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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企業導入生命教育的實務運作，並衡量其對員工所產生的影響；包括探討企業員工個人屬性對生命教育

的學習情形、生命態度與職場靈性的影響。 本研究以C公司為研究個案，探討員工參與「2009年生命教育共識營」的員工

學習情形、生命態度與職場靈性間關係。資料蒐集採取訪談法與問卷調查法，針對C公司人資部門主管進行訪談，於共識

營前掌握「組織導入生命教育的理念，以及該年度的活動設計」；問卷設計階段，與個案公司人資主管討論問卷題項的修

改與增刪；最後，針對C公司所有參與共識營的主管與員工，於兩天一夜共識營後進行問卷發放與回收。 本研究得到以下

結論:首先，個案公司員工在共識營中了解到什麼是「生命中根本而重要的事」和「獲得的最大收穫」。其次，員工個人屬

性中，職位、悅讀會資歷和參與共識營次數等會正向影響生命態度與職場靈性；第三，員工參與生命教育共識營的學習情

形愈高，顯著影響員工生命態度與職場靈性愈高；另外，本研究也認為企業導入生命教育時，除了進行學習情形衡量之外

，亦可以生命態度與職場靈性做為長期衡量生命教育成效的指標。最後，本研究發現生命態度對職場靈性有顯著相關，其

中生命態度各分項構面與職場靈性中「內在生命」有較顯著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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