福田，自得福緣」(釋證嚴，民 98)，因為

知足人生才能幸福常樂，追求幸福是人類共同的目標。證嚴法師說：「生

活若簡樸，懂得運用時間、利益人群，人生最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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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幸福感之意涵 

Andrews and Withey (1976)對幸福感所下意涵為：「幸福感是對生活

的滿意程度，及正負能量情緒的整體主觀心理感受」。身、心、靈及生活

上感受到正能量情緒的增多及負能量情緒的減少，及個體對整體生活的

愉悅程度，可視為生活品質的重要心理指標(Diener, 1984；楊國樞，民79；

郭哲君，民99)。(陸洛，民87)認為幸福感的學說多屬於哲學和道德的論

述，但由人際和諧所帶來的社會支持力量，正是影響中國人幸福感指數的

關鍵因素。證嚴法師曾清楚指出：「人要知福、惜福、再造福」，幸福是

可以創造的(蔡坤良，民93)。根據過去的研究，幸福感具有以下三個明顯

的特點(陸洛，民87；李嵩義，民92)： 

1. 主觀性：個人幸福與否的標準，自己的親身體驗最深，不是依賴外界

的標準為主。 

2. 整體性：生活滿意、正、負向情感這三者的整合，是個體情感反應的

評估和認知判斷，是對生活的整體滿意感。 

3. 穩定性：不受情緒和外情境的影響，終會回歸個人主觀幸福感相對穩

定的量值基線水平上。  

幸福感，是個體根據對自我生存質量進行綜合評價而產生的一種比

較穩定的認知和情感體驗﹔是個人主觀知覺，包括生活認知、正負能量情

緒的高低、身、心、靈健康與適應等有關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讓個

體體悟生命存在的意義、價值、喜樂等所產生的整體感受(翁千惠，民99)。

因此，幸福感可以解釋為對生活整體層面的感受。 

綜合上述研究者幸福感相關名詞與其定義作一整理歸納，一般來說，

常用來指稱幸福感概念的名詞及定義有(林子雯，民 87): 

一、 快樂(Well-Being)：1.正負向情緒及生活滿意的整體評估結果；2.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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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情緒相對狀態；3.生活滿意、情緒和心理健康的評估。 

二、 幸福感(Happiness)：1.正負向情緒及生活滿意的整體評估結果；2.

正負向情緒研究；3.心理健康的測量。 

三、 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Happiness)：1.正負向情緒及生活滿意的整體

評估結果；2.生活滿意、情緒及心理健康的評估。 

四、 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Happiness)：1.正負向情緒和特殊領域的

滿意程度總加結果；2.心理健康的測量。 

五、 生活滿意(Life Satisfaction)：以認知角度對生活整體層面進行評量。 

而情緒觀點、認知觀點、身體健康觀點，其中以 Andrews and 

Withey (1976)年所提出的定義中兼具認知與情緒的觀點，由活動中產生

的短暫感受，因個人特質而產生的長期影響。 

 

2.6.2 幸福感之定義 

現今諸多幸福感的研究裡，對於幸福感的定義及影響因素，因各學者

著重的觀點不同，解釋亦有所不同，彙整如表 2.7。 

           表 2. 7 國內外學者對幸福感之定義彙整表 

學者/(年份) 定義 

Argyle(1987) 

社會接觸互動的增加，能導致幸福感的增加，人際關

係的品質提供社會支持之親密性是幸福感的主要來

源。 

 Donahue (1997) 指長壽、愛與被愛、成就感及擁有友好的關係。 

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 

幸福感是指個人對於生活品質整體的評估，而其中包

括了三個層面：情緒反應(快樂與不快樂)，生活滿意

面，以及對個人處境地位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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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7 國內外學者對幸福感之定義彙整表(續) 

學者/(年份) 定義 

Lu (1999) 
幸福感不僅是個人內心一個短暫的情緒狀態，亦受外

在環境的支配。 

Buss (2000) 人類對於自身生活品質整體性的評價程度。 

Morris (2001) 
幸福感是一種以生俱來的性情，來自於個體看待世事

的心態，而樂觀的人較有正面的情緒表現與思考模式。 

Crosnoe (2002) 身體健康心理適應與否、社會活動，以及財務穩定度。 

黃信二(民89) 

幸福是指能夠在自身之外別無目的，有著其本身的快

樂、是靈魂一種合乎「德行」的現實活動以及幸福的獲

得必須借助本性、習慣和理性。 

林芝怡(民94) 
幸福感是由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及所感受的正負情緒強

度所整體評估而成。 

昌育全(民100) 

幸福感是個人對生活中認知、情緒與心理健康三方面

正負強度的整體感受，除了是主觀的個人感受，亦可

能受到外在環境影響。 

吳淑芬(民102) 

幸福感是個人對於外在知覺及內在情感的生活整體評

價；對生活滿意程度及正負向的情緒感受；身、心、靈

感受到幸福快樂美滿。 

資料來源：1.本研究整理 

          2.吳靜誼(民97)整理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對幸福感詮釋的定義重點，情緒反應、認知、生

活滿意、身心健康、適應等層面。本研究歸納幸福感的相關研究，認為幸

福感就是體悟生命存在的意義、價值、喜樂等所產生的整體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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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幸福感的相關理論 

各學者專家依據不同的學派背景與思維角度，對幸福感的相關理論

看法並不相同，以個人需求、個人特質、社會比較和人際關係等不同角度

來對幸福感相關理論的產生加以解釋及探討分述如下: 

 

一、需求滿足理論(Need Satisfaction Theory)  

滿足需求是幸福感主要泉源，若長期無法滿足需求，則會產生不幸福

感。此外，需求的滿足包含意識以及潛意識兩種不同層次(施建彬，民84)。

故此理論是屬於一種由下而上 (Bottom-up Theory)的思考模式。如同

Maslow強調人類的動機是由許多不同的需求所組成故稱之為「需求層次

論」係因個體追求人生存在價值而產生的(張春興，民85)。需求滿足論又

可分： 

1.目標理論(Telic or Endpoint Theory) 

又稱為終點理論(Endpoint Theory)，內隱的需求模式是人人皆需要的

行為基礎，只要達到就會帶來幸福感(陸洛，民87)。也就是將幸福感視為

人一生努力追求的目標，待目標完成後，所獲得的一種較穩定且長期性的

滿足(Omodei & Wearing, 1990)。而Maslow (1968)提出七種層次的需求，

即生理、安全感、隸屬與愛、自尊、知、美與自我實現需求等的滿足。需

求層次或目標達成時，滿足油然而生，內心自會充滿幸福感。認為幸福感

的來源在於目標達成後，幸福感才會產生。 

2.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 

活動理論又稱為自動目的理論(Omdei & Wearing, 1990)，幸福感是人

類主動且專注地參與活動時的產物，個人可藉由工作、休閒、運動或人際

互動等健康、有意義的歷程，成功而且充分地把這些能力發揮出來並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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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需求，進而產生愉悅的成就感和價值感，這就是幸福感(Argyle, 1987；

Diener, 1984)。 

3.苦樂交雜理論(Pleasure and Pain Theory) 

認為快樂和痛苦相輔相成，一生若沒有經歷過痛苦，是無法體會真正

幸福的感受，沒有不幸福的生命也不算幸福(陳素幸，民93)。 

綜合言之，需求滿足理論認為幸福感的獲得，乃源於目的需求或活動

參與的滿足達成，所強調的是個體在經歷某一事件後，所產生的高峯經驗。 

 

二、特質理論 

「如人飲水冷暖自知」此理論認為個體的特質不同，自然對幸福感的

感受與體會亦有不同，分述如下: 

1.人格特質理論(Trait Theory) 

人格特質是影響整體評估幸福感的主要依據，由Costa and McCrae 

(1980)提出，幸福感是一種穩定的特質，為何有些人具有高幸福感或容易

感到幸福，這種幸福感的人格特質可能導因於先天的遺傳因素個性較開

朗天真所以擁有一個容易誘發愉悅神經的生理機制，或後天學習的結果

(Veenhoven, 1994)。 

2.連結理論(Associationistic Theory) 

對人、事、物之認知、記憶及刺激反應連結的觀點，來解釋有些人特

別容易感到幸福的原因。擁有一個以幸福感為核心的記憶網路，當發生某

事件時，即透過此記憶網路來提取資料並做解釋，因此產生幸福之感受，

(顏映馨，民87)。 

  

三、判斷理論(Judgem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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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是一種在真實情況發生時與自身標準比較後所得的結果，其

基本的假設有三： 

1.幸福感是來自經過比較後得來的；2.比較標準會隨境界而改變；3.所訂

定標準是由自己所選取建構的(Diener, 1984；Veenhoven, 1991)。當事件發

生時，會從認知中選出參照標準，經比較後認為所面臨之事件比參照標準

好時，就會感覺幸福(林子雯，民85)。 

 

四、動力平衡理論(Dynamic Equilibrium Theory) 

生活中的事件與個人特質對幸福感之雙重標準。面對不同境界所發

生的事件不同時，是會影響到原來心理平衡的狀態，個人的幸福感將隨之

改變(Heady & Wearing, 1990)。 

 

五、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 Theory ) 

符號互動論人們的思想、創造力、觀察力等都需經由符號來表達，是

我們生活指數與社會進化過程中的重要步驟 ﹔藉由語言、文字、符號及

非語言行為，達到彼此間溝通了解的目的，肢體動作如握手、擁抱等皆是

增進個人幸福感的互動。Argyle (1987)研究發現，增加對社會良善的互動

接觸，對幸福感是正向加分的，創造良好人際關係品質是提供社會支持幸

福感之主要來源。 

    綜合上述，影響個人幸福感的因素頗多，而整合性的概念逐見顯出，

外在環境因素及個人特質等，讓自身能更加積極正向思考，能建立良好的

人際關係，能努力達成目標、能增加對人事物的滿足感等，不論處於順逆

境都能怡然自得，這將會大大提升幸福感。由上述可知，其幸福感層面大

致包含了自我肯定，身心靈的健康及日常生活等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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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相關實證研究 

本研究探討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工作心流、組織承諾及幸福感等變項

之相關性，引述眾多學者研究生之實證研究，籃文彬、游森期(民 103)進

行大學生正負向完美主義、心流傾向與心理幸福感之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結果發現大學生可以嘗試去檢視自己的完美主義背後有多少是來自於自

己的選擇、有多少部分其實是外在的期待和質疑，如此才能在生活中投身

於令自己心醉神馳的事情，並體會到心理幸福感。謝佩君(民 104) 以醫

院志工服務為例，探討組織認同對工作投入與服務態度的影響情形，研究

發現:志工對非營利組織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人力資本，非營利組織若能有

效運用組織中的志工，將可從中獲益。組織認同是指組織成員，在行為上

與觀念上諸多方面一致，而加入的組織，認同的人在被組織本身吸引而聚

集於組織周圍，在組織的管理中，以創造雙贏為出發點，力求實現組織與

成員關係間之組織認同，有助於組織與成員間的共同發展。陳金發(民 103)

