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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讀動機、壓力與學習滿意之研究－以高應大進修推廣部大學生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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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淑萍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應大進修推廣部大學生的就讀動機、壓力與學習滿意現況，以及就讀動

機、壓力與學習滿意是否因人口屬性不同而呈現差異情形，同時三者間的相關性與就讀動機、壓

力對學習滿意的預測情形。 

本研究以高應大進修推廣部大學生為研究母群體，透過相關文獻蒐集，設計「進修推廣部大

學生之就讀動機、壓力及學習滿意」之調查問卷，採用比例抽樣之抽樣方法進行施測，正式問卷

實際發出500份，回收485份，有效問卷431份。最後根據受試者的填答結果，以獨立樣本t檢定、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Pearson相關分析以及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行研究假設之驗證。 

研究結果共獲得下列結論： 

一、在就讀動機層面中以職業進展的動機最高，外界期望層面最低；壓力以學習壓力最高，最低

的是人際壓力；在學習滿意層面以教師教學滿意程度最高，滿意程度最低則是行政服務。 

二、不同背景變項在就讀動機有顯著性差異，其中年齡、婚姻、職業、收入與就讀科系有顯著性

差異。性別則無顯著差異。 

三、不同背景變項在壓力有顯著性差異。 

四、不同背景變項在學習滿意有顯著性差異。 

五、在「就讀動機」及「學習滿意」的分量呈正相關。在「壓力」及「學習滿意」的分量呈低度

負相關。 

六、就讀動機與壓力對學習滿意各層面與整體學習滿意具有預測力。研究者依據上述研究結果，

提出相關具體建議：一、「非傳統學生」的重新認知－年齡層有年長的驅勢；二、課程規劃

需與巿場需求更為緊密－進推部課程規劃上需要契合產業的需求與密切的結合；三、提供更

多元的研究環境以提高興趣－學生學習興趣上提供更多元的選擇；四、舉辦大學生相關活動

與講座－校內大學生交流會或提供各式舒解壓力的方法；五、大學生需尋求適當舒解壓力的

方法－透過相關轉導中心的協助或個人的興趣、同儕、朋友、信仰。 

第壹章 緒論 

本章主要目的是將本研究的動機、目的、問題做一整體性的描述，全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為

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由於時代的快速變遷，在社會競爭激烈與嚴苛的職場環境下，讓許多上班族意識到必須增加

自己在職場上的競爭優勢，才不會遭到淘汰，因此許多人利用空閒時間就讀大專校院來充實自

我。李再長、黃麗鴦（2007）研究曾歸納出引起大量成人學生湧入校園的三項因素：一為社會

變遷的結果，當前的社會在全球化、知識化、現代化等三大趨勢的影響下，競爭力加劇，專業知

能的壽命減短，導致繼續學習的壓力不斷上升。因此，大量在職場上工作的人員不得不重返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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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接受工作新知。其次，少子化及高齡化社會的來臨，使得傳統學生越來越少，成年人口越來

越多，此一人口結構的改變，造成傳統大學招生不足，紛紛改招成人學生以為補救，以期大量吸

引成人回流。第三，在終身教育理念的激發下，終身學習已成為人人的座右銘。因此，更多人想

不斷求得新知，不斷獲得自我成長，求學新知的心理相當強烈，因而激起甚多人重返校園，投入

學習的行列。在此三大因素的影響下，大量的成人學生重返校園，形成校園的一種新氣象。 

在與成人學生們談論的過程中，不難發現他們就讀的動機，有些是因為想要實現自己的人生

目標而繼續進修，有許多同學則是面臨公司裁員而意識到需增加自身價值而投考在職進修。也有

些人覺得只有大專學歷，在職場上的職等永遠是高不成，低不就，自覺若不加強自己的文憑而只

專精於職場的專業技能，未來有可能會被高學歷的社會新鮮人所取代。在職場上亦可常聽見公司

主管訂出面試新人的條件，是要高學歷、年紀不可超過35歲，這讓許多職場上學歷不高的工作

者驚覺到，自己年紀條件已輸給社會新鮮人，雖有專業技能，但無大學文憑，將來會不會成為他

們的部屬？因此紛紛詢問在職進修的管道。 

在職進修的動機，大致可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林筱棋（2010）提到，內在動機所指

個人夢想的實現與自己能力的充實，由個體發自內心主動產生之促使個體活動以增進自己成長的

內在歷程；外在動機則為社會環境因素所迫，指個體為了追求外在的誘因，或是為了避免導致外

在的不利後果，所產生之促使個體活動的內在歷程，主要目標是為了實質的獎勵亦或是凌駕他人

的快感的就讀動機，例如：因為同儕間的競爭或雙親的壓力所致而投身報考等（陳家彬，2007）。 

在職進修是一項投資，有助於提升在職場的競爭力，增加工作之滿意度，達到自我實現。但

也有人單純想圓追求學位的夢，或喜歡讀更多的書，以豐富自己的生活，不管投資也好，消費也

罷，在職進修是一條通往無限可能的途徑。老一輩常說：「現在的大學生滿街是，現在的大學生

程度好比以前的高中生」，因此唯有不斷吸收新知識才能跟上世界潮流。 

壓力一直是學生會遇到的問題，對在職進修者來說，壓力更是嚴重。近年來，為因應學齡人

口逐年下降，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已逐年管控縮減，但休退學人數、比率卻呈現逐年增加的趨

