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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公民意識與

學習價值觀關係之研究：以嘉義巿為例  

研究生：李育豪  指導教授：郭東昇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全民國防教育為通識教育，希望藉由教官透過課程讓學生

能了解當前全民防衛體系及介紹動員時期自身所需服勤內容

與工作，建立學生願為公共 (國家 )利益主動參與之公民意識，

期於國家發生緊急危難，學校青年能志願投入服勤工作，使學

校青年平時能協力救災，戰時具備支援軍事勤務之技能，充分

發揮全民力量，以落實全民防衛之目標。  

本研究旨在瞭解嘉義市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

度與公民意識、學習價值觀之關係。總計發放 509 份問卷，獲

得 508 份有效問卷，實施問卷後，以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及迴歸分析等統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1. 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現況在平均數之

上。  

2. 未來有無意願報考軍事院校或志願役士兵的學生，在「青

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上有顯著差異。  

3. 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與「公民意識」、

「學習價值觀」具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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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對「公民意識」、

「學習價值觀」具預測力。  

 

關鍵詞：青年服勤動員、公民意識、學習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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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 (AODE) is a type of general 

education. AODE hopes that, through a course taught by an 

instructor,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current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system, the contents of duty and work during the 

mobilization period. AODE also wishes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willingly join them for the country’s benefit during national 

emergency distress. High school students can volunteer to 

participate in mobilization so that they can go for disaster relief 

and als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military during wartime,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the citizens. Hence, fulfilling the 

objectives of the AODE.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of the 

“Youth National Defense Service Mobilization”, civic 

consciousness and learning values behavior for high school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hiayi. A total of 509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50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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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tained. It uses statistic analysis including t -test, one way 

ANOVA analysis,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regression 

analysis, etc.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is as below: 

1.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attitude of support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Youth National Defense Service Mobilization” 

from high school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above average. 

2. There is a noticeable difference of the attitude of support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Youth National Defense Service 

Mobilization”, depending on gender, grade, students’ attribute,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e desire to apply for military 

schools or students of voluntary soldiers in the future.  

3. We may see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the 

attitude of support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Youth National 

Defense Service Mobilization”, civic consciousness and 

values of learning from high school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4. The attitude of support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Youth 

National Defense Service Mobilization” has a high 

predictability towards the values of learning and civic 

consciousness from high school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Supporting and Participating “Youth National 

Defense Service Mobilization” Civic 

Consciousness, Values of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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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節敘述本研究的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

本研究的問題與目的；在最後第三節則說明本研究的流程。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何謂「青年動員服勤」，相信多數學生對此應不甚瞭解。依據林資凱

（民 101）由校園災害防救教育談「防衛動員—青年動員服勤」一文中

解釋：就是當國家進入戰爭狀態，尚未服役的青年學子們，應擔負何種

青任呢？依據「全民國防」理念，在「災害防救法」、「全民防衛動員準

備法」、「民防法」等均有相關規定，學校教職員及學生均應編組防護團，

以因應戰時服勤工作。全民國防教育為通識教育，希望藉由教官透過課

程讓學生能了解當前全民防衛體系及介紹動員時期自身所需服勤內容與

工作，建立學生願為公共（國家）益主動參與之公民意識，期於國家發

生緊急危難，學校青年能志願投入服勤工作，使學校青年平時能協力救

災，戰時具備支援軍事勤務之技能，充分發揮全民力量，以落實全民防

衛之目標。 

然而當前高中（職）生對於教官實施的「全民國防教育」通識課程，

其態度與學習價值觀為何？現代化的國防是全民的國防，學校青年是全

民當中最充滿活力的一群，對青年服勤動員支持與否攸關全民國防教育

推動成效!在高中職校園教官負責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其主軸為推動青年

服勤動員工作，利用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教學對學生進行必要之教育訓練，

動員準備階段時，將學生區分為各單位核轉需求人員、學校青年防護團、

各縣市青年服勤隊及返籍青年名冊，以協助動員時支援服勤等工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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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民國防教育實施至今，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工作參與，其認知與態度

為何?當前高中職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公民意識與學習價值觀關係

為何?因此本研究的動機是基於上述背景，針對我國高中職校青年學生學

習價值觀、公民意識、青年服勤動員工作的支持參與度之間關係、影響

為何？一調查研究，以瞭解高中職校學生對動員工作的認知與支持程度，

納為「青年服勤動員工作」與「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爾後推動之參考依

據。 

 

1.2 研究問題與目的 

為了解高中職學生對青年動員服勤工作認知及態度，並分析與公民意

識、學習價值觀之關聯性何在？提出本研究的目的，茲就其具體目的臚

列於下：  

1. 探討高中職學生對青年服勤動員支持度與公民意識、學習價值觀的現

況。 

2.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高中職學生對青年服勤動員支持的差異。 

3. 分析高中職學生的青年服勤動員支持度與公民意識、學習價值觀之間

的相關程度。 

4. 分析高中職學生的青年服勤動員支持度對公民意識、學習價值觀之預

測程度。 

 

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分為 1.研究主題確立 2.蒐集並彙整相關文獻 3.建立

研究目的、架構及假設 4.研究設計並編製問卷 5.執行問卷調查 6.資料整

理與分析 7.撰寫結論及建議等七個流程（如圖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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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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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蒐集相關研究文獻，將有關「青年服勤動員」、「公民意識」、

「學習價值觀」之關聯性列入研究範疇，其中相關文獻說明如下： 

 

2.1 青年服勤動員 

本節將分成三個部分，依序探討青年服勤動員的定義、相關研究及

背景變項的探討。 

 

2.1.1 名詞定義 

「動員」的意義為何？依照國軍軍語辭典的定義：「為適應國防軍

事需要、或應付緊急事變、或處理重大災難（害），將全國人力、物力、

財力、科技，由平時狀態轉為戰時或非常時期狀態，使國力能做最有效

發揮，以贏得戰爭或救援災難（害），以維護社會安定與國家安全」（國

防部，民 92）。 

故本研究之青年服勤動員定義乃就全國現有學校青年人力，施以統

籌規劃，適時適切完成學校青年動員服勤準備，在動員能量範圍內，適

應作戰需要並兼顧平時災變時社會秩序之維持，穩定社會，於需要時作

最有效之運用。 

 

2.2.2 相關研究 

依 105 年教育部青年動員服勤計畫（教育部，民 105），有鑑於緊

急狀況時各單位需求人力甚多，臺灣地區高級中學以上學校青年人數龐

大，知識水準頗高，為應動員需要，對已核准緩徵之役男學生約 50 萬餘



 
 
 
 
 
 
 
 
 
 
 
 

 

 

5 

人，在不影響其學業原則下，凡滿 16 歲（含）以上的學生均應均依其體

力、知識與技能，納入青年動員編組，擔任諸如「工程」、「防護」、

「消防」、「救護」及「供應」等工作編組，就地協助動員服勤工作，

以提高人力效能。 由編組工作內容可知，戰時未服役之青年學子，依據

全民國防理念，為支援國防之有效生力軍。然既納入編組，如何訓練其

職能就是學校應重視的課題，因此為提升青年戰鬥精神，培養學生動員

服勤技能，學校應配合實施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及多元活動（如校園災害

防救活動）等，以加強服勤基礎訓練，增進學生服勤技能與應變能力。 

（一）現況說明 

1. 臺灣（含金門、馬祖）地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共有662

所，其中大學校院145所，專科14所，高中職校503所。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在學青年計2,062,193人；其中大專青年1,340,000人，高

級中等學校青年722,193人。 

2.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依「全民國防教育法」、「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

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及「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

備兵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實施辦法」實施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課

程，授課內容依據五大領域規劃並將全民防衛動員概論、基本防

衛技能、防衛動員模擬演練及災害防制與應變等項目納入；此

外，每年並結合災害防救，於全國北、中、南地區舉辦青年服勤

動員暨防災演練研習，讓學生對行政動員服勤所需民防、醫護、

交通、運輸等相關工作技能具備初步觀念及訓練。 

3. 各高職及大專校院均開設各類專長系科（如：醫護、汽修、電子、

資訊、心理、新聞等科系），除可提供軍事、行政需求單位之人

力專長動員外，近年來，因應臺灣地區大型災害頻仍，各大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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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亦配合增設消防學系、災防科技、防災環工等相關系所與研究