以慈濟環保幹事為研究對象，探討慈濟環保幹事服務領導對志工幸福感

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組織領導者是建立工作環境幸福感氛圍的關鍵舵

手從事志工服務者，能隨時能調整個人的習氣、情緒，時時保有向善的心，

並且適度運動、良好的生活作息，如此才有充沛的體力和精神投入助人的

行列，志工服務這條路才會走得長久，也較能得到親友的支持與認同，其

幸福感相對也會增高。 

    尚有眾多學者之實證研究，整理如表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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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8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工作心流、組織承諾及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論文題目 內容重點 

陳麗昭 

(民100) 

 

 

北臺灣家庭教育中心志

工參與志願－服務對

其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社會對個體生命歷程的引導有很大一部分係透過

個人所處之社會網絡中，個體與周遭人群的生命歷 

程緊密連結且互相影響著。本研究發現家庭教育中

心志工因為朋友的支持網絡連結緊密，進而使個人

對自我成就感更滿足、因而提升志工的生活滿意

度，也驗證此理論中「生活連結」的概念。 

楊雅雲 

(民100) 

非營利組織志工參與動

機、組織承諾與工作滿

足感之研究－以新竹

縣慈濟志工為例 

志工體系中參與者特質多為年長者、家庭主婦等，

他們對社會的穩定與貢獻，有巨大的付出，政府如

何讓這些族群在社會中受到應有的重視，並提供公

平的社會機會，讓這些族群能夠持續為社會奉獻。 

彭姿文 

(民102) 

 

臉書使用者心流經驗、

虛擬社群意識對社群互

動影響關係之研究 

藉由本研究能夠提供給網路平台管理者或行銷工

作者，未來若要使社群互動更加熱絡，應以促進人

際互動之功能為發展方向，並著重使用者之感受；

提供未來政策宣導或公共議題之討論，建議可以透

過使用者信任之社群網站設置討論區，以促進政策

之宣導與發展，並培養民眾之公民意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照上述研究概念，本研究探討以慈濟慈誠委員志工為對象，他們皆

來自各個社會階層的各行各業，所探討的業務範疇會較廣，應更具有探討

價值，因此研究慈濟委員慈誠志工的志願服務參與態度之精神，對他們在

自身職場的工作心流、組織承諾、幸福感是否產生影響以及是否產生中介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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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依據前二章來擬定研究方法，來探討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工作

心流、組織承諾及幸福感的相關研究。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說明研究

架構；第二節說明研究問題與假設；第三節研究方法的選擇；第四節說明

問卷設計；第五節研究資料的蒐集與分析。茲分別說明如下： 

 

3.1 研究架構 

本文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將自願服務參與態度的精神，投入在

自身工作職場感受的影響，及探討慈濟慈誠委員志工在参與志願服務參

與態度時對工作心流、組織承諾及幸福感的相關研究，經由本研究相關，

藉由問卷調查文獻探討及分析作為本研究的架構圖：以「志願服務參與態

度」為自變項，「組織承諾」、「工作心流」為中介變項，「幸福感」為依變

項，並探討因不同背景統計資料和各變項間彼此的差異及關連性，其各變

項之構面如下：根據本研究之目的及相關文獻回顧，整理出如圖 3.1 之架

構圖。 

 

圖 3.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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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架構所提出之研究假設，列示如下： 

H1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工作心流有顯著之影響。 

H2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組織承諾有顯著之影響。 

H3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幸福感有顯著之影響。 

H4 ：工作心流對組織承諾有顯著之影響。 

H5 ：工作心流對幸福感有顯著之影響。 

H6 ：組織承諾對幸福感有顯著之影響。 

H7 ：工作心流於志願服務參與態度與組織承諾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8 ：工作心流於志願服務參與態度與幸福感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9 ：組織承諾於志願服務參與態度與幸福感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10：組織承諾於工作心流與幸福感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3.3 研究變項之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確立出各研究變項之操作型定義，以符合本 

研究探討之主題。 

3.3.1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之操作型定義 

根據前述綜合多位學者對志願服務參與態度之相關文獻分析定義，

依據 Sears, Peplau, and Taylor (1991)從多元角度探討志工志願服務參與態

度的三個構面及操作型定義有:  

1.參與態度認知。2.參與態度情感。3.參與態度行為。 

其志願服務參與態度以「參與態度認知」、「參與態度情感」及「參與

態度行為」3 個構面為主要探討，共劃分為 15 題項。 



 
 
 
 
 
 
 
 
 
 
 
 

 

39 

3.3.2 工作心流之操作型定義 

根據前述綜合多位學者對工作心流之相關文獻分析定義，本研究依

據 Bakker(2008)對心流體驗的定義：「專一投入，渾然忘我且非常愉悅的

完全沉浸在工作職場中，可以說是一種暫時的顛峰體驗。本研究有三個構

面及操作型定義如下:  

1.全神貫注。2.暢遊工作中。3.內在工作動機。 

    其工作心流以「全神貫注」、「暢遊工作中」及「內在工作動機」等 3

個構面為主要探討，共劃分出 13 題項。 

 

3.3.3 組織承諾之操作型定義 

組織承諾參酌大多數國內外學者，以蔡添生(民 90)留職承諾、創由價

值承諾以及努力承諾作為衡量主要構面，並採納 Steven (1978)、Allen and 

Meyer (1990)的觀點，歸納以下主要三項構面及操作型定義有： 

1.規範性承諾。2.交換性承諾。3.情感性承諾。 

其組織承諾以「規範性承諾」、「交換性承諾」及「情感性承諾」等 3

個構面為主要探討，共劃分為 13 題項。 

 

3.3.4 幸福感之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認為幸福感是對人生有積極向上陽光面、良好的人際互動與

滿意的生活狀況，其中包含情緒與外在感官的生活整體評價，身、心、靈

擁有美滿的幸福感受。本量表參照林子雯(民 85)觀點，共分 4 個構面及

操作型定義: 

1.生活滿意。2.人際關係。3.自我肯定。4.身心健康。 

    其幸福感以「生活滿意」、「人際關係」、「自我肯定」及「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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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 個構面為主要探討，共劃分為 23 題項。 

 

3.4 問卷設計  

本研究是以問卷調查方式做為資料收集來源，經文獻彙整出整個研

究變項量表，並透過研究者對研究對象之觀察，編修衡量做成問卷；採用

李克特式(Likert Type Scale)七點式量表來採用不記名方式做調查。七點量

表進行衡量，分數由低至高依序排列1分到7分，分別是「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稍微不同意」、「沒意見」、「稍微同意」、「同意」、「非常同意」，

依序1、2、3、4、5、6、7計分。 

 

3.4.1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將自願服務參與態度的精神，投入在自身工作職場感受的

影響，及探討慈濟慈誠委員志工在参與志願服務參與態度時對工作心流、

組織承諾及幸福感的相關研究。 

3.4.2 個人背景變項 

   本研究的個人背景題項共有七個向度，分述如下： 

1. 性別：分為「男生」、「女生」。 

2. 年齡：分為「30 歲以下」、「31-40 歲」、「41-50 歲」、「51 歲以上」。 

3. 婚姻狀況：已婚、未婚、其他。 

4. 職業別：分「軍公教」、「農林漁牧業」、「工商服務業」、「自由業」

「醫、護相關」、其他。 

5. 教育程度：分為「高中職(含)以下」、「大學/專科」、「研究所以上」。 

6. 家庭其他成員有無參加志工：「有」、「無」。 

7. 在慈濟擔任志工年資：指志工受測時在中區慈濟各分區累計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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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區分「1 年以下」、「1-5 年」、「6-10 年」、「11-15 年」、「16-20 年

含以上」等五個組別。 

 

3.5 問卷回收與分析 

在2016年1月針對慈濟台中分會慈誠委員進行前測，共發出51份，回

收51份，有效問卷51份。 

 

3.5.1 前測信度之分析 

實施前測後，本研究針對有效問卷進行信度分析。根據 Guieford (1965)

之建議：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為信度檢驗方法。α 值若高於 0.7 時，則

具有相當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依問卷進行量表信度分析得知「自願服務態

度」、「工作心流」、「組織承諾」與「幸福感」等變項之 Cronbach’s α 係數

分別如表 3.1 所示。分別達 0.957、0.897、0.95、0.951，因本量表具有

良好信度，故發放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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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1 前測各構面之信度分析結果表 

研究變項 題數 Cronbach’s 

α 值 

構面 題數 刪除後α 值 

志願服務 

參與態度 

15 0.957 1.參與態度情感 

2.參與態度認知 

3.參與態度行為 

5 

5 

5 

0.957 

0.956 

0.958 

工作心流 

 

12 0.897 1.專心一致 

2.暢遊工作中 

3.內在工作動機 

5 

5 

3 

0.891 

0.900 

0.900 

組織承諾 13 0.895 1.規範性承諾  

2.交換性承諾 

3.情感性承諾 

5 

4 

4 

0.889 

0.905 

0.891 

幸福感 23 0.951 1. 生活滿意 

2.人際關係 

3.自我肯定 

4.身心健康 

7 

6 

5 

5 

0.943 

0.955 

0.950 

0.95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5.2 因素分析 

在信度分析過後，預試問卷根據Kaiser (1974)的研究，採用主成分分

析法進行因素分析，發現各構面之Kaiser- Meyer- Olkin ( KMO )值皆>0.7，

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球型檢定結果p值<0.001，因此相關係數足以作為

因素分析抽取因素之用。以Tabachnica and Fidell(2007)研究提出之因素負

荷量大於0.5以上為根據。本研究其因素負荷量皆高於0.5，未達刪題標準，

因此不予刪題，彙整如表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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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2 前側各構面之 KMO 值與球型檢定結果 

    衡量 

    構面 

KMO               

值 

Bartlett 球型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自由度 顯著性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 0.943 2467.926 105 0.000*** 

工作心流 0.917 2087.416 78 0.000*** 

組織承諾 0.910 2553.884 78 0.000*** 

幸福感 0.940 5000.256 253 0.000*** 

註：*P<0.05，**P<0.01，***P<0.001  
 

            

3.5.3 正式問卷之回收情形 

本研究於2016 年1月進行問卷發放，委請台中分會慈誠委員們以便

利抽樣方式代為發放及回收，總計發放320份。回收份數300 份，回收率

約為93.75％，扣除答不完全之無效問卷9份，共計291份有效問卷，有效

問卷回收率為90.93％。 

 

3.6 資料分析方法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利用SPSS20.0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以統計分析方法，來驗證

及了解各變項間之關係，茲將本研究所用之統計方法說明如下： 

 

