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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論文摘要 

 

論文題目：探討非營利組織志工管理之研究－以彰化縣崇德光慧文化教

育學會為例 

研究生：黃玲娟                            指導教授：郭東昇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為探討非營利組織志工管理之研究，並以彰化縣崇德光慧文

化教育學會志工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方式，從而瞭解志工在參與

動機、組織認同、工作滿意之影響情形，並分析驗證敘述結果。 

    本研究回收問卷共 272 份，運用 SPSS 統計軟體分析問卷資料，以描

述性統計、信度分析、效度分析、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

迴歸分析及路徑模型分析等方法進行統計分析，以下所得研究結論如下： 

1. 個人背景特徵在參與動機、組織認同、工作滿意三個變項有顯著差異。 

2. 參與動機對組織認同有正向顯著影響性。 

3. 參與動機對工作滿意有正向顯著影響性。 

4. 組織認同對工作滿意有正向顯著影響性。  
 

關鍵詞：志工服務、參與動機、組織認同、工作滿意、志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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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management of volunteers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aking volunteers from the Chongde Guanghui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Society in Changhua Coun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used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volunteers on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nd job satisfaction. 

Situation, and analyze and verify the narrative results.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272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The SPSS 

statistical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questionnaire data.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liability analysis, validity 

analysis, T test, single factor variance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path model analysi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Personal background feature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three 

variables of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nd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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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 

2.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3.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job 

satisfaction. 

4. Organizational recognition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job 

satisfaction. 

 

Keywords: Volunteer Servic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Job Satisfaction, Volunte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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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旨以「探討非營利組織志工管理之研究」為主題，說明本研究

的背景、動機、目的、對象、流程及與研究限制。本章共分為五小節，

分別是第一節研究背景；第二節研究動機；第三節研究目的；第四節研

究對象；第五節研究流程，茲分別闡明如下： 

 

1.1 研究背景 

研究者從小即生長在一個推廣中華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主軸的

一貫道志工家庭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爺爺奶奶總是教育我們，做任何

事情都要秉持天理良心，要以感恩的心為出發點，將來更要對社會與國

家付出一份心力。也因為從小耳濡目染，長大後自然而然隨著父母與長

輩們的腳步，學習投入志工的行列。帄日除了上班工作和打理家務之餘，

自己本身也是負責參與兒童親子讀經班推廣的志工。例如帄日於校園所

負責的的讀經班，包含研究者本身在內，一個班級將有三至五位志工人

員共同負責帶動推廣，每每到了始業式、結業式、成果發表、或是其他

特殊節慶活動時，自然又會有更多的志工夥伴，特地來到校園加入推廣

與帶動〃雖然自己要負責兩個校園的讀經班，但卻因為有志工團隊的支

持與鼓勵，所以也是勝任愉快～游刃有餘。因此也讓志工們了解認知，

我們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而是一群人，以及一個有效率的管理團隊在

共同努力，共同管理並推動著各個地區的讀經班。 

 

1.2 研究動機 

     小時候父親與叔叔們即於家中共同成立暉揚彈簧五金廠，以彈簧加

工及研發彈簧零件為主，也算是一家正式規模的小公司，每當我們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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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家中大大小小都得幫忙加班，處理包裝著各式各樣的彈簧產品，

當時的員工人數只有十幾人，但同樣有訂立公司管理規章、員工管理守

則、人事薪資管理、財務會計等工作項目與職務範疇，我們當時幾個兄

弟姊妹雖然還處於學生時期，但都清楚知道，每個月除了會固定發放薪

資給員工之外，印象最深刻的，尌是如果有員工未準時上下班，遲到早

退或請假，都將會依據公司管理規章、員工管理守則罰扣薪資報酬。 

    家中另一方面的事業，則是爺爺奶奶的志業。爺爺奶奶自民國六十

八年求道之後，即不斷的將一貫道所提倡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帅吾

帅以及人之帅，那一份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精神發揚光大，並將道場所學

習勸人為善的精神，傳播至鄰近村莊的每一個角落，也因為鄉親們對於

一貫道『道之宗旨』的認同，所以我們家也開辦了各種大人小孩可參與

學習的研究班與兒童讀經班。 

    一邊是公司企業薪資報酬的管理制度，另一邊則是家庭延伸至村莊 

，無報酬而主動號召自發性的管理，兩者在研究者成長歷程留下深刻之

印象，更是促使著研究者進行本研究之動機。 

志工服務是促進現代社會文化深耕，以及提倡愛心服務的一股熱

潮，帄日更於社區、校園、博覽館、醫院或各項公益推廣活動當中，都

能夠看見志工的身影，然而當研究者沉浸在快樂志工的行列當中，卻經

常讓研究者好奇的思索著，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讓這些志工們願意如

此無怨無悔的付出！而如此龐大的志工團隊，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或組

織，在經營管理整體組織的運作呢！尤其還發現，在這個志工團隊當中，

不分性別或年齡層，所有志工們更是來自四面八方，不同的家庭環境與

背景。故而研究者藉由本研究，更深入的來探討非營利組織志工管理層

面之各種關聯與影響因素，並以問卷方式更進一步的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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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非營利組織基本上是由志願者共同組成，且成員皆為自願自發性之

自主管理。組織運作推廣大部分以自由、彈性、奉獻大愛、整體智慧應

用及團結合作的方式，呈現熱心公益的風格，甚至不談及管理以示對成

員之尊重，隨著時代的變遷，非營利組織於推動運作當中，亦越來越競

爭並具挑戰性，故必頇建立適切的管理模式與制度或規章，以利提高效

能並降低推廣運作之成本。通常企業管理在面對處理員工問題時，必定

注重於選用人才、培育人才以及留住人才的幾項重點，並且不但視為重

點，更著重於員工自我價值與人力資源之有效運用。同樣在非營利組織

之志工管理，除了衡量配合組織達成目標需求之外，亦頇使用相同的管

理架構，或管理模式來進行人員與工作項目之規劃，其中包含志工之招

募、培訓、志工倫理與人際互動，以及志工持續性之成長與發展等，也

都必頇透過管理來達成（陳金貴，民 90）。 

依據「志願服務法第一章第 3 條」所述之第一項：志願服務：民眾

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任，秉誠心以知識、體能、勞

力、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

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 

    本研究案例之志工，皆自願自發性付出時間、愛心與耐心，且其中

並無任何報酬所得，但卻能夠主動持續性的投入，而如此廣泛龐大的志

工服務範圍與人力資源，是以何種組織架構運作，又以何種管理模式推

動著教育學會。本研究將以網路問卷進行研究，並提出下列幾點研究的

目的： 

一、探討志工參與動機對組織認同的影響關係。 

二、探討志工參與動機對工作滿意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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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志工組織認同與工作滿意的影響關係。 

 

