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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以

美睫課程學員為例 

研 究 生：葉水通 指導教授：黃國忠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的目的欲探討美睫課程學員之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

度與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本研究以美睫課程學員為研究對象，並採用非

隨機的便利抽樣法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共發出 250 份，回收 236 份，

扣除無效問卷 34份，有效問卷為 202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85.59%。 

本研究所得結論如下： 

1. 學習動機對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2. 學習態度對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3. 學習滿意度對學習成效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4. 學習態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5. 學習態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6. 學習滿意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7. 學習滿意度在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關鍵詞：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學習成效、美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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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learning 

motive, learning attitudes,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In 

this study, data of student of Eyelashes Beautification Courses are collected by 

way of non-random sampling method to facilitate questionnaires, with a total 

of 250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236 questionnaires are received, in which 34 

questionnaires are invalid such that 202 questionnaires are valid, and the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is 85.59%. 

The resulting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listed as follows: 

1. Learning motiv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attitudes,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respectively.

2. Learning attitude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respectively.

3. Learning satisfac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achievement respectively.

4. Learning attitudes preserves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learning

motive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5. Learning attitudes preserves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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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e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6. Learning satisfaction preserves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learning

motive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7. Learning satisfaction preserves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learning

attitudes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Keywords: Learning Motive, Learning Attitudes, Learning Satisfaction, 

Learning Achievement, Eyelashes Beautification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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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主要對美睫課程學員實施調查，以瞭解學習動機、學習態度、

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本章節分為三個部分進行論述，第一

節敘述本研究的背景與動機；第二節將確立本研究之目的；第三節則說明

本研究之流程。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現今瞬變的社會裡，在書本上學習已經不如一技在身的定律已經

開始動搖，各高教體系也漸漸走向需具備實務能力之教育體系，要求學生

需到企業實習或是去企業參訪，跟以往大學就是學基礎科學理論之概念

已完全不同，大學漸漸走向技職化，因此越來越多學生除了基礎科學理論

外，都會利用空閒之餘學習專門領域之技術，除了主要一技外還需要更多

輔助的附加能力來提升自身的附加價值，因此，本研究將以美容、美髮相

關領域之主要技能進行其產業背景探討。 

在一般學科中，當我們在學習不同課程時，常常都會覺得為什麼要學

這門課，以後又接觸不到，學那個多浪費時間幹嘛？然而有別於一般學

科，本研究探討屬於專業技術類型之科目，所以在選擇專業技術類科系

時，都會好好進行抉擇，因此本研究欲研究美睫課程學員其學習美睫之學

習動機為何，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在當今升學主義瀰漫的教育環境當中，各種不同的考試是造成學員

失敗或產生挫折感的一大來源，因此，應該導正學員其學習態度，使其對

於學習有較正面之能量，來面對失敗或挫折，以正面態度取代失敗的藉

口，以此導向正面情緒。因此美睫課程學員其學習態度是否影響學習成

效，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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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專業技術課程的過程當下，有時都會覺得是否該繼續學，或者

是我真的喜歡這個科目嗎?等等各式問題產生，這些問題的產生也都將和

學習時是否滿意心中之需求有關，因此本研究欲探討美睫課程學員之學

習滿意度，此為研究動機之三。 

在社會變遷下，除了傳統產業的美髮、美容保養工作外，更可以向商

業活動、成果造型、慶典活動、整體造型甚至是婚紗造型等其他面向發展，

為提升美容領域之從業人員在職場上的競爭力，且能讓美容美髮再加分

的美睫課程便至為重要，因此研究美容相關從業人員在美睫課程上的表

現，有鑑於此，便引起本研究欲探討美睫課程學員其學習成效為本研究動

機之四。 

美睫行業的架接技術現在是精益求精，不斷進步，進入優質化時代並

且與國際接軌，從原本的自然型眼尾加長型與進階濃密型，在更進一步到

現在爆濃型的架接以及顏色的多種變化之技術，可說是技藝越來越專精

且困難。相對地顧客的要求也愈來愈高，不只要求美感和舒適度，還要求

安全且具有持久性，所以專業技術不斷的精進在美睫行業裡是須具備基

本功，因此服務的溫馨、舒適及技術是不可或缺的，這些都需在美睫課程

所必須加強的。因此本研究欲探討美睫課程學員其學習動機為何，學習動

機將對於學員其學習態度有何影響，又將對於學員其學習滿意度有何改

變，學習滿意度的好壞又會對學習成效產生何種影響，學習態度及學習滿

意度又將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間是否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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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根據前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之內容，本研究希望透過實證分析來探

討不同背景變項之美睫課程學員對於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

學習成效的相關研究及影響。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對於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

是否有顯著差異。 

2. 探討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有無顯著之影響。 

3. 探討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有無顯著之影響。 

4. 探討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有無顯著之影響。 

5. 探討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在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之間有無顯著之中

介效果。 

 

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確立研究目的後，進行文獻分析與探討，並根據

文獻所得資料，建立本研究之架構及提出研究假設，針對美睫課程學員，

依照本研究構面「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

進行問卷設計，並隨機挑選 60位學員進行預試，根據預試結果來修正問

卷題項，修正完畢後，發放給其他美睫課程學員進行實測，將所得問卷資

料進行統計分析，並依數據結果來驗證研究假設，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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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研究目的

建立架構

文獻分析與探討

提出研究假設

問卷題項設計

問卷預試及修正問卷發放與回收

資料整理及分析

結論與建議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等四個構面

進行相關文獻整理，本章共分為五節，分別針對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

習滿意度、學習成效以及各構面兩兩間之相關文獻內容進行探討與說明。 

 

2.1 學習動機 

Adams (1963)提出，動機是來自於個體為了能減少其所知覺到的不公

平之內外在環境所產生的某種緊張趨力。許士軍(民 86)則認為動機是由

於個體受到了某種刺激所造成身心緊張或不適狀態，為了能夠降低此等

緊張或不適狀態時，個體能夠透過動機的引導去採取各種行為，並邁向需

求之目標，以便獲得滿足的趨動因素。 

陳啓明、邱政鋒(民 98)認為要能夠維持學習活動，並繼續使其行為朝

向其學習目標的心路歷程，也是一種學習行為的內在因素，故學習動機乃

是一種可驅使個體在學習上能夠更加積極的內在動力。吳姿音(民 103)認

為學生學習動機是能夠影響個體能否熱衷於某件學習活動上，並主動且

積極地追求學習目標之重要關鍵。彭健銘(民 103)則認為學習動機是能夠

引發個體的學習活動，並且能維持其學習活動，使該活動能夠邁向某一學

習目標前進的內在歷程。Wigfield and Eccles (2000)認為學習動機其包括

了作業價值、成功預期及能力信念等三個因素。沈易利、尤宣懿與蔡明達

(民 101)則將學習動機分成內在動機及外在動機兩個因素。黃添丁(民 104)

則認為學習動機因包含價值成分、期望成分及情感成分等三要素。 

郭美貝(民 100)在實證探討高職生對於美容科系之學習動機時，將學

生動機定義為學生在維持、導引進修學習活動的心路歷程；且能在學習活

動中，使其自動自發地投入心力、維持學習之動力來源(吳謝妙芬，民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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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文獻，本研究根據研究主題將學習動機係指學員在選擇美睫課

程前，在於維持美睫課程學習與願意再進修美睫課程之學習活動的歷程；

並能夠在學習時，自發地投入其心力，以便維持學習動力之來源。 

 

2.2 學習態度 

張春興(民 92)指出，態度是指個體對於人、事、周圍世界所持有一種

且具有一致性與持久性之傾向。Fishbein and Ajzen (1975)提出學習態度是

指學習者對於其學習活動的認知、情境及理解等，表現出認同或反對之行

動傾向。 

郭美貝、賴怡婷(民 102)則認為學習態度為學生在課業學習上之學習

技巧、方法或者過程所持有的態度。周毓貞(民 103)認為學習態度是學習

者透過自身的經驗及外在環境的影響，在情感、認知與行為上，對學習的

內容、環境及過程等所產生的一種持久且具一致的正向或負向心理狀態，

並反應在學習行為上積極或消極表現。鄭玉芬(民 104)認為學習態度是學

習者本身的情緒傾向與對於其學習專業知識時所散發出的一種感覺，教

師的教學風格也將會影響學習者其學習態度。學者蔡文豐、王玲玲(民 101)

認為學習態度具有以下 4 項功能，其分別為(1)個體對於能滿足其需求的

事物會產生正向的態度；(2)個體在面對真實自我或外在時，會有自我保

護的功能；(3)個體在環境中改變認知或支持認知力改變，也能改變態度；

(4)個體所表達的態度與自我價值觀相符合時，能夠得到心理滿足。 

金清文(民 91)提出以學生合作學習方式，將學習態度其內涵分為學

習方法、學習動機及學習習慣等三要素。鍾政民、王明元(民 97)認為學習

態度的影響有環境、教材、教師及學生特質等多項因素，並將學習態度分

為自我學習態度、家庭因素、環境因素、課程因素、教師因素及同儕因素

等六項因素做為衡量指標。吳謝妙芬(民 104)則將學習態度定義為人體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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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工會會員對於學習相關的活動之態度，並將學習態度變項分為積極學

