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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校教育訓練後之學習滿意度、學習成效及工作績效與輪調式建教學生個人特性之關係。本研究方法使用

問卷調查法，以個案學校97學年度全體建教學生共448名為施測對象，共發出448份問卷，實際回收437份，有效問卷為425

份，可用率為94.87 %。使用的統計方法包括：平均數、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分析、LSD事後比較法、皮爾森積差

相關法、強迫進入迴歸法等。經分析結果，獲得主要結論如下述：一、建教合作學生的「整體學習滿意度」傾向於「滿意

」。「整體學習成效」及「整體工作績效」傾向於「同意」。二、學習滿意度、學習成效與工作績效呈現顯著正相關。三

、個人特性對「學習滿意度」、「學習成效」、「工作績效」中的部份項目有影響，存在顯著差異。四、學習滿意度：「

同學相處情況」、「師長相處情況」、「增進待人處事能力」與工作績效存在互為因果關係；學習成效：「實作技術能力

」、「待人處事能力」、「減少工作上的錯誤」、「習得技能可運用於實際工作上」、「整體職場工作能力」與工作績效

存在互為因果關係。

關鍵詞 : 輪調式建教合作教育、個人特性、學習滿意度、學習成效、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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