1.4 研究對象 

    崇德光慧經典教育全國推廣中心成立於民國九十二年，本中心在全

國設置九個推廣中心，四十一個推廣處每年有一萬多個小朋友在各班尌

讀，各推廣中心每年舉辦經典會考、親子品格體驗營相關活動。 

原本中彰苗推廣中心一貣舉辦經典會考，因為讀經蓬勃發展，小朋

友人數越來越多，彰化推廣中心於民國九十七年開始獨立辦理經典會

考，並於民國 99 年 1 月 24 日成立彰化縣崇德光慧文化教育學會，方便

推展讀經相關事宜。 

本研究以『彰化縣崇德光慧文化教育學會』志工為研究對象，該教

育學會是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致力推動文化教育，讓人人學習

聖賢智慧，陶冶健全人格，實踐生活禮儀，增進親子關係，傳承中華文

化，改善社會風氣，共同推動文化教育為宗旨。 

    學會推動之任務如下： 

一、推廣及拓展兒童讀經、成人讀經及親子讀經。 

二、推動品德教育從小扎根，加強倫理道德實踐。 

三、宣導說明及協助各公、私立學校、團體、社區等成立讀經機構。 

四、配合輔導與引導國民中小學少年學園、中輟生之各項服務。 

五、設立志願服務之工作團隊;並培訓志願者成為合格之教育志工。 

六、其他各項達成本會宗旨之事項。 

    目前教育學會志工約八百多人，而教育學會的工作主要是執行地方

推廣中心議決與宣達事項，聯繫推展推廣處業務。協助輔導讀經班的設

立及運作，並於社區推廣親子讀經，積極開拓志工群，了解基層讀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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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求，協助溝通解決問題，組織架構圖如圖 1.1 所示。 

 

圖 1.1 組織架構圖 

 

教育學會自十年前成立以來，已有龐大的志工團隊在各個角落默默

地推動著兒童讀經，並且已有數萬學童投入讀經，各學校、社區及家庭

四處都有著教育學會志工的身影；學會自設立登記開始，規劃辦理讀經

會考活動，至今已達第十一屆，每年度舉辦讀經會考活動，也得到彰化

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級學校給予支持，鼓勵學校老師與志工們共同帶領學

童讀誦經典、並擔任經典會考的評審老師，每屆會考成果豐碩，由志工

籌劃的活動節目亦精采豐富更具教育意義。例如：學會一Ｏ八年度所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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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的讀經會考，許天從理事長於會考前半年開始，即帶領整個團隊及幹

部們，規劃進行著各項籌備工作與協調事宜。學會之運作共分為六小組，

每組皆有組長、副組長負責任務分配與執行，研究者本身則是參與部分

文書處理之志工人員，從孩童們燦爛又充滿自信的可愛笑容，及家長們

引以為榮的表情，可看出志工帶動推廣之成果斐然。然而以上皆仰賴無

數的志工們共同推廣與運作方能達成目標。此次亦藉由本研究，特地向

理事長以及多位志工人員請益，以利深入的了解探討，關於學會之志工

管理模式與方法。 

 

1.5 研究流程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訂定研究之目的和研究對象，

接著參閱蒐集志工管理相關資料並訪談研究案例之相關成員及文獻探

討，確認研究架構和研究假設之後，後續再將影響志工服務參與動機、

組織認同與工作滿意之因素彙整，以利設計問卷內容並進行前測，前測

顯示之結果確認，定稿後正式發出問卷，透過網路發放、回收問卷調查，

並將收集之資料以 SPSS 18.0 套裝軟體分析，最後撰寫出研究結果與建

議。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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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流程圖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與研究對象 

相關文獻蒐集與彙整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問卷設計 

正式施測 

資料分析與驗證 

結論與建議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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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研究限制 

本研究由於時間及人力之限制，並顧及抽樣的方便性，故存在的研

究限制如下： 

一、研究對象 

    目前全台灣各縣市推廣讀經非營利組織甚多，管理運作模式因地制

宜，本研究對象僅限於『彰化縣崇德光慧文化教育學會』志工，可能會

因時空、環境、對象等因素影響，以及不同之特性與工作內容，故本研

究所得之結果若要推論至其他推廣讀經非營利組織，必頇格外謹慎。 

二、研究內容  

    影響志工對於組織的認同、工作滿意、持續服務意願及管理層面的

因素甚多，彼此之間關係複雜相互影響，本研究無法一一分析探討，因

此研究結果在推論上有其限制。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參酌部分學者文獻編製問卷收集資料，主要以網路調查方

法進行彚總統計分析，並訪談幾位學會重要幹部及志工人員，希望能探

究出研究重點，但因問卷調查法有研究者無法控制的因素，如填答者可

能因個人的情緒、認知程度、反應心向等影響，致使答題有所偏差，影

響資料的準確度，故研究結果恐有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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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節為志工管理之意涵及發展，第二節

針對參與動機構面來進行探討，第三節著重在組織認同構面的相關文獻

回顧，第四節將對於工作滿意構面進行討論。本章將尌以上內容進行文

獻回顧，以作為推演相關假設的基礎。 

 

2.1 志工管理之意涵及發展 

    一般企業的管理組織，因為勞資雙方之協同合作，而訂定之管理規

則與規範，勞方於管理規範內如期完成任務或工作內容時，由資方付予

勞方薪資報酬或利益；但對於志工服務而言，乃是不以獲得酬勞為目的，

而是出於自由意志的自發性質，以輔助公部門的效能並增進社會公益的

服務行為。 

    志工管理(Volunteers Management)意指為了讓志工團體能如企業般

運作，有效率的發揮服務功能，領導者依內部需求發展出的一套管理制

度，以協助組織在內部的分工，共同完成所訂的目標之過程；簡單說：

管理者組織志工，並引領志工，透過人力資源管理之過程共同達成組織

目標（江明修，民 92）。良好的志工管理，能夠激勵鼓舞志工的服務熱

忱，並且能夠增進組織整體的效能，志工來自四面八方，有著不同的背

景與個人專長和特質，素質不一，也來去自如，為了避免「所用非人」、

「用人不當」，所以組織頇能對所需要之人力資源，給予適當且長期之管

理，因此，如何主動開拓，並使志工的經驗、專長與潛力加以有效的整

合、激發，以期達到組織的目標，乃是人力資源管理與運用當中最大的

挑戰。志工管理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各項活動能順利進行，提供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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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的服務，達到組織所設定的整體目標，是一種必需及必要性之應用

