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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由於醫療環境快速變遷，大眾對專業的需求及醫療服務品質之要求也提昇許多，再再都使醫院的經營面臨更多挑戰

，而醫院之醫護主管除擔任最新醫療科技及專業知識、教育、研發之引導者，更需對所屬持恆加強各項醫療服務品質之指

導、宣教及要求，其工作不但辛苦，且為高工作壓力的一群。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軍醫院醫護主管內部學習與工作壓力及人

格特質對工作績效之影響，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並以三軍總醫院醫護主管為對象，共發出394份問卷，回收332份，剔除

無效問卷17份，有效問卷計315份。本研究計分五個假設，使用統計方法有信度與因素分析、敘述統計分析、相關性分析

及迴歸分析。 本研究發現推行內部學習制度，整體來說對於工作績效具有正面影響，而組織成員的內外控人格傾向對於內

部學習的推動及成效並無相關性存在，但給予醫護主管適度的工作壓力會提高內部學習效果；而不當的工作壓力則會降低

內部學習效果。另本研究依據上述結論，分別對醫院管理者、醫護主管個人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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