勢，97學年大專校院休退學學生人數為16萬3,941人，較96學年增加7.1%，休退學比率為12.3%，

較96學年11.5%增加0.8個百分點（教育部統計處，2010）。（如表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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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進修者大部分扮演著上班族與學生兩種角色，有的甚至是已婚者的多重角色，當面對工

作壓力、學業壓力或是家庭壓力時，有的會選擇放棄學業來減輕壓力。由於高應大全校班級要取

得準確資料不易，故僅以98年高應大進技企三甲為例，從98年新生錄取人數40人，實際報到人

數為37人，至99學年，休學人數為6人，休學比例達15%，瞭解其中原因，是因為修習科目被當

而休學、與班上同學相處不融洽導致人際關係壓力而放棄就讀、志趣不合。常見到有些同學因為

考試成績不理想或是修習科目被當而心生休學念頭，這些有休學念頭的同學會影響到其他同學。

當大家因為壓力正心煩時，一位同學想休學，將導致其他同學也跟著想休學，所幸身旁還有其他

同學不時給予鼓勵，才令那些不堪壓力負荷的同學放棄休學的想法。而這些壓力可能是課業太過

繁重、與同學或是老師相處有問題、經濟壓力或是志趣不合所造成。因此希望透過本研究瞭解在

職進修者是面臨什麼樣的壓力而導致適應不良的問題。 

國內的高等教育在數量上雖有顯著提升，但學習品質卻不見得跟著提升。學生對學校品質的

評價會影響到學習滿意，學習滿意的高低間接影響學校的招生，學校所提供對於學生需求及整體

服務包括：校務行政的服務品質與效率、課程與教學、學生在校園日常生活層面的服務品質等（鄭

靖國、王明忠，2007）。由於社會在職人士多屬於身心發展成熟的個體，且多具有多重的角色，

因個人不同的工作領域、想法，對於學習目標反應也不同。因此每個人在進入大學的學習過程中，

無論從一開始的參與動機、過程中的壓力、學習後的感受都有不同的反應及關連性。 

二、研究動機 

林筱棋（2010）曾以東部大學院校為例，探討碩士班研究生的就讀動機、生活壓力與學習滿意

的相關研究；黃麗鴦（2007）以成大碩士在職專班為例，探討學習動機、學習滿意度及學習績

效的相關研究。此二學者都是以碩士為研究對象，而本研究是以高應大在職進修者為研究對象。

再加上林筱棋（2010）是以日間部為研究對象，在職進修者不像日間部學生，大部份時間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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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一起，所以若以高應大在職進修者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可能會與前二學者呈現相同或不一

樣的結果；林筱棋（2010） 所做的研究內容中，生活壓力是指日間部學生日常生活產生的壓力，

如：課業、人際、適應物理環境、經濟、家人期望與自我期望等層面，本研究參考林筱棋（2010）

生活壓力造成的層面，整理出壓力變數，以學習、人際、經濟、自我發展與評價作為高應大在職

進修者的研究構面；而黃麗鴦（2007）所做的研究內容有提到學習績效，學習績效主要是探討

學習結束後，是否能將學習結果應用到工作上，對工作有所幫助，目前正在就讀中的在職學生因

尚未畢業，未能預先驗證，因此，不列入本研究範圍內。本研究參考前述學者的研究，歸納出三

大要素來作相關分析及探討。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探析高應大在職進修班學生的就讀動機、壓

力與學習滿意的情況。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研究在職進修者的就讀動機、壓力與學習滿意之間的關係。根據上述動機，歸納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 
一、 瞭解大學院校在職進修者就讀動機、壓力與學習滿意現況。 

二、 瞭解大學院校在職進修者之就讀動機、壓力與學習滿意是否因人口屬性不同而呈現差異情

形。 

三、 探討大學院校在職進修者就讀動機與學習滿意的關係。 

四、 探討大學院校在職進修者壓力與學習滿意的關係。 

五、 探討大學院校在職進修者就讀動機與壓力對學習滿意各層面與整體學習滿意的預測力。 

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限制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僅以高應大進修推廣部之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至於進修學院之學生亦屬於在職進修，

鑒於二者體制不同，未納入本研究中。 

二、研究限制 
在本研究實際操作中尚有些細節無法完全掌控，致使本研究提出以下限制： 

（一）人力、時間、金錢的限制 
由於在職進修者遍及全國，限於人力、時間與金錢，無法一一加以研究，僅能以高應大進修

推廣部大學生作為本研究的探討對象，故研究結果僅代表高應大進推部學生之現狀。 

（二）學制差異限制 
受訪者有就讀二技及四技二種學制，學制差異是否造成就讀動機、壓力及學習滿意程度差

異，並未納入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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