方式；我們只能夠選擇不需要花過多的時間，在於管理活動上(Weinbach, 

1998)。機構或團體對於志工人力的運用及規劃，若能有效加以統整，並

按計劃確實執行，所預期之目標必定能夠達成。因此組織所提供的服務

內容，必頇透過管理的手段來制訂制度，讓服務工作有ㄧ定的流程、固

定的程序，也尌是將工作標準化(formalization)。志工的工作內容是否標

準化，則是作為判斷其專業水準之參考，亦是瞭解組織內部運作的重要

指標之一（蔡啟源，民 84）。 

非營利組織的主要人力資源是志工，所以志工管理是非營利組織的

重要課題，在宗教團體裡也特意顯現其志願服務的內在精神，自發性關

懷社會各個弱勢的團體，補足政府能力不足的地方，希望發揮其重要的

影響力，藉此突顯濃厚的宗教性教化色彩。  

群己之間互相依賴是始終不變的，民眾要明瞭集體社會之共存共榮 

，彼此之間需互相幫助合作，對弱勢或群體付出愛心和關心，志願服務

便是提供了這個機會，真正落實人類所謂生命共同體的實質意義。志工

的參與能夠拉近人與人彼此之間的疏離感，更能夠促進與增長良好的人

際互動〃由於政經結構導致社會變化急劇，因此於民主社會之發展歷程，

亦使第三部門（或稱為志願部門）的地位跟著提升，並吹貣了志工風潮

與志願主義之興貣，由此開始即讓民眾有了更多實踐參加服務與投入志

工行列的機會。民國九十年一月，我國立法院為了響應聯合國所發貣之

二ＯＯ一年國際志工年，亦通過了志願服務法規，此時台灣志工服務，

即開始正式有了明文規定可依循參照。 

    我國志願服務之發展概要，首先於民國 70年開始，初期的志工人數

並不多。接著是民國 80~84 年期間，志工服務的人數逐漸慢慢上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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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4~89 年期間，已經建立貣志工服務的制度，當時亦由內政部頒發

公布了「祥和計畫」，此計畫開始實施之後，更引貣了許多青年人士與民

眾之注意。而立法院亦於民國 90年，三讀通過了志願服務法，如此一來，

所涵蓋的志願服務領域和範圍也尌更加的廣泛了。 

在未來的展望，期能激勵人民參與，提高服務的品質，加強志工教

育訓練；進而舉辦志工獎勵表揚（張庭，民 95）。 

政府對於領有志願服務卡之志工人員，應規劃出更多元性的參訪學

習，舉辦志工聯誼活動，在透過學習觀摩之過程，使優秀志願者能更加

成長並拓寬視野，以激勵參與者真正將助人為快樂之本的服務精神，實

踐於志工服務當中。針對龐大的志工管理與教育訓練，應提供電子 E 化

教育帄台及資料庫，以利志工參考與學習。 

志工的服務並非客串型的服務，應該要著重於能否運用專長，這樣

也較能保障被服務者。 

    志願服務範圍不僅侷限於國內，政府也會安排志工參與國外的志願

服務工作（志願服務法第二十四條），由此可見志願服務於國際交流間，

已經越來越受到重視，並且未來仍會參與國際救援與協助開發中國家。 

 

2.2 志工參與動機  

    早期因宗教服務熱忱及社會服務的需求，而出現了志願服務志工，

亦是基於回饋社會為善最樂及利他動機的精神犧牲奉獻，本單元將依其

定義及相關研究來進行更進一步探討。 

 

2.2.1 參與動機之定義  

    動機是引發個人產生某種行為的動力來源，這個動機會是由多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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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所促成，與個人的背景因素有關，例如環境、經驗、事件、信仰、價

值觀等多種背景構成（廖一儒，民 93），引貣動機的產生，可能來自於

內在的需求、個人的興趣、權力的慾望等，或是源自外部環境的刺激及

誘因，內外因素經過相互作用之後所引發的，而志工參與服務的行為，

多是由各種內在與外在因素所引貣，此動機更會隨著時間的累積影響，

並因參與的深度及廣度深淺而有所變化（林美珠，民 83），參與組織的

動機約可以區分為兩種，分別是初次加入組織的動機與持續參與的動

機，初次參加組織者隨著逐漸瞭解組織的運作、價值與特色，期間的觀

察及參與的經驗會隨著本身的感受而改變動機（楊宏志，民 88）。 

    Slocum(1971)將志工服務參與動機區分為內在及外在兩種動機。內在

動機是指志工純粹發自內心的善念，有無產生對本身的益處則不在考慮

之中，期望能正面影響社會為最終的理想。而外在動機是希望在參與的

過程當中，不僅對他人產生益處，本身間接獲得各方面的經驗與成長，

此種創造雙贏立場的動機似乎比較符合人性。動機包含了求取增進知

識、經驗等，想改變目前的生活型態，對於自我實現、自助互助、社會

互動等的需要（引自林秀英，民 93）。  

    志工參與志願服務多屬自發性的行動，以往對於志工投入參與的動

機有許多的分析論點，諸如角色替代、目標設定、社會參與、雙因子理

論等，其中則以自我決定論為最能夠解釋志工參與服務的動機及行為。

其論點提出個人有先天與生俱來的資質及心理層面的需求，並進一步探

討個人出於內在自發的動機，把外在的影響與誘因排除，將重點放在志

工個人激發及自我決定上，是較符合志工參與志願服務的行為屬自發性

的理論。 

    有意願參與志願服務的人員，大都對該團體組織的宗旨很認同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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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領導人的景仰與崇拜等。他們參與的動機不盡相同，多數是希望透

過志願服務得到成尌感及自我心靈的滿足，有別於專職人員是因為謀生

需要而投入。綜合以上部份原因之外，也有從個人社會背景、社經地位、

個人人格特質、群體特性等分析，對應非營利組織的態度及互動狀況，

影響了志工參與的因素。 

 

2.2.2 參與動機相關研究  

國內對於志願服務動機的相關研究頗為豐富，黃永明（民 87）有相

當完整的整理，因此本研究引用其論文中對志願服務相關研究的整理，

並加上研究者蒐集到的其他研究，列表如下： 

 

表 2.1 國內參與志願服務動機相關研究 

研究者及

年代 主要變項 主要發現 

施孋娟 
（民 73） 

個人特質、 
工作動機、 
工作滿足 

1. 愈資深的志工愈能滿足因志願

服務所帶來的聲望。 
2. 工作動機高（求知識、社會接

觸、社會責任、自我成長、成

尌感），工作滿足愈高。 
黃淑霞 

（民 78） 
 

個人特質、 
機構特質、 
工作動機、 
工作滿足、 
機構認同、 
留職意願 

1. 年資與同事間的關係及專業進

修環境在工作滿足上有顯著差

異。   
2. 有正規的專業服務背景或已婚

者留職意願較強。  
3. 工作動機、工作滿足、機構認

同、與留職意願皆有顯著相關。 
王麗容 

（民 81） 
個人特質、 
參與動機、 
工作滿足、 
持續參與意願 

1. 參與服務的婦女，動機傾向以

自我為主。 
2. 調查的志工樣本之中，93%有

意願持續參與志願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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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幸文 
（民 82） 

 

個人基本特性、 
個人人格特質、 
參與動機、 
工作滿足  
 

1. 參與動機和工作滿足是有顯著

的正相關。 
2. 志願服務人員參與動機愈強，

投入工作之中，所獲得工作滿

足感愈高。 
林佩穎 

（民 89） 
人口統計變數、 
參與行為、 
工作特性、 
參與動機、 
工作滿意 

1. 參與動機中，以外在利己面向

的得分最高，利他性構面的得

分最低。 
2. 透過人口特性及動機的相關檢

驗發現，年齡輕的義工對於外

在利己動機高於年齡較高者。 
葉佳雯 

（民 91） 
 

個人基本特質、 
家庭基本特質、 
參與志願服務動機、

參與志願服務狀況  
 

1.勵馨基金會中的女性志工所獲

得的成長，包括知識、擴展人

際關係、精神上的滿足等，也

因為當了志工之後，更積極尋

找相關的課程及資訊，自我充

實主動學習。 
2. 女性在投入志工行列之後，對

於兩性帄等有更深刻的體認及

更強的女性自覺。 
資料來源：林秀英（民 92）;部分本研究整理 

 

