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容創業者參與終身學習相關因素之研究-以中小型美容業為例=a study on related factors
affecting bearty businesses owners to

王淑真、韓必霽

E-mail: 9022044@mail.dyu.edu.tw

摘 要

中文摘要 本研究針對中部地區十三家中小型美容業之美容創業者進行質性研究，以其參與大專院校之終身學習的影響作一

深入探討。獲得以下的結果： 一、重回校園進修者均已屆中高年齡，以「感恩的心」參與學習 二、參與動機：（一）職

業取向與學習取向並存的動機傾向；（二）內外在動機或數種動機同時並存；（三）偏向高學歷、外來刺激與期望、自我

實現等三類參與動機。 三、影響參與意願：（一）來自於個體的自主性與洞察力；（二）為重要他人的支持；（三）為課

程、交通與同儕互動的人際關係。 四、單身者偏好「專任教師工作」，重視「高學歷」的附加價值；已婚者偏好「穩定收

入」與「強調尊重」。 五、終身學習的影響：年齡與視力問題、子女教養與同儕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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