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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在專題製作的學習動機與

學習滿意度之關係，本研究以問卷調查與文獻探討法為主，研究時取樣方法採分層隨機

隨機抽樣方式，抽取北部、中部及南部地區日間部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母群體達

1,289 人，發放問卷 812 份，回收問卷 762 份，總計有效問卷 718 份，有效問卷比例為

88.4％。將問卷資料編碼輸入電腦藉由軟體 SPSS 進行分析，再透過描述性統計、t 考驗、

變異數分析、雪費事後比較檢定、皮爾森積差相關等統計方式，暸解其差異與相關情形。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獲得結論如下： 

 

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在專題製作的學習動機以學科價值層面的動 

機最高。 

二、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在專題製作的學習滿意度以教師教學層面的

滿意度最高。 

三、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因不同背景變項而 

有所差異。 

四、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在專題製作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呈現顯 

著正相關。 

 
關鍵詞：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專題製作、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 

 
一、前言 

高職 95 暫綱實施後，規定各校在校訂課程中均須開設至少 2 學分的「專題製作」

課程，以加強學生專業實務能力，而 99 課綱更進一步規定在各校校訂的課程中「專題

製作」課程須開設至少 2 到 6 學分。教育部這樣的課程規劃，主要是將在大學開設的專

題製作往下延伸到高中職。課程目的是培養學生創作以及統整的能力，藉由分組來培養

學生團隊合作、創意思考以及問題解決的能力。近年來教育部為了推廣專題製作更舉辦

了許多與專題製作課程的相關競賽，由此可見專題製作課程的重要性。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根據前節研究背景與動機所述，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如下：（一）、探討不

同背景變項的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在專題製作中學習動機的差異性。（二）、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在專題製作中學習滿意度的差異

性。（三）、探討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在專題製作中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

間的關係。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西部地區，就讀日間部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電機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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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科」與「微電腦修護科」高三的學生為研究對象；不包含夜間部（進修學校）、及綜

合高中學程的學生，且若要推論至台灣其它不同學制或群科之學生時，須多謹慎。本研

究母群中之水電技術科、家電技術科、冷凍修護科、視聽電子修護科的人數甚少，故將

其排除，研究結果亦無法推論至水電技術科、家電技術科、冷凍修護科及視聽電子修護

科。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未採用其他方法加以驗證；而研究對象在填答

過程可能會因情緒、壓力、自我防衛或社會期許效應影響，使所得資料有所誤差。 

五、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工具是以研究者自編之「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

對專題製作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問卷」，作為資料蒐集之依據，其中「高中職實用技

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對專題製作學習動機量表」是研究者參考黃享湧（2004）「高

職工業類科重補修學生學習動機量表」與王東勳（2007）「高職汽車科學生對實習課程

學習動機量表」編製而成；而本研究之「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對專題

製作學習滿意度量表」是研究者參考謝文欣（2009）「高職工業類科實用技能學程學生

學習滿意度量表」以及黃芝泳（2009）「高職電機科學生實習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編

製而成。 

六、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自變項包括五項個人背景變項計有：科別、性別、學校地理位置、學生升

學意願、擁有證照數目等，而依變項分別為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而本研究之學習動

機變項經文獻探討有求知興趣、學科價值、生涯進展、期待成功與自我效能等五個構面。

而預試問卷經因素分析後，將構面歸納為求知興趣、學科價值（學科價值及生涯進展）、

自我效能與期待成功等四個構面。本研究之學習滿意度變項經文獻探討有課程安排、學

習環境、教師教學、教學設備與學習成就等五個構面。而在預試問卷經因素分析後經構

面歸納為課程安排、環境與設備（教學設備與學習環境）、教師教學與學習成就等四個

構面。經歸納後的整體研究架構如下圖1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個人背景變項 

性別 

科別 

學校地理位置 

學生升學意願 

擁有證照數目 

學習動機 

1. 求知興趣 

2. 學科價值 

3. 生涯進展 

4. 期待成功 

學習滿意度 

1. 課程安排 

2. 環境與設備 

3. 教師教學 

4. 學習成就 



2012 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學術研討會 101.12.07 
 

七、研究結果 

學生背景變項在學習動機的差異性分析如表 1 所示，顯示在整體學習動機中部地區

電機與電子群實用技能學程的學生其學習動機優於南部地區而南部地區的學生又較優

於北部地區的學生。 
表 1 學生背景變項在學習動機之現況差異性分析 

層面名稱 
學校地 
理位置 

科別 性別 
升學 
意願 

擁有技術士證
照數目 

學科價值 (2)>(3)>(1)  (2)>(1)  (3)>(1) 

求知興趣 (2)>(1)   
(1)>(3) 

(2)>(3) 

(2)>(1) 

(3)>(1) 

自我效能 (2)>(3)   (2)>(3) (3)>(1) 

期待成功 
(2)>(1) 

(2)>(3) 
  (2)>(1) 

(2)>(1) 

(3)>(1) 