中心，以培養災害防救專業人才。 

4.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身心發展日趨成熟且具服務熱忱，經由

適當之課程與編組訓練，將可使學生發揮強大的人力動員能量，

達到平時協助救災，戰時支援軍事作戰之目的。 

（二）相關研究 

青年服勤動員課程為國防通識教育內的一環，既是國防通識課程中

的一環，學者鄭英耀、劉金源、方德隆、楊誠、林怡君（民 92）年針對

高中職通識教育課程實施調查與研究，文章中指出「通識教育」之意涵

為︰從生活素養、生涯發展及生命價值三個層面，培養學生具有人文、

藝術、科學之博雅素養，提昇生命內涵與生活品質，以利其生涯發展。

而目前在高中職通識教育規劃的重點，主要是確保後期中等教育階段，

在學校類型多元化、課程多樣化的趨勢下，高中職學生都應該具備「基

本共同素養」，進而養成更具應變與競爭能力的二十一世紀人才。 

彭允華（民 95）在「高級中等學校全民國防教育『提升防衛知

能』教學之研究」論文中以新竹地區高中學生為對象，針對學生防衛

知能教學之研究，區分文獻分析與調查研究兩種方法進行研究。先探究

全民國防教育中有關防衛知能的時代意義，並就法律面、歷史沿革與現

況、防衛知能與國家社會關聯、防衛知能與民防結合等部分予以探討，

以期明瞭防衛知能在前述內容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其研究發現：高中

職學生在民防組織青年動員服勤的編組中，所應具備之防衛知能，平時

應以協助搶救災害為主，戰時則以支援軍事勤務為目的。基此，提出處

於火災、震災、水災（土石流）核生化時之自保應變作為，輔以極具應

用價值之簡易急救醫療課目補強平戰時期皆適用的基本防衛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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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局玄（民 95）探討全民國防與學生軍訓教育發展，認為青年服勤

動員之理念在「落實平戰結合概念」，課程則以「就地服勤編組」、「愛鄉

愛土」與「保家護產」為目標，「青年服勤知能」訓練，為學校教育課程

之主軸。 

翁慧芬（民 101）探討高級中等學校全民國防教育推展青年服勤動

員之研究，藉由國家法律安全層次的文獻探討，瞭解青年服勤動員是由

高中職校全民國防教育的課程內涵，延伸到全民防衛動員體系機制運

作，在國家遇到天然災害之重大事變，結合戶籍地的莘莘學子，發揮動

員保家、保鄉、保產的基本意涵，實踐全民國防具體作為。 

另外，胡建男（民 97）探討高中職校學生「青年服勤動員」的支持

參與度，以分析其關鍵影響因素，針對新竹高工學生實施抽樣問卷調查，

調查之問題點包括五大構面（人意願、服勤內容、家庭背景、教育宣導、

愛國精神）發現「教育宣導」為問題的核心，學生在觀念上普遍認為全

民應參與國防事務，認為按興趣、專長及性別分派服勤工作有其必要性、

認同及支持教官教授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本研究參考胡建男（民 97）之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量表」，依所需修改為個人意願、服勤內容及

教育宣導等三個分量表。 

 

2.2.3 背景變項探討 

影響學生對青年服勤動員支持度的因素相當多，本研究就相關背景

變項因素加以探討： 

（1）性別：多數的文獻（如黃盛忠，民 98；吳安倉，民 98；郭寸

桃等，民 98）都指出男生在國防通識的認同態度上較女性為高，學習動

機也比較強。一般來說，雖然目前國防政策中逐年縮短當兵役期，不過

男生仍需面對這未來的課題。其次男性對國防安全與國防科技也有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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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認同感。 

（2）年級：不同年級的學生在青年服勤動員支持度上的差異，甫進

入校園的高一學生，在初次接觸國防通識課程後，其思考方式與看問題

的角度也會隨著授課時數的增加而有所改變，而這些因素是否會使得不

同年級的學生在國防通識態度上有所差異，頗值得探討，黃盛忠（民 98）

指出學生在國防通識教育的學習滿意度上，高三學生與高二學生有顯著

的差異，而蔣碧貞（民 98）則發現不同年級的學生在對教官教學的學習

滿意度亦有顯著的差異。 

（3）學校屬性：公立與私立學校的學生在組成上即有所差異，其對

青年服勤動員支持度上的態度是否也會隨著學校屬性而有所差異，吳安

倉（民 98）、郭寸桃（民 98）的研究中發現公立高中職的學習滿意度高

於私立高中職。 

（4）學制：針對高中、高職與綜合高中於學制上做比較，比較其對

青年服勤動員支持度是否會因該科目非屬升學科目而有所不同。陳正明

（民 98）的研究中不同學制的高中職學生在國防教育的執行成效上無顯

著差異，而林大森（民 101）針對高中職學生的學習則認為高中生的學

習優於高職生。顯見不同的學制在國防通識之差異上的研究結果，並無

一致。 

（5）就讀科群別：不同的科群別學習特性不同，而在對青年服勤動

員支持度的學習上是否也會因此有不同的差異，吳安倉（民 98）在針對

國防通識教育的研究中發現工業類科的學生在學習行為與科目接受度上

明顯高於其他類科，值得探討。 

（6）居住地：關於居住地對學習的差異陳律盛、溫賢昌、林國瑞（民

96）的研究中指出不同區域的學習的滿意度有顯著的差異，而劉權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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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對綜合高中學生的科技生活學習滿意度則沒有顯著的差異，因此在

不同的居住地對課程的學習差異研究結果，並無一致。 

（7）報考軍校或志願役士兵的意願：關於報考意願是否影響青年服

勤動員支持度，根據沈沿毅（民 97）針對國軍形象塑造的研究發現，平

時對國軍形象較佳者有較高的認同度的研究結果有高度相同，應與有報考

意願的同學較無報考意願的同學有較高的學習動機所致。 

綜上所述，研究高中職學生的國防通識學習態度上，在性別、年級、

學制及就讀的科群別上均有差異存在，惟在居住地以及未來有無報考軍

校及志願役士兵方面，結果並無一致，是值得研究之背景變項。 

 

2.2 公民意識 

本節將分為二個部分，依序探討公民意識的定義及相關研究。 

 

2.2.1 名詞定義 

根據維基百科解釋：公民 (Citizen) 是在一個政治實體如國家或城市

中，擁有公民身份並根據該地法律規定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然而，

並非每一位公民都能具備有運用其權利與義務的動機或能力，因此，要

運用公民資格所賦予的權利與義務之前，必頇先具備一種「公民意識」。

因此，公民意識的根本內涵著重於對公民對自身所處環境的瞭解，是一

種民眾願為公共利益主動參與的認知和情感。 

 

2.2.2 相關研究 

相關文獻中針對公民意識的意涵，吳英明（民 88）公民意識亦指人

民能清楚地認知自己是社會中的一份子，並對所存在的環境社會有強烈

的認同感，知道自己的好壞與社會整體的進步是息息相關的，且願意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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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動所屬社會之文明。 

鄭錫鍇（民 82）對公民意識的解讀是以權利、義務和資格為基礎，

在特定時空背景下所產生的意識，而這種意識能主導人民對於政治或公

共事務的行為表現。 

有關於國內公民意識的研究，針對在學生的公民教育部分，例如蕭

揚基（民 89）在「台灣中部地區高中學生公民意識及相關因素之研究」

中發現，台灣中部地區公立學校高中學生的公民意識的發展，不單只受

到家庭因素的影響，因此，可透過家庭、學校與社會之間的密切配合，

才能使高中學生的公民意識發揮良好的功效。 

鄭慧蘭（民 90）在「高中生公民參與態度與行為之研究－以台北市

公立高中為例」中則發現，高中生的公民參與態度會因老師教學方式不

同而有所不一樣，且較能接受「民主式」的教學方式者之公民參與態度，

在公共事務態度、社會關懷態度、社會責任態度、關心時事態度等方面，

高於接受「權威式」的教學方法者。 

另外，許國興（民 96）在「臺灣中部三縣市高中職進修學校學生公

民參與態度之研究」中發現曾經參加社會或志工服務團體學生的公民參

與態度顯著較未曾參加過的學生更為積極，除此之外，女學生的公民參

與態度較男學生積極，父母管教積極型方式的學生較放任型學生更為積

極，而在提昇公民參與意願的負責主體上，學生認同「公民本身」為最

重要的。勞同光（民 98）在「高中生民主法治教育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關

係」也發現高中生在民主法治態度會因不同的性別與身處家庭社經地位

而有顯著差異。 

同時唐振耀（民 98）在「高中職學生國防通識態度與公民意識、組

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以嘉義市為例」中發現高中職學生「國防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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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與「公民意識」有正相關，且「國防通識態度」對公民意識具預

測力。 

本研究參考唐振耀（民 98）有關公民意識量表，依所需修改區分為：

「對公共事務的態度」以及「對時事關心」等二個分量表。 

 

2.3 學習價值觀 

本節分為二個部分，依序探討價值觀的定義及相關研究。 

 

2.3.1 名詞定義 

Rokeach (1973) 將價值觀定義為一個持久的信念、特質、偏好與概念，

受於外在因素及個人經驗之改變而有所調整，使個人價值體系因而改變。

個體在品德形成的過程中，價值是ㄧ個非常重要的元素，當價值觀念一

旦與人格結構統整為一，之後便可能阻礙新價值的輸入，於是人格的穩

定性與一致性得以維持，這也是個體價值認知的社會化過程。 

本研究以「價值觀」為基礎，聚焦於「學習」角度上去探討。僅介

紹問卷架構的相關文獻。 

 

