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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激勵因子是否影響高職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行為，以如何促使學生獲得較佳的學習效能。因此，本研究

首先以質的研究方法，使用焦點座談法先探索變項間的關係與內容，藉此資料配合文獻探討所得，修正研究架構，並做為

後續問卷調查法工具設計之依據，以進行研究假設的檢定。 所得之結果發現，由結構方程式的驗證中，確定激勵因子確實

會對學習動機、學習行為與學習效能造成影響，尤其是對於學習動機的解釋能力最強，而學習動機則是影響學習行為的主

因，學習動機與學習行為對於學習效能則具有強烈的解釋能力。由此可見本研究的架構可充份顯示出對於學生的激勵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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