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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陸軍基層單位基地訓練為單位年度內最重要之任務，訓練成效 之優與劣關係單位及其上級單位之整體評核。而其從預備進

入基地 及完成基地訓練期間，各項訓練的成果絕非ㄧ人或少數人可影響或 決定的，而是單位內每位成員共同努力的成果

。繁重之測驗只有每 個人能自動自發才得以勝任。 如何喚起發自內心的意願？為甚麼同樣資質的人員在同樣的 訓練下會

有不同的成果？而甚麼樣的環境會使人較願意付出？這 是每個進訓基層單位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必須去執行的工作重 

點。本研究以此為出發點探討如何使部隊面對訓練任務時能有效的 掌握達成任務的方法。 本研究之目的是探討進訓基層

單位組織氣候、工作特性、內外 控人格、自我效能與工作績效之關係研究，係採用問卷調查法，並 以陸軍北測中心進訓

單位為研究對象，共發出380份問卷，回收364 份，扣除無效問卷44份，有效問卷320份，有效回收率為84.2%。 在本研究

中是採取SPSS統計視窗軟體作為統計分析的工具，針 對樣本資料做了如下的分析方法：信度分析、描述性統計、T檢定 

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事後多重比較、皮爾森相關分析、集群 分析及迴歸分析等方法。 本研究經實證研究後，研究

發現如下： ㄧ、進訓基層單位之組織氣候及獎酬、人情子構面與自我效能的關 係為正相關。 二、進訓基層單位之工作特

性及各子構面與自我效能的關係為正相關。 三、進訓基層單位成員之內控人格與自我效能的關係為正相關。 四、進訓基

層單位成員之自我效能與工作績效的關係為正相關。

關鍵詞 : 組織氣候、工作特性、內外控人格、自我效能、工作績效、進訓基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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