2.3.2 相關研究 

黃秀珠（民 92）根據 Rokeach 的理論，將價值觀與價值系統的作用

整理於下：價值觀可納為行為表現的標準，價值觀以不同方式來引導外

在行為，而外在行為也會改變價值觀。問題情境出現時，個人的價值會

出現不同的選擇，以作為解決問題的標準。 

我國學者歐陽教（民 84）曾指出學校教育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是技

能的培養；二是知識的傳授；三是價值的傳遞與行為態度的養成。每一

個社會都會透過有計畫的程序來傳遞其文化精華結晶，並教導其國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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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行為的規範。這個文化精華與行為規範，其實就是一個社會所持有的

主流價值體系。在這個有計畫的價值傳遞過程中，學校教育是青少年階

段最主要的管道。學校在教育的過程中透過正式的、非正式的以及潛在 

的課程，有形無形的教導、陶冶與啟發青少年學生的價值觀。所以賈馥

茗（民 61）稱學校是青少年價值觀形成的主要場所，學校教育對個體的

價值觀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社會價值的傳遞以及個體價值觀的啟發與

陶冶，既然是學校教育的任務之一，學校對個體價值觀的影響就不言可

知了。 

不過，在學校教育的過程中，常因學校的特性、同儕及師生之間的

互動以及在學校學習的內容等因素的不同，而對學生的個人的價值觀產

生不同的影響。鍾蔚起（民 70）研究中發現，師生之間對價值觀的看法

相當一致。師生均認為誠實、有禮貌、品行優良與身體健康為一個好學

生應具備的特質，身為一個好老師則應和善可親、教學態度認真，並喜

歡幫助學生解決問題。研究顯示在學校教學過程中，老師與學生之間價

值觀有相互影響的現象產生。 

Bronfenbrenner, Devereux, Suci, and Rodgers (1965) 在研究青少年的

道德發展中發現，個體在兒童階段通常會反應該個體家庭的價值觀，但

進入青春期青少年的階段後，同儕的影響逐漸增大，隨著年齡的越發增

長，同儕的影響則愈來愈大。Barber & Eccles (1992) 和Anderson (1979) 等

則分別研究發現，單親家庭長大的青少年和女生受接近同齡的同儕的影

響較多。Veugelers (1995) 的研究中，則從較寬廣觀點指出，在學校教學

過程中，常會因教材內容、老師自身的人格特質以及學校整體的文化風

氣等，進而影響到學生價值意識，形成特定的價值觀。另外，Priest, Robert, 

and Bridges, Clande (1984) 採用縱貫研究的方法研究美國西點軍校學生



 
 
 
 
 
 
 
 
 
 
 
 

 

 

13 

的價值觀，並與一般的大學生做比較，受詴者樣本於剛入學就讀時施以

價值觀問卷，並分別於入伍訓二個月後、兩年後及畢業時，再施以同樣

的測驗，結果發現，西點軍校的學生，隨著年級的增加，其價值觀愈來

愈像他們的長官，而與一般大學生相差愈來愈遠。四次施測的結果，經

統計分析得知，學校中的各種因素，容易形成特定的行為風氣，因此，

學校不僅是單純的傳遞與啟發學生的價值觀而已，在另一方面，也刺激

學生形成不同的價值觀。 

 

2.3.3 學習 

本節分為二個部分，依序探討學習的定義及相關研究。 

（一）學習的定義 

學習二字最早可追溯至孔子在論語中所言：「學而時習之，不亦悅

乎？｣學是指知識和經驗的累積；習是指知識和經驗的實踐。學屬知；習

屬行，中國大儒學習王陽明曾提倡知行合一。 

「學習」 (Learning) 的意義，三民書局新辭典，編纂委員會（民 89）

解釋為：個體經由練習或經驗，使行為產生較為持久之變的歷程。精解

國語辭典（民 95）的解釋為：獲得知識、技能的練習過程。 

（二）相關研究 

張新仁（民 92）定義學習為：改變必頇是持久的只有經由練習產生

的改變，才稱為學習。學習非反射動作、本能（築巢、冬眠）、生理發展

(站立）。行為潛能不同於實際行為表現 (Performance)。實際行為表現是

將前能化為行為。 

張志銨（民 91）認為學習是一種歷程的改變，是經驗或練習所累積

的成果。學習不僅頇具有持續性，更頇具有發展性。從學習中形成的改

變包括外在的、可觀察的行為及內在的、不易觀察的行為。學習更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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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媒介，學生透過學習的活動，不但可獲得知識與技能，也可改變原有

的態度、情緒、以及價值觀等，進而達到學習的目的。 

黃文鳳（民 102）在其論文知識信念影響學習動機與行為之研究中，

指出能力天生是影響學生學習動機及行為的重要因素。意味著，相信後

天努力能成功的學生越能在成就自我體認中得到動機及行為進而學習。

各級學校的教師無法藉由簡化教材和刪減授課內容，讓學生獲得較高的

成績，來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及行為。 

黃秀珠（民 92）從學習動機角度探討認為動機為一個假設的結構，

用來解釋朝向目標行為的啟發、方向、強度與堅持。 

周子翔（民 100）針對臺北市與廣州市高學習成就高中生學習價值

觀與學習策略之研究，認為高學習成就高中生學習價值觀會受學校、家

庭、個人與社會四項動機因素影響而驅動學習，將「學習價值觀」定義

為：個人因為經驗或欲求而判斷是否學習，採取何種學習策略，達成何

種程度的學習成就。 

本研究參考周子翔（民 100）有關學習價值觀量表，依所需修改區

分為：「學校因素」以及「個人因素」等二個分量表。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qtY0x/search?q=auc=%22%E9%BB%83%E6%96%87%E9%B3%B3%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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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在探討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公

民意識與學習價值觀等構面之關聯性，藉由問卷調查方式收集研究資料，

並運用統計方法來做資料分析。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

二節為研究假設、第三節為研究對象與實施程序、第四節為研究工具，

以下就針對各節作說明。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針對高中職學生青年動員服勤參與支持度對公民意識、學習

價值觀之關係，設計研究架構，以問卷調查方式探討三個變項之間的關

係。研究架構圖如圖 3. 1 所示： 

 
             

   

 

 

 

 

 

  

 

 

 

 

 

 

 

圖 3.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採用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背景變

項的高中職學生在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的差異情形。 

H3 

學生背景變項 

一、性別 

二、年級 

三、學校屬性 

四、學校學制 

五、就讀科群別 

六、居住地 

七、有無意願報考軍

校或志願士兵 

公民意識 

一、對公共事務態度

二、對時事關心 

 

學習價值觀 

一、學校因素 

二、個人因素 

H1 

青年服勤動員參

與支持度 

一、個人意願

二、服勤內容 

三、教育宣導 

 

H2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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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用皮爾遜積差相關，了解高中職學生的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與

公民意識、學習價值觀等彼此關係程度。 

3. 採用迴歸分析，了解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能否有效預測公民意識

與學習價值觀。 

 

3.2 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文獻探討及研究架構的概念，提出以下之

研究假設，並以實證方法驗證之： 

假設 1：不同背景變項之高中職學生在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上有顯著

差異。 

假設 2：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與公民意識及學習價值觀之

關係有顯著相關。 

假設 3：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對公民意識及學習價值觀有

顯著的預測力。 

 

3.3 研究對象與實施程序 

本研究以嘉義市高中職學生為研究樣本，考量時間因素及回收樣本

容易，從嘉義市 14 所高中職學校中選取 4 所高中（2 所公立，2 所私立）、

4 所高職（2 所公立，2 所私立），每所學校再以分層取樣方法，將學生依

就讀年級分二個層級：一年級及二年級，最後採用叢集取樣方法，從各

年級中以「班級」為單位，各抽取一個班級。其次，施測前並提醒對象

學生填寫問卷時需全部填答，避免無效。問卷受詴樣本及回收統計資料

如表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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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問卷受詴樣本及回收統計資料表 

學校 類型 
抽樣

人數 

回收

份數 

有效

問卷 

問卷 

編號 

問卷 

回收率 

1 嘉義高中 高中 100 99 99 001~099 99% 

2 嘉義高工 高職 110 110 110 100~209 100% 

3 立仁中學 高職 16 16 16 210~225 100% 

4 宏仁女中 高中 26 26 26 226~251 100% 

5 興華中學 高職 80 80 80 252~331 100% 

6 輔仁中學 高中 36 36 36 332~367 100% 

7 嘉義女中 高中 70 70 70 368~437 100% 

8 華南高商 高職 71 71 71 438~508 100% 

合計  509 508 508  9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 2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因素分析摘要表 

  