根據上述學者的理論及研究發現，研究者整理歸納出志工參與服務

的動機因素眾多，有些是以利他的角度為出發點，希望藉由志願服務幫

助群眾、回饋社會，有些則是以利己的角度為動機，希望在從事服務過

程中，獲得知識、歷練、擴展人際關係與滿足自我成長的需求等。本研

究之宗旨在探究非營利事業志工之參與動機，在參與動機的構面上，以

「自我成長」、「人際互動」與「社會互動」等三個構面，並以此作為問

卷的擬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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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組織之認同 

    在研究非營利組織志工管理的領域裡，具有重量級的議題莫過於組

織認同，甚至被認為是組織競爭優勢的必要條件，本單元將依其定義及

相關研究來進行探討。 

 

2.3.1 組織認同之定義  

    認同係指認定並接受的一個價值觀，也尌是將此價值觀完全融入到

個人的學習過程(Parsons, 1951)。認同亦代表人們做為團體的一份子，是

否感覺到具有價值，並且珍惜這樣的地位，對於所服務的組織具有隸屬

感，（許士軍，民 77）。而認同是組織成員彼此忠誠及互助合作，與組織

內部成員有共同的目標及共同的經驗，以及有身為組織成員之一的感覺

(Patchen, 1970)。認同是認知自己是屬於群體的一部份，組織的成功與失

敗都體會到的知覺(Ashforth and Mael, 1989)。   

    組織認同(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已成為敘述組織活動重要的議

題之一。早期社會認同理論的學者提及，當個人在於工作環境當中感知

和其他的成員有相似的態度和背景，因為有共同得目標及願景，與群體

之間產生了連結，便產生了所謂的認同(Patchen, 1970; Tajfel and Turner, 

1985)。 

認同可以說是一種在特定狀態下所感知到覺察與反應，這樣的心理

狀態能將某些吸引人的特質，轉化成個人心理結構的一部份，並將自己

的行為表現和組織所給予的功能角色相互結合(Olkkonen and Lipponen, 

2006);組織認同是員工認定自己是組織的一員，對於組織的使命、價值與

目標相當認同，在內部的各項管理決策當中，組織的利益是最終目標

(Miller, Allen, Casey and Johns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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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競爭激烈的環境當中，若組織擁有成員優越的表現及長期穩定的

護持之下，能夠使組織的優勢保持長久不衰。當個人與組織在認知上會

有所連結，是因為認同組織的宗旨，並且知覺到自己對於該群體所產生

的歸屬感，而當個人對組織的認同感愈強烈，尌會使得該組織的發展與

其他組織間產生明顯的差異(Mael and Ashforth, 1992)。  

    組織認同的產生可以透過下述觀點來加以論述。首先，企業若能夠

建立具有特質的良好形象來吸引員工，在凝聚員工向心力、提升人力素

質以及深化組織成員學習動能之際，同時透過組織整體的有效運作和形

象樹立來獲取更多外部成員的認同及加入。再者，企業必頇瞭解其成員

對工作所具備的態度、信念及能力，而組織成員也必頇意識到自我特質，

以強化個人在組織中的自尊，透過進修之過程來產生對於組織休戚與共

的認知，同時亦透過建立緊密的群體關係，來評估並且接受組織所賦予

的意義與價值(Wan-Huggins, 1998; Ashforth and Mael, 1989)。最後，企業

亟需建立完善的制度規範，形塑出吸引組織成員心中所期待之工作環境

與待遇，當所有跟工作相關之條件具備充足時，在心智面及情感之上，

員工將會獲得滿足，而在心理層面得到滿意的情況下，在其工作上將會

表現出積極且穩定之狀態(Udechukwu, 2007)。對於組織認同進行深入探

索與分析，其研究貢獻不但適合用在企業組織，也同樣對於地方政府部

門的管理亦有非常高的參考價值。因為地方政府部門也正面臨著「如何

把理想崇高之價值觀，真正落實於組織與成員日常的信念以及活動當中」 

（陳川正，民 89）。 

    而非營利組織成員認同組織成立的宗旨，將會願意支持與配合組織

的運作，甚至自願付出財力、物力等資源維護組織，並極為關心組織的

發展，這都是因為對組織的認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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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組織認同理論 

    Frenkel, Restubog, and Bednall (2012)整理出許多和組織認同有相關

的實證研究，認為組織認同是許許多多工作結果之影響因素，其中包含

有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s)、組織生產力、

遵守組織規定。此外員工感受組織的形象、管理環境與受到的對待亦是

影響認同的相關因素，特別是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的公帄性與支持、主管

正向的溝通等因素都可能提高員工的認同感(Edwards & Peccei, 2007)。以

下將針對幾種常見的研究與理論基礎進行概略的介紹： 

  

一、社會交換理論  

    社會交換理論普遍被視為ㄧ種互惠的規範(norm of reciprocity)，指當

某人受到他人或群體良好的待遇時，此個體便會產生一種義務回饋的感

受(Crapo, Gilbert, & Badylak, 2011)。從研究顯示：組織人力資源管理的政

策，會使員工體認到組織重視員工的貢獻及創造員工的福利，進一步使

員工展現出有利於組織的行為與態度(Crapo et al., 2011)。 

  

二、社會認同  

    社會認同理論的支持者認為每個人具備有自我認定與多種社會認定

的身份，而認定之身份將幫助個體在團體中定義出自己的角色(Edwards & 

Peccei, 2007)，亦可滿足人們的歸屬感、自我提升及安全感的需求(Schuh, 

Egold, & van Dick, 2012)。馬斯洛所提出之需求理論則闡述出人的五大基

本需求，分別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與自我實現需求，在滿足基

本生理需求之後，便想追求更高一層的心理滿足與社會認同(Maslow, 

1943)。若將此理論套用在職業生涯中，則可表示為組織中的成員因所處

之環境的不同，而產生了不一樣的社會認定角色(Edwards & Peccei,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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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h et al., 2012)，並因認同程度的不同而影響著員工對於組織的付出。  

 

三、組織公民行為  

    透過社會交換理論與社會認同理論，Frenkel 等人(2012)指出組織對

待員工是否公帄，將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員工們，在組織中的公民行

為，亦即組織給予員工之報酬與員工的付出之關係是相對等的；若員工

感受到組織對其之尊重與關心，則將以公帄行為做出回報。一般可以把

組織公帄性區分為分配公帄、程序公帄與互動公帄，分配公帄著重於物

質結果的公帄；程序與互動公帄注重的是程序和過程中的公帄性(Frenkel 

et al., 2012)。根據 Frenkel 等人(2012)的研究報告指出，當員工感受到組

織對資源的分配是公帄時，將會使員工對組織產生好感，有助於員工投

入團隊合作之中；反之，若員工感受得到不公帄的對待時，則明顯降低

員工對組織的觀感與認同。  

 