習、延伸學習與學業表現等三個因素來作探討。因此本研究將學習態度定

義為美睫課程學員對於美睫學習活動有所認知，並願意投入對美睫學習

之情感，以及對美睫學習表現出認同或反對之行動傾向，並表現出認同或

反對的行動傾向，並將學習態度分認知性成分、情感性成分及行為性成分

三個因素。 

 

2.3 學習滿意度 

Knowles (1970)認為學習滿意度是指學習者對於學習活動後之愉快

感受或是態度，即在學習過程中其自身願望與需求獲得滿足，又或者是一

種對學習活動的感覺及態度，這種感覺與態度的表示，另個體對於學習活

動的喜歡程度、需求獲得滿足、個體願望或目標達成之程度。Tough (1978)

指出學習滿意度是指學生對於學習時或學習後的感覺與態度，令其內心

感到高興或表現出積極的態度就是滿意，反之，內心感到不高興或表現出

消極行為則表示不滿意。Abraugh (2000)則認為學習滿意度的涵義是指學

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一種個人內在感覺及態度，且在學習過程中學習者

對於學習之慾望需求獲得滿足與達成之程度。李建霖(民 103)則指出學習

滿意度是指一種對於學習歷程當下的感覺及態度，此感覺與態度的形成

是因為學生在學習活動中感受到愉快，或是在學習過程中其達到生理、心

理上之需求滿足。彭國芳、謝翠娟、李易奇(民 103)則中和學者當學習者

在學習中得到滿足、找到樂趣，則可促使其保持動機而持續學習，故學習

滿意度是衡量學習成果及學習者在學習上是否滿足的重要指標，也是激

發學習者動機並作為課程設計或效能成功與否的判斷標準。 

影響學生學習滿意度之相關因素相當廣泛，吳佳玲(民 98)歸納國內

外學者之研究，將學習滿意度分為學員個人因素、教室環境因素及教師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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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等三方面來探討。廖健順(民 97)則在實證研究探討學生選修體育課程

滿意程度時，將學習滿意度分為同儕關係、教師教學、學校行政以及場地

設備等四個因素進行研究。陳建賓(民 103)則將學習滿意度分為教師教學、

場地設施、學習效果、同儕關係以及體育行政等五項因素，並針對台灣大

學生選修體育課程之學習滿意度進行實證探討。根據上述文獻之探討，本

研究依據研究主題特性將學習滿意度定義為美睫課程學員在接受各種學

習活動之後，對於學員個人因素、教室環境或是教師因素等是否另其感受

到愉快，並且促使生理及心理上之慾望能夠滿足，並在學習過程中是否獲

得樂趣，都將是學習滿意度之重要指標。 

 

2.4 學習成效 

Gangne (1985)提出，學習乃是指人的心理傾向和能力進行改變，這

種改變將會持續一段時間，且不能把這種改變簡單的歸結於生長過程。

Hiltz and Wellman (1997)認為成績是用來衡量學習成效最普遍的指標。王

如哲(民 99)認為直接的學習成效是學習者在學習活動前、後所產生的行

為變化，即是說明學習者在參與學習活動後之終點行為減去參與學習前

之起點行為所產生之改變；反之，間接的學習成效，是指學習者參與學習

活動在經過一段時間才顯現效果。劉海鵬(民 91)認為學習成效是教學品

質之評估指標中最主要的項目，也可用來衡量學習者學習成果的一種指

標。林姿利(民 96)認為學習成效是學習者經後天一段特定時間對某種一

領域之學習或者訓練而習得的某些知識、技能或情意等能力所達成之程

度。郭美貝、吳立安(民 101)認為學習成效係指接受各種學習活動之後，

增進其專業知識、技能或自信心的程度。郭美貝、賴怡婷(民 102)認為學

習成效係指會員在接受各種學習活動之後，增進其專業知識、技能或自信

心的程度。吳謝妙芬(民 104)因研究主題將學習成效定義為人體彩繪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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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在接受各種學習活動時，能使其專業知識及技能有所變化之程度。 

認為僅以學習者的學習成績作為期學習成效衡量可能有失偏頗，學

生的學習知覺應再加以重視(何昶鴛、王雅玲，民 103)。黃添丁(民 104)認

為學習成效除了學業成績之外，還涵蓋學生學習滿意程度，故將學習成效

分為學習滿意及學業成績兩因素。根據上述文獻之探討本研究依據主題

特性將學習成效定義為美睫課程學員在接受各種學習活動之後，能夠增

進其專業知識、技能及自信心的程度，將學習成效分為學習成果及學習評

量兩個因素。 

 

2.5 相關之實證研究 

以下將針對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兩兩之間相

關實證研究進行探討與說明。 

 

2.5.1 學習動機對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相關之研究 

賴政安(民 103)經實證研究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術型高中免試入

學設計群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與學業成就關係時，發現十二年國教免

試入學技術型高中設計群學生之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與學業成就之間具

高度相關，且十二年國教技術型高中設計群學生學習動機能夠有效預測

學業成就；周采瑩(民 103)實證探討新北市國中學生參與補習的學習動機

與學習滿意度關係之研究，以新北市市立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新北

市參與補習的國中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具有顯著正相關且具有

顯著預測力；張皓(民 103)研究國中實施自行車教育之學習動機、滿意度

與成效之研究，經實證結果發現學習動機、滿意度與成效之間彼此呈現顯

著正相關；林俊文(民 103)欲探討創意排球體育教學對國小四年級學生體

育課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之影響，以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小之四年級 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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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共 56位學童為研究對象，將兩班分成實驗組與控制組，研究發現

創意體育教學對於提升學生體育課學習動機方面在專注力、關聯性及滿

足感上均高於傳統排球體育教學，以及在學習成效上也均高於傳統體育

教學；陳昆宏(民 103)經實證研究高職電機科學生專業科目課程學習動機

及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相關情形，經分析結果得知高職電機科學生在

專業科目課程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有呈現正相關，高職電機科學生

在專業科目課程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有呈現正相關；賴怡婷(民 101)以

嘉義某技術學院美容系學生為例，探討其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

度與學習成效之關係，發現學習動機分別對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

成效有正向影響且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間具有

部分中介效果。 

 

2.5.2 學習態度對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相關之研究 

鄭有成(民 104)探討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影響高中職電機與電子群學

生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之研究，經實證結果發現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對高

中職電機與電子群學生之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有顯著正相關；黃偉婷(民

104)以某大學特定系所之大一學生研究，欲探討家庭資源、多元入學管道、

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之影響，經實證結果分析得知，學生之學習態度愈佳，

則無論智育或服務之學習成效也會愈佳；張憶佩(民 104)以普仁青年關懷

基金會引導計畫之國中生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國中生參與學校團隊之參

與動機、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之關係，發現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具有顯著

正相關且具有預測力；李雪莉(民 103)欲瞭解大學生參與海外遊學對其英

語學習態度及成效之影響，以參加北台灣某私立大學 2014海外遊學團之

29 位同學為主要對象，以訪談及問卷方式進行研究調查，發現學生對海

外遊學多持正面態度，並在英語學習上獲得明顯的進步與成效。郭鎰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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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102)經實證探討全民國防教育之教學品質、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之

研究，以高雄市高中職校學生作為調查母體，經實證結果得知學習態度與

學習滿意度認知程度呈現顯著影響效果；李如玉(民 102)以石岡國中學生

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健身操活動之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關係研究，發現

新式健身操活動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之間呈現正相關。 

 

2.5.3 學習滿意度對學習成效相關之研究 

耿鈺真(民 102)研究雙北市國小體育班學生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

之影響關係，發現雙北市國小體育班學生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呈中度

正相關；周惠玲(民 104)經實證探討高雄市高中生游泳課學習滿意度與學

習成效，得知學生游泳課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達顯著正相關；林芳英

(民 104)以某國小六年級為研究對象，探討其電子教科書學習成效與學習

滿意度之研究，經實證結果發現學習成效與學習滿意度達到顯著的正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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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依據研究背景之論述及研究動機的引發，並依據過去學者相關

研究的建議，對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之設計，並分為五節。第一節將說明研

究架構，根據相關文獻探討，建構出具理論性及實務性之完整架構；第二

節為研究假設，呼應研究架構的建立與研究動機評估並建立假設；第三節

將說明研究變項之操作型定義；第四節則為說明問卷設計以及抽樣方法；

第五節則敘述問卷資料之分析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以及相關文獻之探討，擬針對

美睫課程學員之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及學習成效之關係進行

研究探討，當學員們在進行學習時，學員們的學習動機將會導致學員學習

態度及學習滿意度有何影響，以及學員的學習動機又令其學習成效影響

為何，其良好的學習態度以及學習課程後之學習滿意度是否將有助於學

習成效有所提升。因此，本研究觀念性架構成立之目的在於探討習動機、

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並以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