問項內容 
因素負荷

量 

累積解釋 

變異量％ 

因素 

命名 

1. 我認為「青年服勤動員」是學生

參與國防 (公共事務 )的重要途

徑。 

0.692 

34.966 
個人 

意願 

2. 國家處於緊急危難 (戰爭或災

害)，我願意參與「青年服勤動員」

工作。 

0.845 

3. 男生應該參加「青年服勤動員」

工作。 
0.859 

4. 男生應該參加「青年服勤動員」

工作。 
0.875 

5. 男生應該參加「青年服勤動員」

工作。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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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因素分析摘要表（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問項內容 
因素負荷

量 

累積解釋 

變異量％ 

因素 

命名 

6.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服勤動員

裏之「自衛戰鬥」任務。 
0.807 

16.240 
服勤 

內容 

7.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服勤動員

裏之「防護搶修」任務。 
0.824 

8.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服勤動員

裏之「救護」任務。 
0.903 

9.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服勤動員

裏之「消防」任務。 
0.899 

10.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服勤動員

裏之「宣傳」任務。 
0.816 

11.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服勤動員

裏之「交通」任務。 
0.850 

12. 我認為可以參考學生之興趣及專

長，而選派適合之服勤任務。 
0.670 

13. 我認為可以參考學生之性別，而

選派適合之服勤任務。 
0.609 

14. 我贊成應常舉辦「青年服勤動員」

工作研習，增加服勤相關技能與

知識 

0.742 

27.288 
教育 

宣導 

15. 我贊成應常舉辦「青年服勤動員」

工作研習，增加服勤相關技能與

知識 

0.824 

16. 我對於目前高中職校開設「全民

國防教育」課程，有興趣。 
0.682 

17. .我對於目前高中職校開設「全民

國防教育」課程，有興趣。 
0.600 

18. 我對於目前高中職校開設「全民

國防教育」課程，有興趣。 
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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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SPSS 22.0版統計套裝軟體作為研究分析工具，並採用因素

分析、信度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迴歸分析等

分析方法，分述內容如下： 

 

3.4.1 因素分析 

本研究參考學者經過信、效度分析所建立之問卷，另並協請嘉義市嘉

義高中、嘉義女中、嘉義高工主任教官及上級單位（嘉義市學生校外會）

教育助理指導修改為本研究適用之問卷。 

共分為「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公民意識」、「學習價值觀」

及「個人基本資料」等四部分，記分方式係以問卷填答時所勾選的方格

位置加以轉換，勾選「非常不同意」者記為 1 分，勾選「不同意」者記

為 2 分，勾選「稍微不同意」者記為 3 分，勾選「無意見」者記為 4 分，

勾選「稍微同意」者記為 5 分，勾選「同意」者記為 6 分，勾選「非常

同意」者記為 7 分。 

為確保問卷合適性，經多次探索式因素分析結果，青年服勤動員參

與支持度量表 18 題均保留，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78.494%（如表 3.2）。公

民意識量表，12 題均保留，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72.993%（如表 3.3）。學

習價值觀量表，12 題均保留，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75.063%（如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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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公民意識因素分析摘要表 

問項內容 
因 素 

負荷量 

累積解釋 

變異量％ 

因素 

命名 

1. 我認為政府推動公共事務保

障我的權利，並增進我的福

利。 

0.698 

59.245 對公共事

務態度 

2. 我對公共建設會提出要求或

建議。 
0.860 

3. 我認為當社會發生災難時，一

般人民大多能響應與支持賑

災活動。 

0.717 

4. 我認為政府機關應投入弱勢

團體的福祉建設。 
0.668 

5. 每位公民應積極的參與公益

活動，隨時關心週遭人事物。 
0.820 

6. 表現公共事務關心瞭解就從

每位公民開始做起。 
0.780 

7. 服兵役是公民需要盡的社會

責任之一。 
0.688 

13.748 時事 

關心 

8. 我關心時事的程度越高，越能

促進社會民主化。 
0.711 

9. 我會關心選舉的政見與國家

政治、經濟、衛生、環保等大

事。 

0.763 

10. 現代資訊、媒體相當發達，促

進我對時事的關心。 
0.686 

11. 每位公民應時常藉由平面、網

路媒體瞭解時事。 
0.773 

12. 每位公民應時常觀看報紙及

收看新聞，以了解近期的國家

大事 

0.59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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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學習價值觀學習分析摘要表 

問項內容 
因 素 

負荷量 

累積解釋 

變異量％ 

因素 

命名 

1. 它被列入學業成績考核中 0.785 

29.985 學校因素 

2. 想在同學中有突出的表現 0.605 

3. 能獲得老師、同學的讚賞 0.740 

4. 能達到父母對學校課業的期待 0.689 

5. 是家人在學校的學習經驗 0.779 

6. 在學校能避免被責罰 0.651 

7. 學校教學方式符合社會潮流 0.647 

8. 興趣的趨使 0.918 

45.078 個人因素 

9. 想滿足好奇心 0.913 

10. 具有挑戰性 0.782 

11. 適應學習環境 0.826 

12. 能配合自己未來的人生成就目標 0.67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2 信度分析 

信度即是測驗測量所得結果的一致性或穩定性，或測驗實際反應出

真實量數程度的一種指標。當一份量表或測驗的測量誤差所佔比率降低

時，則真實特質部分所佔的比率就相對提高，此時量表或測驗的信度係

數就會增高。 

本研究使用SPSS22.0套裝統計分析軟體進行領導風格青年服勤動員

參與支持度、公民意識以及學習價值觀等三個變項之信度分析，以

Cronbach’sα係數來衡量問卷樣本之信度。根據Nunnally (1978) 之研

究，所謂高信度，Cronbach’sα係數值必頇大於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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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統計結果發現，「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總量表的信度值為

0.818，各分量表之信度值均介於0.796~0.847之間；「公民意識」量表達

0.881，各分量表信度值均介於0.879~0.883之間；「學習價值觀」量表達

0.876, 各分量信度值均介0.854~0.899之間，顯示本研究各量表之內部一

致性應可接受（如表3.5）。 

 

表 3. 5 本研究各量表之 Cronbach's α信度分析 

主構面 子構面 題項 信度 總信度 

青年服勤動員

參與支持度 

個人意願 01.02.03.04.05 α=0.847 

α=0.818 服勤內容 06.07.08.09.10.11.12.13 α=0.811 

教育宣導 14.15.16.17.18 α=0.796 

公民意識 
對公共事務態度 19.20.21.22.23.24 α=0.883 

α=0.881 
對時事關心 25.26.27.28.29.30 α=0.879 

學習價值觀 
學校因素 31.32.33.34.35.36.40 α=0.854 

α=0.876 
個人因素 37.38.39.41.42 α=0.89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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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節共分為十五節，將回收的正式問卷進行各種分析統計，作為

驗證各變項所建立之假設，並針對分析後之結果，提出討論。第一節先

將所蒐集資料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以瞭解樣本結構特性；第二節說明青

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的概況；第三節及第四節則是說明高中職學生就

公民意識及學習價值觀各子構面的同意程度；第五節到第十一節則以獨

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背景變項對各變項間之影響；第

十二節及第十三節再以相關分析研究觀察變數間之關聯性的強度；第十

四節及第十五節再以迴歸分析來驗證本研究之假設是否成立。 

 

4.1 學生背景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有效問卷達 508 份，為求資料周延，施測前

並提醒對象學生填寫問卷時需全部填答，避免無效。（如表 4. 1） 

 

表 4. 1 學生背景變項之描述性統計表 

人口統計變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67 52.6 % 

女 241 47.4 % 

年級 
一年級 254 50.0 % 

二年級 254 50.0 % 

學校 
公立 350 68.5 % 

私立 158 31.5 % 

學制 

高中 229 45.1 % 

高職 258 50.8 % 

綜合高中 21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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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學生背景變項之描述性統計表（續） 

人口統計變項 樣本數 百分比 

科別 

普通高中 241 47.4 % 

工業類科 126 24.8% 

商業類科 121 23.8 % 

家事類科 20   3.9 % 

居住地 

嘉義市 215  42.3 % 

嘉義縣 268  52.8 % 

其他 25   4.9 % 

意願 
有意願 109  21.5% 

無意願 399  78.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概況 

高中職學生就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各子構面，其「個人意願」、

「服勤內容」、「教育宣導」均呈現高於平均數 4 的狀態（如表 4. 2），整

體而言，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每題平均得分為 5.09 屬中上程度。 

就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各子構面中，以「教育宣導」平均得分

為 5.25 最高，其次依序為「個人意願」平均得分為 5.08、「服勤內容」平

均得分僅達 4.99，說明高中職學生普遍認同「教育宣導」有助於學生參

與支持「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工作」。 

其中子構面「教育宣導」之題項 18「贊成參加「實彈射擊」可鍛鍊

強健體魄及增進服勤技能」平均得分達 5.62，顯示教育部每年實施「高

中職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政策，能有效推動全民國防教育，訓練學

生服勤動員工作。另外 15 及 17 題項顯示出學生普遍接受高中職學生應

接受「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以增進對於國防事務瞭解，並認同由教官

來接受「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並獲得學生肯定。子構面「服勤內容」

第 12 題項，顯示學生對於「可以參考學生之興趣及專長而選派適合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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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任務，有高度之共識。至於「服勤內容」子構面分數偏低，說明服勤

工作項目沒有引起學生太大的共鳴，學生參與意願也不高，也許是技能

的熟練程度不同或對服勤工作的內容不甚熟悉，所以受測者在無法預測

擔任何種出勤的任務時，因不確定感而恐將感到較無法勝任。（如表 4. 