1.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係要了解各個構面之題項量表的一致

性或穩定性，以檢驗量表的可靠度。本研究採用Cronbach’s α係數為信度

檢驗方法，依據Nunnally (1978)的看法，若各構面信度結果大於0.7，則顯

示此問卷有較佳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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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素分析 

本研究採主要成份分析法(Principil Component Analysis)對各變項進

行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萃取出共同因素，取特徵值(Eigenvalue)大

於1的因素，以最大變異數法(Varimax)進行正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

取其因數負荷量，因素負荷量大於0.3者，決定因素的數目及縮減各量表

之變數，進而增加本研究問卷之建構效度。 

 

3. 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獨立樣本 T 檢定(T-test)是針對兩個母體平均數之比較，了解兩者間

有否顯著差異；若變相為三群以上，則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本研究主要比較慈濟台中分會慈誠委員志工之不同背景特徵

於各變項進行各構面間樣本平均數的有無顯著性考驗。進行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時，若顯著性 P 值達到顯著水準(*表 P<0.05 達顯著水準，**表

P<0.01 達非常顯著水準、***表 P<0.001 達極顯著水準)。 

 

4. 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針對樣本的結構特性，進行次數分配統計及百分比分析，並算

出「志願服務態度」、「工作心流」、「組織承諾」與「幸福感」等研究變項

各題項之平均數及標準差等進行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藉以

瞭解慈濟台中分會慈誠委員志工在各變項之知覺程度與集中現況。 

 

5. 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係用來測量各變項間之相關強度，本

研究採用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了解研究變數間關聯程度是正負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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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測量值應介於-1 和 1 之間)之關係。 

 

6. 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主要是預測與解釋，利用探討自變數與

依變數之間是否存在某種線性或非線性關係的一種統計方法，能夠預測

依變數的程度。本研究利用迴歸分析來探討「志願服務態度」、「工作心

流」、「組織承諾」與「幸福感」等構面間，是否有顯著影響之關聯性及中

介效果檢定，以驗證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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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章節將問卷調查所得的資料，利用適當的統計方法進行分析，進行

研究假設之檢定，並對結果加以解釋與討論。本章第一節運用「因素分

析」，各個構面的因素負荷量、解釋變異量及 KMO 值；第二節運用「信

度分析」，檢視本量表各構面的一致性；第三節運用「效度分析」，進行樣

本結構與各變項之分析；第四節對研究變項進行「樣本結構與各變項之描

述性分析」，以瞭解台中分會慈濟慈誠委員志工於各構面之知覺情形。第

五節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試不同背景變項

在各項構面因素中有無有顯著性差異的情形；第六節以「Pearson 積差相

關分析」檢視衡量各變項之間相關聯程度；第七節利用「迴歸分析」探討

「自願服務態度」、「工作心流」、「組織承諾」與「幸福感」是否有顯著性

影響情形及中介效果。 

 

4.1 因素分析結果 

本研究執行KMO取樣適切性量數與Bartlett球型檢定後，根據

Kaiser(1974)研究的論點，(KMO值越接近1表示變項越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反之數值越近10越不適合)，其次Bartlett球型檢定是否達顯著水準，利用

上述兩項檢定後確立該樣本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對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工作心流、組織承諾、幸福感等四構面，進行

樣本資料的萃取，以確保資料縮編的進行合乎與否；樣本資料可進行因素

分析時，是採用主成份分析法，並在轉軸法採用最大變異法，最後依因素

負荷量進行排序，以利後續之資料分析。Tabachnica and Fidell(2007)的研

究結果指出，因素負荷量大於0.71時是非常理想狀態，小於0.32則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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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想狀態，可考慮刪題。其本研究之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1 所示。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KMO值為0.943，Bartlett球型檢定為顯著(P=0.000)； 

工作心流之KMO值為0.917，Bartlett球型檢定為顯著(P=0.000)； 

組織承諾KMO值為0.910，Bartlett球型檢定為顯著(P=0.000)； 

幸福感KMO值為0.940，Bartlett球型檢定為顯著(P=0.000)。 

KMO值均在可接受範圍內，且達非常理想狀態，各構面之巴式球型檢定

結果均達顯著，其本研究問卷資料是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表 4. 1 各構面之 KMO 值與球型檢定結果 

衡量構面 KMO 值 

 

Bartlett 球型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自由度 顯著性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 0.943 2467.926 105 0.000*** 

工作心流 0.917 2070.762 66 0.000*** 

組織成諾 0.910 2553.884 78 0.000*** 

幸福感 0.940 5000.258 253 0.000*** 

註：*P<0.05，**P<0.01，***P<0.001  

 
                  

4.1.1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之因素分析結果 

本研究在志願服務參與態度的構面中共有 15 個題項，KMO 值為

0.943，Bartlett 球型檢定也達顯著水準，顯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藉由因

素分析，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0.5，無需刪題，並經過轉軸後共萃取出三個

因素，分別命名為「參與態度情感」、「參與態度認知」、「參與態度行為」

其累積解釋變異量達64.506 ％，因此所衡量之問項具有相當水準之效度，

結果整理如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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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2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之因素分析彙整表 

因素 

構面 

問卷題目 

 

因素

負荷

量 

解釋變 

異量％  
 

累積解

釋變異

量％ 

參與態

度情感 

a15.參與志願服務可讓我生活更充實。 

a13.我覺得花時間參與志願服務是有益的。 

a12.我相當熱愛參與志願服務。 

a14.我會鼓勵其他人參與志願服務。 

a11.我覺得定期去參與志願服務工作是需要的。 

0.777 

0.772 

0.761 

0.712 

0.633 

24.270 

 

24.270 

參與態 

度認知 

a10.我認為參與志願服務後的心情快樂也很重要 

a6.參與志願服務使我感覺很有活力，是很重要事 

a7.參與志願服務可以豐富我的生活視野。 

a8.我認為參與志願服務對自己是有好處的。 

a9.參與志願服務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0.739 

0.686 

0.678 

0.667 

0.558 

21.016 45.287 

參與態

度行為 

a3.我關心我所參與慈善團體的發展。 

a1.我喜歡參與志願服務的感覺。 

a4.我參與慈善活動時可以學習到不同知識及技能 

a2.參與慈善服務團體讓我有歸屬感。 

a5.慈善志願服務很吸引我。 

0.749 

0.672 

0.660 

0.554 

0.529 

19.219 64.506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4.1.2 工作心流之因素分析結果 

本研究在工作心流的構面中共有13個題項，經因素分析，KMO值為

0.917，Bartlett球型檢定也達顯著水準，顯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藉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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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析，刪除因素負荷量為未達0.5的題項b6＜0.5（在職場工作時讓我感

覺良好），後續分析不計入計算，其餘12個題項之因素負荷量均大於0.5，

並經過轉軸後共萃取出二個因素，依前述文獻學者之定義觀點，本研究認

為構面中的「暢遊工作中」，「非常享受投入」與「非常喜愛自己工作的內

在工作動機」，非常相似，故本研究主張僅需要立定兩個構面，分別是「全

神貫注」及「享受投入」。其累積解釋變異量達分別達63.159％，因此所

衡量之問項具有相當水準之效度。其結果整理如表 4.3 所示。 

 

                  表 4. 3 工作心流因素分析彙整表 

因素

構面 

問卷題目 因素 

負荷

量 

解釋

變異

量％  

累積解

釋變異

量％ 

全神 

貫注 

b1.在職場工作時，我會專注，盡量不會去想其他 

   事情。 

b2.在職場工作時，我會盡力全神貫注完成任務。 

b3.在職場工作時，有時我會完全沉在工作當下。 

b4.在職場工作時，我能盡量忘卻日常煩雜瑣事。 

b5.在職場工作時，我盡量不會受外界干擾。 

b9.在職場工作時，如有人需要幫助，我會主動 

   趨前協助。 

0.819 

 

0.811 

0.772 

0.684 

0.601 

0.522 

33.236 33.236 

 b11.在職場工作時是為我自己而做。 

b12.在職場工作的動機是來自本身，不全是好 

    處。 

0.831 

0.753 

29.923 6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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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3 工作心流因素分析彙整表(續) 

因素

構面 

問卷題目 因素 

負荷

量 

解釋

變異

量％  

累積解

釋變異

量％ 

享受 

投入 

b6. 在職場工作時讓我享受到許多樂趣。 

b7. 在職場工作時，我能很快地解決當時面臨的 

    問題。 

b8. 在職場工作時，我能輕鬆的勝任工作。 

b10.在職場工作時是因為我喜歡。 

0.639 

0.634 

 

0.622 

0.61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1.3 組織承諾之因素分析結果 

本研究在組織承諾的構面中共有13個題項，KMO值為0.910，Bartlett

球型檢定也達顯著水準，顯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藉由因素分析，因素負

荷量均大於0.5，無需刪題，並經過轉軸後共萃取出三個因素，命名為「規

範性承諾」、「交換性承諾」、「情感性承諾」，累積解釋變異量達71.422

％，因此所衡量之問項具有相當水準之效度，其結果整理如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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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4 組織承諾因素分析彙整表 

因素

構面 

                問卷題目  

 

因素

負荷

量 

解釋

變異

量％ 

累積解

釋變異

量％ 

規範

性承

諾 
 

c5.參與(公司)職場的工作讓我產生責任感。 

c6.我對(公司)職場工作有很高的忠誠度。 

c7.我在(公司)職場工作獲得讚賞，我會感到 

   很高興。 

c8.參與(公司)職場工作對我意義非凡。 

c9.我願意接受(公司)職場之規定及服務守則。 

0.782 

0.765 

0.753 

 

0.600 

0.600 

24.852 24.852 

               

交換 

性承 

諾 

 

c13.我會積極參與組織發展計畫。 

c10.在這(公司)職場工作，我覺得可以發揮自 

    己的能力。 

c12.我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和精力從事工作。 

c11.我會想去瞭解並學習其它工作外，也樂意 

    在工作中能真誠對待周遭的人。 

0.812 

0.759 

 

0.732 

0.620 

 

24.492 49.344 

情感 

性承 

諾 

c2.我覺得自己的價值觀與理想跟職場很接近 

   ，是重要的。 

c3.我認同(公司)職場的目標與宗旨。 

c1.我了解職場的目標。 

c4.我會把(公司)職場的目標傳遞給其他組織 

   成員。 

0.801 

 

0.793 

0.687 

0.680 

22.098 71.42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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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幸福感之因素分析結果 

本研究在幸福感的構面中共有 23 個題項， KMO 值為 0.940，Bartlett

球型檢定也達顯著水準，顯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其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0.5，無需刪題，並經過轉軸後共萃取出三個因素，依文獻學者之定義觀

