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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餐飲管理科建教合作生成就動機、工作滿足、社會支持與工作適應之關係。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問卷調查

方式。研究對象為彰化、雲林、嘉義之三所高職餐飲管理科建教合作生，發放350份問卷，共獲得有效問卷286份。 研究結

果顯示： 一、餐飲管理科建教合作生的成就動機為中上以上程度，餐飲管理科建教合作生性別、年級、家庭狀況、不同父

母學歷皆對成就動機有顯著差異。二、餐飲管理科建教合作生的工作滿足為中上以上程度，餐飲管理科建教合作生性別、

年級、家庭狀況，對「工作滿足」有顯著差異。三、餐飲管理科建教合作生的社會支持為中上程度，餐飲管理科建教合作

生年級、實習單位、更換實習次數對「社會支持」有顯著差異。四、餐飲管理科建教合作生的工作適應屬於中上程度，整

體適應良好，研究發現餐飲管理科建教合作生之年級對工作適應有顯著差異，成就動機、工作滿足、社會支持皆對於工作

適應正向相關影響，其中以工作滿足-內在滿足層面對於工作適應影響程度最高。 最後，依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

供建教公司、學校單位及未來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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