3）。 

 

表 4. 2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各子構面敘述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 3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敘述統計表 

A構面－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個

人

意

願 

1. 我認為「青年服勤動員」是學生

參與國防(公共事務)的重要途徑。 
5.09 1.148 8 

2. 國家處於緊急危難(戰爭或災

害)，我願意參與「青 年服勤動

員」工作。 

5.01 1.202 10 

3. 男生應該參加「青年服勤動員」

工作。 
5.06 1.225 9 

4. 女生應該參加「青年服勤動員」

工作。 
4.92 1.270 12 

5. 我認為青年服勤動員工作應不分

年齡性別，都應該積極參與。 
5.33 1.223 4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 平均數 標準差 

子 

構 

面 

個人意願 5.08 1.2136 

服勤內容 4.99 1.2568 

教育宣導 5.25 1.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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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敘述統計表（續） 

A構面－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服

勤

內

容 

6.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服勤動員

裏之「自衛戰鬥」任務。 
4.85 1.349 17 

7.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服勤動員

裏之「防護搶修」任務。 
4.85 1.312 17 

8.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服勤動員

裏之「救護」任務。 
4.95 1.206 11 

9.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服勤動員

裏之「消防」任務。 
4.86 1.192 16 

10.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服勤動員

裏之「宣傳」任務。 
4.89 1.255 15 

11.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服勤動員

裏之「交通」任務。 4.91 1.249 14 

12. 我認為可以參考學生之興趣及專

長而選派適合之服勤任務。 
5.63 1.075 1 

13. 我認為可以參考學生之性別，而

選派適合之服勤任務。 
5.15 1.714 6 

教

育

宣

導 

14. 我贊成應常舉辦「青年服勤動員」

工作研習，增加服勤相關技能與

知識。 

5.15 1.174 6 

15. 我贊成學生有必要接受全民國防

教育，瞭解國防事務，培養強健

體魄。 

5.23 1.209 5 

16. 我對於目前高中職校開設「全民

國防教育」課程，有興趣。 
4.92 1.309 12 

17. 我贊成教官適合教授「全民國防

教育」課程。 
5.34 1.158 3 

18. 我贊成高中職學生可參加「實彈

射擊」鍛錬強健體魄及增強服勤

技能。 

5.62 1.205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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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中職學生就公民意識各子構面之同意程度 

高中職學生就公民意識的各子構面，其「對公共事務態度」、「對時

事關心」均呈現高於平均數 4 的狀態，整體而言，公民意識每題平均得

分為 5.46 屬中上程度。就公民意識各子構面中，以「對公共事務態度」

子構面平均得分 5.49 最高，其次為「對時事關心」子構面平均得分 5.43，

由上述可知，學生對於「公共事務態度」有較高的態度，然而對「對時

事關心」則持較保留的態度（如表 4.4）。 

其中子構面「對公共事務態度」之題項 6、「表現對公共事務關心與

瞭解，可以從每位公民開始做起」及題項 7、「我認為政府機關應投入弱

勢團體的福利與建設」。平均得分達 5.69 及 5.62，其原因可能在於處於資

訊發達的社會，每一個人皆能馬上掌握時事的脈動，進而強化對時事的

瞭解。其次針對弱勢團體的關懷，也許受限於自我能力的部分，則傾向

由政府投入資源來協助弱勢團體。 

其次，子構面「對時事關心」之題項 9、「我會關心選舉的政見與國

家政治、經濟、衛生、環保等大事」。支持度較低，可能是因為每次面臨

大型選舉的時侯，總是會一而再的岀現非常多負面的新聞及藍綠惡鬥，

再者目前充斥政論性節目電視，政客、名嘴的恣意攻訐，再加上當選後

的政見跳票，造成不信任感。因此對本題項持保留態度。（如表 4.5）。 

 

表 4. 4 公民意識各子構面敘述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公民意識 平均數 標準差 

子 

構 

面 

對公共事務態度 5.49 1.0956 

對時事關心 5.43 1.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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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公民意識敘述統計 

B構面－公民意識 

平

均

數 標準差 排序 

對

公

共

事

務

態

度 

1. 我認為政府推動公共事務將能保障

我的權利，並增進我自己的福利。 
5.36 1.085 9 

2. 我對政府規劃的公共建設會提出要

求或建議。 
5.35 1.081 10 

3. 我認為當社會發生災難時，一般人

民大多能支持救(賑)災活動。 
5.37 1.088 8 

4. 我認為政府機關應投入弱勢團體的

福利與建設。 
5.62 1.153 2 

5. 身為公民應積極的參與公益活動，

隨時主動關心週遭人事物。 
5.57 1.094 4 

6. 表現對公共事務關心與瞭解，可以

從每位公民開始做起。 
5.69 1.073 1 

對

時

事

關

心 

7. 依法服兵役是公民需要盡的社會責

任之一。 
5.59 1.036 3 

8. 我關心時事的程度越高，越能促進

社會民主化。 
5.34 1.199 11 

9. 我會關心選舉的政見與國家政治、

經濟、衛生、環保等大事。 
5.30 1.223 12 

10. 現代資訊、媒體相當發達，能促進

我對時事的關心。 
5.45 1.213 6 

11. 每位公民應時常藉由平面、網路媒

體瞭解時事。 
5.53 1.145 5 

12. 每位公民應時常觀看報紙及收看新

聞，以了解近期的國家大事。 
5.38 1.260 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 高中職學生就學習價值觀各子構面同意程度 

整體而言，學習價值觀每題平均得分為 5.04 屬中上程度。就學習價

值觀各子構面，以「個人因素」子構面平均得分 5.30 最高，其次為「學

校因素」子構面平均得分 4.85（如表 4. 6）。 



 
 
 
 
 
 
 
 
 
 
 
 

 

 

29 

高中職學生之學習價值觀對於子構面「個人因素」有較高的態度，

顯示高中職學生普遍認同學習某項知識或技能主要考量其個人因素，其

中「個人因素」子構面，題項 12「能配合自己未來的人生成就目標」平

均得分達 5.37，相對於學校因素部分，根據題項 03、05、06 亦可呼應「個

人因素」子構面，而顯見近幾年來學生自主性較強，已經不若以往因為

父母親的期望或從學業成就上得到老師、同儕的讚美及避免受罰而專心

於學業成就上，其次，亦可能與現在學生著眼學校教學能否與未來升學

有關，因而也使得學生在此部分的態度比較有所保留（如表 4. 7）。 

 

表 4. 6 學習價值觀各子構面敘述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 7 學習價值觀敘述統計 

C構面－學習價值觀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學

校

因

素 

1. 它被列入學業成績考核中。 5.10 1.372 6 

2. 想在同學中有突出的表現。 4.87 1.288 9 

3. 能獲得老師、同學的讚賞。 4.80 1.336 10 

4. 能達到父母對學校課業的期待。 4.95 1.297 7 

5. 是家人在學校的學習經驗。 4.78 1.237 11 

6. 在壆校能避免責罰。 4.55 1.497 12 

10. 學校教學方式符合社會潮流。 4.94 1.365 8 

  

學習價值觀 平均數 標準差 

子 

構 

面 

學校因素 4.85 1.341 

個人因素 5.30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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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7 學習價值觀敘述統計（續） 

個

人

因

素 

7. 興趣的趨使。 5.34 1.245 2 

8. 想滿足好奇心。 5.32 1.206 3 

9. 具有挑戰性。 5.31 1.213 4 

11. 適應學習環境。 5.17 1.191 5 

12. 能配合自己未來的人生成就目標。 5.37 1.270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5 不同性別的學生在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之差異性 

針對不同性別的學生在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上實施 t 檢定，結果

無達到顯著的差異。惟男性學生與女性學生在「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

度」整體構面，男生之平均數略高於女生；另外 3 個子構面：「個人意

願」、「服勤內容」、「教育宣導」等，雖未達顯著差異，但男生支持

度之平均數均略高於女生，其可能原因男生（民國 83 以後出生）未來雖

不用面臨兵役問題，但仍要入營接受 4 個月軍事訓練，除役前需接受教

育召集，未來戰事發生或國家處於危難，男生仍頇召集入營，負起捍衛

國家的任務，相對比女生有較高的支持度（如表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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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 不同性別的高中職學生對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差異之 t 檢定 

構面 

性別 

t 值 P 值 備註 

1 2 

男性 

(個數：267) 