點，本研究生認為構面裡「有良好的人際關係與人結得好人緣」，「自然在

日常生活中很多事物是會受到歡迎肯定的」，這部分非常相似雷同，故本

研究主張僅需主要立定三個構面，分別是「生活滿意」、「樂活人生觀」及

「身心健康」其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64.770％，因此所衡量之問項具有相當

水準之效度，其整理如表 4.5 所示。             

             表 4. 5 幸福感因素分析彙整表 

因素

構面 

問卷題目 

 

因素 

負荷

量 

解釋 

變異 

量％  
 

累積解

釋變異

量％ 

生活 

滿意 

d23. 我的睡眠充足。 

d22.我經常定時從事運動。 

d19.我的健康狀況良好。 

d20.我有良好的飲食習慣。 

d21.我常保持輕鬆自在的心情。 

d13.生活的一切皆在掌握中。 

d17.我認為我有吸引力。 

d18.我對自己很有信心。 

d16.我喜歡自己，因為我很棒。 

d14.我有能力解決生活中的事。 

0.793 

0.790 

0.760 

0.692 

0.675 

0.646 

0.622 

0.618 

0.579 

0.529 

 

 

 

 

24.411 

 

 

 

 

2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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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5 幸福感因素分析彙整表(續) 

因素

構面 

問卷題目 

 

因素 

負荷

量 

解釋 

變異 

量％  
 

累積解

釋變異

量％ 

樂活人

生觀 

d7.關心別人我很樂意。 

d8.我願意散播幸福感。 

d11.和朋友在一起是快樂的。 

d12.我最愛助人。 

d10.我對人人都有愛心。 

d9.大家的相處是相互回饋的。 

d15.我喜歡學習，我能快樂學習。 

d6.我覺得生活有保障及安全感是很重要的。 

0.791 

0.776 

0.762 

0.735 

0.668 

0.662 

0.612 

0.508 

 

 

 

22.109 

 

 

 

46.519 

身心 

健康 

d2. 我認為世界上的事情是美好的。 

d5. 我對人事物感到滿意。 

d3. 我喜歡我的生活。 

d1. 我的理想可以獲得實現。 

d4. 我的生活有意義、目標。 

0.776 

0.680 

0.675 

0.622 

0.619 

 

 

18.251 

 

 

 

64.77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 信度分析結果 

本研究藉由Cronbach’s α值進行衡量信度，若Cronbach’s α值大於0.7，

則表示衡量的內部一致性相當高，屬於高信度；若Cronbach’s α值介於0.35

至0.7之間，則表示信度尚可(Nunnally, 1978)；（榮泰生，民95）本研究經

因素分析刪題後，志願服務參與態度之α值達0.933、工作心流α值達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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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承諾α值達0.935、幸福感α值達0.956，本研究各構面α值皆大於0.7，

屬於高信度，結果如表 4.6 所示。 

        

               表4. 6各構面之信度分析結果表 

研究變項 題數 Cronbach’sα值 構面 題數 刪除後α 值 

志願服務 

參與態度 

15 0.933 1.參與態度情感 

2.參與態度認知 

3.參與態度行為 

5 

5 

5 

0.926 

0.927 

0.929 

工作心流 

 

12 0.924 1.全神貫注 

2.享受投入 

6 

6 

0.913 

0.928 

組織承諾 13 0.935 1.規範性承諾  

2.交換性承諾 

3.情感性承諾 

5 

4 

4 

0.928 

0.929 

0.930 

幸福感 23 0.956 1.生活滿意 

2.樂活人生觀 

3.身心健康 

10 

8 

5 

0.952 

0.953 

0.95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效度分析結果  

在測量工具上反應研究者欲測量效度數值數高，則表示衡量結果越

能顯示所要測量的真正意義。藉文獻探討，將各構面加以研究定義後，再

針對研究對象之背景資料，抽取合適題項，將欲測量指標連結定義的內容，

透過因素分析，將各個研究變項萃取出構面，各構面間均具區別效度，其

構面內因素則具有聚合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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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樣本結構與各變項之描述性分析結果 

本研究利用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工作心流、組織承諾、幸福感等四個

變項的及其構面之平均數及標準差，進行樣本結構分析、描述性分析，藉

此瞭解慈濟台中分會慈誠委員志工對各變項之情形。 

 

4.4.1 樣本結構分析結果 

    本研究針對台中分會(中、投、苗栗)地區慈濟慈誠委員志工進行調查，

共回收291份有效問卷，將回收樣本與基本資料作統計分析，台中分會(中、

投、苗栗)地區慈濟慈誠委員志工人口統計變項整理如表4.6所示，並分項

說明: 

1.性別：本研究回收之有效問卷中，男性88人(30.24％)、女性203人(69.75 

％)，本研究調查對象以女性居多。 

2.年齡：本研究回收之有效問卷中，30 歲以下 5 人(1.718％)、31-40 歲 

 26 人(8.934％)、41-50 歲 90 人(30.927％)、51 歲以上 169 人(58.075 

  ％)，本研究調查對象的年齡分佈以 51 歲以上居多。  

3.婚姻狀況：本研究回收之有效問卷中，已婚232人(79.725％)、未婚50人 

  (17.182％)，其他9人(3.092％)，本研究調查對象的婚姻狀況以已婚居  

  多。 

4.職業：本研究回收之有效問卷中，軍公教39人(13.402％)、農林漁牧業 

  9人(3.092％)、工商服務業107人(36.759％)、自由業66人(22.68％)、醫、 

  護相關22人(7.560％)、其他48人(16.494％)，本研究調查對象的職業以

工商服務業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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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程度：本研究回收之有效問卷中，高中職(含)以下140人(48.109％)、 

  大學/專科122人(41.924％)、研究所以上29人(9.965％)，本研究調查對 

  象的教育程度以高中職(含)以下居多，大學/專科次多。 

6.家庭其他成員有無參加志工：有155人(53.26％)、無136人(46.735％)，本 

  研究調查對象的家庭其他成員以有參加志工居多。 

7. 在慈濟擔任志工年資： 1年以下6人(2.061％) 、1-5年66人(22.680％)、 

6-10年75人(25.773％)、11-15年85人(29.209％)、16-20年含以上59人

(20.274％)，本研究調查對象在慈濟擔任志工年資以11-15年者居多。 

 

    表4. 7有效樣本基本資料表 

個人特徵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 

性別 

 

(1) 男 

(2) 女 

88 

203 

30.24 

69.75 

年齡 

 

(1) 30歲以下 

(2) 31歲-40歲 

(3) 41歲-50歲 

(4) 51歲以上 

5 

26 

90 

169 

1.718 

8.934 

30.927 

58.075 

婚姻狀況 (1) 已婚 

(2) 未婚 

(3) 其他 

232 

50 

9 

79.725 

17.182 

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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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7有效樣本基本資料表(續) 

個人特徵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 

職業 (1) 自由業 

(2) 軍公教 

(3) 農林漁牧業 

(4) 工商服務業 

(5) 自由業 

(6) 醫、護相關 

(7) 其他 

66 

39 

9 

107 

66 

22 

48 

22.680 

13.402 

3.092 

36.759 

22.680 

7.560 

16.494 

教育程度 (1) 高中職(含)以下 

(2) 大學/專科 

(3) 研究所以上 

141 

122 

28 

48.109 

41.924 

9.965 

家庭其他成員有無參

加志工 

(1) 有 

(2) 無 

155 

136 

53.264 

46.735 

在慈濟擔任志工年資 (1) 1年以下 

(2) 1-5年 

(3) 6-10年 

(4) 11-15年 

(5) 16-20年含以上 

6 

66 

75 

85 

59 

2.061 

22.680 

25.773 

29.209 

20.27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2 各研究變項之描述性分析結果 

本研究利用「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工作心流」、「組織承諾」與

「幸福感」四項構面及其子構面之平均數與標準差進行描述性分析，瞭解

台中分會地區慈濟慈誠委員志工對各變項之知覺情形。詳見表4.8所示。 



 
 
 
 
 
 
 
 
 
 
 
 

 

58 

                    表 4. 8 各構面之描述性分析總結果表 

構面 題數 總平均數 總標準差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 15 6.612 0.595 

工作心流 12 6.145 0.942 

組織承諾 13 6.167 0.866 

幸福感 23 6.173 0.86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主要是研究樣本對志願服務參與態度的感受情

形。 

    在參與態度情感中，題項a1.我「喜歡參與志願服務的感覺」平均數

最高(6.72)，顯示多數慈誠委員認為參與志願服務時因可接觸到不同人、

事、物可從中吸取獲得不同學習經驗及人生體悟。而以題號a11.我覺得定

期去參與志願服務工作是需要的。平均數為最低(6.48)，顯示慈誠委員中

也許因工作繁忙較無法全力投入。 

在參與態度認知，題號a7.參與志願服務可以豐富我的生活視野。

(6.68)每人認知不同用心程度也不一。 

在參與態度行為，題號a1.我喜歡參與志願服務的感覺。(6.72)能服

務別人是快樂的，施比受更有福。詳見表4.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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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9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變項之描述性分析結果表 

構面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參與

態度

情感 

a15.參與志願服務可讓我生活更充實。 

a13.我覺得花時間參與志願服務是有益的 

a12.我相當熱愛參與志願服務。 

a14.我會鼓勵其他人參與志願服務。 

a11.我覺得定期去參與志願服務工作是需要的。 

6.65 

6.58 

6.48 

6.53 

6.47 

0.563 

0.629 

0.686 

0.634 

0.716 

參與

態度

認知 

a10.我認為參與志願服務後的心情快樂也很重要 

a6.參與志願服務使我感覺很有活力，是很重要事 

a7.參與志願服務可以豐富我的生活視野。 

a8.我認為參與志願服務對自己是有好處的。 

a9.參與志願服務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6.67 

6.66 

6.68 

6.64 

6.53 

0.546 

0.550 

0.515 

0.629 

0.706 

參與

態度

行為 

a3.我關心我所參與慈善團體的發展。 

a1.我喜歡參與志願服務的感覺。 

a4.我參與慈善活動時可以學習到不同知識及技能 

a2.參與慈善服務團體讓我有歸屬感。 

a5.慈善志願服務很吸引我。 

6.63 

6.72 

6.69 

6.62 

6.63 

0.587 

0.466 

0.506 

0.629 

0.57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工作心流:主要是研究樣本對工作心流的感受情形。 

在全神貫注量表中，以平均數最高題項b2.在職場工作時，我會盡力

全神貫注的完成任務(6.39)顯示多數慈誠委員認為使命必達的精神是應

有的，而以b5.在職場工作時，我盡量不會受外界干擾(6.08)。 

在享受投入中以題項 b6.在職場工作時讓我享受到許多樂趣，不應工

作而作的精神，樂在工作中。詳見表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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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10 工作心流變項之描述分析結果表 

