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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主旨擬從公務生涯發展之觀點探討公務人員之終身學習，以詮釋性現象學的觀念探討他們的生活世界與生活經驗，分

析公務人員所接觸的人、事、物了解內心世界所展現的真實意義。本研究係採「半結構訪談法」作為研究方法，蒐集九位

雲林地區的基層公務人員對於公務生涯經驗訪談的文本資料，以「主題分析法」進行文本分析。 本研究以主題分析為基礎

，對於公務人員提出五個共同主題，詮釋了九位受訪者的生活經驗及其內心深處的想法。這五個共同主題分別為：(一)承

擔再重也要堅持到底；(二)身在公門好修行；(三)做事中學習，學習中成長；(四)升遷機會隨緣不強求；(五) 展開生涯的另一

扇門。 依研究結果，提出對公務人員及政府機關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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