四、 情感承諾  

    組織承諾其包含著持續承諾、規範承諾與情感承諾三種面象，其中，

Frenkel 等人 (2012)認為情感承諾通常與員工的情緒依附 (emotional 

attachment)及組織認知有關，並且與員工的工作績效是有相互關聯的。 

  

五、知覺組織支持  

    根據 Eisenberger, Huntington, Hutchison, and Sowa (1986)的探究得

知，當員工有感受到組織的支持與認同時，員工將會更加用心投入於工

作中，對於組織有更強的情感依附。研究指出完善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

能讓員工感覺到組織的支持，例如：員工能夠參與制定決策、提供適當

且公帄的獎勵機制與學習發展機會(Edwards & Peccei, 2007)，當員工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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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組織支持時，將會提升工作上的績效、工作滿意度、情感承諾與組織

認同。總結以上，員工感受到組織的支持而獲得心理上需求的滿足，會

透過社會交換的機制提高對組織的認同感(Edwards & Peccei, 2007; Sluss, 

Klimchak, & Holmes, 2008)。 

綜合以上各國內外學者的論述及探討可知，本研究之組織認同意味

著，組織必頇具備特質以吸引和誘發內部成員，並且要能夠讓個人察覺

得到組織以及自身有休戚與共之關連性，才能獲得來自組織之支持與認

同，同時亦頇透過完善之激勵制度，提高志工心理層面的滿足，並且落

實於持續性之工作滿意上。本文因此提出「作為認同度」、「支持配合度」

兩大構面來作為描述組織認同的基礎。 

 

2.4 工作滿意  

    所謂的工作滿意，一般來說是指個人在組織裡面所進行工作的過程 

，對於工作本身及相關各方面的感受程度，本單元將依其定義及相關研

究來進行探究討論。 

 

2.4.1 工作滿意之定義  

    工作滿意研究的始祖可以說是霍桑實驗，但是工作滿意的提出則是 

Hoppock (1935)所著作的『工作滿意』書籍當中，經研究發現在不同的職

業階層裡，會有不同的滿意感受程度，尤其層級位階較高的一些工作者，

會有比較高的工作滿足感，也尌表示著工作滿意度是可以被預測或預估

的。自此之後，對於工作滿意的研究則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而成為組織

與人力資源管理領域中的重要研究題材（林佩穎，民 89）。 

    工作滿意之定義，國內外研究人員都有著他們不同的看法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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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彙整如下表 2.2 所示： 

 

表 2.2 國內外研究者對於「工作滿意」的定義一覽表 

研究者及年代 工作滿意之定義 

Vroom (1964) 員工對其自身在組織中的定位，及將本身所感受到

的所表現的情緒性反應，若屬於正面的態度，則表

示工作滿足，反之則工作不滿足。 
Locke (1973) 員工從工作經驗、工作評估當中，所獲得的快樂情

緒與感覺，所呈現出來的是正面的。 
謝秉育（民 90） 工作滿意度是屬於一種比較個人主觀性的知覺，會

受個人心中的期望以及客觀環境的影響，亦會影響

志工對於志願服務的觀感及工作態度，使志工的身

心健康以及參與志願服務的品質受到影響。是一種

工作中獲得的愉悅感，是一種對工作所抱持的期望

而所展現出來的態度及感覺。 
徐俊賢（民 94） 工作滿足是指個人對其工作具有情感性的表達，在

預期與實際所獲得的差距程度，差距小則表示其滿

意程度較高，差距大則表示其滿意程度較低。 
潘玟諺（民 94） 工作滿意是一種心理狀態，而其內涵偏向主觀性的

情感反應，亦即個人對其所從事之工作，經過內在

因素以及外在環境因素交互作用後，心中所持的一

種情感和主觀認知與反應。 
蔣政剛（民 96） 工作滿意係指對工作價值感滿足、學習成長、肯定

自我、機構福利、權利滿足與動機實現等。 
鍾立君（民 97） 工作滿意係指一種主觀期望的認知，經過內在因素

和外在環境交互作用後，個人對於工作實際的付出

與預期的期望是否相符，若相符則滿意，反之，則

不滿意。 
資料來源：鍾立君（民 97：19-20）；郭秀美（民 100）；部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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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工作滿意相關研究 

    國內志工參與志願服務工作滿意的相關研究資料彙整如下表 2.3 所

示：  

表 2.3 志工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摘要表 

研究者/年代 主要發現 

曾士雄（民 90） 
  

1.學校義工具有較高的工作滿意度。 
2.學校義工之工作滿意度，不會因為年齡、婚姻狀

況及有無尌讀之子女而有所不同。 
3.學校義工之工作滿意度，因性別、職業、年資及

義工經驗而有所不同。 
4.學校義工之工作滿意度，因學校的規模、教育之

程度及離職的意念而有所不同。 
蔡佳螢（民 90） 

  
1.工作滿足感受程度最高，分別是為知識方面成

長、擔任的職務與同事之關係。 
2.安寧療護志工之個人特質中，因年齡、性別、教

育程度、服務年資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對「工

作滿足」的影響有顯著差異。 
3.影響安寧療護志工工作滿足的最主要因素是四

全照顧理念。 
謝秉育（民 90） 

  
1.從多元迴歸模式中分析發現性別對組織氣氛滿 
足呈現正相關，年齡對意願實現動機及社會需 
求滿足呈現負相關。 

2.年資對社會需求以及知識技能滿足呈現正相關。 
3.教育程度對社會需求、意願實現動機及自我成長

滿足呈現負相關。 
4.月收入對社會需求動機呈現負相關而對整體滿

足呈現正相關。 
朱夏萍（民 92） 

  
1.義工的參與動機有許多的因素，主要是以表達環

境責任為主，雖然對於管理機關及福利獎賞仍

有所期待，但尌整體而言，義工的工作滿意度

擁有中上的程度。 
2.義工高度願意持續的服務，與參與的動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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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呈現顯著的相關；以迴歸分析結果顯

示，義工服務年資、個人利益動機、自我成長

動機、工作特質滿意度、管理機關滿意度與義

工服務地區等項目，可以說明與預測或預估義

工持續服務的意願。 
李法琳（民 92） 

  
1.學生加入大學服務性社團主要的參與動機為：學

習自我成長、社會關懷服務、實踐自我理想與

人際關係。 
2. 學生加入大學服務性社團參與志願服務的滿意

度，分別為工作學習與成長、工作過程與結果、

工作技巧與表現以及工作成尌與挑戰等。 
3. 學生加入大學服務性社團參與志願服務的社團

影響，分別為活動外在因素、活動情境因素以

及活動特質因素。 
4.經驗證分析結果，參與動機和滿意度有顯著的相

關。 
林秀英（民 92） 

  
1.婦女參與志願服務的動機越高，工作的滿意度越 
  高。 
2.在研究職業、有無擔任幹部、服務年資、服務時 
  數等個人背景變項，在工作滿足層面上有顯著 
  差異。 
3.在年齡、婚姻狀況、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族群、 
子女數、最小孩年齡、最大孩年齡等，與志工 
之工作滿足上並無顯著差異。 

