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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探討高雄市職業總工會與勞動部合作的產業人才投資方案對在職勞工再回訓意願的影響。以高市職

總在111-112年間產投課程各班級學員為研究對象，收集183份有效問卷。結果發現，課程的教學品質和服務

品質對學員的學習動機、滿意度及再回訓意願有著密切關聯且正向影響。同時，學習滿意度和學習動機對教

學品質、服務品質和再回訓意願也有顯著影響，並存在中介效果。因此，提升教學品質和服務品質，以及加

強學員的學習動機，能有效激勵學員更積極參與學習，進而提高其滿意度並增加再回訓的意願。最後，研究

提出了相應的實務建議，供高市職總在課程設計和執行策略時參考，即使缺乏政府補助資源，仍可透過採取

措施來激發學員的學習興趣，並提升參與進修意願。  

關鍵字:產業人才投資方案、教學品質、學習滿意度、再回訓意願 

1.緒論 

1.1研究背景 

    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2022年世界數位競爭力調查評比」結果顯示，我國在數位發展方面具

有全球領先的競爭力，在三項指標中，包括全國平均總研發人力、行動寬頻用戶和資訊科技與媒體股票市場

資本額占GDP的比率，我國名列首位。此外，在商業大數據應用與分析方面，則排名第二。這些結果顯示我

國在數位領域取得傑出的成就  (行政院數位發展部，2022)。因此，為了推動我國的產業升級和提升競爭力 

，培訓關鍵的知識和技術人才至關重要刻不容緩。人才是一個國家經濟的命脈，並在快速變化的勞動力市場

中面臨各種考驗和挑戰。各分署對於培訓計劃的關注和投入，主要在幫助勞工朋友適應社會快速變遷的情境 

，讓他們意識到學習知識可以改變命運，無論財富多寡，學習一項實用技能都能比金錢更有價值，因為擁有

專業技能和知識對於個人的成長和成功至關重要，它能夠讓勞工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脫穎而出，促進勞工和

社會的進步。在人才培訓制度方面，我國確實面臨許多挑戰和改善的空間。為了克服這些問題，政府可以與

各級工會攜手合作，將職業培訓計畫與產業需求緊密結合，確保培訓課程與行業背景相關。這樣的合作有助

於共同承擔培養人才的責任。同時，確保所培育的人才和創造的知識能夠發揮最大價值，成為推動國家生產

力和競爭力的動力泉源。    

1.2研究動機 

    我國產業人才投資方案分為兩個計畫，一個是「產業人才投資計畫」，另一個是「提升勞工自主學習計

畫」。這兩個計畫的目標是促使在職勞工將所學的知識和技能實際應用於工作中，實現學以致用和訓用合一

的效果。因此特別關注學員在參與計畫後是否真實感受到職業技能的提升，以及是否能透過計畫培養第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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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技能，或者基於個人興趣進行學習，進而將所學轉化為商機。為實現此目標，經營管理上高市職總應該竭

盡所能將教學品質和服務品質提升至能滿足學員的需求，因為學習滿意度是影響學員參與學習動機和學習成

果的重要因素，並對學員是否繼續參與學習具有關鍵作用（黃玉湘，2002）。鑑於培訓對象多為追求個人興

趣或培養第二專長的在職勞工居多，學習滿意度的重要性更加凸顯，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一。 

    當學員認為行政或教學資源充足且需求亦得到滿足時，他們更可能感到滿意並持續參與學習；相反，如

果學員對學習活動感到不滿意或沒有得到所需的知識和資源，他們可能會失去動機，並在學習中表現出較低

的成效。金必煌等(2013)認為參訓者對於特定課程或服務所做的評論和分享，這些評論有可能是正面支持的也

有可能是負面批評的傳播，進而影響在職勞工選擇課程之決定，並影響其行為意向。所以，本研究關注先前

接受培訓的學員對於訓後學習滿意度的評價是否會對現有學員再次參與培訓的意願或對潛在學員產生影響  

，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二。 

    儘管高市職總提供多元化的課程供在職勞工自由選擇，然而，有些課程出現秒殺爆滿或者有些課程卻面

臨招生困難導致名額未滿的情況，需要了解在職勞工選擇報名課程的背後因素，因為每個參加培訓的勞工都

有不同的動機和期望，而每個勞工的參與動機和期望都是獨特的，高市職總所開設的課程內容是否符合勞工

的需求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因此，本研究的第三個動機聚焦於如何提高在職勞工對課程的參與度，以解

決課程招生困難的挑戰。透過深入了解在職勞工的學習動機和選課脈絡，能夠提供更符合實際需求的培訓，

激勵更多在職勞工參與報名，同時提升課程的吸引力。          

1.3研究目的    

一、探討產業人才投資方案高市職總的教學品質、服務品質對學員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及再回訓意願之間

關聯性影響? 

二、探討學習滿意度和學習動機如何影響教學品質、服務品質和再回訓意願，並確定是否存在中介效果? 

透過本次研究結果，提出具體的建議供高市職總、各級工會或相關辦訓單位參考，以使其能夠在培訓品

質上進行適時的調整。期盼協助它們在課程規劃、設計和發展方面提供指引，使他們能夠成為培養卓越人才、

推動社會進步以及提高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水平的重要推動者。  

2.文獻探討 

2.1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目前產業人才投資方案分為兩個計畫，分別是「產業人才投資計畫」和「提升勞工自主學習計畫」；這

兩個計畫都旨在提升人才能力和職場競爭力，其主要差別在於訓練單位與繳費撥款方式上存在一些差異，以

滿足在職勞工不同的需求和範疇。在「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中，參與機構包括大專院校、工商業團體、農漁

民團體、職業訓練機構、研究機構、財團或公益社團法人等。這些機構需要經教育部核准設立或依法立案  2 年

以上。這個計畫的目的是為了提升產業人才的能力和素質，投資於人才培訓和發展項目。「提升勞工自主學

習計畫」則是由依工會法設立  2 年以上並且未欠勞保費的工會團體參與。這個計畫的目的是提升勞工的自主

學習能力，讓在職勞工能夠更好地應對職場變化和提升自身競爭力。根據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補助要點，對於

年滿十五歲以上，具就業保險、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在職勞工，政

府提供相關參訓津貼及補助，以激發與鼓勵在職勞工自主學習意願，進而提昇勞工技能、知識與態度以及培

養第二專長，累積個人人力資本。勞發署將與優質的訓練機構合作，提供多樣化又實務的訓練課程，並補助

在職勞工之培訓費用，以激勵勞工能自主學習，積累個人職場技能，同時也有助提升整體國家的人力資本水

平(勞發署訓練發展組，2023)。總結而言，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的預期目標，首先是勞發署及其分署優先考慮符

合政府推動政策性產業，其次以更深入結合區域產業的需求和區域訓練機構的特色，在各區域層面操作，提

供實務導向的培訓課程並補助其訓練費用。隨著新工會法的實施，高雄地區的工會面臨競爭壓力，因此為確

保永續經營，各級工會不斷努力在會務發展和勞工在職進修培訓等方面尋求突破。目前許多各級工會逐漸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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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開展相關的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課程，並依賴政府提供的補助資源與費用來支持這些課程的實施。本研究

以高市職總辦理的《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為例，深入探討該計畫所提多元領域以及這些課程對學員的影