構面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全神 

貫注 

b1.在職場工作時，我會專注，盡量不會去想其他事情。 

b2.在職場工作時，我會盡力全神貫注的完成任務。 

b3.在職場工作時，有時我會完全沉在工作當下 

b4.在職場工作時，我能盡量忘卻日常的煩雜瑣事 

b5.在職場工作時，我盡量不會受外界干擾。 

b9.在職場工作時，如有人需要幫助，我會主動趨前協助。 

6.20 

6.39 

6.27 

6.13 

6.08 

6.37 

0.881 

0.698 

0.863 

0.938 

0.994 

0.679 

享受 

投入 

b11.在職場工作時是為我自己而做。 

b12.在職場工作的動機是來自本身，不全是好處。 

b6.在職場工作時讓我享受到許多樂趣。 

b7.在職場工作時，我能很快地解決當時面臨的問題。 

b8.在職場工作時，我能輕鬆的勝任工作。 

b10.在職場工作時是因為我喜歡 

5.91 

5.93 

6.16 

6.02 

6.15 

6.13 

1.313 

1.169 

0.862 

1.062 

0.898 

0.95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組織承諾:主要是研究樣本對組織承諾的感受情形。 

在規範性承諾以題項c9.我願意接受(公司)職場之規定及服務守則

(6.28)，顯示願意參與服務的人較會轉念去接受職場事務。 

在交換性承諾中以題項c11.我會想去瞭解並學習其它工作外，也樂

意在工作中能真誠對待周遭的人(6.35)，服務的熱忱會很樂意在公司服務

別人。 

在情感性承諾中題項c4.我會把(公司)職場的目標傳遞給其他組織

成員(5.97)為最低，還是有些人的精神理念上不足詳見表 4.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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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11 組織承諾變項之描述分析結果表 

構面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規

範

性

承

諾 
 

c5.參與(公司)職場的工作讓我產生責任感。 

c6.我對(公司)職場工作有很高的忠誠度。 

c7.我在(公司)職場工作獲得讚賞，我會感到很高興 

c8.參與(公司)職場工作對我意義非凡。 

c9.我願意接受(公司)職場之規定及服務守則。 

6.22 

6.26 

6.27 

6.10 

6.28 

0.836 

0.859 

0.786 

0.875 

0.758 

      

交換

性承

諾 

 

c13.我會積極參與組織發展計畫。 

c10.在這(公司)職場工作，我覺得可以發揮自己的能力。 

c12.我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和精力從事工作。 

c11.我會想去瞭解並學習其它工作外，也樂意在工作中能

真誠對待周遭的人。 

6.11 

6.19 

6.17 

6.35 

0.928 

0.864 

0.880 

0.729 

情感

性承

諾 

c2.我覺得自己的價值觀與理想跟職場很接近，是重要的 

c3.我認同(公司)職場的目標與宗旨。 

c1.我了解職場的目標。 

c4.我會把(公司)職場的目標傳遞給其他組織成員 

6.07 

6.02 

6.17 

5.97 

0.928 

0.968 

0.840 

1.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幸福感:主要是研究樣本對幸福感的感受情形。 

    在生活滿意中題項d18我對自己很有信心(6.11)最高，顯示對自己 

信是所有活動力最佳來源，對幸福感指數百分百。 

    在樂活人生觀題項 d8.我願意散播幸福感(6.09)最高，將服務精神

快樂散播出去，生活指數定提高。 

    在身心健康題項中d4. 我的生活有意義、目標為最高(6.37)，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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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便可創造人生最佳價值觀。詳見表 4.12所示。 

           表 4. 12 幸福感變項之描述性分析結果表 

 

構面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生活 

滿意 

d23. 我的睡眠充足。 

d22.我經常定時從事運動。 

d19.我的健康狀況良好。 

d20.我有良好的飲食習慣。 

d21.我常保持輕鬆自在的心情。 

d13.生活的一切皆在掌握中。 

d17.我認為我有吸引力。 

d18.我對自己很有信心。 

d16.我喜歡自己，因為我很棒。 

d14.我有能力解決生活中的事。 

5.99 

5.70 

5.98 

6.02 

6.10 

5.87 

5.92 

6.11 

6.10 

6.09 

1.037 

1.355 

0.598 

0.954 

0.906 

1.216 

1.044 

0.946 

0.942 

0.881 

        

樂活

人生

觀 

d7.關心別人我很樂意。 

d8.我願意散播幸福感。 

d11.和朋友在一起是快樂的。 

d12.我最愛助人。 

d10.我對人人都有愛心。 

d9.大家的相處是相互回饋的。 

d15.我喜歡學習，我能快樂學習。 

d6. 我覺得生活有保障及安全感是很重要的。 

6.52 

6.56 

6.45 

6.40 

6.38 

6.45 

6.34 

6.31 

0.583 

0.603 

0.627 

0.729 

0.711 

0.714 

0.755 

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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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2 幸福感變項之描述分析結果表(續) 

構面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身心 

健康 

d2. 我認為世界上的事情是美好的。 

d5. 我對人事物感到滿意。 

d3. 我喜歡我的生活。 

d1. 我的理想可以獲得實現。 

d4. 我的生活有意義、目標。 

6.04 

6.10 

6.28 

5.90 

6.37 

1.048 

0.831 

0.789 

1.092 

0.78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5 差異分析結果 

本節分析個人背景變項對「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工作心流」、「組

織承諾」與「幸福感」的差異情形，利用獨立樣本T檢定和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檢驗。 

 

4.5.1 獨立樣本T檢定 

    本研究使用獨立樣本T檢定來分析不同性別、及有無參加志工的家庭

其他成員對「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工作心流」、「組織承諾」與「幸

福感」是否將會有顯著差異之比較，並根據結果對有顯差異的類別加以說

明。經由分析結果如表4.13、4.14所示。 

 

1. 性別 

如表4.13所示，不同性別之慈濟台中分會，慈誠委員志工在志願服務

參與態度、工作心流、幸福感之變項並無顯著之差異，唯獨性別的不同會

對自身工作職場的組織承諾變項有顯著差異(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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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13 不同性別於各研究變項之差異分析表 

研究變項 性別 N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備註 

志願服務參

與態度 

(1)男 88 6.653 0.4177  -0.805 0.422  

(2)女 203 6.698 0.440 

工作心流 (1)男 88 6.079 0.860 0.070 0.944  

(2)女 203 6.071 0.864 

組織承諾 (1)男 88 6.272 0.710 2.102 0.036** (1)＞(2) 

(2)女 203 6.074 0.751 

幸福感 (1)男 88 6.028 0.888 1.043 0.298  

(2)女 203 5.905 0.932 

註：*P<0.05，**P<0.01，***P<0.001    
        

2. 家庭其他成員有無參加志工  

如表4.14所示，家庭其他成員中有無參加志工之慈濟台中分會慈誠委

員志工對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工作心流、組織承諾變項無顯著之差異僅幸

福感變項有達顯著性差異(0.014)。 

 

   表 4. 14 家庭其他成員有無參加志工於各研究變項之差異分析表 

研究變項 家庭其他成員

有無參加志工 

N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備註 

志願服務

參與態度 

(1)有 155 6.696 0.432 0.470 0.639  

(2)無 136 6.672 0.436 

工作心流 (1)有 155 5.983 0.864 -1.749 0.081  

(2)無 136 6.161 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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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4 家庭其他成員有無參加志工於各研究變項之差異分析表(續) 

研究變項 家庭其他成員

有無參加志工 

N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備註 

組織承諾 

   

(1)有 155 6.074 0.757 -1.552 0.122  

(2)無 136 6.209 0.724 

幸福感 (1)有 155 5.822 0.951 -2.480 0.014** (2)＞(1) 

(2)無 136 6.088 0.864 

註：*P<0.05，**P<0.01，***P<0.001            

 

4.5.2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分析不同年齡、不同婚姻狀況、不

同職業、不同教育程度、擔任志工年資於「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工

作心流」、「組織承諾」與「幸福感」是否有顯著差異，並根據結果對

有顯差異的類別加以說明，分析結果如表4.15、4.16、4.17、4.18、4.19

所示。 

 

1.年齡 

如表4.15所示，針對不同年齡於各研究變項進行差異化分析，經進一

步Scheffe多重比較分析結果發現，不同年齡慈濟台中分會慈誠委員志工

在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工作心流、幸福感變項無顯著之差異，但年齡31-

40歲、41-50歲之受測者在組織承諾方面有顯著差異，其P值(0.001)達極顯

著差異。 

 

 



 
 
 
 
 
 
 
 
 
 
 
 

 

66 

           表 4. 15 不同年齡於各研究變項之差異分析 

研究變

項 

年齡 N 平均數 標準差 P值 Scheffe 

志願服

務 

態度 

(1)30歲以下 6 6.833 0.258 0.602  

N (2)31-40歲 26 6.769 0.405 

(3)41-50歲 90 6.678 0.426 

(4)51歲以上 169 6.671 0.446 

工作 

心流 

 

(1)30歲以下 6 5.666 1.032 0.059  

N (2)31-40歲 26 6.192 0.861 

(3)41-50歲 90 6.238 0.739 

(4)51歲以上 169 6.067 0.915 

組織 

承諾 

(1)30歲以下 6 5.833 0.816 0.588  

N (2)31-40歲 26 6.173 0.904 

(3)41-50歲 90 6.200 0.733 

(4)51歲以上 169 6.109 0.722 

幸福感 (1)30歲以下 6 5.250 1.440 0.001*** (3)＞

(1)，(4) (2)31-40歲 26 6.115 0.816 

(3)41-50歲 90 6.155 0.862 

(4)51歲以上 169 5.873 0.921 

註：*P<0.05，**P<0.01，***P<0.001     

       

2.婚姻狀況 

如表4.16所示，針對不同婚姻狀況於各研究變項進行差異化分析，經

進一步Scheffe多重比較分析結果發現，不同婚姻狀況之慈誠委員志工在



 
 
 
 
 
 
 
 
 
 
 
 

 

67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組織承諾變項並無顯著之差異，但已婚及其他之受測

者在幸福感變項有所差異，其P值達(0.001)達極顯著差異。 

 

       表 4. 16 不同婚姻狀況於各研究變項之差異分析表 

研究變項 婚姻 N 平均數 標準差 P值 Scheffe 

志願服務 

參與態度 

(1)已婚 232 6.661 0.454 0.161  

(2)未婚 50 6.7770 0.338 

(3)其他 9 6.8333 0.250 

工作心流 

   

(1)已婚 232 5.969 0.878 0.001*** (2)，(3)

＞(1) (2)未婚 50 6.450 0.764 

(3)其他 9 6.444 0.390 

組織承諾 

   

(1)已婚 232 6.086 0.742 0.066  

(2)未婚 50 6.340 0.752 

(3)其他 9 6.333 0.559 

幸福感 

   

