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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彰化縣市醫院和衛生(局)所397位女性保健志工為研究對象，探討女性保健志工人口統計變項、

服務行為及其人格特質、組織承諾與神馳經驗間的關係。資料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Pearson相關分析。茲將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一、基本資料方面：受試者特徵為已婚、家庭主婦、高中(職)、道教、子女

數三人、平均年齡44.47歲；平均服務年資3.38年、服務機構數1個、每月平均服務時數18.71小時、主要動機為「獲得自我

成長」、對教育訓練多數表示「滿意」。 二、假設驗證發現： 1.年齡與神馳經驗中「服務即目的」、「專注力」、「忘我

」及組織承諾之「留任承諾」、「目標與價值承諾」等因素呈顯著負相關。 2.「已婚」者在神馳經驗之「服務即目的」、

「專注力」因素體驗上較「未婚」者高。 3.參與動機為「獲得自我成長」者，在「努力承諾」的程度上較「做好事積陰德

」者高。 4.服務機構數、教育訓練滿意度與神馳經驗、組織承諾均存在顯著正相關。 5.愈傾向A型人格者，其神馳經驗中

「肯定自我效能」、「勝任感」的體驗也愈高；愈傾向B型人格者，其「留任承諾」、「努力承諾」的承諾程度也愈高。

6.神馳經驗中之「肯定自我效能」、「服務即目的」、「專注力」、「忘我」、「勝任感」等因素與組織承諾之「價值承

諾」、「努力承諾」因素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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