響。而這些培訓課程的主要目標是為學員提供實用技能，提高學員的技術水平並激發創造力。這不僅為各行

各業在職勞工提供擴展手藝技能的機會，還持續支持在職進修有助於提升就業和創業機會，同時也促進當地

產業的發展。透過這些課程，勞工能夠培養第二專長技能，增強競爭力，並為未來事業發展打下穩固的基礎。  

2.2教學品質  

    近年來，隨著教學品質研究方向的轉變，對於教學品質的定義也呈現出差異，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對

教學品質的要求也會有所不同。對於教學品質的看法強調教學並非僅限於「教」與「學」兩個單一元素，而

是一種教師和學生共同參與的活動  (許心怡，2018 ；周佳靜，2023)。在這個過程中，「教師」、「學生」和

「教材設備」被認為是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在這些要素之中，「教師」被視為引領教學活動的導航者，如

同指引方向的舵手（張清濱，2009）。教學品質可以視為教育品質的基石，在不斷變遷的時代和教育環境中，

教學品質的內涵也會隨之變化，這是因為教學品質既關乎實現教育培訓目標的客觀展現，同時也要充分考慮

學生的主觀體驗。因此，教學品質的評估範疇所涵蓋的層面相當廣泛，「教學」代表實際的執行操作，「服

務」則是一種態度和觀念，而「品質」則是整個課程活動的最終目標。  

2.3服務品質 

    在商業交易中，服務品質對於交易雙方的滿意度至關重要。特別是當高市職總提供課程活動或服務時，

學員對於服務品質的好壞直接影響對服務的滿意程度。要評估服務滿意度，需綜合考慮學員對高市職總在整

個學習過程中提供的服務措施的評價，包括活動前的預先服務、活動中的執行和服務，以及活動後的售後服

務等方面。學員對於預先服務的滿意度可能涉及高市職總提供的活動資訊、諮詢建議和溝通效率等方面。在

課程活動進行期間，學員可能關注執行的便利性、服務品質及高市職總對於反饋的回應速度等。然而，在整

個學習過程中，學員對於售後服務、支援策略和技術支援等方面的滿意度也將影響對高市職總服務的整體評

價，這個評價涵蓋學員對行政服務品質與教學品質的口碑，以及對高市職總整體滿意程度的評價。總之，學

員的評價是基於其個人主觀感受所形成的，這些感受直接反映在服務或課程交互過程中的滿意度或不滿意度

(汪柳君，2022)。由此可知，學員對於服務品質的評價是主觀的，而這種評價從實體產品的品質延伸到無形的

服務品質有著本質上的差異。然而，本研究將服務品質聚焦在於強調學員對產投課程服務後的主觀體驗與個

人滿意度評價。 

2.4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是一個多元的概念，可以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包含涉及個人的期望、興趣、價值觀、目標和

需要，以及對於學習活動所帶來的回報或成就感的認知。根據周玉媜（2008）的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學習動

機選擇課程進修的因素相當多元化，可以歸納為個人興趣或喜好、課程時段安排、作業的頻率、教師的教學

風格和方式、教師的學術聲譽、教師的評量方式、課程內容是否有助於專業知識學習、課程內容對未來發展

的益處、課堂內容的難易程度、符合學分需求、同儕的影響力、獲得資格證書或新工作的機會，以及課程名

稱所帶來的吸引力或課程標題所傳達的魅力等。根據郭淑釗（2019）研究，學習動機可分為內在動機和外在

動機兩種類型，當學習者的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都越高，學員在訓練過程中的成效和目標達成程度也越高。

「內在動機」源於個人內在的滿足感和興趣，當人們對某個課程感到有興趣時，出於個人喜好、為了滿足好

奇心和對知識探索的追求，尋求自我成長、自我實現或自我超越等，並積極主動提高學習參與度。「外在動

機」則是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受到外在激勵因素驅使而參與學習的心理狀態，這種動機有可能來自於外在的

獎勵或壓力。當學習者為了獲得外在的報酬、避免懲罰、社會認可、升職機會、符合組織或社會要求、滿足

他人期望或達到特定目標等等而學習時，它可能不具有持久性，因為一旦外在激勵因素消失或不再有效，學

習者的學習動力可能會減弱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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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學習滿意度 

    在人生不同階段會產生不同的學習需求與渴望。根據馬芳婷（1989）的研究，認為學習滿意度是學生對

學習活動的感覺和態度，其形成來自於學生對該學習活動的喜好，或是在學習過程中滿足需求和願望的達成。

這種學習滿意度包含三個層面，首先是學生對教師的教學和課程內容的滿意程度，這反映學生對於教學方法

和課程設計的滿意度。第二個層面是學生對學習內容對個人助益的滿意程度，也就是對學習所帶來的實際效

益和成長。最後，第三個層面是學生對在學習過程中與他人互動和關係的滿意程度，也就是對學習環境中人

際關係的感受，包括與同學、教師以及其他相關人員之間的互動和合作。根據林宇倩(2022)研究，認為學生的

課程學習滿意度反映他們對課程相關教學、教材以及環境設備等方面的個人主觀感受。這是基於實際感受和

期望水準之間的比較，如果學生實際感受高於預期，那麼課程學習滿意度就會相對較高。因此，學習滿意度

是參訓者對參與高市職總課程的感受和態度的整體評價，透過參與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活動，當學員在學

習中能夠獲得預期的技能和知識，或在學習中感受到快樂和滿足時，則會喜歡學習的過程，進而增強對學習

的自主意願，從而提高整體的學習滿意度。 

2.6再回訓意願 

    參訓者在課程體驗後，燃起正面情緒進而引發對於重返訓練的意願，也就是再度參與的渴望。再參與意

願不僅限於消費行為，也可以應用於各種體驗和活動，讓參訓者有想「再一次」的感覺。然而參訓者根據自

身經驗並主動尋找有關資訊，經過一系列的思考和判斷，然後進行評估，在多重考量後做出持續報名課程的

決策行動。再回訓意願是指學生在體驗教師所提供的教學和相關服務或設備後，產生一種滿意的心理狀態，

進而表現出願意再次接受該教師的教學服務，甚至積極主動向其他同學推薦該教師所任教的課程。這種意願

反映了學生對教師及課程的肯定和支持，同時彰顯教學品質和學習體驗對學生滿意度和學習成果的重要影響

(周宏宏、林裕昌、黃盧煌，2012)。根據曾孟偉（2017）的觀點，再回訓意願即是參與培訓的學員，在課程結

束後對培訓機構或課程產生正面印象，並且願意再次參與該機構的培訓活動，甚至可能會將該機構或課程推

薦給其他人。而賴宣佑（2023）的觀點，學員透過個人學習體驗後，對培訓機構或課程的服務品質和內容產

生認同，進而產生後續的再回訓意願與推薦培訓機構本身形象與聲譽。這表示學員不僅對課程內容滿意，更

對整個培訓體驗和機構的價值建立深厚的信任。  

2.7各變數之相關研究 

1.教學品質對學習滿意度的影響 

    嚴麗娟(2021)的研究顯示，英語補教之虛實整合教學品質知覺對學習滿意度有正向影響。此外，根據周宏

宏、林裕昌、黃盧煌（2012）的研究，學校提供更優質的教學服務或設施會使學生更容易提高他們的滿意度，

其研究顯示教學品質對學生的滿意度是有正向影響，所以教學品質對學生的學習滿意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影

響力。綜上所述，本研究針對高市職總老師教學品質對學員學習滿意度的影響，推論以下假說一 : 