度做為中介效果進行探討。本研究之觀念性架構如圖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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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動機

學習滿意度 學習成效

學習態度

H1

H2

H3

H4

H5

H6

H7

H8

H9

H10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假設 

本研究經由上述文獻探討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及學習成

效之研究，進而提出相關假設整理如下： 

H1：學習動機對學習態度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H2：學習動機對學習滿意度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H3：學習動機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H4：學習態度對學習滿意度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H5：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H6：學習滿意度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H7：學習態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8：學習態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9：學習滿意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10：學習滿意度在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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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變數之操作型定義 

透過前章文獻之探討，本研究茲將四個主要研究變項(學習動機、學

習態度、學習滿意度及學習成效)探討其操作型定義，並根據操作型定義

加以設計問卷以達到符合本研究之主題，各研究變項之操作型定義分述

如下，彙整如表 3.1所示。 

 

3.3.1 學習動機之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學習動機係參考郭美貝、賴怡婷(民 102)與吳謝妙芬(民 104)對

於學習動機之觀點，將學習動機定義為學員在選擇美睫課程前，在於維持

與導引進修學習活動的歷程；並能夠在學習時，自發地投入其心力，以便

維持學習動力之來源，將學習動機分為一個構面進行後續研究，研究問卷

引用郭美貝、賴怡婷(民 102)之研究中提出的學習動機量表為基礎，並以

適合美睫課程學員之方式修改設計問卷，共劃分為 15題問卷題項，題項

內容如表 3.2所示。 

 

3.3.2 學習態度之操作型定義 

學習態度引用 Fishbein and Ajzen (1975)之觀點，將學習態度定義為

美睫課程學員對於美睫學習活動的所認知，並願意投入對美睫學習之情

感，以及對美睫學習表現出認同或反對之行動傾向，並表現出認同或反對

的行動傾向，並將學習態度分認知性成分、情感性成分及行為性成分，並

引用韓美文(民 103)及郭美貝、賴怡婷(民 102)學者所建構之學習態度量

表為基礎，並以適合美睫課程學員之方式修改設計問卷，共劃分為 21題

問卷題項，題項內容如表 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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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學習滿意度之操作型定義 

學習滿意度引用 Abraugh (2000)之觀點，將學習滿意度定義為美睫課

程學員在接受各種學習活動之後，對於學員個人因素、教室環境或是教師

因素等是否另其感受到愉快，並且促使生理及心理上之慾望能夠滿足，並

在學習過程中是否獲得樂趣，都將是學習滿意度之重要指標。將學習滿意

度分為個人因素、教室環境或是教師因素等三個因素進行後續研究探討，

並引用吳謝妙芬(民 104)及郭美貝、賴怡婷(民 102)學者所建構之學習滿

意度量表為基礎，並以適合美睫課程學員之方式修改設計問卷，共劃分為

22題問卷題項，題項內容如表 3.4所示。 

 

3.3.4 學習成效之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學習成效係參考 King and Evans (1991)、郭美貝(民 100)之觀

點，將學習成效定義為美睫課程學員在接受各種學習活動之後，能夠增進

其專業知識、技能及自信心的程度，將學習成效分為兩個構面，分別為學

習成果及學習評量，以便進行後續研究，研究問卷引用鄭玉芬(民 104)、

李亭儀(民 103)之對於學習成效之衡量量表為基礎，以適合研究主題美睫

課程學員之方式修改設計成問卷，共劃分為 10題問卷題項，題項內容如

表 3.5所示。 

 

  



 

 

16 

表 3.1 各構面操作型定義彙整表 

構面 定義 衡量因素 參考文獻 

學 

習 

動 

機 

學員在選擇美睫課程前，在於維持

與導引進修學習活動的歷程；並能

夠在學習時，自發地投入其心力，

以便維持學習動力之來源。 

學習動機 

郭美貝、賴怡婷

(民 102) 

吳謝妙芬(民 104) 

學 

習 

態 

度 

美睫課程學員對於美睫學習活動的

所認知，並願意投如對美睫學習之

情感，以及對美睫學習表現出認同

或反對之行動傾向，並表現出認同

或反對的行動傾向。 

認知性成分 

情感性成分 

行為性成分 

Fishbein & Ajzen 

(1975) 

韓美文(民 103) 

郭美貝、賴怡婷

(民 102) 

學 

習 

滿 

意 

度 

美睫課程學員在接受各種學習活動

之後，對於學員個人因素、教室環

境或是教師因素等是否另其感受到

愉快，並且促使生理及心理上之慾

望能夠滿足，並在學習過程中是否

獲得樂趣，都將是學習滿意度之重

要指標。 

教室環境因素 

學員個人因素 

教師因素 

Abraugh (2000) 

郭美貝、賴怡婷

(民 102) 

吳謝妙芬(民 104) 

學 

習 

成 

效 

美睫課程學員在接受各種學習活動

之後，能夠增進其專業知識、技能

及自信心的程度。 

學習評量 

學習成果 

King & Evans 

(1991) 

郭美貝(民 100) 

鄭玉芬(民 104) 

李亭儀(民 1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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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學習動機構面題項一覽表 

題號 題項 

1 我喜歡美睫課程的內容 

2 我對於美睫課程的內容很有興趣 

3 學會美睫課程的內容對我是很重要的 

4 我認為我可以把美睫課程所學的技術應用到我的工作上 

5 我認為學習美睫課程的內容對自己是有成長的 

6 我想了解課程最困難的部分 

7 我有信心可以學會美睫課程所教的基本觀念和技巧 

8 我預期自己在美睫課程的學習中能得到好成績 

9 我想再突破自己的美睫作品 

10 我想學習不同老師的特殊技巧 

11 我認為美睫學習是具有挑戰性的 

12 我認為學習美睫是有趣的 

13 我認為美睫學習的內容是對我有益的 

14 不同的美睫技巧引起我學習的好奇心 

15 參加美睫學習是讓我有充實的感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8 

表 3.3 學習態度構面題項一覽表 

題號 題項 

1 我會把在美睫設計課程中學到的知識與技能運用到日常生活中 

2 我覺得美睫設計課程對我來說是容易的一件事 

3 我認為學習美睫設計對我來說是非常有用的 

4 在所有科目中我對美睫設計課程的學習是較有信心的 

5 我可以藉由學習美睫設計專業技能的過程當中得到樂趣 

6 我的美睫設計課程成績總是能夠達到預期的要求 

7 我能夠自動自發的學習 

8 對於美睫設計課程的內容我都有興趣學習 

9 我熱愛美睫設計，即使遇到挫折，我還是會有興趣持續學習 

10 我很喜歡做美睫設計作品 

11 只要是我想學的美睫設計專業技巧，我就一定要想辦法學會 

12 我會擔心無法把美睫設計專業科目學好 

13 學習美睫設計專業科目會帶給我壓力 

14 在美睫設計專業科目技術考試時會讓我感到不安 

15 上課時我有不懂的地方，我就會舉手發問 

16 平時我有不懂的地方，我會請教老師 

17 我會主動找尋能夠提升自己美睫設計專業能力的學習機會 

18 我會主動參考有關美睫設計專業的相關書籍或網路資訊 

19 我學習專業美睫設計技能時，我會多學幾次讓自己熟練並學會 

20 上課時我總是能夠專心聽老師講課 

21 我會將老師上課的重點記錄下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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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學習滿意度構面題項一覽表 

題號 題項 

1 我對授課老師的教學方式感到滿意 

2 我對授課老師的教學態度感到滿意 

3 我對授課老師的專業知識感到滿意 

4 我對授課老師的實務經驗感到滿意 

5 我對授課老師對待同學的方式感到滿意 

6 我對授課老師的專長安排課程感到滿意 

7 我對上課時段的安排感到滿意 

8 我對課程時數的安排感到滿意 

9 我對課程內容的安排感到滿意 

10 我對課程進度的安排感到滿意 

11 我對教室的環境整潔感到滿意 

12 我對教室的教學設施(投影機、電腦、專業教室設備)感到滿意 

13 我對教室的非教學設施(飲水機、廁所等)感到滿意 

14 我對教室的安全設施感到滿意 

15 我對教室的空間規劃感到滿意 

16 我對與授課老師的互動關係感到滿意 

17 我對與同學的互動關係感到滿意 

18 我對與工會行政人員的互動關係感到滿意 

19 我對工會行政人員對待同學的方式感到滿意 

20 我對工會行政單位的諮詢服務感到滿意 

21 我對工會行政單位的服務效率感到滿意 

22 我對工會舉辦的活動感到滿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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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學習成效構面題項一覽表 

