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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政府?了達到知識經濟國家的目標，推動政府各部門運用電子化學習，透過電子化學習來增

加政府部門員工知識與技能，培養更多的人力。學習者需將所學有效實際運用於工作崗位上，否則很難達到有效訓練的目

標，因此，教育訓練的訓練遷移就非常重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個人背景變項、學習者特質與工作環境對於e化訓練遷移

成效有何影響。研究抽樣地區為台北縣市公務行政機關，且實際參與電子化學習的員工。總計發放320份，回收278份，有

效問卷共計221份，有效問卷佔79.4﹪。以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多元逐步迴歸分析來進行樣本分析。 本研

究分析實證結果如下： 1.個人背景變項中，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工作年資，只有「性別」對e化訓練遷移成效有

顯著差異，且男性優於女性。 2.學習者特質之「學習動機」、「學習能力」、「內外控人格」與e化訓練遷移成效皆有顯

著影響。其中以學習能力對e化訓練遷移成效解釋力最佳。 3.工作環境之「上司支持」、「同僚支持」、「使用機會」與e

化訓練遷移成效皆有顯著影響。其中以使用機會對e化訓練遷移成效解釋力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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