H1：教學品質對學員學習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2.教學品質對學習動機的影響 

    在不斷變遷的時代和教育環境中，教學品質的內涵也會隨之變化。根據黃惠敏（2018）的觀點強調，教

師在設計教學課程時，應該將學生的學習需求置於首要位置。這意味著教師應該思考如何激發學生的學習動

機，以確保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夠獲得正向的體驗，其中包括讓學生感受到被讚美、被認同以及獲得成就感。

當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感到成功和滿足時，會更有動力繼續學習，這將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並保持持

久的學習動力。因此「教師」的角色不僅僅是傳授知識，還包括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和交流，這被視為提升教

學品質的關鍵。這種師生之間的互動和回饋有助於教師更好地理解學生的學習動機和需求，並實現更有效的

教學目標。這樣的學習環境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並促使學生更積極參與學習過程。因此，教學品質對

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表現具有積極正面的影響。綜上所述，本研究針對高市職總老師教學品質對學習動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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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推論以下假說二： 

H2：教學品質對學員學習動機有正向影響。 

3.服務品質對學習滿意度的影響 

    服務品質與滿意度之間存在顯著水準的正相關，兩者相互影響  (陳文進、陳玟惠、陳琨義，2014)。職業

訓練的服務品質與學習滿意度之間存在顯著正向關聯，當受訓學員在接受職業訓練過程中對相關的服務品質

感受良好時，學員對於職業訓練的滿意度就會更高(桂禮玲，2017)。其次是「對顧客的承諾」，如果業者想要

提高顧客滿意度，可以先著手改善服務品質，是獲得最快的效果。這些研究結果共同強調在職業教育訓練領

域，提供卓越服務品質是提高學習滿意度關鍵因素之一。綜上所述，本研究針對高市職總行政服務品質對學

員學習滿意度的影響，推論假說三: 

H3：服務品質對學員學習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4.服務品質對學習動機的影響 

從服務品質的角度來看，維持並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需要學校和教師提供自主支持，這已在多項研究中

得到證實（Froiland，2011a；Deci & Ryan，2000）。為了增強學習困難學生的學習效果，學校和教師應該深

入了解如何提供高品質的服務，採取有效的策略和方法，積極地激勵學生的內在動機，使他們更積極地參與

學習活動。Crosby（1979）提出將服務品質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技術品質，指的是學員實際體驗到的服務

內容；另一個是功能品質，即服務傳遞的方式和過程。這兩者共同影響學員對服務提供者的印象，對於職訓

培訓來說，建立正面形象至關重要，而這形象主要基於技術和功能品質的提供。因服務品質反映學員對於所

接受服務的滿意程度，以及對學員的學習動機具有重要影響。綜上所述，如果高市職總能夠提供卓越的行政

服務，這將有助於激發學員的興趣，亦能提高學員報名課程的動機，同時也能更好地幫助學員實現學習目標。

因此，可推論以下之研究假說四： 

H4：服務品質對學員學習動機有正向影響。 

5.教學品質對再回訓意願的影響 

    根據楊欣怡(2022)的研究顯示，私立大學推廣教育的教學品質與學生的再回訓意願呈正相關。如果學生對

當前課程感到滿意，有可能願意購買未來的課程，並考慮繼續在同一教育機構學習，也有可能會進一步影響

其他相關課程的銷售數量。簡言之，高品質的教學能夠激勵學生對未來學習的積極購買意願，並對教育機構

的再回訓意願產生積極的連鎖反應效應。根據高雅(2018)的研究顯示，在近年來的補習班行銷中，關注和提升

老師的教學品質已經變成了首要目標，這有助於學生深刻體驗和認同補習班的學習課程，促使學生不僅一次

性購買課程，還會成為重複購買者，並積極介紹補習班的課程給其他人。基於上述學者之研究，當高市職總

老師授課教學品質越高時，越能影響學員再次報名課程的意願。因此，可推論以下之研究假說五： 

H5：教學品質對學員再回訓意願有正向影響。 

6.學習動機對學習滿意度的影響 

過去研究顯示，學習動機對學習滿意度有正向影響（Chen & Jang，2010、陳素蓮，2005）。根據池進通

等（2007）的研究，學習動機和滿意度之間存在相互關聯；當提供全面完整的教學，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進而提高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效果。郭美貝(2011)在嘉義某大專院校對美容系學生進

行的研究，旨在研究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其學習滿意度之間的關聯，該研究證實學習動機對學習滿意度之間具

有顯著正向之影響。此外，郭美貝和吳立安（2012）研究結果顯示，當學生對學習充滿求知興趣，並且感受

到外界社會的期望以及學校的認可時，則更有動力學習，這種高度的學習動機會增加他們對學習的滿意度，

進而促使學習成效提高。綜上所述，可推論以下之研究假說六： 

H6：學習動機對學員學習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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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學習滿意度對再回訓意願的影響 

    Anderson 和 Sullivan（1993）在探討顧客滿意度的前因和後果時，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即顧客滿意度對

顧客的再購買行為具有正向的影響。這個研究結果同樣可以推斷應用於學習滿意度的情境，假設推導學習滿

意度對學員願意再次參加培訓活動也具有正向的影響。因此，當學員感到滿意時，有可能持續參加原培訓單

位(機構)的進一步培訓，提升專業能力和知識水平，也有助於增加對該單位(機構)課程的忠誠度，進而持續參

與該單位相關課程培訓，實現學習的不斷進步和發展。根據方三保（1998）的研究，學習滿意度與回訓意願

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聯，當學生對補習班的課程感到越滿意，則再回訓課程的意願就越高，反之亦然。然

而，當補習班的老師提供優質的授課時，學生的學習滿意度也相應提高，進一步促使學生更願意購買課程再

回來上課(高雅，2018)。綜上所述，可推論以下之研究假說七： 

H7：學習滿意度對學員再回訓意願有正向影響。 

8.學習滿意度的中介效果     

    良好的教學服務品質會正向的影響學習滿意度，並進而提高學員再回訓意願。同時，老師的教學品質和

學生的學習滿意度之間存在一種正向互補的關係(高雅，2018)。因此，可以合理推論高市職總老師之教學品質

對學員的學習滿意度和再次參加培訓的意願產生影響，而從學者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出它們之間存在相關性。

基於這些推論，可以提出以下研究假說八： 

H8：學員學習滿意度對教學品質與再回訓意願具有中介影響。  

9.學習動機的中介效果     

    Crosby（1979）將服務品質細分為學員實際體驗到的服務內容與服務提供的方式和過程，這兩個方面共

同塑造學員對服務提供者的看法和印象。然而，教學品質的評估涉及多方面的價值觀，不管教學品質是用哪

種的教學方法和策略形式，教學的目的都是確保學習達到預期的效果，並讓學員感到滿意；另因服務品質反

映學員對於所接受服務的滿意程度，以及對學員的學習動機具有重要影響。具體而言，在每個學習過程中，

學習動機都扮演著關鍵角色，因為高度的學習動機有助於激發學習興趣。學習動機亦會影響對教學品質和服

務品質的評價，進而增強他們的學習滿意度，因為學習動機激勵學員更積極參與學習，並更高度重視教學品

質及服務品質方面的表現。綜合上述，學員的學習動機對教學品質與學習滿意度之間存在中介影響；以及學

員的學習動機對服務品質與學習滿意度之間存在中介影響。如果高市職總能夠提供卓越的教學品質與行政服

務，這將有助於激發學員的興趣，亦能提高學員學習滿意度，因此學習動機在提升學習滿意度過程中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本研究可以合理推論，學員學習動機對教學品質、行政服務品質和學習滿意度產生影響，而從