題號 題項 

1 我對美睫造型的技巧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2 我對美睫造型的專業知識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3 我對美睫造型設計的運用有更進一步的提升 

4 我能夠完成自然型睫毛 

5 我能夠完成眼尾加長型睫毛 

6 我能夠完成衛生眼部急救法 

7 我能夠完成宴會彩睫型睫毛 

8 我能夠完成宴會閃星型睫毛 

9 我能夠完成 6D多根式架接睫毛 

10 我能夠完成 9D爆濃式架接睫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 問卷設計與抽樣方法 

本節將依序說明本研究的問卷設計、研究對象和抽樣方法及問卷預

試之發放。 

 

3.4.1 問卷設計 

本研究使用問卷為衡量工具，其問卷題項皆依造研究目的、文獻探討

與操作型定義加以修改而成，問卷題項皆針對美睫課程學員，進行文字上

編修而成，並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致使完成本研究之問卷。 

本研究變項衡量方式皆採用李克特(Likert)七點尺度法，1代表「非常

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稍微不同意」、4代表「普通」、5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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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稍微同意」、6代表「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 

 

3.4.2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美睫課程學員為發放對象，採用便利抽樣方式來獲得本研

究所需之問卷資料，為避免題意不夠明確，受測者不易了解問卷之內容，

所以在正式施測前先針對部分美睫課程學員進行問卷預試，於民國 104年

11月 22日發放 60份問卷，回收 56份問卷，扣除 5份無效問卷，有效問

卷 51份，回收問卷後利用統計軟體 SPSS 22版進行信度分析以確保問卷

內部一致性。根據 Guilford (1965)之建議：Cronbach’s α值若高於 0.7時，

則表示資料為高信度，而本研究欲探討構面之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

滿意度與學習成效其 Cronbach’s α值分別為 0.955、0.934、0.968、0.939，

皆高於 0.7，如表 3.6所示，說明本研究量表屬於高信度。 

 

表 3.6 預試信度表 

衡量構面 題數 Cronbach’s α 總 Cronbach’s α 

學習動機 15 0.955 

0.975 
學習態度 21 0.934 

學習滿意度 22 0.968 

學習成效 10 0.93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信度分析過後，本研究也對預試問卷進行因素分析，分析結果顯示

本研究欲探討構面之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其

Kaiser- Meyer- Olkin (KMO)值分別為 0.903、0.796、0.880、0.793，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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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各構面 KMO 值均達 0.7，因此予以保留，而 Bartlett 球型檢定(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之 p值皆小於 0.001，且各構面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

未達刪題標準，因此不予刪題，彙整如表 3.7所示。 

 

表 3.7 預試因素表 

衡量構面 KMO值 
Bartlett球型檢定 累積解釋 

變異量 近似卡方分配 自由度 顯著性 

學習動機 0.903 644.545 105 0.000*** 70.011 

學習態度 0.796 747.983 210 0.000*** 69.903 

學習滿意度 0.880 1294.637 231 0.000*** 77.765 

學習成效 0.793 692.757 45 0.000*** 8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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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問卷發放以學習過或正在學習之美睫課程學員為發放對象，請

全台各課程老師協助發放問卷，發放期限為一個月，由民國 105 年 1 月

10日至 2月 10日止，共計發放問卷 250份，實際回收 236份，扣除填答

不完全之無效問卷 34份，有效問卷共計 202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85.59%，

將正式問卷資料進行彙整，之後並使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22 版進行資

料分析。 

 

3.5 資料分析方法 

本節針對所使用之統計分析套裝軟體 SPSS 22 版，對正式問卷資料

進行分析時所採用之方法說明，其分析方法涵蓋：敘述性統計分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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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信度分析、獨立樣本 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與迴歸

分析等統計方法，其統計方式之內容說明如下： 

 

3.5.1 敘述性統計分析 

敘述性統計分析是為了瞭解本研究問卷樣本結構之特性，針對問卷

填答，依序將美睫課程學員的人口統計變數(性別、年齡、工作年資、學

歷、選擇美睫設計課程的主要原因及工作經驗)次數與百分比分配之統計

分析與整理，具以瞭解各背景變項之情形。 

 

3.5.2 因素分析 

本研究根據 Kaiser (1974)所提出 KMO 取樣適切性檢定需先大於 0.7

為標準來確定問卷資料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將學習動機、學習態度、

學習滿意度及學習成效進行因素分析。 

 

3.5.3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是說明問卷量表測得各個構面題項的分數的可靠性與穩定

性，將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及學習成效進行信度分析，以確

保各構面題項是否具有可靠性與一致性。 

 

3.5.4 獨立樣本 t檢定 

獨立樣本 t檢定為最為常見的檢定問題方法，探討兩母體平均數之比

較，本研究將藉由獨立樣本 t檢定，來檢測性別對學習動機、學習態度、

學習滿意度及學習成效之間顯著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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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有別於獨立樣本 t檢定之處，是在探討兩個以上之

母體平均數之間的比較，本研究藉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的年齡、

不同的工作年資、不同的學歷、選擇美睫設計課程的主要原因的不同以及

不同的工作經驗是否對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及學習成效之間

有顯著差異情形。 

 

3.5.6 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用來探討各變項是否存在線性關係，以及其相關的方向和

強度，本研究使用皮爾森(Pearson)相關來驗證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

滿意度及學習成效之間相關方向及強度。 

 

3.5.7 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用來探討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及學習成效等構

面是否具有影響關係及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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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分析 

 

本章節以 SPSS 22 套裝軟體為分析工具，針對回收問卷進行整理與

分析，驗證各變項建立的研究假設，並解釋研究結果。本研究是以美睫課

程學員為主要研究對象，來探討學員對於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

度及學習成效之關係，並針對分析結果提出結論。 

 

4.1 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針對美睫課程學員進行調查，共發出問卷 250 份，回收問卷

236 份，剔除無效問卷 34 份，總共回收 202 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回收

率約 85.59%，其樣本敘述性統計變項資料做一統整，如表 4.1 所示。其

根據表 4.1問卷調查之統計結果顯示： 

大多學習美睫之學員以女性多於男性。以年齡來看，大多學員為 31

～40歲，以 20歲以下人數為最少，由於美睫概念近幾年才逐漸成長，年

輕一輩接觸尚不深，自然學習人數也較不多，因此美睫市場具有極大成長

空間。以工作年資來說，大多數學員其年資約為 0～4 年，在來為 10 年

以上，美睫在台灣屬於較新興之服務，因此大多數學員不是剛進入職場，

就是以在職場具有一定經驗，想再轉行學第二專長之從業人員。就學歷而

言，以擁有大專院校學歷最多，其次為高中職或以下學歷之學員，可見學

習美睫課程是不分教育程度，都願意再次學習此技能。以選擇美睫設計課

程的主要原因之分析，可以了解學員主要是想擁有一技之長以及因為興

趣所學習，此兩項背景人口佔了將近 9 成，這裡值得我們再進行後續深

入之研究。以工作經驗來看，半數以上學習美睫課程之學員原本就從事其

美容(甲)相關行業，因想再增加客源，需多學其他專長，也更可以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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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完善之美容等相關服務給消費者，增加其收益能力。 

 

表 4.1 樣本敘述性統計分析表 

個人特徵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7 8.4% 

女性 185 91.6% 

年齡 

20歲以下 9 4.5% 

21～30歲 65 32.2% 

31～40歲 89 44.1% 

41歲以上 39 19.3% 

工作年資 

2年(含)以下 56 27.7% 

2～4年(含) 53 26.2% 

4～6年(含) 22 10.9% 

6～8年(含) 10 5.0% 

8～10年(含) 18 8.9% 

10年以上 43 21.3% 

學歷 

高中職以下 77 38.1% 

大專院校 109 54.0% 

研究所以上 16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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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樣本敘述性統計分析表(續) 

個人特徵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選擇美睫設計

課程的主要原

因 

興趣 88 43.6% 

同儕影響 9 4.5% 

壓力比較小 6 3.0% 

擁有一技之長 91 45.0% 

家人影響 5 2.5% 

其他 3 1.5% 

工作經驗 

美容(甲)相關行業 118 58.4% 

其他行業 77 38.1% 

無 7 3.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 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本研究將進行信度及效度檢測，是否有達到良好的信度與效度，期望

能呈現出研究樣本的特徵。先利用因素分析進行資料之萃取與縮減，其次

藉由信度分析來檢驗各構面衡量題項的可靠性，透過以上之方法來確立

其內部一致性及穩定性。 

 

4.2.1 因素分析 

本研究先執行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後，對學習

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構面，進行資料的萃取與縮減，

藉以確保資料縮編的合乎與否，並確立資料進行因素分析時，再因素萃取

時，本研究採用主成份分析法，再藉由轉軸法採用最大變異法，最後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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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負荷量高低進行排序，以利後續之資料分析整理。 