(1)已婚 232 5.849 0.911 0.001***  

(2)未婚 50 6.300 0.886 

(3)其他 9 6.500 0.707 

註：*
P<0.05，**P<0.01，***P<0.001   

         

3.職業 

如表4.17所示，針對不同職業於各研究變項進行差異化分析，經進一

步Scheffe多重比較分析結果發現，不同職業之慈誠委員志工在志願服務

參與態度、工作心流、組織承諾與幸福感變項均無顯著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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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17 不同職業於各研究變項之差異分析表 

研究變項 職業 N 平均數 標準差 P值 Scheffe 

志願服務

參與態度 

(1)軍公教 39 6.628 0.409 0.786  

(2)農林漁牧業 9 6.666 0.433 

(3)工商服務業 107 6.677 0.462 

(4)自由業 66 6.727 0.373 

(5)醫護相關 22 6.772 0.505 

(6)其他 48 6.656 0.439 

工作心流 

  

 

(1)軍公教 39 5.987 0.756 0.083  

(2)農林漁牧業 9 6.666 0.353 

(3)工商服務業 107 6.079 0.866 

(4)自由業 66 6.090 0.881 

(5)醫護相關 22 6.318 0.762 

(6)其他 48 5.843 1.011 

組織承諾 

   

 

(1)軍公教 39 6.089 0.756 0.194  

(2)農林漁牧業 9 6.500 0.353 

(3)工商服務業 107 6.200 0.686 

(4)自由業 66 6.000 0.848 

(5)醫護相關 22 6.340 0.543 

(6)其他 48 6.052 0.752 

幸福感 

   

(1)軍公教 39 5.886 0.891 0.115  

(2)農林漁牧業 9 6.333 0.661 

(3)工商服務業 107 5.943 0.906 



 
 
 
 
 
 
 
 
 
 
 
 

 

69 

       表 4.17 不同職業於各研究變項之差異分析表(續) 

研究變項 職業 N 平均數 標準差 P值 Scheffe 

  (4)自由業 66 6.053 0.859   

(5)醫護相關 22 6.204 0.934 

(6)其他 48 5.666 1.038 

註：*P<0.05，**P<0.01，***P<0.001   

         

4.教育程度 

如表4.18所示，針對不同教育程度於各研究變項進行差異化分析，經

進一步Scheffe多重比較分析結果發現，不同教育程度之慈誠委員志工在

在志願服務參與態度、組織承諾與幸福感變項無顯著之差異，但高中職含

以下之受測者在工作心流變項有顯著差異，其P值達(0.025)達顯著差異。 

 

          表 4. 18 不同教育程度於各研究變項之差異分析表 

研究變項 教育程度 N 平均數 標準差 P值 Scheffe 

整體 

志願服務

參與態度 

(1)高中職含以下 141 6.673 0.455 0.566  

(2)大學/大專 122 6.713 0.411 

(3)研究所以上 28 6.625 0.422 

整體 

工作心流 

   

(1)高中職含以下  141 6.003 0.933 0.025* (2)＞(3) 

(2)大學/大專 122 6.209 0.732 

(3)研究所以上 28 5.767 1.004 

整體 

組織承諾 

   

(1)高中職含以下 141 6.103 0.778 0.551  

(2)大學/大專 122 6.192 0.690 

(3)研究所以上 28 6.071 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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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8 同教育程度於各研究變項之差異分析表(續) 

研究變項 教育程度 N 平均數 標準差 P值 Scheffe 

整體 

幸福感 

   

(1)高中職含以下 141 5.939 0.919 0.311  

(2)大學/大專 122 6.008 0.906 

(3)研究所以上 28 5.714 0.759 

註：*P<0.05，**P<0.01，***P<0.001  

          

5. 在慈濟擔任志工年資 

如表4.19所示，針對不同教育程度於各研究變項進行差異化分析，經

進一步Scheffe多重比較分析結果發現，在慈濟擔任志工的年資在志願服

務參與態度、工作心流、組織承諾與幸福感四個變項並無顯著之差異。 

 

     表 4. 19 在慈濟擔任志工年資於各研究變項之差異分析表 

研究變項 慈濟擔任志工年資 N 平均數 標準差 P值 Scheffe 

志願服務

參與態度 

(1)1 年以下 6 6.750 0.418 0.387  

(2)1-5 年 66 6.590 0.471 

(3)6-10 年 75 6.720 0.351 

(4)11-15 年 85 6.705 0.471 

(5)16-20 年含以上 59 6.711 0.427 

工作心流 

   

 

(1)1 年以下 6 6.166 0.930 0.500  

(2)1-5 年 66 6.030 0.836 

(3)6-10 年 75 5.960 0.884 

(4)11-15 年 85 6.200 0.764 

(5)16-20 年含以上 59 6.042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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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9 在慈濟擔任志工年資於各研究變項之差異分析表(續) 

研究變項 慈濟擔任志工年資 N 平均數 標準差 P值 Scheffe 

組織承諾 

  

 

(1)1 年以下 6 6.166 0.683 0.894  

(2)1-5 年 66 6.219 0.595 

(3)6-10 年 75 5.120 0.774 

(4)11-15 年 85 6.100 0.808 

(5)16-20 年含以上 59 6.118 0.778 

 幸福感 

  

 

(1)1 年以下 6 6.083 0.664 0.377  

(2)1-5 年 66 6.106 0.746 

(3)6-10 年 75 5.988 0.890 

(4)11-15 年 85 5.839 0.999 

(5)16-20 年含以上 59 5.946 1.023 

註：*P<0.05，**P<0.01，***P<0.001           

 

4.6 相關分析結果 

本節以Pearson相關分析法來檢驗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工作心流、組

織承諾與幸福感之間的相關情形，其積差相關係數γ的絕對值越接近1， 

其兩者之關聯越強；若愈接近0其關聯度愈弱。經分析結果如表4.20所示。 

 

    志願服務態對於工作心流呈現顯著的正相關(P=0.000)，志願服務態

對於組織承諾呈現顯著的正相關(P=0.000)，志願服務態對於幸福感呈現

顯著的正相關 (P=0.000)，工作心流對組織承諾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P=0.000)，工作心流對幸福感呈現顯著的正相關(P=0.000)，組織承諾對幸

福感呈現顯著的正相關(P=0.000)，其中發現，組織承諾與幸福感之間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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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數值(0.603)為最高，顯示受訪者知覺在組織承諾與幸福感相關性最

強。 

表 4. 20 各構面之 Pearson 相關係數表 

構面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 工作心流 組織承諾 幸福感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 1    

工作心流 0.361*** 1   

組織承諾 0.241*** 0.528*** 1  

幸福感 0.232*** 0.540*** 0.603*** 1 

註：*P<0.05，**P<0.01，***P<0.001            
 

4.7 迴歸分析 

本研究針對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工作心流、組織承諾與幸福感進行迴

歸分析。 

4.7.1簡單迴歸分析 

本研究藉由迴歸分析驗證兩兩構面間的相互影響，及驗證研究假說

一至六成立與否，如表4.21所示。 

 

表 4. 21 各變項迴歸分析結果 

            依變項 

自變項 

β值 R2值  Adj R2 

   值 

T值 F值 P值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 

工作心流 

0.361*** 0.13 0.127 6.572 43.193 0.000***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 

組織承諾 

0.241*** 0.058 0.055 4.230 17.89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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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1 各變項迴歸分析結果(續) 

            依變項 

自變項 

β值 R2值  Adj R2 

   值 

T值 F值 P值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 

對幸福感 

0.232*** 0.054 0.051 4.063 16.505 0.000*** 

工作心流對組織承諾 0.528*** 0.279 0.277 10.58 111.99 0.000*** 

工作心流對幸福感 0.540*** 0.292 0.290 10.92 119.26 0.000*** 

組織承諾對幸福感 0.603*** 0.363 0.361 12.84 164.91 0.000*** 

註：*P<0.05，**P<0.01，***P<0.001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工作心流，經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具極顯著正向

影響(β﹦0.361，P﹦0.000)，調整後R2值為12.7％，具相當高解釋力，且構

面間皆呈正向影響。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組織承諾，經回歸分析結果顯示 

，具極顯著正向影響(β﹦0.241，P﹦0.000)，調整後R2值為5.5％，具相當

高解釋力，且構面間皆呈正向影響。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幸福感，經回歸

分析結果顯示，具極顯著正向影響(β﹦0.232，P﹦0.000)，調整後R2值為

5.1％，具相當高解釋力，且構面間皆呈正向影響。工作心流對組織承諾，

經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具極顯著正向影響(β﹦0.528，P﹦0.000)，調整後

R2值為27.7％，具相當高解釋力，且構面間皆呈正向影響。工作心流對幸

福感，經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具極顯著正向影響(β﹦0.540，P﹦0.000)，

調整後R2值為29.0％，具相當高解釋力，且構面間皆呈正向影響。組織承

諾對幸福感，經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具極顯著正向影響(β﹦0.603，P﹦

0.000)，調整後R2值為36.1％，具相當高解釋力，且構面間皆呈正向影響。 

    因此，研究假設H1、H2、H3、H4、H5、H6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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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中介效果分析 

依據Baron and Kenny (1986)的觀點，來驗證工作心流、組織承諾是否

為中介效果，因此透過以下三個條件來進行中介效果驗證: 

1.自變項與中介變項間存在顯著影響依變項。 

2.確認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分別與依變項間存在顯著的影響。 

3.當中介變項置入迴歸式後，自變項對依變項的關係將因而減弱，且變 

  為不顯著。則稱為完全中介，若減弱但仍顯著，則稱為部分中介。 

    本研究根據上述論點，分以下步驟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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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心流於志願服務參與態度與組織承諾是否具中介效果之驗證 

    模式1：工作心流對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其標準化迴歸係數為0.361，

達到顯著水準(β=0.361 ***，P =0.000呈顯著)，滿足自變項對中介變項有顯

著影響的條件。模式2：以組織承諾為依變項，以志願服務參與態度為自

變項，發現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組織承諾有顯著正向影響（β=0.241***，

P值=0.000）。模式3：以組織承諾為依變項對工作心流為自變項，發現工

作心流對組織承諾有顯著正向影響（β﹦0.528***，P值=0.000）；模式2、

3，滿足自變項、中介變項對依變項有顯著影響的條件。模式4：中介變項

（工作心流）加入，自變項（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依變項（組織承諾）

的迴歸係數顯著（β﹦0.507***），自變項的標準化係數由原本的0.241 降

低為0.058（詳見表4.22），且未達顯著水準，因此證明顯示工作心流於志

願服務參與態度與組織承諾之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因此，研究假設H7成立。 

 

表 4. 22 工作心流於志願服務參與態度與組織承諾間中介效果檢定 

            依變數 

自變數 

工作心流 組織承諾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 0.361*** 0.241***   ------ 0.058 