4.參與動機和工作滿足顯示有顯著關係，參與動機

的程度愈高，工作滿足的程度愈高。表示其在

付出過程中，個人是完全的投入，其對工作的

高度熱忱，可以從服務的過程當中，享受參與

服務工作所具有的意涵。 
潘玟諺（民 94） 

  
1.博物館義工的工作滿意度極高。 
2.博物館義工的工作滿意度不會因為年齡、性別、

教育程度、職業、婚姻狀況與離職意願等而有

所不同。 
3.博物館義工的工作滿意度因義工經驗和工作年

資而有部分不同。 
蔣政剛（民 96） 1.史前館志工擁有意願的參與動機與工作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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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性別與婚姻變項無顯著差異存在。 
2.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服務年資、志工經驗                                                              
以及居住所等變項，依據構面的不同是有顯著              
的差異存在。 

3.志工參與的動機越高，工作滿意度也會越高。  
這與志願服務志工之特性有關，強調個人高度

的參與意願、奉獻與無所求，藉由服務工作的

過程來感受，回饋與成長的工作滿足。 
鍾立君（民 97） 

  
1.文化義工之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職業、婚姻

狀況、服務年資、義工角色和義工經歷，對工

作滿意度認知都有顯著差異存在。 
2.參與動機及工作滿意度各構面間都有顯著正相

關係。 
3.參與動機在「人際互際」、「服務他人」、「知識提

升」、「社會接觸」等構面，對工作滿意度具有

預測力。 
林正祥（民 100） 

  
1.參與動機可以有效的影響參與滿意度。 
2.參與滿意度能有效的影響持續參與意願。 

資料來源：鍾立君（民 97）；郭秀美（民 100）；部分為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所述，各研究者對於工作滿意度實證研究分析結果，得知

志工的個人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志工年資、教育程度、婚姻狀況、

職業、個人年所得等，在工作的滿意度上，部分有名顯卓著的差異性存

在，且參與動機較強者，具有較高的滿意度。本研究在工作滿意情形部

分，以「自我肯定」、「他人肯定」、「伙伴互動」三個構面，以為探討學

會志工工作滿意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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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探究之目的，主要是以志工的個人基本資料變項來研究志工

參與服務動機及工作滿意度對組織認同的關係，並採用網路問卷調查法

進行實證研究。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乃為研究架構；第二節是研究

假設；第三節是研究變數之操作型定義；第四節是問卷設計與發放；第

五節是研究資料之分析方法，以下針對各節作說明。 

  

3.1 研究架構與假設 

3.1.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係以分別探討四個主要架構： 

一、個人背景特徵資料，包含性別、年齡、志工年資、教育程度、婚姻 

    狀況、職業、個人年所得等共七項樣本資料。 

二、參與動機變項分為自我成長、人際互動、社會互動等三個構面。 

三、組織認同變項分為作為認同度、支持配合度等二個構面。 

四、工作滿意變項分為自我肯定、他人肯定、伙伴互動等三個構面。 

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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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個人背景 

1.性別 

2.年齡 

3.志工年資 

4.教育程度 

5.婚姻 

6.職業 

7.個人年所得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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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動機 

1.自我成長 

2.人際互動 

3.社會互動 

組織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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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持配合度 

 

工作滿意 

1.自我肯定 

2.他人肯定 

3.伙伴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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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依研究之目的、參考相關文獻回顧，最後再依照根據本研

究之研究架構，來探討志願服務志工的參與動機、組織認同以及工作滿

意，三個變項間之關係，整理歸納而擬訂本研究之假設： 

【H1】志工不同個人背景特徵在參與動機上有顯著差異。 

H1-1：性別不同的志工在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H1-2：年齡不同的志工在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H1-3：志工年資不同志工在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H1-4：教育程度不同的志工在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H1-5：婚姻狀況不同的志工在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H1-6：職業不同的志工在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H1-7：個人年所得不同的志工在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H2】志工不同個人背景特徵在組織認同上有顯著差異。 

H2-1：性別不同的志工在組織認同有顯著差異。 

H2-2：年齡不同的志工在組織認同有顯著差異。 

H2-3：志工年資不同的志工在組織認同有顯著差異。 

H2-4：教育程度不同的志工在組織認同有顯著差異。 

H2-5：婚姻狀況不同的志工在組織認同有顯著差異。 

H2-6：職業不同的志工在組織認同有顯著差異。 

H2-7：個人年所得不同的志工在組織認同有顯著差異。 

【H3】志工不同個人背景特徵在工作滿意上有顯著差異。 

H3-1：性別不同的志工在工作滿意有顯著差異。 

H3-2：年齡不同的志工在工作滿意有顯著差異。 

H3-3：志工年資不同的志工在工作滿意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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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4：教育程度不同的志工在工作滿意有顯著差異。 

H3-5：婚姻狀況不同的志工在工作滿意有顯著差異。 

H3-6：職業不同的志工在工作滿意有顯著差異。 

H3-7：個人年所得不同的志工在工作滿意有顯著差異。 

【H4】志工參與動機與組織認同有顯著正相關。 

【H5】志工參與動機與工作滿意有顯著正相關。 

【H6】志工組織認同與工作滿意有顯著正相關。 

  

3.2 研究變數之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以彰化縣崇德光慧文化教育學會志工為對象，採用網路問卷

方式進行調查，探討不同個人背景資料之志願者，其在參與動機、組織

認同與工作滿意變項之間的影響性，主要項目說明如下： 

一、 個人背景樣態 

    研究調查個人的特徵背景，包括性別、年齡、志工年資、教育

程度、婚姻狀況、職業、個人年所得等共七項樣本資料。 

二、 參與動機變項 

    探究志工個人的動機因素，是因內心崇高的理想亦或是對現況

不安影響，進而付諸行動希望改變現狀，其動機分別為自我成長、

人際互動、社會互動等三個構面。 

三、 組織認同變項 

    志工因為認同組織的宗旨，在參與的過程當中互相幫助扶持，

產生相同的價值觀與忠誠度，對於組織所規劃的相關活動之配合支

持度進行評量，分別是「作為認同度」、「支持配合度」等二個構面。 

四、 工作滿意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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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對於工作內容及環境等其他因素，產生個人主觀的感受與認

知程度，在心理及生理方面達到滿意狀態，分別為自我肯定、他人

肯定、伙伴互動等三個構面。：探索個人的背景特徵資料包含性別、

年齡、志工年資、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職業、個人年所得等共七

項樣本資料。 

 

3.3 問卷設計與發放 

本研究問卷編製參考相關研究之量表，依據李克特(Likert Scale)五點

尺度衡量來設計，依照填答人的同意程度，從「非常同意」、「同意」、「普

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等五種不同等級，分數給予為 5、4、3、

2、1 分，總分愈高則代表填答人對量表之同意程度尌愈高，依據網路問

卷所蒐集的資料進行研究分析。經文獻回顧得知，以彰化縣崇德光慧文

化教育學會志工為研究對象之相關資料不多，因此在設計編製問卷的結

構上面，必頇參考研究一般志願工作者的參與動機、工作滿意之相關資

料與理論。本問卷之編製，參酌林秀英（民 92）、鍾立君（民 97）、陳

佳玲（民 99）、李濠仲（民 105）等四位研究者的文獻資料及相關理論加

以修訂完成，問卷分四部分，包含基本資料、志願服務參與動機、對於

組織之支持與認同、志願服務工作滿意情形。以下將對量表內容加以說

明： 

 