女性 

(個數：241)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

數 
標準差 

青年服勤動

員 

參與支持度 

5.13 1.02532 5.07 0.91224 0.462 0.698  

子 

構 

面 

個人 

意願 
5.0824 1.03435 5.0822 0.86317 0.031 0.998  

服勤 

內容 
5.0047 1.04188 4.9917 0.91076 0.149 0.882  

教育 

宣導 
5.3019 .99975 5.1934 0.96279 1.241 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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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不同年級的學生在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之差異性 

針對一年級學生與二年級學生在這三個子構面實施 t 檢定，在「個人

意願」、「服勤內容」、「教育宣導」等構面，均未達顯著差異。本研究受

測時為下學期初，全民國防教育課程適逢剛開始介紹「防衛動員－青年

服勤動員機制簡介」，其可能一年級學生在學習態度、感受上會較二年級

同學來的高（如表 4. 9）。其次，近幾年天災頻傳，媒體大幅報導動員的

重要性，亦增加填答問卷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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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9 不同年級的高中職學生對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差異之 t 檢定 

構面 

年級 

t 值 P 值 備註 

1 2 

一年級學生 

(個數：254) 

二年級學生 

(個數：254)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青年服勤動員 

參與支持度 
5.12 2.79739 5.10 1.0130 0.199 0.617  

子 

構 

面 

個人

意願 
5.0827 0.92001 5.0819 0.99257 0.009 0.993  

服勤

內容 
4.9754 0.96134 5.0217 1.04507 -0.531 0.596  

教育

宣導 
5.2992 0.91604 5.2016 1.04507 1.120 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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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不同學校屬性學生在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之差異性 

針對公立學校的高中職學生與私立學校的高中職學生實施 t 檢定，發

現在「個人意願」構面達顯著差異。至於在「服勤內容」、「教育宣導」

等構面，二者的差異未達顯著差異。此與黃美蓉（民 91）研究之公私立

高中職學生學習滿意度較高結果相似。此類相關研究文獻較為匱乏，因

此提出佐證分析較為困難，推究其原因是否與學生特質、升學壓力有關

則有待後續深入研究探討（如表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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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 不同學校屬性的高中職學生對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差異之 t 檢

定 

構面 

不同學校屬性 

t 值 P 值 備註 

1 2 

公立學校學生 

(個數：348) 

私立學校學生 

(個數：160)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青年服勤動

員 

參與支持度 

5.158 0.99535 5.01 0.91282 1.663 0.306  

子 

構 

面 

個人 

意願 
5.174 0.98409 4.8825 0.86159 3.304 0.001

***
 1＞2 

服勤 

內容 
5.00 1.00579 4.9805 0.92735 0.285 0.775  

教育 

宣導 
5.29 0.99617 5.1550 0.94953 1.498 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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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不同學制的的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之差

異性 

不同學制的高中職學生在「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中的變異數

分析，除子構面教育宣導外，達顯著差異（如表 4.11）。 

經事後比較發現，在「個人意願」、「服勤內容」及教育宣導層面，

高職學生均高於高中、綜高學生，對照郭寸桃（民 98）研究之公私立高

中職學生學習滿意度結果不同。推究其原因是否與學生特質、升學壓力

等有關則有待後續深入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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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 不同學制的高中職學生於各變項之差異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9 不同科群別的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之差

異性 

不同科群別的高中職學生在「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中的變異

數分析均未達顯著差異（如表 4.12）。 

經事後比較發現，在「個人意願」、「服勤內容」及教育宣導，普通

高中、工業類科學生均顯著的高於商業及家事類科學生，此結果與吳安

倉（民 98）研究之由國防通識探討高中職學生之學習行為結果大致相似，

家事類科學生的態度均低於其他科別，應與商業及家事類科學生以女學

生居多，而女生在學習現況上，原本比男生為低所致。 

 

  

構面 

不同學制 

F值 P 值 
Scheff

e 
1 2 3 

高中 
(個數：229) 

高職 
(個數：258) 

綜合高中 
(個數：21) 

青年服勤 
動員參與 
支 持 度 

4.9674 5.1084 4.754 2.85 0.268 - 

子 

構

面 

個人 
意願 4.6667 5.0116 4.667 4.486 0.012* 2＞3 

服勤 
內容 4.9640 5.0712 4.4821 3.802 0.023* 2＞3 

教育 
宣導 5.2716 5.2426 5.1143 0.262 0.770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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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2 不同科(群)別的高中職學生於各變項之差異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10 不同居住地的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之

差異性 

不同居住地的高中職學生在「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中的變異

數分析均未達顯著差異。此結果雖與陳建州、劉正（民 90）關於城鄉差

異之學習差異有所不同，但應該與研究區域雲嘉縣市，城鄉差異不大有

關，學生在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的各項態度上不因居住地而有所不

同（如表 4.13）。 

 

  

構面 

不同科(群)別 

F值 P 值 Scheffe 

1 2 3 4 

普通高中 

(個數：241) 

工業類科 

(個數：126) 

商業類科 

(個數：121) 

家事類科 

(個數：20) 

青年服勤 

動員參與 

支 持 度 

5.1135 5.220 4.993 5.088 1.873 0.147  

子 

構

面 

個人 

意願 
5.1627 5.1254 4.9058 4.9100 2.261 0.080  

服勤 

內容 
4.9274 5.1458 4.9824 5.0250 1.389 0.245  

教育 

宣導 
5.2506 5.3905 5.0909 5.3300 1.970 0.118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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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3 不同居住地區的高中職學生於各變項之差異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11 針對有無意願報考軍事院校及志願役士兵的高中職學生在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上之差異性 

顯示有意願報考軍事院校及志願役士兵的高中職學生在青年服勤動

員參與支持度，比無意願報考軍事院校及志願役士兵的高中職學生高，

其可能是學生透過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瞭解國軍辛苦訓練及災害之後的

助民行為，提升了國軍正面形象，進而使平時有意願投入軍旅學生對青

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有較高的認同度（如表 4. 14）。 

 

  

構面 

居住地區 

F值 P 值 Scheffe 
1 2 3 

嘉義市 

(個數：215) 

嘉義縣 

(個數：268) 

其他 

(個數：25) 

青年服勤 

動員參與 

支 持 度 

5.1744 5.076 4.926 1.642 0.358  

子 

構

面 

個人 

意願 
5.1460 5.0612 4.7600 1.971 0.140  

服勤 

內容 
5.0209 4.9897 4.9000 0.192 0.825  

教育 

宣導 
5.3563 5.1776 5.1200 2.213 0.110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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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4有無意願報考軍事院校及志願役士兵的高中職學生對青年服勤動

員參與支持度差異之 t 檢定 

構面 

有無意願報考軍事院校 

及志願役士兵 

t 值 P 值 備註 

1 2 

有意願 

(個數：109) 

無意願 

(個數：399)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青年服勤動

員 

參與支持度 

5.484 .96442 5.008 .95108 4.6 0.000
***

 1＞2 

子 

構 

面 

個人 

意願 
5.3798 .96184 5.0010 .93937 3.687 0.000

***
 1＞2 

服勤 

內容 
5.4025 .97826 4.8882 .95349 4.927 0.000

***
 1＞2 

教育 

宣導 
5.6716 .95317 5.1353 .96039 5.185 0.000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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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與「公民意識」

相關程度 

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及其各子構面與公民意識及其

各子構面之間的關係均呈現正相關（如表 4.15）。 

根據本研究結果，都有顯著的正向關係，相關程度甚高。顯示高中

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與公民意識相互影響而呈正相關，也就

是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越高，則公民意識也愈高。就各

子構面而言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教育宣導」子構面與公民意識「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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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態度」子構面的相關程度 0.611 最高，顯示在推廣青年服勤動員

工作上，教官應持續從教育宣導層面著手，充實課程內容，以提升學生

的憂患意識，使學生能主動參與公共利益，重視與生存土地及週遭環境

安危有關的事物（如表 4.16）。 

 

表 4. 15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與公民意識之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  項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 公民意識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 1  

公民意識 0. 6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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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16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與公民意識各子構面之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  項 
個人意

願 

服勤內

容 

教育宣

導 

公共事

務態度 

時事關

心 

個人意願 1     

服勤 

內容 
0.648

**
 1    

教育 

宣導 
0.594

**
 0.689

**
 1   

公共事

務態度 
0.547

**
 0.546

**
 0.611

**
 1  

時事 

關心 
0.528

**
 0.536

**
 0.591

**
 0.7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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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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及其各子構面與學習價值觀及其

各子構面之間的關係相關程度 

根據本研究結果，具正向關係（如表 4.17），顯示高中職學生青年服

勤動員參與支持度與學習價值觀相互影響而呈正相關。就各子構面而言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服勤內容」構面與學習價值觀「個人因素」