學者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出它們之間存在相關性。基於以上推論，可提出以下研究假說九、假說十： 

H9：學員學習動機對教學品質與學習滿意度具有中介影響。 

H10：學員學習動機對服務品質與學習滿意度具有中介影響。  

3.研究方法 

3.1研究架構 

 

圖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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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變數操作定義及衡量方式 

1.教學品質 

操作定義：在本研究中，針對產業人才投資方案培訓計畫課程，將教學品質定義為「培訓單位在課程培訓方

面的資源投入、執行過程，以及確保培訓計畫達到預期目標並滿足學員需求的程度。」  

衡量方式：本研究引用許心怡(2018)所編之題項作為依據，並歸納整理符合本研究「教學品質」需求題項進行

問卷的編制。教學品質之衡量題項如下：   

題號 衡量題項 

A1 我覺得講師選用的教材與材料符合教學主題。 

A2 我覺得講師上課時間掌握很好。 

A3 我覺得講師有實務的教學經驗。 

A4 我覺得講師在說明表達上讓我清晰易懂。 

A5 我覺得講師教學過程中運用不同的教學方法。 

2.服務品質 

操作定義：鑒於不同學員對於相同服務可能會有不同的感受和評價。因此，本研究將服務品質定義為：「學

員在接受課程培訓服務的過程和結果中，透過個人內心主觀感受所表現出的評價」。這個定義強調學員對服

務的主觀體驗，以及他們對服務品質的個人評估。 

衡量方式：本研究引用汪柳君(2022)所編之題項作為依據，並歸納整理符合本研究「服務品質」需求題項進行

問卷的編制。服務品質之衡量題項如下：  

題號 衡量題項 

B1 我覺得該培訓單位整體訓練場域讓我覺得舒適，且各項設施優良。 

B2 我覺得該培訓單位工作人員能給予學員及時的協助與服務。 

B3 我覺得該培訓單位工作人員專業且態度親切。 

B4 我覺得於該培訓單位上課時，整體感受為被重視與關心。 

3.學習動機 

操作定義：本研究將學習動機定義為：「在職勞工在選擇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時，受到心理層面或外部刺

激的影響，能夠自主地增加對學習的渴望，並走向實現個人目標的一種心理過程。」  

衡量方式：本研究引用郭淑釗（2019）所編之題項作為依據，並歸納整理符合本研究「學習動機」需求題項

進行問卷的編制。學習動機之衡量題項如下：   

題號 衡量題項 

C1 參加課程是因為興趣而學習，透過學習獲得成就感。 

C2 這個課程可以讓我增加知識，有充實感。 

C3 這個課程可以提升我的專業技術和能力。 

C4 這個課程可以幫助我未來創業或增加額外收入。  

4.學習滿意度 

操作定義：本研究將學習滿意度定義為「參訓者對學習過程和課程的滿意程度，對於自己學習體驗和成果給

予正面或負面的評價，這種評價會受到個人對學習興趣或目標的影響而有所不同。」  

衡量方式：本研究引用林宇倩(2022)所編之「學習滿意度」題項作為本研究之問項依據，從中發展出符合本研

究之題項來進行問卷的編制。學習滿意度之衡量題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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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衡量題項 

D1 整體而言，講師在藝術創作與實務操作示範的專業知識豐富，讓我感到滿意。 

D2 整體而言，我對於課程的教材內容與課程安排進度感到滿意。 

D3 整體而言，我對教學環境或教學設備品質感到滿意。 

D4 整體而言，我對於工作人員與學員的互動關係感到滿意。 

5.再回訓意願 

操作定義：本研究將再回訓意願定義為「參訓者對已結束的課程或服務的品質和學習體驗持有肯定、滿意的

態度，並給予正面評價。這種意願是基於個人主觀評估所做出的決策，表明他們願意參與同一位老師所持續

開設的相關課程或願意積極參加原培訓單位舉辦的課程。」 

衡量方式：本研究引用周玉媜（2008）、曾孟偉（2017）以及賴宣佑（2023）所編之題項作為本研究之「再

回訓意願」問項參考依據，從中發展出符合本研究之題項來進行問卷的編制。再回訓意願之衡量題項如下：  

題號 衡量題項 

E1 我會考慮繼續報名該培訓單位同一位講師的進階或相關課程？ 

E2 我對於原培訓單位有強烈的忠誠度，願意參加他們開設的各種課程？  

E3 我會願意推薦原培訓單位課程給其他人(包括朋友或同事等)？ 

E4 若有政府補助，即使課程價格較其他單位高，我會願意報名參加原培訓單位的課程？ 

3.3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1.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研究對象為民國111－112年間參加高市職總的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的參訓學員。採用網路

Google表單問卷方式進行調查，調查時間為民國  112年12月15日至113年1月15日，共持續一個月，考慮受測

者的方便性，因此問卷使用不記名的形式收集參訓學員的基本資料。  

2.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內容分為六個部份，第一部分為受訪者的個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教學品質量表，第三部

分為服務品質量表，第四部分為學習動機量表，第五部分為學習滿意度量表，第六部分為再回訓意願量表等

問項。本問卷設計採用李克特（ Likert ）五點尺度量表方式填寫，該量表採用正向計分，表示受測者給予的

分數越高，代表他們越認同問題描述的情況。為了保護受測者的隱私以匿名方式進行調查，隨後將使用SPSS 24

統計軟體進行問卷資料分析，並整理相關的統計分析結果。  

3.問卷前測   

    為了改進論文的各個方面和問卷內容，本研究首先進行前測試驗，主要在驗證問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以確保量表題目的語意通順、無錯別字、編排合適，且篩選並刪除缺乏鑑別力的題目。在前測試驗中，採取

便利抽樣方法選擇30名受試者為對象。採用Cronbach' s Alpha (α) 係數檢驗法來評估各變數內部題項的一致性，

若某個問題在分析中表現出可靠且穩定的結果，表示它能夠有效區分所要研究的特質，將其保留納入正式問

卷；相反，若某問題效度低，則應從問卷中刪除，這有助於提高問卷的品質和可信度，確保問卷能夠有效地

評估研究變數。 

3.4資料統計方法 

1.敘述性統計分析 

    針對111－112年度之間參加高市職總舉辦的拼布、木作、皮革工藝和花藝等四類課程的學員進行個人背

景資料的敘述性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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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度與效度分析 

    信度又稱為「可靠性分析」，用於評估研究數據的真實性和可信度。效度則是用來評估測量分數結果的

意義、價值和應用性，是否能夠真實反映出所要研究的概念或特性的內涵。本研究使用Cronbach' s Alpha (α)

係數檢驗來評估各變數內部題項的一致性，採用Cuieford（1965）的研究觀點，較高的Cronbach's  α值表示各

題項之間的相關性較強，表明變數內部的一致性較高，也代表問卷的可信度較高。當Cronbach's α值大於0.7

時，表示問卷量表的可信度在可接受的範圍內，確保各量表題項之間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從而確保該變數的

可靠性。 

3.差異分析 

    在本研究中，將運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同背景受測者在各項研究變

數上的差異情況。這些統計方法有助於確定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是否顯著，或者不同組之間是否存在統計