工作心流 ------ ------ 0.528*** 0.507*** 

R2值 0.13 0.058 0.279 0.282 

  Adj.R2值 
 

0.127 0.055 0.277 0.277 

F值 43.193 17.89 111.99 56.634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註：*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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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心流於志願服務參與態度與幸福感是否具中介效果之驗證 

    模式 1：工作心流對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其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361，

達到顯著水準(β=0.361***，P 值=0.000 呈顯著)，滿足自變項對中介變項

有顯著影響的條件。模式 2：以幸福感為依變項，志願服務參與態度為自

變項，發現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幸福感有顯著正向影響（β=0.232***，P 

=0.000）。模式 3：以幸福感為依變項對工作心流為自變項，發現工作心流

對幸福感有顯著正向影響（β﹦0.540***，P 值=0.000）；模式 2、3，滿足自

變項、中介變項對依變項有顯著影響的條件。模式 4：中介變項（工作心

流）加入，自變項（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依變項（幸福感）的迴歸係數

顯著（β﹦0.525***），自變項的標準化係數由原本的 0.232 降低為 0.043

（詳見表 4.23）且未達顯著水準，因此證明顯示工作心流於志願服務參與

態度與幸福感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因此，研究假設H8成立。  

 

表 4. 23 工作心流於志願服務參與態度與幸福感間之中介效果檢定 

            依變數 

自變數 

工作心流 幸福感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 0.361*** 0.232*** ------ 0.043 

工作心流   ----  ------ 0.540*** 0.525*** 

R2值 0.13 0.054 0.292 0.294 

  Adj.R2值 
 

0.127 0.051 0.290 0.289 

F值 43.193 16.505 119.26 59.893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註：*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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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承諾於志願服務參與態度與幸福感是否具中介效果之驗證 

    模式 1：組織承諾對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其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241，

達到顯著水準(β=0.241***，P 值=0.000)呈顯著，滿足自變項對中介變項有

顯著影響的條件。模式 2：以幸福感為依變項，以志願服務參與態度為自

變項，發現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幸福感有顯著正向影響（β=0.232***，P 值

=0.000）。模式 3：以幸福感為依變項對組織承諾為自變項，發現組織承諾

對幸福感有顯著正向影響（β﹦0.603***，P 值=0.000）；模式 2、3，滿足自

變項、中介變項對依變項有顯著影響的條件。模式 4：中介變項（組織承

諾）加入，自變項（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依變項（幸福感）的迴歸係數

顯著（β﹦0.580***），自變項的標準化係數由原本的 0.232 降低為 0.092（詳

見表 4.24）且未達顯著水準，因此證明顯示組織承諾於志願服務參與態度

與幸福感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因此，研究假設H9成立。 

 

表 4. 24 組織承諾於志願服務參與態度與幸福感之中介效果檢定 

         依變數 

自變數 

組織承諾 幸福感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 0.241*** 0.232***   --- 0.092 

組織承諾 --- --- 0.603*** 0.580*** 

R2值 0.058 0.054 0.363 0.371 

  Adj.R2值 
 

0.055 0.051 0.361 0.367 

F值 17.890 16.505 164.91 85.058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註：*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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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承諾於工作心流與幸福感是否具中介效果之驗證 

 

    模式 1：組織承諾對工作心流之迴歸係數 β=0.528 ***，P 值=0.000 呈

顯著，滿足自變項對中介變項有顯著影響的條件。模式 2：以幸福感為依

變項，以工作心流為自變項，發現工作心流對幸福感有顯著正向影響

（β=0.540***，P 值=0.000）。模式 3：以幸福感為依變項對組織承諾為自

變項，發現組織承諾對幸福感有顯著正向影響（β﹦0.603***，P 值=0.000）；

模式 2、3，滿足自變項、中介變項對依變項有顯著影響的條件。模式 4：

中介變項（組織承諾）加入，自變項（工作心流）對依變項（幸福感）的

迴歸係數顯著（β﹦0.440***），自變項的標準化係數由原本的 0.540 降低

為 0.308（詳見表 4.25）但仍達顯著，證明顯示組織承諾於工作心流與幸

福感具有顯著部分中介效果。   

    因此，研究假設 H10 成立，即工作心流不但會直接影響幸福感，也

會透過組織承諾間接影響幸福感。 

 

表 4. 25 組織承諾於工作心流與幸福感之中介效果檢定 

     依變數 

自變數 

組織承諾           幸福感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工作心流 0.528*** 0.540*** ------ 0.308*** 

組織承諾 ------ ------- 0.603*** 0.440*** 

R2值 0.279 0.292 0.290 0.432 

  Adj.R2值 
 

0.277 0.363 0.361 0.428 

F值 111.99 119.26 164.91 109.37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註：*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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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歸納研究之結果及發現，將結論予以說明並提出研究建議，以

供未來研究者繼續研究之方向及思考之議題。 

 

5.1 結論 

本研究主旨是以慈濟台中分會慈誠委員志工為例，探討志願服務參

與態度之精神對於他們在自身的工作職場中，工作心流、組織承諾、幸福

感是否有所影響，依研究架構提出10個研究假設，透過問卷調查法蒐集樣

本資料，並以統計分析方法加以驗證結果，如表 5.1 所示。 

透過迴歸分析、中介效果檢定結果: 

一、 工作心流在志願服務參與態度與組織承諾具有完全中介效果；志願

服務的精神會對組織承諾意願提高，在面對工作時也較會專心投入

並產生工作心流。 

二、 工作心流在志願服務參與態度與幸福感中具有完全中介效果；願意

積極參與志願服務的人對日常生活較易滿足，在職場上也較願意提

高工作精神並從工作心流中尋得樂趣 。 

三、 組織承諾在志願服務參與態度與幸福感具有完全中介效果；願意積

極參與志願服務的慈誠委員，對物質需求會較低，較易產生幸福感，

自然對組織承諾會有較高忠誠。 

四、 組織承諾在工作心流與幸福感具有顯著部分中介效果；慈誠委員願

意在職場上專心投入心力並產生心流，能歡喜面對人生觀，進而產

生幸福感，面對組織承諾中的職場目標也較願意去達成。 

 越積極參與志願服務之慈誠委員，較願意將服務之精神帶到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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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職場，心流經驗發生頻率相對會越頻繁，對工作會盡力投入並完成，

也較能接受職場之規定；也會對組織有較高度的道德義務性責任，自然組

織忠誠度會提高；面對日常生活中的一切較容易滿足，更加甘願做歡喜受，

幸福感指數相對會加分的，覺得大家的相處是相互回饋的，面對人事物較

願意散播幸福感。 

 

表 5. 1 本研究之假設及驗證結果彙整表 

                    研究假設  
 

 驗證結果  

H1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工作心流有顯著之影響。 成立 

H2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組織承諾有顯著之影響。 成立 

H3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幸福感有顯著之影響。 成立 

H4 工作心流對組織承諾有顯著之影響。 成立 

H5 工作心流對幸福感有顯著之影響。 成立 

H6 組織承諾對幸福感有顯著之影響。 成立 

H7 工作心流於志願服務參與態度與組織承諾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完全中介) 

H8 工作心流於志願服務參與態度與幸福感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完全中介) 

H9 組織承諾於志願服務參與態度與幸福感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完全中介) 

H10 組織承諾於工作心流與幸福感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部分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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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 

    根據研究假設檢定結果以及前章之資料分析結果，對企業員工、組

織以及後續研究者提出本研究之建議。 

一、 對員工的建議 

    本研究建議員工，了解自己並確立屬於自己的目標，要多多增進友

誼圈及提升自己的能見度，進而希望能對組織及公司更具向心力，面對

處事態度能抱持知福、惜福、再造福。 

因人一生的生涯過程不同，但都以追求滿足、幸福感為最終目標。本

研究發現會主動參與志願服務精神的員工在個人心理以及外在的知識、

技能學習上均具滿足感。在投入職場工作也會有較佳的工作態度，對工作 

、組織所伴隨而來的價值感、責任感、社會地位以及運用能力的滿足程度

及幸福感也將較高。 

 

二、 對企業的建議        

企業應明確說明公司之願景及發展方針與建設完善薪酬制度，並瞭 

解員工對於公司提供的福利制度滿意程度，這是有助於瞭解其他有關員

工態度及行為的重要指標（Margaret , 1995）。員工工作之滿足將有利於生

產力、工作績效的提升(Seashore & Taber, 1975) ，自然對組織、公司會有

較佳承諾與向心力；公司未來的發展策略、資訊透明化，教育訓練制度、

績效制完善，重視員工心中的生涯嚮往及公司對企業志工的推動及慈善

之精神落實在職場與日常生活中，創造出滿意之幸福感，維持良好員工關

係使企業得以永續經營，達到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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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結果，提供後續研究者研究方向，本研究屬於純量化的

研究方式，對於廣度和一般化可提供研究成果參考，但對於深度研究如個

案探討會較難瞭解，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在以下三點加以多元研究，將可使

研究結果更加充實、嚴謹、及具價值。 

(一) 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是針對慈濟台中分會慈誠委員志工為主，因礙於人力及時間

的不足，未能將跨及全世界的慈誠委員志工包含在內，且本研究為了取樣

的便利性，僅以便利抽樣為主，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 

針對其他組織、團體之志工對象進行研究，瞭解其差異，來比較不同

組織、團體志工在志願服務的參與態度精神做差異研究， 使研究更趨近

完善。  

(二) 在研究主題方面  

本研究之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工作心流、組織承諾及幸福感量表，在

實證研究中，有不錯的信效度，可供後續研究者採用；建議後續研究者可

增加構面做進一步研究，運用其他變項構面去分析，進一步探討會將志願

服務參與態度之精神對其他影響相關因素(人格特質、組織文化、工作價

值觀)。  

(三)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是採問卷調查法，有可能隱含研究者和填答者的情緒偏見在

問卷的架構與填答之中，其實證性資料較難掌握與推論。建議未來研究可

加入質性研究，透過現場觀察、訪談與長期參與涉足志工之生活，以更詳

實瞭解志願服務參與態度之精神及影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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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 

志願服務參與態度對工作心流、組織承諾及幸福感影響之研究－ 

以慈濟台中分會慈誠委員志工為例 

卷 

 

 

 

 

 

 

 

第一部份、志願服務參與態度題項 

※填答說明 

下面對於志願服務態度參與態度，請就您的感覺，在最恰當的

欄位上勾選。請您仔細閱讀後，依照實際的情形從 1.「非常

不同意」、2.「不同意」、3.「稍微不同意」、4.「沒意見」、5.