首先透過 KMO 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來確保樣本資料是否適合進行因

素分析，其結果如表 4.2所示。顯示學習動機之 KMO值為 0.939，Bartlett

球型檢定為顯著(p=0.000)；學習態度之 KMO值為 0.939，Bartlett球型檢

定為顯著(p=0.000)；學習滿意度之 KMO值為 0.954，Bartlett球型檢定為

顯著(p=0.000)；學習成效之 KMO 值為 0.883，Bartlett 球型檢定為顯著

(p=0.000)，經由上述可發現 KMO直接高於 0.7，各構面 Bartlett球型檢定

皆有顯著性；因此，就上述顯示問卷樣本符合因素分析。以下將分述說明

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因素分析結果。 

 

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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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變異量 

學習動機 0.939 2805.661 105 0.000*** 65.363 

學習態度 0.939 3925.460 210 0.000*** 72.576 

學習滿意度 0.954 6106.095 231 0.000*** 84.431 

學習成效 0.883 2978.528 45 0.000*** 86.373 

註：*表示 p<0.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構面之題項共有 15題，萃取出 1個因子，命名為：學習動

機。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0.736~0.859之間，其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

學習動機特徵值為 9.804，其解釋變異量為 65.363%，分析之結果如表 4.3

所示，分析過後可觀察到衡量之題項具有相當水準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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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態度 

學習態度構面之題項共有 21題，萃取出 3個因子，分別命名為：認

知性成分、情感性成分、行為性成分。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0.547~0.949之間，其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認知性成分特徵值為 6.940，

其解釋變異量為 33.050%；行為性成分特徵值為 5.549，其解釋變異量為

26.425%；情感性成分特徵值為 2.751，其解釋變異量為 13.101%，學習態

度總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72.576%，分析之結果如表 4.4所示，分析過後可

觀察到衡量之題項具有相當水準之效度。 

 

3. 學習滿意度 

學習滿意度構面之題項共有 22 題，萃取出 3 個因子，分別命名為：

教室環境因素、學員個人因素及教師因素。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0.656~0.826 之間，其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教室環境特徵值為 6.549，

其解釋變異量為 29.769%，；學員個人因素特徵值為 6.036，其解釋變異

量為 27.439%；教師因素特徵值為 5.769，其解釋變異量為 26.223%，學

習滿意度總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84.431%，分析之結果如表 4.5所示，分析

過後可觀察到衡量之題項具有相當水準之效度。 

 

4. 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構面之題項共有 10題，萃取出 2個因子，分別命名為：學

習評量與學習成果。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0.681~0.930之間，其因素

負荷量皆高於 0.5，學習成果特徵值為 5.201，其解釋變異量為 52.012%；

學習評量特徵值為 3.436，其解釋變異量為 34.362%，學習成效總累積解

釋變異量為 67.069%，分析之結果如表 4.6所示，分析過後可觀察到衡量

之題項具有相當水準之效度。 



 
 
 
 
 
 
 
 
 
 
 
 

 

 

30 

表 4.3 學習動機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 題項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

異量% 

累積解釋

變異量% 

學習 

動機 

13.我認為美睫學習的內容是對我

有益的 
0.859 

9.804 65.363 65.363 

5.我認為學習美睫課程的內容對自

己是有成長的 
0.853 

12.我認為學習美睫是有趣的 0.843 

4.我認為我可以把美睫課程所學的

技術應用到我的工作上 
0.839 

7.我有信心可以學會美睫課程所教

的基本觀念和技巧 
0.836 

15.參加美睫學習是讓我有充實的

感覺 
0.835 

11.我認為美睫學習是具有挑戰性

的 
0.824 

10.我想學習不同老師的特殊技巧 0.803 

8.我預期自己在美睫課程的學習中

能得到好成績 
0.794 

14.不同的美睫技巧引起我學習的

好奇心 
0.793 

3.學會美睫課程的內容對我是很重

要的 
0.792 

9.我想再突破自己的美睫作品 0.780 

2.我對於美睫課程的內容很有興趣 0.768 

6.我想了解課程最困難的部分 0.763 

1.我喜歡美睫課程的內容 0.73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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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學習態度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 題項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

異量% 

累積解釋

變異量% 

認 

知 

性 

成 

分 

16.平時我有不懂的地方，我會請教

老師 
0.821 

6.940 33.050 33.050 

20.上課時我總是能夠專心聽老師

講課 
0.800 

19.我學習專業美睫設計技能時，我

會多學幾次讓自己熟練並學會 
0.763 

21.我會將老師上課的重點記錄下

來 
0.752 

15.上課時我有不懂的地方，我就會

舉手發問 
0.713 

17.我會主動找尋能夠提升自己美

睫設計專業能力的學習機會 
0.709 

11.只要是我想學的美睫設計專業

技巧，我就一定要想辦法學會 
0.705 

18.我會主動參考有關美睫設計專

業的相關書籍或網路資訊 
0.685 

9.我熱愛美睫設計，即使遇到挫

折，我還是會有興趣持續學習 
0.649 

10.我很喜歡做美睫設計作品 0.584 

1.我會把在美睫設計課程中學到

的知識與技能運用到日常生活

中 

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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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學習態度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 題項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

異量% 

累積解釋

變異量% 

情 

感 

性 

成 

份 

4.在所有科目中我對美睫設計課

程的學習是較有信心的 
0.798 

5.549 26.425 59.475 

6.我的美睫設計課程成績總是能

夠達到預期的要求 
0.785 

2.我覺得美睫設計課程對我來說

是容易的一件事 
0.757 

7.我能夠自動自發的學習 0.686 

3.我認為學習美睫設計對我來說

是非常有用的 
0.686 

5.我可以藉由學習美睫設計專業

技能的過程當中得到樂趣 
0.785 

8.對於美睫設計課程的內容我都

有興趣學習 
0.612 

行 

為 

性 

成 

分 

13.學習美睫設計專業科目會帶給

我壓力 
0.949 

2.751 13.101 72.576 
12.我會擔心無法把美睫設計專業

科目學好 
0.874 

14.在美睫設計專業科目技術考試

時會讓我感到不安 
0.9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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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學習滿意度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 題項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

異量% 

累積解釋

變異量% 

教室

環境

因素 

13.我對教室的非教學設施 (飲水

機、廁所等)感到滿意 
0.802 

6.549 29.769 29.769 

12.我對教室的教學設施(投影機、

電腦、專業教室設備)感到滿意 
0.790 

14.我對教室的安全設施感到滿意 0.776 

10.我對課程進度的安排感到滿意 0.757 

9.我對課程內容的安排感到滿意 0.753 

11.我對教室的環境整潔感到滿意 0.739 

8.我對課程時數的安排感到滿意 0.696 

7.我對上課時段的安排感到滿意 0.662 

15.我對教室的空間規劃感到滿意 0.656 

學員

個人

因素 

21.我對工會行政單位的服務效率

感到滿意 
0.826 

6.036 27.439 57.208 

19.我對工會行政人員對待同學的

方式感到滿意 
0.803 

20.我對工會行政單位的諮詢服務

感到滿意 
0.788 

22.我對工會舉辦的活動感到滿意 0.780 

18.我對與工會行政人員的互動關

係感到滿意 
0.780 

17.我對與同學的互動關係感到滿

意 
0.720 

16.我對與授課老師的互動關係感

到滿意 
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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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學習滿意度因素分析摘要表(續) 

因素 題項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

異量% 

累積解釋

變異量% 

教師

因素 

2.我對授課老師的教學態度感到

滿意 
0.811 

5.769 26.223 83.431 

3.我對授課老師的專業知識感到

滿意 
0.800 

4.我對授課老師的實務經驗感到

滿意 
0.797 

1.我對授課老師的教學方式感到

滿意 
0.794 

6.我對授課老師的專長安排課程

感到滿意 
0.777 

5.我對授課老師對待同學的方式

感到滿意 
0.77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6 學習成效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 題項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

異量% 

累積解釋

變異量% 

學習

成果 

9.我能夠完成 6D多根式架接睫毛 0.908 

5.201 52.012 52.012 

7.我能夠完成宴會彩睫型睫毛 0.903 

10.我能夠完成 9D爆濃式架接睫毛 0.902 

8.我能夠完成宴會閃星型睫毛 0.898 

6.我能夠完成衛生眼部急救法 0.829 

5.我能夠完成眼尾加長型睫毛 0.743 

4.我能夠完成自然型睫毛 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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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學習成效因素分析摘要表(續) 