上的顯著差異。 

4.皮爾森(Pearson)相關性分析 

    皮爾森(Pearson )相關性分析是用於評估兩個連續變數之間的關係程度，主要關注這兩個變數之間是否存

在線性關係，即當一個變數的值發生變化時，另一個變數是否以某種固定的比例相應地發生變化。在分析時，

通常關注這種相關性的強度和方向，以利理解這兩個變數之間的關係。當皮爾森(Pearson)相關係數接近 1時，

表示這兩個變數之間存在著強烈的正相關，也就是說，隨著一個變數的增加，另一個變數也會相應增加。  

5.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是用來評估一個自變數(X)和一個依變數(Y)之間的相互關係和影響程度。在本研究中使用迴歸

分析來研究教學品質、服務品質、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和再回訓意願之間的影響。在進行迴歸分析時，將

自變數 (X) 視為影響依變數(Y) 的唯一因素，嘗試建立一個線性模型來描述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因此，可

以利用迴歸方程式來預測依變數(Y)的值，同時使用判定係數來評估這個模型的適配度。 

6.中介效果 

    中介檢定除了使用迴歸分析檢測外，運用Baron & Kenny (1986)提出的中介效果步驟來驗證一個自變數(X)

對依變數(Y)的影響是否經由一個中介變數(M)來實現。它用於確定中介變數(M) 是否解釋自變數 (X) 和依變

數 (Y) 之間的關係。因此，依據 Baron & Kenny (1986)提出的中介效果驗證步驟需遵循以下條件：  

步驟一：自變數(X)對依變數(Y)的迴歸 (XY) 

步驟二：中介變數(M)對依變數(Y)的迴歸 (MY) 

步驟三：自變數(X)與中介變數(M)對依變數(Y)的迴歸 (X，MY) 

若主效果 (XY) 與中介效果 (X，MY)同時存在，則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的關係會因中介變數而減弱，表

中介變數只發揮部分效果 ，但仍對依變數有顯著影響，稱為部分中介效果；若只檢驗到中介效果  (X，MY) 

而無主效果 (X→Y)，則中介效果完全發揮作用，稱為完全中介效果。  

4.資料分析與結果 

4.1樣本描述     

1.前測問卷分析 

    在研究的前測預試階段，以便利抽樣方法，發放30份預試問卷，有效樣本回收率達76.67%，共收集到23

份有效問卷。所有變數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均大於0.7，符合高信度的標準與內部一致性，確認可保留這些問

題項目。 

2.正式問卷分析 

    在研究的正式問卷階段，調查時間從2024年1月6日至2月10日，透過網路Google表單問卷方式進行調查，

共發放200份正式問卷。本研究施測對象是以111－112年度參加高市職總產投課程的學員為主，有效問卷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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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83份，可用率為91.50%。在本研究的正式問卷設計中，包含對參與產投課程的學員進行基本資料調查共6

題；教學品質量表共  5  題；以及關於服務品質、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和再回訓意願等方面的量表，每個方

面各有  4 題。總計問卷設計共包含  27  個問題。結果顯示教學品質量表的Cronbach's α值為0.978，服務品質量

表為0.971，學習動機量表為0.925 ，學習滿意度量表為0.976 ，再回訓意願量表為0.930 。這意味著整體變數

問項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均高於0.7以上，顯示本問卷具有高信度與穩定性狀態，可被充分信賴和採用。 

3.基本資料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以研究樣本的個人基本背景資料為主，包括性別、年齡層、教育程度，以及參與課程的年度、職類和參

與課程的次數頻率等等分佈情況。

  

4.2人口統計變項與對各變數之差異性分析 

1.性別不同對各變數之差異性分析 

    本研究利用獨立樣本t檢定探討性別對教學品質、服務品質、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以及再回訓意願等五

項研究變數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結果顯示這五個變數中，僅學習動機量表中的「這個課程可以讓我增加知

識，有充實感。」男性平均值為4.55，標準差為0.828，女性平均值為  4.79，標準差為0.529，再依 t 檢定雙

尾顯著性 p 值達到顯著水準（p= 0.035 < 0.05），表示性別對於此變數有顯著影響，其餘變數則未達到顯著

差異（p > 0.05）。 

2.年齡層不同對各變數之差異性分析 

    本研究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探討年齡層對教學品質、服務品質、學習動機、學習滿

意度以及再回訓意願等五項研究變數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結果顯示，在變異數分析中，服務品質F=2.496，

p=0.045 < 0.05；學習動機F=2.777，p=0.028 < 0.05，有達到顯著水準，拒絕虛無假設，即各年齡層對服務品質

與學習動機有顯著差異。但此時尚無法判對各年齡層的差異狀況，必須進一步進行事後檢定  (Post Hoc) 才能

得到相關資訊。當在Scheffe事後成對檢定結果:年齡層(31~40歲，41~50歲)成對比較，在學習動機量表題號C3

之p=0.035 < 0.05，達到顯著水準，二者有顯著差異。因兩個年齡層平均差異為0.700> 0，即31~40歲(4.10) < 

41~50歲(4.80)。其餘均未達顯著水準，比對後沒有顯著差異。  

項目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女 145 79.23% 手作拼布類 30 31.91%

男 38 20.77% 手作拼布類;皮革工藝類 2 2.13%

總計 183 100.00% 木作工藝類 21 22.34%

21~30歲 6 3.28% 皮革工藝類 24 25.53%

31~40歲 10 5.46% 花藝設計類 17 18.09%

41~50歲 55 30.05% 總計 94 100.00%

51~60歲 90 49.18% 手作拼布類 26 29.55%

60歲(不含)以

上

22 12.02% 手作拼布類;花藝設計類 1 1.14%

總計 183 100.00% 木作工藝類 21 23.86%

國中以下 2 1.09% 皮革工藝類 26 29.55%

高中(職) 65 35.52% 花藝設計類 14 15.91%

專科 48 26.23% 總計 88 100.00%

大學 53 28.96% 手作拼布類 28 24.14%

碩士 15 8.20% 手作拼布類;皮革工藝類 1 0.86%

總計 183 100.00% 手作拼布類;花藝設計類 1 0.86%

1次 17 9.29% 木作工藝類 17 14.66%

2次 19 10.38% 木作工藝類;皮革工藝類 1 0.86%

3次 27 14.75% 木作工藝類;花藝設計類 2 1.72%

4次 24 13.11% 皮革工藝類 41 35.34%

5次 19 10.38% 花藝設計類 25 21.55%

6次以上 77 42.08% 總計 116 100.00%

總計 183 100.00% 手作拼布類 30 26.32%

110年度(含)

以前
69 37.70% 手作拼布類;花藝設計類 1 0.88%

111年度 27 14.75% 木作工藝類 24 21.05%

112年度 87 47.54% 木作工藝類;皮革工藝類 1 0.88%

總計 183 100.00% 皮革工藝類 34 29.8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花藝設計類 24 21.05%

總計 11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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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教育程度不同對各變數之差異性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教育程度的差異對於這些變數的影響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即無法確認教育程度對

這些變數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4.3各變數之相關分析 

    透過皮爾森(Pearson) 積差相關係數的分析，根據表  1 中的數據，證實各變數相關係數達到顯著水準均呈

現正相關，且各變數彼此相互影響存在著關聯性。當其中一項變數提升時，其他變數很可能也會隨之提高；

反之，若有任何一項下降，可能導致其他相關變數也下降。這強調高市職總在提供服務和培訓時需要綜合考

慮各方面，以確保學員持續的參與和滿意度。總之，若高市職總的教學品質改善，則學生的滿意度相應提高；

相反，若教學品質下降，則學生對教學的滿意度可能會降低，導致學員對於進一步參與訓練的意欲則會減少。 

表1  各變數之相關係數分析表 

變數名稱 教學品質 服務品質 學習動機 學習滿意度 再回訓意願 

教學品質 1         

服務品質 .864** 1       

學習動機 .839** .821** 1     

學習滿意度 .880** .853** .869** 1   

再回訓意願 .771** .777** .831** .856** 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4各變數之迴歸分析     