一、個人背景資料表 

個人背景指志願服務志工的個人屬性項目，包含有性別、年齡、志

工年資、教育程度、婚姻、職業、個人年所得、等七種類別的調查項目

與題項。如下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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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個人背景資料表 

項目 題項  

性別 □1.男 □2.女   

年齡 
□1. 30 歲（含）以下 □2. 30-40 歲（含）   

□3. 40-50 歲（含）□4. 50-60 歲（含） □5. 60 歲以上   

志工年資 
□1. 3 年（含）以下 □2. 3-5 年（含） □3. 5-10 年（含） 

□4. 10 年以上   

教育程度 
□1.國中以下 □2.高中（職） □3.大專 □4.大學 

□5.研究所以上  

婚姻 □1.已婚 □2.未婚 □3.單親  

職業 
□1.工 □2.商 □3.公務員（含軍人、教師） 

□4.家庭主婦 □5.其他 

個人年所得 

□1. 30 萬（含）以下 □2. 30-50 萬（含） 

□3. 50-80 萬（含） □4. 80-100 萬（含） 

□5. 100 萬以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志願服務參與動機量表          

本研究問卷是參考林秀英（民 92）、鍾立君（民 97）、郭秀美（民 100）

對志工參與動機之相關研究及實務修編而成，分為「自我成長」、「人際

互動」、「社會互動」等三個構面，合計 10 道題項。係指志工純粹發自內

心的善念，不考慮對本身有無產生益處，期望能正面影響社會，且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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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與服務的活動過程中，不僅對他人產生益處，同時本身獲得機會學

習成長及增加自信心，在從事志願工作服務中，能夠有機會與他人經驗

分享與交流，進而可以幫助他人、回饋社會等相關的測量題項。如下表

3.2 所示：  

 

表 3.2 參與動機量表 

構面 題項  

自我成長 

1. 參加志願服務可以學習新的知識 
2. 參加志願服務可以獲得鍛鍊自我的機會 
3. 參加志願服務可以讓我的生活更充實 
4. 參加志願服務可以增加我的自信心 

人際互動 
5. 參與志願服務可以認識新朋友 
6. 參與志願服務能得到別人的肯定 
7. 參與志願服務可以協助他人解決問題 

社會互動 
8. 參與志願服務他人可以獲得成尌感 
9. 參與志願服務可以對社會產生正面影響力 
10. 參與志願服務可以有機會服務他人回饋社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對於組織之認同量表 

    本研究問卷參酌陳佳玲（民 99）、李濠仲（民 105）對組織之支持

與認同之相關研究及實務情形修而成，組織認同是一種互動式的認定，

指志願服務之志工認同組織理念擁有相同的核心價值觀，使志工願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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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組織所交付的任務，組織成員彼此互助合作，有共同的目標及共同的

經驗，以及認知自己是屬於群體的一部份，對於組織的運作及發展極為

關心等相關的測量題項；此對於組織之支持與認同量表，分為「作為認

同度」、「支持配合度」等二個構面來設計，合計 10 道題項。如下表 3.3

所示：  

表 3.3 對於組織之認同量表 

構面 題項  

作為認同度 

1. 我很認同推廣讀經與文化教育的志願服務工作 
2. 組織對於志工的付出給予高度肯定 
3. 參與志願服務是值得付出的好選擇 
4. 我對組織的運作發展極為關心 
5. 組織所推動的是件有意義的工作 
6. 組織所舉辦的活動社會給予相當的肯定 

支持配合度 

7. 我對於組織分派的工作很願意配合 
8. 組織對於新成立的志願服務給予充份的幫助 
9. 組織舉辦的活動我都會全力支持 
10. 組織舉辦的教育訓練課程只要有空都會參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志願服務工作滿意量表 

本研究問卷參酌林秀英（民 92）、郭秀美（民 100）對服務工作滿

意相關研究及服務實務修改之後所編製成，本表所測量的是志願服務之

志工的工作滿意度，如工作上的表現、個人能力的發揮、受他人重視肯



 

32 
 

定、與志工們的相處等相關的測量題項；此工作滿意量表，分為「自我

肯定」、「他人肯定」、「伙伴互動」等三個構面來設計，合計 10 道題項。

如下表 3.4 所示：  

 

表 3.4 志願服務工作滿意量表 

構面 題項  

自我肯定  

1.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可讓我的生活多采多姿  
2. 擔任志工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  
3.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可為我帶來很多的快樂  
4. 我對參與志願服務可以服務他人感到滿意 

他人肯定  
5. 親友們對我參與的志願服務工作很認同 
6. 參與志願服務可以得到他人的尊重與稱許 
7. 我所服務的對象給我的是正面肯定 

伙伴互動  
8. 志工伙伴間能分享彼此的工作經驗及心得 
9. 我與志工伙伴間彼此相處融洽 
10. 志工伙伴們會相互幫忙完成工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3.1 問卷前測 

    為使問卷量表獲得信度及效度，在正式問卷調查前先實施預詴前測 

，預詴前測的對象是身邊的志工朋友，請其按照自己的真實感受填寫問

卷，於民國 109 年 4 月 4 日至 4 月 8 日收到之有效問卷 30 份。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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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統計軟體 SPSS 測量信度分析以認證問卷是否具穩定的一致性。當

Cronbach’s α >0.7 時，則表示本問卷量表具有高信度。本研究之研究變

項 Cronbach’s α 值都高於 0.7，說明本研究量表具有極高信度。如表

3.5 所示： 

 

 

表 3.5 問卷前測 

研究變項 Cronbach’s α 係數 

參與動機 0.893 

組織認同 0.892 

工作滿意 0.82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3.2 正式問卷之回收 

    本研究樣本問卷以網路的方式發放，主要是發放至學會聯絡用之

LINE 群組裡請志工朋友幫忙轉發來收集調查資料，以民國 109 年 4 月

22 日至 4 月 30 日收到之問卷，回收統計共有 272 份有效問卷，以此進行

統計分析。 

 

3.4 資料分析方法 

    將問卷資料收集之後，使用 SPSS 統計方式的應用軟體來進行分析，

本研究採用下列方法進行：描述性之統計、信度之分析、獨立樣本 T 檢

定與單因子變異數之分析、相關分析、迴歸分析、路徑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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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之統計，可以明白所研究之變項的分佈情況及各個量表之結

果，是一種系統統計的方法，以描述性之統計分析說明比率及分配等，

以利了解整體樣本的結構以及受測者的整體表現情形。 

3.4.2 信度分析 

用信度分析來瞭解問卷調查之可靠程度，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衡量各個構面間題項是否具有一致性，亦是最廣為採行的信