因素 題項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

異量% 

累積解釋

變異量% 

學習

評量 

2.我對美睫造型的專業知識有更

進一步的了解 
0.930 

3.436 34.362 86.373 
1.我對美睫造型的技巧有更進一

步的了解 
0.909 

3.我對美睫造型設計的運用有更

進一步的提升 
0.89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2 信度分析 

本研究信度分析是依據 Guilford (1965)建議 α 係數需大於 0.7，才是

高信度之標準，若 α 係數越大則其說明研究變項得間相關性越大，且內

部一致性也越高。本研究針對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

效進行信度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4.7所示，其結果顯示本量表各衡量構面

與整體信度之 Cronbach’s α質均大於 0.7，符合判斷之原則，因此本量表

各變項之題項內部一致性程度高，具有相當良好之可靠性。 

 

表 4.7信度分析結果 

衡量構面 題數 Cronbach’s α 總 Cronbach’s α 

學習動機 15 0.962 

0.986 
學習態度 21 0.957 

學習滿意度 22 0.980 

學習成效 10 0.95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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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獨立樣本 t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對於不同背景的受測者在填答時，是否會對於學習動

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等研究變項之認知與感受是否有顯

著的差異。根據回收樣本資料將使用獨立樣本 t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來對各個研究變項進行分析，並將有所差異部分進行敘述。 

 

4.3.1 獨立樣本 t檢定 

本研究使用獨立樣本 t檢定來分析性別對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

滿意度與學習成效是否將會有顯著差異之比較，並依據分析結果對有顯

差異的類別加以說明，經由分析結果得知不同的性別對學習動機、學習態

度與學習成效均無顯著差異。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4.8所示。 

 

表 4.8各構面獨立樣本 t檢定表(性別) 

構面 
人口敘述性 

統計變項(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學習動機 
A. 男 17 6.2647 0.92056  

N 
B. 女 185 6.2405 0.81942  

學習態度 
A. 男 17 6.1176 0.92752  

N 
B. 女 185 6.1351 0.87266  

學習滿意度 
A. 男 17 6.2647 0.84996  

N 
B. 女 185 6.1000 0.86414  

學習成效 
A. 男 17 5.8529 1.18275 

N 
B. 女 185 5.8108 1.04095 

註：N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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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1. 年齡：經分析結果發現，年齡的不同對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與學習滿

意度均無顯著差異，但對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且 41歲以上之平均

數(6.2692)大於 21～30 歲之平均數(5.5692)，由此得知，較年長之學

員，其對自我學習成效相當滿足，所學習到美睫技術也較多，如表 4.9

所示。 

 

2. 工作年資：經分析結果發現，不同的工作年資對學習動機、學習態度、

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均無顯著差異，如表 4.10所示。 

 

3. 學歷：經分析結果發現，學歷的不同對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

意度與學習成效均無顯著差異，如表 4.11所示。 

 

4. 選擇美睫設計課程的主要原因：經分析結果發現，不同的選擇美睫設

計課程的主要原因對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均

無顯著差異，如表 4.12所示。 

 

5. 工作經驗：工作經驗的不同對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無顯著差異，但

對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則有顯著差異，以學習態度來看，原本就從事

美容(甲)相關行業之平均數(6.2881)大於其他行業之平均數(5.9610)

及無工作經驗之平均數(5.4286)，由此得知，原本就從事其相關行業，

因對於該行業特性相對了解，在學習其相關技能時，相對於其他行業

或無工作經驗之學員，在學習態度上較為良好。以學習成效而言，原

本就從事美容(甲)相關行業之平均數(6.0381)大於其他行業之平均數

(5.4935)，因原本就從事美容(甲)相關行業，每天都針對其技術進行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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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因此在學習相關性高之技術時，相對於未接觸過或少接觸之學員

來的較快，且成效也較好。 

 

表 4.9 各構面單因子變異數表(年齡) 

構面 年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學習 

動機 

A. 20歲以下 9 5.9444 0.95015  

N 
B. 21～30歲 65 6.1538 0.82407  

C. 31～40歲 89 6.2303 0.87274  

D. 41歲以上 39 6.4872 0.64367  

學習 

態度 

A. 20歲以下 9 5.6667 0.79057  

N 
B. 21～30歲 65 5.9462 0.89322  

C. 31～40歲 89 6.1966 0.85486  

D. 41歲以上 39 6.4103 0.82615  

學習 

滿意度 

A. 20歲以下 9 5.8333 0.93541  

N 
B. 21～30歲 65 5.9385 0.85013  

C. 31～40歲 89 6.1685 0.90121  

D. 41歲以上 39 6.3462 0.71776  

學習 

成效 

A. 20歲以下 9 5.3333 1.00000  

D>B 
B. 21～30歲 65 5.5692 0.93071  

C. 31～40歲 89 5.8427 1.13717  

D. 41歲以上 39 6.2692 0.89477  

註：N表示無顯著差異，>表示大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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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各構面單因子變異數表(工作年資) 

構面 工作年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學習 

動機 

A. 2年(含)以下 56 6.2321 0.83647  

N 

B. 2～4年(含) 53 6.1226 0.85993  

C. 4～6年(含) 22 6.3864 0.75485  

D. 6～8年(含) 10 6.7000 0.67495  

E. 8～10年(含) 18 6.1944 1.01661  

F. 10年以上 43 6.2442 0.74300  

學習 

態度 

A. 2年(含)以下 56 6.0625 0.88965  

N 

B. 2～4年(含) 53 6.0189 0.85464  

C. 4～6年(含) 22 6.4318 0.67780  

D. 6～8年(含) 10 6.4500 0.92646  

E. 8～10年(含) 18 6.0278 0.97727  

F. 10年以上 43 6.1860 0.90648  

學習 

滿意度 

A. 2年(含)以下 56 5.9821 0.86846  

N 

B. 2～4年(含) 53 6.1321 0.78539  

C. 4～6年(含) 22 6.3182 0.86665  

D. 6～8年(含) 10 6.5000 0.74536  

E. 8～10年(含) 18 6.0556 1.09664  

F. 10年以上 43 6.0930 0.8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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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各構面單因子變異數表(工作年資)(續) 

構面 工作年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學習 

成效 

A. 2年(含)以下 56 5.5893 0.95397  

N 

B. 2～4年(含) 53 5.9717 0.86277  

C. 4～6年(含) 22 6.0455 0.92465  

D. 6～8年(含) 10 5.5000 1.50923  

E. 8～10年(含) 18 5.6944 1.16491  

F. 10年以上 43 5.9186 1.23890  

註：N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1 各構面單因子變異數表(學歷) 

構面 學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學習 

動機 

A. 高中職以下 77 6.1429 0.83057  

N B. 大專院校 109 6.2936 0.82555  

C. 研究所以上 16 6.3750 0.80623  

學習 

態度 

A. 高中職以下 77 6.1039 0.85200  

N B. 大專院校 109 6.1284 0.90881  

C. 研究所以上 16 6.3125 0.77190  

學習 

滿意度 

A. 高中職以下 77 6.0779 0.87759  

N B. 大專院校 109 6.1330 0.85970  

C. 研究所以上 16 6.1563 0.85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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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各構面單因子變異數表(學歷)(續) 

構面 學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學習 

成效 

A. 高中職以下 77 5.6753 1.17195  

N B. 大專院校 109 5.8670 0.94193  

C. 研究所以上 16 6.1250 1.10303  

註：N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2 各構面單因子變異數表(選擇美睫設計課程的主要原因) 

構面 
選擇美睫設計課程的 

主要原因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學習 

動機 

A. 興趣 88 6.1193 0.87426  

N 

B. 同儕影響 9 6.1111 0.96105  

C. 壓力比較小 6 6.5000 0.63246  

D. 擁有一技之長 91 6.3352 0.78900  

E. 家人影響 5 6.6000 0.54772  

F. 其他 3 6.3333 0.57735  

學習 

態度 

A. 興趣 88 6.0909 0.89554  

N 

B. 同儕影響 9 5.8889 0.96105  

C. 壓力比較小 6 6.5000 0.63246  

D. 擁有一技之長 91 6.1813 0.86447  

E. 家人影響 5 6.3000 0.27386  

F. 其他 3 5.6667 1.5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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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各構面單因子變異數表(選擇美睫設計課程的主要原因)(續) 

構面 
選擇美睫設計課程的 

主要原因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學習 

滿意度 

A. 興趣 88 6.0909 0.85280  

N 

B. 同儕影響 9 5.8889 1.02402  

C. 壓力比較小 6 6.4167 0.80104  

D. 擁有一技之長 91 6.1429 0.84092  

E. 家人影響 5 6.3000 1.09545  

F. 其他 3 5.6667 1.44338  

學習 

成效 

A. 興趣 88 5.6705 1.09567  

N 

B. 同儕影響 9 5.6111 0.89365  

C. 壓力比較小 6 6.0000 0.44721  

D. 擁有一技之長 91 5.9451 1.06836  

E. 家人影響 5 5.8000 0.57009  

F. 其他 3 6.3333 0.76376  

註：N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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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各構面單因子變異數表(工作經歷) 