1.教學品質、服務品質、學習動機對學員學習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從表2中可以看出，在簡單迴歸模式中，教學品質對學習滿意度的迴歸係數β=R=0.880，t=24.940， p=0.000 

< 0.05達到顯著水準。同樣地，服務品質對學習滿意度的迴歸係數  β=R=0.853，t=21.964，p=0.000 < 0.05也達

到顯著水準。此外，學習動機對學習滿意度的迴歸係數β=R=0.869，t=23.578，p=0.000 < 0.05同樣達到顯著水

準。這顯示這些變數對學習滿意度的影響是顯著的，可以得出教學品質、服務品質和學習動機對於學習滿意

度均具有正向影響，這代表假說 H1、H3、H6 皆獲得支持。 

表2 教學品質、服務品質、學習動機對學習滿意度迴歸分析 

自變數 R F β t 顯著性(p 值) 

教學品質 .880a 622.025 .880 24.940 .000*** 

服務品質 .853a 482.404 .853 21.964 .000*** 

學習動機 .869a 555.930 .869 23.578 .000*** 

註:依變數:學習滿意度、*p＜0.1、**為p＜0.05、***為p＜0.001、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發現，當教學品質和服務品質提高，以及學習動、機增強時，學員的學習滿意度也會

隨之提升。這一結論與陳律盛等過去的學者實證研究相符。 

(1)驗證教學品質對於學員學習滿意度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學員對於老師的選擇滿意度包括對教學主題的掌握、

教學時間的安排、實務教學經驗、表達能力以及教學方法等等，這些因素對於教學品質和學員的學習效果具

有絕對正面的影響。 

(2)驗證服務品質對於學員學習滿意度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學員對高市職總服務品質的滿意度主要體現在場地

設施的舒適度、工作人員的專業服務和親切態度、或能給予學員及時的協助與服務、及對學員的重視和關心

等。這些因素能夠直接提升學員對服務品質的滿意度，進而影響他們對學習的整體滿意度。因此，營造良好

的學習氛圍將有助於增強學員對總工會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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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驗證學習動機對學員學習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當學員對高市職總提供的課程充滿了求知興趣時，則

會更加積極主動地投入學習，這種積極的態度會激發他們對學習的熱情，並讓他們獲得更多的滿足感，進而

提高對學習的整體滿意度。  

2.教學品質、服務品質對學員學習動機有正向影響  

    根據表3的結果，在簡單迴歸模式中，教學品質對學習動機的迴歸係數β=R=0.839，t=431.007，p=0.000 < 

0.05達到顯著水準。同樣地，服務品質對學習動機的迴歸係數β=R=0.821，t=375.664，p=0.000 < 0.05也達到顯

著水準；這表明教學品質和服務品質對於學習動機的影響是顯著的。因此，可以得出教學品質和服務品質對

於學習動機均具有正向影響的結論，這也支持假說H2和H4。 

表3 教學品質、服務品質對學習動機迴歸分析 

自變數 R F β t 顯著性(p 值) 

教學品質 .839a 431.007 .839 20.761 .000*** 

服務品質 .821a 375.664 .821 19.382 .000*** 

註:依變數:學習動機、 *p＜0.1、**為p＜0.05、***為p＜0.001、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發現，當教學品質和服務品質提升時，學員的學習動機也會隨之增強，這與黃惠敏等

多位過去學者的研究結果相符。 

(1)驗證教學品質對於學員學習動機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學員選擇課程的動機包括出於興趣、追求成就感、增

加知識和技能、提升專業能力等等，這些因素都能夠受到良好教學品質的推動而獲得進一步滿足。教師在教

學中的角色不僅是傳授知識與技能，還包括與學員的互動和溝通。教師能夠持續的專業成長及不斷提升自己

的教學水準，進而能激勵學員參與學習。因此，良好的教學品質能夠有效提升學員的學習動機，進而促進他

們踴躍參與學習活動。 

(2)驗證服務品質對於學員學習動機有正向顯著的影響。服務品質反映學員對所接受服務的滿意程度，提供優

質的服務品質有助於激發學員的興趣，進而增加學員參與課程的動機。此外，良好的服務品質還能夠有效地

幫助學員實現他們的學習目標，營造出良好的學習環境。  

(3)教學品質、學習滿意度對學員再回訓意願有正向影響。從表 4 的資料顯示，教學品質對再回訓意願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迴歸係數 β=R=0.771，t=16.313，p=0.000 < 0.05 達到顯著水準。同樣地，學習滿意度對再回訓

意願的影響也是顯著的，迴歸係數為 β=R=0.856，t=22.324，p=0.000 < 0.05；這表示教學品質和學習滿意度

對再回訓意願都具有重要的正面影響；綜合結果支持了假說 H5 和 H7。 

表4 教學品質、學習滿意度對再回訓意願迴歸分析 

自變數 R F β t 顯著性(p 值) 

教學品質 .771a 266.100 .771 16.313 .000*** 

學習滿意度 .856a 498.343 .856 22.324 .000*** 

註:依變數:再回訓意願、 *p＜0.1、**為p＜0.05、***為p＜0.001、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證實學習滿意度與再次參與意願之間存在明顯的正向關聯，當高市職總提供更好的教學品質時，

學員對課程感到滿意將更願意重返參與相關課程，並擴大學習機會促進個人學習進步。總結以上研究結果可

知，教學品質直接影響學員的滿意度，進而影響他們是否願意再次參與課程。因此，提升老師的授課品質能

夠提高學員對課程的滿意度，進而增加他們再次參與相關課程的意願。  

4.5中介檢定 

1.學員學習滿意度對教學品質與再回訓意願具有中介影響   

    由表5資料顯示，首先驗證教學品質 (X) 對再回訓意願(Y)有顯著正向影響，β=0.771，p=0.000 < 0.001。

42



 
 

接著驗證學習滿意度(M)對再回訓意願  (Y)也有顯著正向影響，β=0.856，p=0.000 < 0.001。最後驗證主效果 

(XY) 和中介效果  (X，MY) 同時存在時，發現沒有主效果  (p=0.333 > 0.1)而只有中介效果(p=0.000 < 

0.001)，此時學習滿意度(中介變數)可完全發揮效果，則為完全中介效果。因此，假設 H8 結果顯示具有顯著

性之完全中介效果，故此假說 H8 是成立。 

表5  學習滿意度對教學品質與再回訓意願中介效果之階層迴歸分析 

 

註:自變數(X)-教學品質、中介變數(M)-學習滿意度、依變數(Y)-再回訓意願 

註:*p＜0.1、**為p＜0.05、***為p＜0.001、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總結以上研究結果發現，學員學習滿意度對於教學品質與再回訓意願之間存在完全中介效果。因此，當