「稍微同意」、6.「同意」、7.「非常同意」七個選項中在適當

答案的「□」內打「」。 

1 

非

常

不 

同

意 

2 

不 

同

意 

3 

稍

微

不

同

意 

4 

沒

意

見 

5

稍

微

同

意 

6

同

意 

7 

非 

常 

同

意 

1.我喜歡參與志願服務的感覺。 □ □ □ □ □ □ □ 

2.參與慈善服務團體讓我有歸屬感。 □ □ □ □ □ □ □ 

3.我關心我所參與慈善團體的發展。 □ □ □ □ □ □ □ 

4.我參與慈善活動時可以學習到不同知識及技能。 □ □ □ □ □ □ □ 

5.慈善志願服務很吸引我。 □ □ □ □ □ □ □ 

6.參與志願服務使我感覺很有活力，是很重要的事。 □ □ □ □ □ □ □ 

7.參與志願服務可以豐富我的生活視野。 □ □ □ □ □ □ □ 

8.我認為參與志願服務對自己是有好處的。 □ □ □ □ □ □ □ 

9.參與志願服務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 □ □ □ □ □ □ 

10.我認為參與志願服務後的心情快樂也很重要。 □ □ □ □ □ □ □ 

11.我覺得定期去參與志願服務工作是需要的。 □ □ □ □ □ □ □ 

12.我相當熱愛參與志願服務。 □ □ □ □ □ □ □ 

13.我覺得花時間參與志願服務是有益的。 □ □ □ □ □ □ □ 

敬愛的受訪者，您好： 

首先感謝您參與本問卷調查研究工作，本調查之目的在了解「志願服務態度對工作心

流、組織承諾及幸福感影響之研究─以慈濟台中分會慈誠、委員志工為例」，請您依照

個人的實際情形勾選各題的選項，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填答，所有資料亦僅供學術

研究之用，研究者絕對保密。此外，各題目答案無對錯之分，請依照問卷各部份的說明

及您的實際經驗填答，並請不要遺漏任何題目。您的意見對本研究非常重要，敬請詳實

填答。再次感謝您的配合。 

敬祝！ 

健康快樂 

南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褚麗絹 博士 

研究生：陳美妃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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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說明 

下面對於志願服務態度參與態度，請就您的感覺，在最恰當的

欄位上勾選。請您仔細閱讀後，依照實際的情形從 1.「非常

不同意」、2.「不同意」、3.「稍微不同意」、4.「沒意見」、5.

「稍微同意」、6.「同意」、7.「非常同意」七個選項中在適當

答案的「□」內打「」。 

1 

非

常

不 

同

意 

2 

不 

同

意 

3 

稍

微

不

同

意 

4 

沒

意

見 

5

稍

微

同

意 

6

同

意 

7 

非 

常 

同

意 

14.我會鼓勵其他人參與志願服務。 □ □ □ □ □ □ □ 

15.參與志願服務可讓我生活更充實。 □ □ □ □ □ □ □ 

第二部份、工作心流題項 

※填答說明 

下面對於工作心流，請就您的感覺，在最恰當的欄位上勾選。

請您仔細閱讀後，依照實際的情形從 1.「非常不同意」、2.「不

同意」、3.「稍微不同意」、4.「沒意見」、5.「稍微同意」、6.

「同意」、7.「非常同意」七個選項中在適當答案的「□」內打

「」。 

1 

非

常

不 

同

意 

2 

不 

同

意 

3 

稍

微

不

同

意 

4 

沒

意

見 

5

稍

微

同

意 

6

同

意 

7 

非 

常 

同

意 

1.在職場工作時，我會專注，盡量不會去想其他事情。 □ □ □ □ □ □ □ 

2.在職場工作時，我會盡力全神貫注的完成任務。 □ □ □ □ □ □ □ 

3.在職場工作時，有時我會完全沉在工作當下 □ □ □ □ □ □ □ 

4.在職場工作時，我能盡量忘卻日常的煩雜瑣事。 □ □ □ □ □ □ □ 

5.在職場工作時，我盡量不會受外界干擾。 □ □ □ □ □ □ □ 

6.在職場工作時讓我感覺良好。 □ □ □ □ □ □ □ 

7.在職場工作時讓我享受到許多樂趣。 □ □ □ □ □ □ □ 

8.在職場工作時，我能很快地解決當時面臨的問題。 □ □ □ □ □ □ □ 

9.在職場工作時，我能輕鬆的勝任工作。 □ □ □ □ □ □ □ 

10.在職場工作時，如有人需要幫助，我會主動趨前協助。 □ □ □ □ □ □ □ 

11.在職場工作時是因為我喜歡。 □ □ □ □ □ □ □ 

12.在職場工作時是為我自己而做。 □ □ □ □ □ □ □ 

13.在職場工作的動機是來自本身，不全是好處。 □ □ □ □ □ □ □ 

第三部份、組織承諾題項 

※填答說明 

下面對於組織承諾，請就您的感覺，在最恰當的欄位上勾選。

請您仔細閱讀後，依照實際的情形從 1.「非常不同意」、2.「不

同意」、3.「稍微不同意」、4.「沒意見」、5.「稍微同意」、6.

「同意」、7.「非常同意」七個選項中在適當答案的「□」內打

「」。 

1 

非

常

不 

同

意 

2 

不 

同

意 

3 

稍

微

不

同

意 

4 

沒

意

見 

5

稍

微

同

意 

6

同

意 

7 

非 

常 

同

意 

1.我了解職場的目標。 □ □ □ □ □ □ □ 

2.我覺得自己的價值觀與理想跟職場很接近，是重要的 □ □ □ □ □ □ □ 

3.我認同(公司)職場的目標與宗旨。 □ □ □ □ □ □ □ 

4.我會把(公司)職場的目標傳遞給其他組織成員。 □ □ □ □ □ □ □ 

5.參與(公司)職場的工作讓我產生責任感。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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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說明 

下面對於組織承諾，請就您的感覺，在最恰當的欄位上勾選。

請您仔細閱讀後，依照實際的情形從 1.「非常不同意」、2.「不

同意」、3.「稍微不同意」、4.「沒意見」、5.「稍微同意」、6.

「同意」、7.「非常同意」七個選項中在適當答案的「□」內打

「」。 

1 

非

常

不 

同

意 

2 

不 

同

意 

3 

稍

微

不

同

意 

4 

沒

意

見 

5

稍

微

同

意 

6

同

意 

7 

非 

常 

同

意 

6.我對(公司)職場工作有很高的忠誠度。 □ □ □ □ □ □ □ 

7.我在(公司)職場工作獲得讚賞，我會感到很高興。 □ □ □ □ □ □ □ 

8.參與(公司)職場工作對我意義非凡。 □ □ □ □ □ □ □ 

9.我願意接受(公司)職場之規定及服務守則。 □ □ □ □ □ □ □ 

10.在這(公司)職場工作，我覺得可以發揮自己的能力。 □ □ □ □ □ □ □ 

11.我會想去瞭解並學習其它工作外，也樂意在工作中能真誠

對待周遭的人。 
□ □ □ □ □ □ □ 

12.我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和精力從事工作。 □ □ □ □ □ □ □ 

13.我會積極參與組織發展計畫。 □ □ □ □ □ □ □ 

第四部份、幸福感題項 

※填答說明 

下面對於幸福感，請就您的感覺，在最恰當的欄位上勾選。

請您仔細閱讀後，依照實際的情形從 1.「非常不同意」、2.

「不同意」、3.「稍微不同意」、4.「沒意見」、5.「稍微同意」、

6.「同意」、7.「非常同意」七個選項中在適當答案的「□」

內打「」。 

1 

非

常

不 

同

意 

2 

不 

同

意 

3 

稍

微

不

同

意 

4 

沒

意

見 

5

稍

微

同

意 

6

同

意 

7 

非 

常 

同

意 

1.我的理想常常可以獲得實現。 □ □ □ □ □ □ □ 

2.我認為世界上的事情是美好的。 □ □ □ □ □ □ □ 

3.我喜歡我的生活。 □ □ □ □ □ □ □ 

4.我的生活有意義、目標。 □ □ □ □ □ □ □ 

5.我對人、事、物感到滿意。 □ □ □ □ □ □ □ 

6.我覺得生活有保障及安全感是很重要的。 □ □ □ □ □ □ □ 

7.關心別人我很樂意。 □ □ □ □ □ □ □ 

8.我願意散播幸福感。 □ □ □ □ □ □ □ 

9.我覺得大家的相處是相互回饋的。 □ □ □ □ □ □ □ 

10.我對人人都有愛心。 □ □ □ □ □ □ □ 

11.和朋友在一起我是快樂的。 □ □ □ □ □ □ □ 

12.我最愛助人。 □ □ □ □ □ □ □ 

13.生活的一切皆在我的掌握中。 □ □ □ □ □ □ □ 

14.我有能力解決生活中的事。 □ □ □ □ □ □ □ 

15.我喜歡學習，我能快樂學習。 □ □ □ □ □ □ □ 

16.我喜歡自己，因為我很棒。 □ □ □ □ □ □ □ 

17.我認為我有吸引力。 □ □ □ □ □ □ □ 

18.我對自己很有信心。 □ □ □ □ □ □ □ 

19.我的健康狀況良好。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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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說明 

下面對於幸福感，請就您的感覺，在最恰當的欄位上勾選。

請您仔細閱讀後，依照實際的情形從 1.「非常不同意」、2.

「不同意」、3.「稍微不同意」、4.「沒意見」、5.「稍微同意」、

6.「同意」、7.「非常同意」七個選項中在適當答案的「□」

內打「」。 

1 

非

常

不 

同

意 

2 

不 

同

意 

3 

稍

微

不

同

意 

4 

沒

意

見 

5

稍

微

同

意 

6

同

意 

7 

非 

常 

同

意 

20.我有良好的飲食習慣。 □ □ □ □ □ □ □ 

21.我常保持輕鬆自在的心情。 □ □ □ □ □ □ □ 

22.我經常定時從事運動。 □ □ □ □ □ □ □ 

23.我會盡量保持睡眠充足。 □ □ □ □ □ □ □ 

  

第五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填答說明：以下問題請您根據個人實際情況，請在「□」內打「」。 

性    別： (1)□男 (2)□女  

年    齡： 
(1)□30 歲以下 (2)□31 歲-40歲 

(3)□41 歲-50歲 (4)□51 歲以上 

婚姻狀況： (1)□已婚 (2)□未婚 (3)□其他 

職    業： (1)□軍公教 (2)□農林漁牧業 (3)□工商服務業 

(4)□自由業 (5)□醫、護相關 (6)其他_________ 

教育程度： (1)□高中職(含)以下 (2)□大學/專科 (3)□研究所以上 

家庭其他成員有無參加志

工： 
(1)□有 (2)□無 

在慈濟擔任志工年資 (1)□1 年以下 (2)□1-5年 

(3)□6-10年 (4)□11-15年 

(5)□16-20年含以上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耐心的填答】 

敬請您再檢視是否有漏答，最後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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