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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目的係以成人學習動機理論為基礎並考量經營管理之觀點，發展社區大學課程之成功關鍵因素，並建構一個適合

社區大學課程選擇之架構。根據過去相關成人教育文獻，本研究發現大部份都偏重於學員之學習滿意度之相關議題，對於

評估社區大學開課之成功關鍵因素之議題仍為不足，也缺乏一個完整性的評量架構。 因此，本研究建構一個實證案例，驗

證所提出之課程選擇架構之可行性，並提供業者完整之開課建議因素。本研究之架構，包括五個構面：(1)學員興趣(2)職業

進展(3)環境設備(4)行政效率(5)教學品質等構面，針對某社區大學，進行學員之問卷資料收集，並利用AHP方法進行分析評

估最佳之開課因素。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學品質構面對於開課成功之影響權重數最高，第二為學員興趣構面，接著為

行政效率構面。本文針對該研究結果代表之涵意有進一步討論。 關鍵詞：社區大學、成人學習動機理論、經營管理

、AHP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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