學員對教學品質有著良好的感受時，他們對學習的滿意度也會隨之提高，進而增加對高市職總長期參與課程

的意願，這有助於增進學員對高市職總的信任和忠誠度。  

2.學員學習動機對教學品質與學習滿意度具有中介影響  

    由表6資料顯示，首先確定教學品質  (X) 對學習滿意度  (Y) 有顯著正向影響  ( β=0.880，p=0.000 < 0.001)。

接著驗證學習動機  (M) 對學習滿意度  (Y) 亦有顯著正向影響  ( β=.869，p=0.000 < 0.001)。最後驗證主效果  

(XY) 和中介效果  (X，MY) 同時存在時，發現主效果略微減弱，這表明學習動機  (M) 只在一定程度上解

釋教學品質(X)對學習滿意度  (Y) 的影響只發揮部分中介效果。總體而言，這結果支持本研究假說  H9 ，具有

部分中介效果且有顯著性，故此假說是成立的。  

表6 學習動機對教學品質與學習滿意度中介效果之階層迴歸分析 

 

註:自變數(X)-教學品質、中介變數(M)-學習動機、依變數(Y)-學習滿意度 

註: *p＜0.1、**為p＜0.05、***為p＜0.001、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學習動機對於教學品質和學習滿意度之間的關係具有部分中介效果，這與以往的研

究結果一致。因此，增強學習動機能夠鼓勵學員積極地參與學習，同時也能夠影響他們對教學品質的評價，

進而提升對教學品質的認可程度並增強學習滿意度。 

3.學員學習動機對服務品質與學習滿意度具有中介影響  

     由表7資料顯示，首先確定服務品質 (X) 對學習滿意度(Y)有顯著正向影響(β=0.853，p=0.000 < 0.001)。

β t p值 β t p值 β t p值

教學品質 0.771 16.313 .000*** - - - 0.078 0.97 0.333

學習滿意度 - - - 0.856 22.324 .000*** 0.788 9.743 .000***

F值

R2

ΔR2

假設檢驗結果

0.593 0.732 0.563

成立 成立 完全中介

266.1 498.343 118.376

0.595 0.734 0.568

變數名稱

再回訓意願

模式1 模式2 模式3

β t p值 β t p值 β t p值

教學品質 0.880 24.940 .000*** - - - 0.511 9.095 .000***

學習動機 - - - 0.869 23.578 .000*** 0.439 7.816 .000***

F值

R2

ΔR2

假設檢驗結果 成立 成立 部分中介

變數名稱

學習滿意度

模式1 模式2 模式3

0.775 0.754 0.832

0.773 0.753 0.83

622.025 555.93 44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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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驗證學習動機(M)對學習滿意度(Y)亦有顯著正向影響(β=.869，p=0.000 < 0.001)。最後驗證加入學習動機

(中介變數)後，發現主效果 (XY) 和中介效果 (X，MY) 同時存在時，其主效果略微減弱，表示學習動機

(M)只發揮部分中介效果。因此，本研究假說H10是成立的。 

表7 學習動機對服務品質與學習滿意度中介效果之階層迴歸分析 

 

註:自變數(X)-服務品質、中介變數(M)-學習動機、依變數(Y)-學習滿意度 

註: *p＜0.1、**為p＜0.05、***為p＜0.001、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學員的學習動機對於服務品質和學習滿意度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且有間接的影

響。此外，學習動機的影響也可能因人而異，有些學員可能受到內在的動機驅使而投入學習，還有其他因素

包括個人背景或外部環境，也可能同時對服務品質評價產生影響。因此，在討論學習動機對服務品質和學習

滿意度的中介作用時，也需要考慮個人差異和不同背景的學員可能帶來的影響。  

5.結論與建議 

5.1研究結論與貢獻 

    本研究的假說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驗證結果如下：   

研究假說 驗證結果 

H1：教學品質對學員學習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成立 

H2：教學品質對學員學習動機有正向影響 成立 

H3：服務品質對學員學習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成立 

H4：服務品質對學員學習動機有正向影響 成立 

H5：教學品質對學員再回訓意願有正向影響 成立 

H6：學習動機對學員學習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 成立 

H7：學習滿意度對學員再回訓意願有正向影響 成立 

H8：學員學習滿意度對教學品質與再回訓意願具有中介影響  完全中介 

H9：學員學習動機對教學品質與學習滿意度具有中介影響  部分中介 

H10：學員學習動機對服務品質與學習滿意度具有中介影響  部分中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參訓學員樣本結構來看，在性別分布上，女性以 145 人佔據總人數的 79.23%；教育程度方面，以高中

(職)畢業的人數最多(佔 35.52%)；在年齡層上，學員主要年齡介於 41 至 60 歲之間(佔 79.23%)，這反映高齡

學習的趨勢在總工會中的主導地位，也呼應了現今高齡社會的現實。值得注意的是，年齡並未成為減少學習

動機的限制因素，這顯示學員對於學習的積極性並不受年齡限制。可以發現年青人參與者相對較少，因此，

在未來的課程設計方面，除了照顧滿足高齡學員的需求外，也需考慮引入針對年輕人的元素，使產投課程更

具多元化或多樣性，吸引更廣泛的參訓族群。  

    關於首次參加高市職總產投課程的時間以 112 年度參與的人數最多，(佔 47.54%)；至於參加課程的頻率，

β t p值 β t p值 β t p值

服務品質 0.853 21.964 .000*** - - - 0.428 7.596 .000***

學習動機 - - - 0.869 23.578 .000*** 0.517 9.167 .000***

F值

R2

ΔR2

假設檢驗結果 成立 成立 部分中介

0.727 0.754 0.814

0.726 0.753 0.812

變數名稱

學習滿意度

模式1 模式2 模式3

482.404 555.93 393.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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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 9 成的學員有再回訓的紀錄。可以發現某些課程的學員回訓率相當高，亦有學員不太願意與其他人分享

這些課程資訊，主要是因為他們擔心課程報名的選拔機制是根據職業訓練整合網上的報名先後順序優先錄取

參訓資格。他們擔心一旦報名人數增加，將面臨線上報名搶名額的風險，會使他們無法順利參加課程。然而，

如果大多數課程的參訓者都是這些舊學員一直回訓報名產投課程，而鮮少有新學員加入課程進修者，這樣的

情況將會帶來一些風險和缺點。譬如舊學員在沒有政府補助情況下，不會自費上課，總工會易陷入招生困境

亦是警訊，因為過度依賴舊學員報名課程可能會導致資源分配不均，也可能限制新學員參與的機會。因此，

高市職總可能需要重新評估報名遴選資格規範限制，以確保公平競爭和資源的合理分配。同時，也應針對舊

學員和新學員提供不同的策略措施，以促進更多學員參與到課程中來，而舊學員不侷限報相同課程亦可報名

總工會其他課程學習，實現在職教育訓練資源的有效利用。      

    總的來說，高市職總應致力於以學員需求為核心，不斷更新和優化課程及教學方式，提供必要的支援服

務，助力學員達成學習目標。這一進程需要持續的改善和創新，每一次改進都將帶來新的挑戰和機會，深入

洞察問題本質，從而探索更有效的解決策略。這種策略不僅能夠提高學員的學習成效，還能增強他們重返培

訓的動力。而學員的學習動機包括個人興趣到深化專業技術知識以及發展第二職業技能等，因此高市職總在

規劃未來的產業人才培訓課程時，必須仔細考慮當前及未來的行業需求和發展趨勢。只有這樣，所設計的培

訓課程才能真正滿足學員在當前職業發展上的需求，同時為他們可能探索的新職業道路奠定堅實的技術基礎，

從而確保學員在日益競爭激烈的職業市場中能夠維持自己的競爭優勢。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顯示，教學品質、服務品質、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以及再回訓意願之間存在著顯著