構面的相關程度 0.465 最高，顯示教官持續藉由課程宣導全民國防教育，

推廣青年服勤動員工作，擴大學生對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越能使學

生本身能夠認知到學習青年服勤動員相關知識與技能是必要的，進而主

動願意學習，學生的學習價值觀就越高（如表 4.18）。 

 

表 4. 17 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與學習價值觀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  項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 學習價值觀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 1  

學習價值觀 0.4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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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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8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與學習價值觀各子構面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  項 個人意願 服勤內容 教育宣導 學校因素 個人因素 

個人意願 1     

服勤內容 0.648
**

 1    

教育宣導 0.594
**

 0.689
**

 1   

學校因素 0.285
**

 0.341
**

 0.337
**

 1  

個人因素 0.360
**

 0.465
**

 0.432
**

 0.6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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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對「公民意識」具預測力 

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對公民意識具預測力。以青年

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對整體公民意識及其子構面「對公共事務態度」、

「對時事關心」進行迴歸分析，結果均有顯著（如表 4. 19），其中對「對

公共事務態度」預測力最大 (β=0.641) ，解釋變異量達 41%，顯示青年

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可以預測對整體公民意識及其子構面；另外以青年

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其子構面「個人意願」、「服勤內容」、「教育宣

導」對公民意識子構面（對公共事務態度、對時事關心）進行多元迴歸

分析，結果顯著預測力的有「個人意願」、「服勤內容」、「教育宣導」、

等子構面，其中「教育宣導」 (β=0.381) ，解釋變異量達 43.3%預測最

大（如表 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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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數 

自變數 

表 4. 19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與公民意識及子構面迴歸分析表 

          依變數 

 
對公共事務態度 對時事關心 公民意識 

青年服勤動員 

參與支持度 

β值 
0.641

***
 0.624

***
 0.670

***
 

R 平方值 0.411 0.390 0.449 

調整過R平方值 0.410 0.389 0.447 

F 值 353.782 323.339 411.577 

P 值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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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20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各子構面與公民意識迴歸分析表 

          依變數 
對公共事務態度 對時事關心 

個人意願β值 0.237*** 0.220*** 

服勤內容β值 0.130** 0.145* 

教育宣導β值 0.381*** 0.361*** 

R 平方值 0.433 0.407 

調整過R平方值 0.430 0.404 

F 值 128.385 115.406 

P 值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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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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數 

4.15 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對「學習價值觀」

具預測力 

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對學習價值觀具有預測力。以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對整體學習價值觀及其子構面「學校因素」、

「個人因素」進行迴歸分析，結果均有顯著（如表 4.21）。 

其中對「個人因素」預測力最大 (β=0.485)，解釋變異量達 23.5%，

顯示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可以預測對整體學習價值觀及其子構面；

另外以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其子構面「個人意願」、「服勤內容」、

「教育宣導」對學習價值觀子構面（學校因素、個人因素）進行多元迴

歸分析，結果顯著預測力的有「服勤內容」、「教育宣導」等子構面，

其中「個人因素」 (β=0.295) ，解釋變異量達 24.1%預測力最大（如表

4. 22）。 

 

表 4. 21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與學習價值觀及子構面迴歸分析表 

        依變數 
學校因素 個人因素 學習價值觀 

青年服勤動員 

參與支持度 

β值 
0.369*** 0.485*** 0.458 *** 

R 平方值 0.136 0.235 0.209 

調整過R平方值 0.134 0.234 0.208 

F 值 79.511 155.860 134.051 

P 值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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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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數 

表 4. 22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各子構面與學習價值觀迴歸分析表 

            依變數 

       
學校因素 個人因素 

個人意願β值 0.065 0.050 

服勤內容β值 0.177
**

 0.295
***

 

教育宣導β值 0.176
**

 0.199
***

 

R 平方值 0.138 0.241 

調整過R平方值 0.133 0.237 

F 值 26.926 53.406 

P 值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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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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嘉義市為範圍，探討「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公民

意識」與「學習價值觀」之關聯性，本章目的在於歸納資料分析之研究

結果，並且提出結論與建議，期盼能作為教育或軍訓界參考，同時提供

後續研究者之研究方向。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

為研究建議，第三節為研究限制，分述如下：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主在探討「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公民意識」與「學

習價值觀」之關聯性，本節說明不同背景變項對青年服勤動員支持的差

異及青年服勤動員支持度與公民意識、學習價值觀之間的相關程度，並

瞭解青年服勤動員支持度對公民意識、學習價值觀之預測程度。 

 

5.1.1 不同背景變項對青年服勤動員支持的差異 

針對學生背景變項之描述性統計，整體而言，由分析結果發現，青

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每題平均得分為 5.09 、公民意識每題平均 5.46、

學習價值觀每題平均 5.04 均屬中上程度。 

其次，針對學生背景變項，如性別、年級、學校屬性、有無意願報考

軍校或志願士兵實施獨立樣本 t 檢定，僅有無意願報考軍校或志願士兵達

顯著差異，其可能是學生透過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瞭解國軍平時訓練及

近期媒體報導，因天災國軍助民愛民的形象，進而使平時有意願投入軍

旅學生對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有較高的認同度。 

綜合分析說明：學生在觀念上普遍認同青年服勤動員工作應不分年齡

性別且積極參與，也贊成應常舉辦青年服勤動員專業研習，不過論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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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參與，卻都意願不高，有說一套做一套的普遍現象。其次從學生對於

服勤動員工作內容無法看出明顯的喜好，或許也是因為不清楚自己的專

業專長屬於哪一種服勤專業，故也降低了同學的參與意願。另外，學生

認為參加實彈射擊活動可以鍛鍊強健體魄並增強服勤技能，也認為高中

學生應當接受全民教育課程，以瞭解國防事務以及增進服勤技能並認為

應由教官實施全民國防教育授課，此部分亦獲得學生正面支持與肯定。 

經相關分析後發現，無論是「個人意願」、「服勤內容」或「教育

宣導」等方面，皆與「教育宣導」有著高度相關，顯示「教育宣導」為

所有問題之核心，故實需重視全民國防教育宣導相關問題，如此才能藉

此進一步解決其它層面問題。 

 

5.1.2 高中職學生的青年服勤動員支持度與公民意識、學習價值觀之間的

相關程度 

根據本研究結果，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與公民意識及其子構面、

學習價值觀及其子構面，都有顯著的正向關係，且相關程度甚高。就公

民意識各子構面而言：因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教育宣導」子構面與公

民意識「對公共事務態度」子構面的相關程度 0.611 最高，顯示在推廣青

年服勤動員工作上，教官應持續從教育宣導層面著手，充實課程內容，

以提升學生的憂患意識，使學生能主動參與公共利益，重視與生存土地

及週遭環境安危有關的事物。 

其次，就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服勤內容」構面與學習價值觀「個

人因素」構面的相關程度 0.465 最高，顯示教官持續藉由課程宣導全民國

防教育，推廣青年服勤動員工作，擴大學生對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

越能使學生本身能夠認知到學習青年服勤動員相關知識與技能是必要的，

進而主動願意學習，學生的學習價值觀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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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高中職學生的青年服勤動員支持度對公民意識、學習價值觀之預測

程度 

本研究在第四章「4.15 分析」執行迴歸分析，由分析結果得知，各

研究變項之間都呈現顯著影響，亦即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

度對公民意識及學習價值觀具預測力。就公民意識及其子構面而言，對

「對公共事務態度」預測力最大 (β=0.641) ，解釋變異量達 41%，顯示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可以預測對整體公民意識及其子構面；另外以

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其子構面「個人意願」、「服勤內容」、「教

育宣導」對公民意識子構面「對公共事務態度」、「對時事關心」進行

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顯著預測力的有「個人意願」、「服勤內容」、「教

育宣導」、等子構面，其中「教育宣導」預測最大。 

其次，以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對整體學習價值觀及其子構面「學

校因素」、「個人因素」 進行迴歸分析，其中對「個人因素」預測力最

大 (β=0.485) ，解釋變異量達 23.5%，顯示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可

以預測對整體學習價值觀及其子構面；另外以青年服勤動員參 與支持度

其子構面「個人意願」、「服勤內容」、「教育宣導」對學習價值觀子

構面(學校因素、個人因素)進行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顯著預測力的有「服

勤內容」、「教育宣導」等子構面，其中「個人因素」 (β=0.295) ，解

釋變異量達 24.1%預測力最大。 

 

5.2 研究限制 

以嘉義市為範圍，探討「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與「公民意識」、

「學習價值觀」關聯性，採問卷實施，問卷調查對象為高中職學生。本

研究因各種主客觀因素之影響，有幾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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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限於人力、時間上的限制，僅以嘉義市 14 所高中職為調查對象，在

研究結果的推論上，無法推論到其他地區。 

2. 以問卷為主要研究工具，因採受詴者自行問答之方式，填答過程中

難免受個人情緒知覺與態度等主、客觀因素，影響研究之結果。 

 

5.3 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根據研究發現所歸納的結論，筆者認為「以教育宣導為根本，經宣