構面 工作經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學習 

動機 

A. 美容(甲)相關行業 118 6.2754 0.82844  

N B. 其他行業 77 6.2338 0.78045  

C. 無 7 5.7857 1.21988  

學習 

態度 

A. 美容(甲)相關行業 118 6.2881 0.78011  

A>B,C B. 其他行業 77 5.9610 0.93459  

C. 無 7 5.4286 1.13389  

學習 

滿意度 

A. 美容(甲)相關行業 118 6.1653 0.82445  

N B. 其他行業 77 6.0649 0.87866  

C. 無 7 5.7857 1.28638  

學習 

成效 

A. 美容(甲)相關行業 118 6.0381 0.94316  

A>B B. 其他行業 77 5.4935 1.11359  

C. 無 7 5.5714 1.23924  

註：N表示無顯著差異，>表示大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相關分析 

在進入假設驗證前，本節先針對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

學習成效等四個構面進行 Pearson積差相關法來檢驗是否有線性相關，分

析結果如表 4.14 所示，其說明學習動機對於學習態度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p=0.000)；學習動機對於學習滿意度呈現顯著的正相關(p=0.000)；學習動

機對於學習成效呈現顯著的正相關(p=0.000)；學習態度對於學習滿意度

呈現顯著的正相關(p=0.000)；學習態度對於學習成效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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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0)；學習滿意度對於學習成效呈現顯著的正相關(p=0.000)。其中發

現，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之間的相關係數(0.705)為最高，表示當學員在

學習過程中具備良好的學習態度時，其學習滿意度將會有相當不做的表

現。 

 

表 4.14各構面相關分析 

構面 學習動機 學習態度 學習滿意度 學習成效 

學習動機 1    

學習態度 0.685*** 1   

學習滿意度 0.702*** 0.705*** 1  

學習成效 0.554*** 0.551*** 0.613*** 1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5 迴歸分析 

藉由前述分析，我們可得知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

成效間之相關性，本研究將進一步藉由複迴歸分析探討各構面間之中介

關係，藉此探討研究各構面之間中介關係的解釋及驗證研究假設是否成

立。 

本節將針對研究假設 H7(學習態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間具

有中介效果)、H8(學習態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9(學習滿意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間具有中介效果)以及 H10(學習

滿意度在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之間具有中介效果)進行複迴歸分析與驗

證。本研究採用 Baron and Kenny (1986)的中介效果驗證方法來檢定變數

之間的中介效果，中介效果的成立應滿足下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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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變項對中介變項具有顯著的影響。 

二、 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分別對依變項具有顯著的影響。 

三、 同時選取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對依變項進行複迴歸分析。若自變項對

依變項的影響會因中介變項的存在而減弱，但依舊達顯著水準時，

中介變項則具有部份中介效果；若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會因為中

介變項的存在而變得不顯著，則為完全中介效果。 

 

1. 學習態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間是否具有中介效果之驗證 

由表 4.15之模式一可知，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685，達到顯著水準，

表示學習動機對學習態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由模式二可知，標準

化迴歸係數為 0.702，亦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學習動機對學習滿意度具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由模式三可知，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705，同樣達

到顯著水準，表示學習態度對學習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因

此，學習態度的中介效果成立之前提假設均成立，進一步比較模式二與模

式四之結果可知，學習動機對學習滿意度的影響在加入學習態度後，標準

化迴歸係數由原先的為 0.702 降低為 0.412，仍達顯著水準，因此，學習

態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故假設 H7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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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對學習滿意度之迴歸分析彙整表整表 

依變數 

自變數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學習態度 學習滿意度 學習滿意度 學習滿意度 

學習動機 0.685*** 0.702*** - 0.412*** 

學習態度 - - 0.705*** 0.423*** 

自由度 1;200 1;200 1;200 2;199 

R2值 0.469 0.492 0.497 0.587 

調整後 R2值 0.466 0.490 0.495 0.583 

F值 176.454 193.969 197.885 141.709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學習態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間是否具有中介效果之驗證 

由表 4.16之模式一可知，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685，達到顯著水準，

表示學習動機對學習態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由模式二可知，標準

化迴歸係數為 0.554，亦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學習動機對學習成效具有顯

著的正向影響關係；由模式三可知，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551，同樣達到

顯著水準，表示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因此，學

習態度的中介效果成立之前提假設均成立，進一步比較模式二與模式四

之結果可知，學習動機對學習成效的影響在加入學習態度後，標準化迴歸

係數由原先的為 0.554 降低為 0.333，仍達顯著水準，因此，學習態度在

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故假設 H8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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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之迴歸分析彙整表 

依變數 

自變數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學習態度 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 

學習動機 0.685*** 0.554*** - 0.333*** 

學習態度 - - 0.551*** 0.323*** 

自由度 1;200 1;200 1;200 2;199 

R2 0.469 0.307 0.303 0.362 

調整後 R2 0.466 0.303 0.300 0.356 

F值 176.454 88.531 87.111 56.517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學習滿意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間是否具有中介效果之驗證 

由表 4.17之模式一可知，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702，達到顯著水準，

表示學習動機對學習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由模式二可知，標

準化迴歸係數為 0.554，亦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學習動機對學習成效具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由模式三可知，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613，同樣達

到顯著水準，表示學習滿意度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因

此，學習滿意度的中介效果成立之前提假設均成立，進一步比較模式二與

模式四之結果可知，學習動機對學習成效的影響在加入學習滿意度後，標

準化迴歸係數由原先的為 0.554 降低為 0.244，仍達顯著水準，因此，學

習滿意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故假設 H9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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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對學習成效之迴歸分析彙整表 

依變數 

自變數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學習滿意度 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 

學習動機 0.702*** 0.554*** - 0.244** 

學習滿意度 - - 0.613*** 0.441*** 

自由度 1;200 1;200 1;200 2;199 

R2值 0.492 0.307 0.375 0.406 

調整後 R2值 0.490 0.303 0.372 0.400 

F值 193.969 88.531 120.194 67.918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 學習滿意度在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之間是否具有中介效果之驗證 

由表 4.17之模式一可知，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705，達到顯著水準，

表示學習態度對學習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由模式二可知，標

準化迴歸係數為 0.551，亦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具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由模式三可知，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613，同樣達

到顯著水準，表示學習滿意度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因

此，學習滿意度的中介效果成立之前提假設均成立，進一步比較模式二與

模式四之結果可知，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的影響在加入學習滿意度後，標

準化迴歸係數由原先的為 0.551 降低為 0.236，仍達顯著水準，因此，學

習滿意度在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之間部分中介效果，故假設 H10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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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對學習成效之迴歸分析彙整表 

依變數 

自變數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學習滿意度 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 

學習態度 0.705*** 0.551*** - 0.236** 

學習滿意度 - - 0.613*** 0.446*** 

自由度 1;200 1;200 1;200 2;199 

R2值 0.497 0.303 0.375 0.403 

調整後 R2值 0.495 0.300 0.372 0.397 

F值 197.885 87.111 120.194 67.287 

註：*p<0.05，**p<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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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美睫課程教師之參考，並提出後續研究建議，以供未來研究者繼續研究

之方向及思考之議題。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美睫課程為例，探討美睫課程學員對於美睫課程的學習動

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間是否有顯著關係，並依據研究

的架構發展出的研究假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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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樣本資料統計分析結果，本研究之研究假設與分析結

果彙整如表 5.1所示。 

 

表 5.1研究假設分析結果彙整表 

研究假設 分析結果 

H1：學習動機對學習態度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成立 

H2：學習動機對學習滿意度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成立 

H3：學習動機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成立 

H4：學習態度對學習滿意度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成立 

H5：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成立 

H6：學習滿意度對顧客忠誠度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成立 

H7：學習態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部分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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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研究假設分析結果彙整表(續) 

研究假設 分析結果 

H8：學習態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部分中介) 

H9：學習滿意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部分中介) 

H10：學習滿意度在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部分中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2 管理意涵 

綜合上述進行統計套裝軟體分析後，得知美睫課程學員的學習動機

對於學習態度有顯著影響，且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也對學習滿意度有顯

著影響，且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均會影響學習成效，其學習

態度與學習滿意度之中介效果均成立，並都為部分中介效果。 

美睫課程學員的學習動機對學習態度具有正向顯著影響可得知，在

美睫技藝學習中，其擁有良好的學習動機，在學習當下之學習態度也就越

正向，且美睫課程學員其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均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影

響，由此得知，當教師希望學員能夠在美睫技藝之學習更有成果時，因去

了解該如何提升學員學習動機，並帶動其學習態度，將能夠有助於教學之

成果。 

美睫課程學員的學習動機對學習滿意度具有正向顯著影響可得知，

在美睫技藝學習中，其擁有良好的學習動機，在學習後的學習滿意度也就

越更加滿意，且美睫課程學員其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均對學習成效具



 
 