整體 
學習動機 

(2)>(3)>(1)   (2)>(3) (3)>(1) 

N=718 

註：1.學校地理位置：(1)北部地區，(2)中部地區，(3)南部地區 

    2.科別：(1)微電腦修護科，(2)電機修護科 

    3.性別：(1)男性，(2)女性 

    4.升學意願：(1)就業，(2)升學，(3)其它 

5.擁有技術士證照數目：(1)沒有，(2)一張，(3)兩張 

學生背景變項在學習滿意度的差異性分析如表 2 所示，顯示在整體學習滿意度中部

地區電機與電子群實用技能學程的學生其學習動機優於南部地區而南部地區的學生又

較優於北部地區的學生。 

表 2 學生背景變項在學習滿意度之現況差異性分析 

層面名稱 
學校地 
理位置 

科別 性別 
升學 
意願 

擁有技術士證
照數目 

環境 
與設備 

   (2)>(3)  

教師教學 (2)>(1)  (2)>(1) (2)>(3) (3)>(1) 

學習成就 (2)>(3)>(1)    (3)>(1) 

課程安排 (2)>(3)>(1)     

整體學習滿
意度 

(2)>(3)>(1)   (2)>(3) (3)>(1) 

N=718 

註：1.學校地理位置：(1)北部地區，(2)中部地區，(3)南部地區 

    2.科別：(1)微電腦修護科，(2)電機修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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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性別：(1)男性，(2)女性 

    4.升學意願：(1)就業，(2)升學，(3)其它 

5.擁有技術士證照數目：(1)沒有，(2)一張，(3)兩張以上 

 
  「整體學習動機」對「整體學習滿意度」之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為.767如表3所示，顯

示兩者之間為高度相關。代表學習動機越強烈其學習滿意度越高。本研究學習動機各層

面對學習滿意度各層面呈現高度正相關，但未必能貿然定論有良好的學習動機必定有有

較高的學習滿意度。研究結果和黃亨湧（2004）、陳翰疆（2007）、張永福(2008）、吳廉

章（2008）、林千慧（2008）、謝熹靜（2009）、黃芝泳（2009）、呂冠毅（2010）及林明

山（2011）等研究結果相同。 

表 3 學生對專題製作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積差相關 

層面 
名稱 

 環境 
與設備 

教師 
教學 

學習 
成就 

課程 
安排 

整體學習
滿意度 

學科 
價值 

Pearson 
相關 

.560
**
 .550

**
 .708

**
 .690

**
 .687

**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求知 
興趣 

Pearson 
相關 

.579
**
 .542

**
 .680

**
 .652

**
 .678

**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自我 
效能 

Pearson 
相關 

.558
**
 .517

**
 .668

**
 .636

**
 .657

**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期待 
成功 

Pearson 
相關 

.539
**
 .510

**
 .674

**
 .642

**
 .650

**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整體
學習
動機 

Pearson 
相關 

.639
**
 .609

**
 .785

**
 .755

**
 .767

**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N=718；
**p<.01 

 

八、研究結論 
（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在專題製作抱持正向的學習動機 

經由文獻探討以及因素分析後本研究將學習動機分為「學科價值」、「求知興趣」、「自

我效能」及「期待成功」等四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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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在專題製作的整體學習動機屬於「符

合」。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在專題製作的學習動機，整體的平均得分

為3.67，可知學生對於專題製作的學習動機現況為「符合」，而各層面的平均得分中以學

科價值（M=3.78）得分最高，這與當時實施專題製作課程的目的相符，顯示學生認同專

題製作學科價值的重要性，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而在自我效能(M=3.50）的表現

上雖屬於符合，但平均得分較低，顯示學生比較欠缺自動自發的態度，而導致在自我效

能的層面分數低於其他三個層面。 

（二）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在專題製作上有良好的學習滿意度 

經由文獻探討及因素分析後本研究將學習動機分「環境與設備」、「教師教學」、「學

習成就」、「課程安排」等四個層面。 

    目前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在專題製作的各層面的學習滿意度皆

屬於「滿意」。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在專題製作的學習滿意度，整體

學習滿意度的平均得分達3.62，其中以教師教學（M=3.68），的平均得分最高，顯示學生

對於教師在專題製作的教學方式、內容最為滿意；而在「環境與設備」的學習滿意度最

低，顯示學生對於專題製作的學習環境與設備有更高的期待，相對於對學校現今所規劃

的環境與設備感到較不滿意，也是學校機關需要改善之處。 
（三）不同背景變項之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對專題製作的學習動機有

顯著差異。 

（四）不同背景變項之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電機與電子群學生對專題製作的學習滿意度

有顯著差異。 

 

九、建議 
（一）高中職學校方面：1、改善專題製作實習工場之教學設備與教學環境。2、提供學

生專題製作相關的多元資訊。3、提供足夠的授課時數讓學生完成作品。 

（二）在職教師方面：1、了解學生需求，適時調整授課內容。2、務實導向課程以符合

學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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