的正相關性。其次，學習滿意度對於教學品質和再回訓意願的中介效果是完全中介，而學習動機則在教學品

質、服務品質和學習滿意度之間扮演部分中介角色。特別是學員對於課程內容與學習的滿意程度會直接影響

再次接受訓練的意願；以及學員對於工作人員的專業態度和服務的滿意度越高，再報名的意願也會越強烈。

為了確保學員在學習過程中的參與度和滿意度，高市職總可以建立定期召開課後檢討會議的制度，透過這種

參與式的機制，學員有機會參與課程討論並發表意見，從而提高他們對課程的投入度。同時，這也能及時收

集到學員的反饋意見，有助於及時調整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使其更符合學員的需求和期待。此外，在課程

規劃上應更加注重市場需求，優先開設符合學員需求的多元化課程。同時，提供相應的證照課程，讓學員在

學習中不僅能夠掌握實用技能，還能夠取得相應的認證，增強其職業競爭力。即使無政府補助資源，也能提

高學員的學習興趣及增加他們參與再進修的意願。  

    這項研究旨在填補國內對於職業工會或總工會在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對學員再回訓意願方面的研究不

足。本研究透過網路問卷調查，獲得初級資料用以驗證高市職總在培訓課程中教學品質與服務品質對學員再

回訓意願的影響。本研究從有限的文獻資料中整理回顧，以提供後續研究者在相關領域或議題中之參考，亦

可促進相關領域的進一步探索。 

5.2管理意涵 

    本研究對學術與實務上的管理意涵提供具體的建議，可供高市職總或其他辦訓單位在規劃、設計和執行

決策時作為參考依據。 

1.學術意涵 

(1)學習動機對於學習成果的影響極其重要，因它受到許多複雜因素的影響。首先，需要關注個人的特質、內

在因素和外在環境，因為它都在塑造我們的學習動機。其次，學習動機可能來自於個人內在的興趣，也可能

源於外在的獎勵或需求。此外，必須意識到提高學習動機僅是評估教學成效的一個面，更全面評估需要考慮

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間的關聯性。最後，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間存在著雙向關係，即提升學習動機

可能增加對教學的滿意度，而滿意的學習經歷也可能促使學生對學習更感興趣，進而增強學習動機。綜上所

述，學習動機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間的密切關係，都是學術上值得深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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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的議題。 

(2)過去研究已證實教學品質和服務品質對學習者的滿意度有積極影響。若能提升教學和服務水準，將能增進

學習者的滿意度。滿意度對學習者是否繼續參與學習至關重要。因此，透過提供新穎的學習體驗和及時的協

助，能夠提升學習者的滿意度，進而鼓勵他們持續參與學習。此外，工作人員良好的服務態度也是提高學習

者滿意度和再次參與的重要因素。經過本研究假說驗證，更足以證明產投課程教學與服務品質、學習動機、

學習滿意度和再回訓意願之間有密切關係影響。管理者可以透過提供具有挑戰性和吸引力的學習內容、建立

良好的學習氛圍以及提供適時的鼓勵和反饋來促進學員的學習動機。同時，將學習動機和滿意度納入管理策

略中，可以讓管理者更全面地理解學員的需求和期望，進而制定更有效的改進計畫和培訓策略。因此，管理

者應該針對教學資源、師資團隊以及服務流程進行持續改進和優化，以提高學員的滿意度和動機與回訓率。  

2.實務意涵 

(1)注重教學品質和服務品質提升：研究顯示教學品質和服務品質對學習者滿意度和再次參與意願至關重要。

高市職總應該持續改進優化教學品質，提升師資水準，並注重改進服務流程，提供更加貼心和專業的服務。  

(2)創造新穎的學習體驗：高市職總應該致力於提供新穎有趣的學習體驗，透過創新的教學方法和豐富多樣的

學習活動，激發學員的學習動機和興趣。 

(3)加強師資培訓和設備保養維護：高市職總應該加強對師資的培訓和設備支援，提升其教學能力和服務意識，

並提供及時的反饋和協助，以確保教學品質和服務品質的持續提升與強化。  

(4)建立良好的學習氛圍：高市職總應該努力創建良好的學習環境，這包括營造積極向上的學習氛圍和文化，

鼓勵學員積極參與學習，同時提供良好的學習支援和機會(如課後技術輔導或協助取得證照等)。 

(5)重視在職勞工需求和期望：高市職總應該深入了解學習者的動機和目標，並根據其特點和需求制定相應的

培訓計畫和服務方案。這需要勞動部勞發署提供補助經費和指導，同時與各級工會合作，確保培訓課程與當

地產業需求相關。這種合作不僅有助於共同培養人才，還能促進產業發展，拓展新市場，吸引投資並創造商

機，為台灣的未來產業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5.3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1.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做問卷調查時，進行過程中，仍然面臨著以下限制和困難：  

(1)本研究研究範圍，主要以曾有在 111－112 年度間參加高市職總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之在職勞工作為研

究調查對象，可能無法直接適用於其他縣市總工會或職業工會之生態。  

(2)在研究樣本取樣階段，受訪者因為各種原因可能無法提供完整的回答。例如，他們可能缺乏合作意願或者

參與多門課程而不願以各職類學員身份填寫問卷，僅以一份問卷概括評估多位講師之評價。此外，受訪者可

能對問卷設計和填答方式有特定偏好或主觀判斷，這可能影響到回答的品質。而參與多門課程的學員有可能

會多次填寫問卷，這可能對樣本數的計算造成影響。同時，受訪者的記憶不確定性和隱私考慮也可能導致填

答結果與實際情況有所差異。      

(3)本研究在文獻探討方面的限制，僅以本研究所獲得的資料簡要呈現，並只針對符合研究主題需求的內容進

行探討，將無法涵蓋相關領域的所有研究觀點和發現。因此，在評估研究主題時，可能會錯過某些關鍵的文

獻資源，這可能會影響研究結果的廣度和深度，而未盡完善。  

2 未來研究後續建議 

    意識到本研究主要針對高市職總參訓學員進行量化問卷調查，而沒有涉及其他職業訓練機構的學員或採

取質性研究方法。因此，未能全面了解其他訓練單位學員的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和再回訓意願。基於上述

研究限制，所以建議未來研究方向: 

(1)由於目前產業人才投資計畫的課程種類廣泛，包括有電腦與專業選修、技術與技能培訓、才藝提升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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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等等，這些教學模式對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和學習動機影響各不相同。因此，建議未來對這些課程教學模

式進行更細致的研究和分類，並擴大調查樣本區域範圍，可結合量化和質性方法加以深度訪談和焦點小組討

論等，以深入暸解參訓者的想法、感受和體驗，這樣的研究工作有助於揭示不同職類教學方法對參訓者選擇

再次報名意願的影響。 

(2) 研究面臨學員多次報名相同課程或跨班上課，導致樣本重複或單一樣本代表多個班級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研究結果的偏頗，因為相同學員的觀點和反饋可能在多次參與中有所改變，而單一樣本代表多個班級也可能

無法充分反映不同班級的特點和差異。這可能會對研究結果的可靠性造成影響與矛盾。因此，這個問題建議

未來在問卷設計階段區分不同職類課程的名稱，以便區分參與者。而在資料處理過程中，可以採取額外的統

計方法來處理這些重疊的學員資料，從而確保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可信度。  

(3)為了彌補文獻探討的限制，建議未來研究者應該進行更廣泛和深入的文獻回顧。這包括查閱國際期刊、會

議論文、專業書籍和網絡資源等，從而確保能夠涵蓋更多相關領域的研究觀點和發現。同時，考慮使用系統

性文獻回顧方法，以提高文獻搜尋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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