 
 
 
 
 
 
 
 
 
 

 

 

52 

有顯著影響，由此得知，當教師希望學員能夠在美睫技藝之學習更有成果

時，因去了解該如何提升學員學習動機，並就學習過後之學習滿意度成

果，進而改善，將能夠有助於教學之成果。 

學習態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呈現部分中介效果，表示美睫課程

學員其學習動機能夠透過學習態度影響其學習成效，因此得知學習動機

與學習態度均是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而學習態度可部分取代學習動機

對學習成效影響，即是說明美睫課程學員對於學習不具備動機時，仍可透

過教師引導學員具有良好之學習態度，來增加其美睫技藝之學習成效，因

此，教師能夠帶領學員具備良好態度時，將可以擁有更好之成效。 

學習滿意度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呈現部分中介效果，表示美睫課

程學員其學習動機能夠透過學習滿意度影響其學習成效，因此得知學習

動機與學習滿意度均是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而學習滿意度可部分取代

學習動機對學習成效影響，即是說明美睫課程學員對於學習不具備動機

時，仍可透過教師教導學員時令其對於學習具有良好之學習滿意度，才能

夠增加其美睫技藝之學習成效，因此，教師能夠帶領學員始知滿意時，將

可以擁有更好之成效。 

 

5.3 後續研究建議 

本節針對上述研究中所得之研究結果，對於實務及後續研究提供建

議以供參考。在研究中，就學員人口而言，學習者多為20歲以上之人口且

以從事相關行業較多，因美睫行業較為新興，因此學習者不多，且進行消

費者也尚少，建議可將美睫課程導入高中職課程進行教學，並多舉辦美睫

相關活動及比賽，或多參與公開的公益活動，將能使美睫有更多公開曝光

之機會，能使美睫課程及產業更加蓬勃發展，並非僅以紙上談兵的學理課

程，藉此提升年輕族群學習意願，以及增加新客戶、新市場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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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研究屬於純量化的研究方式，在美睫學習課程中，以想學習一技

之長及因為興趣所學習者佔將近9成調查人口，以及學習者以中壯年學員

較為多數，這其中將有更深層面的意涵在，因此無法透過量化得知，未來

研究者欲探討美睫課程議題之研究，可針對深度研究如個案探討去瞭解，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在量化研究中加入質性訪談部分，將可更充實研究結

果的嚴謹度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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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正式問卷 

 

敬愛的受訪者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空填寫此份問卷，這是一份學術性研究問卷，目的

在探討『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各構面關係

之研究，問卷採不記名方式，研究結果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不對外

公開，敬請您安心填答，再次感謝您的參與！ 

敬祝您： 

平安喜樂！身體健康！ 

 

南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

士班 

指導教授：黃國忠 博

士 

研 究 生：葉水通 敬

啟 

 

填答說明： 

本問卷共有五大部份，請依據各部份的陳述，在適當的空格中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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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學習動機 

本部份的問題是瞭解您對『學習動機』之看法，請依您的感受，在適當

的『□』內打『ˇ』 

 

問         項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稍
微
不
同
意 

普
通 

稍
微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喜歡美睫課程的內容        

2. 我對於美睫課程的內容很有興趣        

3. 學會美睫課程的內容對我是很重要的        

4. 我認為我可以把美睫課程所學的技術應用

到我的工作上 

       

5. 我認為學習美睫課程的內容對自己是有成

長的 

       

6. 我想了解課程最困難的部分        

7. 我有信心可以學會美睫課程所教的基本觀

念和技巧 

       

8. 我預期自己在美睫課程的學習中能得到好

成績 

       

9. 我想再突破自己的美睫作品        

10. 我想學習不同老師的特殊技巧        

11. 我認為美睫學習是具有挑戰性的        

12. 我認為學習美睫是有趣的        

13. 我認為美睫學習的內容是對我有益的        

14. 不同的美睫技巧引起我學習的好奇心        

15. 參加美睫學習是讓我有充實的感覺        

第一部分結束，請您接續第二部份填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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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學習態度 

本部份的問題是瞭解您對『學習態度』之看法，請依您的感受，在適當

的『□』內打『ˇ』 

 

問         項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稍
微
不
同

意 普
通 

稍
微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會把在美睫設計課程中學到的知識與技

能運用到日常生活中 

       

2. 我覺得美睫設計課程對我來說是容易的一

件事 

       

3. 我認為學習美睫設計對我來說是非常有用

的 

       

4. 在所有科目中我對美睫設計課程的學習是

較有信心的 

       

5. 我可以藉由學習美睫設計專業技能的過程

當中得到樂趣 

       

6. 我的美睫設計課程成績總是能夠達到預期

的要求 

       

7. 我能夠自動自發的學習        

8. 對於美睫設計課程的內容我都有興趣學習        

9. 我熱愛美睫設計，即使遇到挫折，我還是會

有興趣持續學習 

       

10. 我很喜歡做美睫設計作品        

11. 只要是我想學的美睫設計專業技巧，我就一

定要想辦法學會 

       

12. 我會擔心無法把美睫設計專業科目學好        

13. 學習美睫設計專業科目會帶給我壓力        

14. 在美睫設計專業科目技術考試時會讓我感到不安         

15. 上課時我有不懂的地方，我就會舉手發問        

16. 平時我有不懂的地方，我會請教老師        

17. 我會主動找尋能夠提升自己美睫設計專業

能力的學習機會 

       

18. 我會主動參考有關美睫設計專業的相關書

籍或網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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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學習專業美睫設計技能時，我會多學幾次

讓自己熟練並學會 

       

20. 上課時我總是能夠專心聽老師講課        

21. 我會將老師上課的重點記錄下來        

第二部分結束，請您接續第三部份填答，謝謝。 

第三部份：學習滿意度 

本部份的問題是瞭解您對『學習滿意度』之看法，請依您的感受，在適

當的『□』內打『ˇ』 

 

問         項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稍
微
不
同

意 普
通 

稍
微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對授課老師的教學方式感到滿意        

2. 我對授課老師的教學態度感到滿意        

3. 我對授課老師的專業知識感到滿意        

4. 我對授課老師的實務經驗感到滿意        

5. 我對授課老師對待同學的方式感到滿意        

6. 我對授課老師的專長安排課程感到滿意        

7. 我對上課時段的安排感到滿意        

8. 我對課程時數的安排感到滿意        

9. 我對課程內容的安排感到滿意        

10. 我對課程進度的安排感到滿意        

11. 我對教室的環境整潔感到滿意        

12. 我對教室的教學設施(投影機、電腦、專

業教室設備) 感到滿意 

       

13. 我對教室的非教學設施(飲水機、廁所等) 

感到滿意 

       

14. 我對教室的安全設施感到滿意        

15. 我對教室的空間規劃感到滿意        

16. 我對與授課老師的互動關係感到滿意        

17. 我對與同學的互動關係感到滿意        

18. 我對與工會行政人員的互動關係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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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對工會行政人員對待同學的方式感到滿

意 

       

20. 我對工會行政單位的諮詢服務感到滿意        

21. 我對工會行政單位的服務效率感到滿意        

22. 我對工會舉辦的活動感到滿意        

第三部分結束，請您接續第四部份填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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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學習成效 

本部份的問題是瞭解您對『學習成效』之看法，請依您的感受，在適當

的『□』內打『ˇ』 

 

問         項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稍
微
不
同

意 普
通 

稍
微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對美睫造型的技巧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2. 我對美睫造型的專業知識有更進一步的了

解 

       

3. 我對美睫造型設計的運用有更進一步的提

升 

       

4. 我能夠完成自然型睫毛        

5. 我能夠完成眼尾加長型睫毛        

6. 我能夠完成衛生眼部急救法        

7. 我能夠完成宴會彩睫型睫毛        

8. 我能夠完成宴會閃星型睫毛        

9. 我能夠完成 6D多根式架接睫毛        

10. 我能夠完成 9D爆濃式架接睫毛        

第四部分結束，請您接續第五部份填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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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個人基本資料 

本部份的問題是瞭解您的基本資料，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不對

外公開，請您安心填答，並感謝您的配合。 

 

性 別 □男性 □女性  

年 齡 
□20歲以下 

□41歲以上 

□21～30歲 □31～40歲 

 

工 作 年 資 
□2年(含)以下 

□6～8年(含) 

□2～4年(含) 

□8～10年(含) 

□4～6年(含)     

□10年以上 

學 歷 □高中職以下 □大專院校 □研究所以上 

選擇美睫設計課

程的主要原因 

□興趣 

□擁有一技之長 

□同儕影響 

□家人影響 

□壓力比較小 

□其他 

工 作 經 驗 □美容(甲)相關行業 □其他行業 □無 

 

本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耐心填答，請再一次檢查是否有遺漏之處。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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