導後影響個人意願、同時持續精進服勤技能、爾後便可提升學生對服勤

動員支持度，以下提出以下具體建議，俾供高中職學校教官、教育行政

機關未來進一步研究的參考： 

 

5.3.1 對高中職學校教官 

了解學生個別差異，活潑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教學強化學生參與支持。

研究結果中，男性、在公立學校就讀、且有未來報考軍事院校或志願役

士兵的高中職學生，對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有較高的支持度，其中「教育

宣導」與「個人意願」都有顯著的差異，而女生在這些方面較低於男生，

因此教官在授課時宜根據學習的個別差異，針對學生及學校的特性，在

授課方式及講授內容上適時自我調整，使學生均能適性學習，更進而有

良好的學習效果。 

 

5.3.2 精進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建立全民國防教育教學專業形象 

研究發現，影響高中職學生對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以「教育宣

導」最為關鍵因素，由此可見教官在全民國防教育的教授上確實已經達

到良好的教學目標，建議應將教官之工作重點放在全民國防教育之執行，

精進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提升學生對全民國防課程興趣，建立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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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防教育者」之專業形象，進而能提升青年動員服勤工作參與支持。 

 

5.3.3 對教育行政機關 

舉辦動員訓練研習，強化學生服勤知能，增進學生學習價值觀。學

生對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能有效預測學生學習價值觀，其中以「教

育宣導」最能有效預測學生的學習價值觀，建議規劃設計普遍性的青年

動員講習訓練活動，讓每位學生能實際參與訓練及運作，使學生本身能

夠意識到學習青年服勤動員工作，不僅攸關國家安危，更是學生的責任

與義務，其相關知識與技能是必要的，進而能主動願意學習，提昇學習

價值觀。 

 

5.3.4 對教育行政機關 

持續參與地方災害防救演習、萬安演習實作，以提昇學生公民意識。

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中，以「教育宣導」最能有效預測

學生的公民意識，建議每年參與地方政府舉辦之災害防救演習、萬安演

習實作等，秉持就地支援，就地服勤的理念，增加學生對鄉土的情感，

更進而提昇學生公民意識。 

其次，就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中，以「教育宣導」

最能有效預測學生的公民意識的推論下，未來學校開設選修課的，可以

依據本研究，開設相關的選修課程。目前國防通識的選修課程有「兵家

的智慧」、「戰爭與危機的啟示」、「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當代軍事科

技」、「野外求生」等五個科目，建議可依學校的特性，開設相關國防通

識課程選修，以強化學生的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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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 

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與公民意識、學習價值觀關係之研

究調查問卷 

第一部分 

【填答方法說明】 

請您依照您對每一題的認同程度勾選答案，若對該題完全認同時，

請勾選「非常同意」；若大致認同時，請勾選「同意」；若有些許認同

時，請勾選「稍微同意」；若完全不認同時，請勾選「非常不同意」；

若大致不認同時，請勾選「不同意」；若有些許不認同時，請勾選「稍

微不同意」；假若對該問題沒有意見或不知如何作答，請勾選「沒意見」。 

 

第一部分：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持度量表 

編

號 
題項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稍
微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稍

微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認為「青年服勤動員」是學生學習如何參與國

防(公共事務)的重要途徑。 
□ □ □ □ □ □ □ 

2.  當國家遭受到緊急危難(戰爭或災害)時，我願意

參與「青年服勤動員」工作。 
□ □ □ □ □ □ □ 

3.  男生應該參加「青年服勤動員」工作。 □ □ □ □ □ □ □ 

4.  女生應該參加「青年服勤動員」工作。 □ □ □ □ □ □ □ 

敬愛的同學 您好 

首先非常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抽空填答此問卷，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 

這是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目的旨在探討高中職學生青年服勤動員參與支

持度 

與公民意識、學習價值觀關係之研究，敬請詳閱後，請依據您的實際感受填寫，

並請留意不要遺漏任何題項。 

本問卷採不具名方式填答，僅作學術探討研究分析之用，絕不對外公開個別

資料，請您安心表達意見及看法。謝謝您的協助與支持，在此衷心表示感謝。 

 

敬祝萬事順心健康愉快 

南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指導教授：郭東昇 博士 

研究生： 李育豪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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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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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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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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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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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

微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5.  我認為青年服勤動員工作應不分年齡性別，都應

該積極參與。 
□ □ □ □ □ □ □ 

6.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服勤動員裏之「自衛戰鬥」

任務。 
□ □ □ □ □ □ □ 

7.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服勤動員裏之「防護搶修」

任務。 
□ □ □ □ □ □ □ 

8.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服勤動員裏之「救護」

任務。 
□ □ □ □ □ □ □ 

9.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服勤動員裏之「消防」

任務。 
□ □ □ □ □ □ □ 

10.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服勤動員裏之「宣傳」

任務。 
□ □ □ □ □ □ □ 

11.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服勤動員裏之「交通」

任務。 
□ □ □ □ □ □ □ 

12.  我認為可以參考學生之興趣及專長，而選派適合

之服勤任務。 
□ □ □ □ □ □ □ 

13.  我認為可以參考學生之性別，而選派適合之服勤

任務。 
□ □ □ □ □ □ □ 

14.  我贊成應常舉辦「青年服勤動員」工作研習，增

加有關勤務推行時相關技能與知識。 
□ □ □ □ □ □ □ 

15.  我贊成學生有必要接受全民國防教育，藉此瞭解

國防事務，並可培養強健體魄。 
□ □ □ □ □ □ □ 

16.  我對於目前高中職校開設「全民國防教育」課程，

有興趣。 
□ □ □ □ □ □ □ 

17.  我贊成教官適合教授「全民國防教育」課程。 □ □ □ □ □ □ □ 

18.  我贊成高中職學生可參加「實彈射擊」鍛錬強健

體魄及增強服勤技能。 
□ □ □ □ □ □ □ 

 

第二部分：公民意識量表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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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認為政府推動公共事務將能保障我的權利，並

增進我自己的福利。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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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對政府規劃的公共建設會提出要求或建議。 □ □ □ □ □ □ □ 

21 我認為當社會發生災難時，一般人民大多能支持

救(賑)災活動。 
□ □ □ □ □ □ □ 

22 我認為政府機關應投入弱勢團體的福利與建設。 □ □ □ □ □ □ □ 

23 身為公民應積極的參與公益活動，隨時主動關心

週遭人事物。 
□ □ □ □ □ □ □ 

24 表現對公共事務關心與瞭解，可以從每位公民開

始做起。 
□ □ □ □ □ □ □ 

25 依法服兵役是公民需要盡的社會責任之一。 □ □ □ □ □ □ □ 

26 我關心時事的程度越高，越能促進社會民主化。 □ □ □ □ □ □ □ 

27 我會關心選舉的政見與國家政治、經濟、衛生、

環保等大事。 
□ □ □ □ □ □ □ 

28 現代資訊、媒體相當發達，能促進我對時事的關

心。 
□ □ □ □ □ □ □ 

29 每位公民應時常藉由平面、網路媒體瞭解時事。 □ □ □ □ □ □ □ 

30 每位公民應時常觀看報紙及收看新聞，以了解近

期的國家大事。 
□ □ □ □ □ □ □ 

 

第三部分：學習價值觀量表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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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去學習某項知識或技能是因為 

31 它被列入學業成績考核中 □ □ □ □ □ □ □ 

32 想在同學中有突出的表現 □ □ □ □ □ □ □ 

33 能獲得老師、同學的讚賞 □ □ □ □ □ □ □ 

34 能達到父母對學校課業的期待 □ □ □ □ □ □ □ 

35 是家人在學校的學習經驗 □ □ □ □ □ □ □ 

36 在學校能避免被責罰 □ □ □ □ □ □ □ 

37 興趣的趨使 □ □ □ □ □ □ □ 

38 想滿足好奇心 □ □ □ □ □ □ □ 

39 具有挑戰性 □ □ □ □ □ □ □ 

40 學校教學方式符合目前教學趨勢及社會潮流 □ □ □ □ □ □ □ 

41 學習適應教學環境 □ □ □ □ □ □ □ 

42 能配合自己未來的人生成就目標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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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1.性別：(1) □ 男      (2) □ 女  

2.年級：(1) □ ㄧ年級  (2) □ 二年級  

3.目前就讀的學校是：(1) 公立 (2) 私立 

4.目前就讀的學制：(1) □ 高中 (2) □ 高職 (3) □ 綜合高中  

5.目前就讀的科(群)別是： 

(1)□普通高中 

(2)□工業類科 

(3)□商業類科 

(4 )□家事類科 

6. 目前的居住地： 

(1)□嘉義市 (2)□嘉義縣 (3)□其他 

7. 未來畢業後是否有願意報考軍事院校或是志願役士兵？ 

(1)□有願意  (2)□無意願 

 

請您就實際狀況選填下列問題，並在適當的選項「□」欄中打「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