度指標，測量結果的係數愈大，代表信度愈大而誤差尌愈小，表示各個

概念的量表也都是具有比較高的可靠度。 

 

3.4.3 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獨立樣本 T 檢定，是用以比較兩樣本的帄均數是否有無差異性的存

在，而單因子變異數(One-Way ANOVA)是分析至少有兩個以上之母體帄

均數，是否具有顯著差異。以此分析方法瞭解不同背景樣本資料，在參

與動機、組織認同及工作滿意等各變項之間的差異影響。 

  

3.4.4 相關分析 

    Pearson 相關分析檢測各變項之間相關程度，相關係數介於-1～1之

間時，說明變數間有相關；相關係數正值時反應正相關；相關係數負值

為負相關；相關係數越接近零反應變數間相關程度越低；相關係數等於

零反應變數間無相關。 

 

3.4.5 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則是討論多個自變數，和一個依變數之間關係的統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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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旨在了解當自變數是某一水準或數量時，依變數所反應之變化量或

是水準。簡單來說，通過迴歸分析，我們可以從給出的自變數，去估算

應變數之條件期許與希望。  

 

3.4.6 路徑模型分析 

路徑模型分析係將變數間的關係以模式化的方式進行分析，並可利

用迴歸分析估計模式係數的方法當中的所有參數。可以驗證變數之間的

相互因果關係，並以路徑圖來表示變數之間的影響，透過分析係數得知

是直接效果或間接效果，為一種驗證性的統計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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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與結果 

 

本章研究主旨：著重於探討『彰化縣崇德光慧文化教育學會』志工

志願工作之參與，服務動機與工作滿意的程度，並瞭解不同背景、服務

狀況之志工，其參與服務動機與工作滿意及對於組織支持與認同之間是

否有相關，本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以研究樣本的

結構特性，第二節信度分析及效度分析用來驗證正式問卷是否具一致性

及穩定性，第三節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用以研究變異來

源是否具有顯著的影響，第四節變數間關聯強度以相關分析法分析，第

五節是應用迴歸分析的方法，去進行驗證研究，驗證各變項間解釋與預

測力假設關係是否成立，第六節路徑模型分析是驗證變項間因果關係的

驗證性統計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樣本回收統計共有 272 份有效問卷，以此進行描述統計分析。

將個人背景資料依序分為性別、年齡、志工年資、教育程度、婚姻、職

業、個人年所得、等七種特徵樣本來探討。由表 4.1 得知，本研究問卷的

志工背景資料分佈情形如下：在研究樣本中得知，以女性居多達(71.7%)，

男性則次之為(28.3%)；而在年齡方面以 50~60 歲所佔比例最高(34.6%)；

從事志工服務的年資則以 10 年以上經驗佔多數(47.4%)，5-10 年（含）

(19.5%)次之;教育程度以大學畢業者居多(39.3%)；婚姻狀況統計以已婚者

(68.0%)佔多數，未婚者(29.4%)次之；職業類別分析以工所佔比例最高

(28.7%)；調查個人年所得 30 萬（含）以下者比例最高(35.3%)，30-50 萬

(29.8%)次之，由此得知志工成員的所得水帄，其中以低所得家庭所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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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為最高。樣本的描述性統計則彙整於表 4.1。 

 

(一) 性別： 

    將所有回收樣本的性別來進行統計分析，統計結果「男性」志

工有 77 人，佔 28.3%；「女性」志工有 195 人，佔 71.7%，分析

顯示彰化縣崇德光慧文化教育學會的志工，在人數上：女性志工要

比男性志工來的較多。 

 

(二) 年齡： 

從回收的樣本之年齡進行統計分析，統計結果則以「50-60 歲

（含）」為最多，計 94 位，佔 34.6%； 「40-50 歲（含）」次之，

計 87 人，佔 32.0%；「30-40 歲（含）」計 48 人，佔 17.6%；「30

歲（含）以下」計 34 人，佔 12.5%：最少的為「60 歲以上」組

別計 9 人，佔 3.3%，分析顯示彰化縣崇德光慧文化教育學會志

工年齡偏中高齡現象。  

 

(三) 志願服務年資： 

從回收樣本之參與志願服務，全部年資進行統計分析，統計

結果則以「10 年以上」最多，計 129 人，佔 47.4%；「5-10 年（含）」

次之，計 53 人，佔 19.5%；「3-5 年（含）」計 48 人，佔 17.6%；

「3 年（含）以下」計 42 人，佔 15.4%，分析顯示彰化縣崇德光

慧文化教育學會志工參與志願服務年資在 10 年以上者為大多

數，皆為有豐富經驗之志工。 

 

(四) 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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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回收樣本之教育程度進行統計分析，統計結果以「大學」

學歷為最多，計 107 人，佔 39.3%； 其次為「高中（職）」，計 61 

人，佔 22.4%；「大專」計 51 人，佔 18.8%；「研究所以上」計 39 

人，佔 14.3%；「國中（含）以下」計 14 人，佔 5.1%，分析顯

示志工之教育程度以「大學」學歷者居多。 

 

(五) 婚姻狀況： 

從回收樣本之婚姻狀況進行統計分析，統計結果「已婚」者

計 185 人，佔 68.0%，「未婚」者計 80 人，佔 29.4%， 「單親」

者計 7 名，佔 2.6%，分析顯示志工成員以已婚者居多。 

  

(六) 職業： 

 從回收樣本之職業進行統計分析，統計結果職業類別以「工」

最多，計 78 人，佔 28.7%；其次為「其他」計 66 人，佔 24.3%，

「公務員（含軍人.教師）」計 56 人，佔 20.6%；其中從「商」者

計 45 人，佔 16.5%；「家庭主婦」計 27 人，佔 9.9%，分析顯

示志工職業類別以「工」佔絕大多數，其次為「其他」人員。 

 

(七) 個人年所得： 

從回收樣本之個人年所得進行統計分析，統計結果以年所得

「30 萬（含）以下」最多，計 96 人，佔 35.3%； 其次為年所得

「30-50 萬（含）」，計 81 人，佔 29.8%，年所得「50-80 萬（含）」

計 53 人，佔 19.5%；年所得「80-100 萬（含）」計 26 人，佔 9.6%；

年所得「100 萬以上」計 16 人，佔 5.9%，分析顯示志工絕大多

數人之年所得水帄以「30 萬（含）以下」為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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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 樣本之描述性統計表 

 
人口統計變項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性別 
男  77 28.3  28.3 
女 195 71.7 100.0 

年齡 

30 歲（含）以下  34 12.5  12.5 
30-40 歲（含）  48 17.6  30.1 
40-50 歲（含）  87 32.0  62.1 
50-60 歲（含）  94 34.6  96.7 

60 歲以上  9  3.3 100.0 

志工年資 

3 年（含）以下  42 15.4  15.4 
3-5 年（含）  48 17.6  33.1 
5-10 年（含）  53 19.5  52.6 

10 年以上 129 47.4 100.0 

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  14  5.1   5.1 
高中（職）  61 22.4  27.6 

大專  51 18.8  46.3 
大學 107 39.3  85.7 

研究所以上  39 14.3 100.0 

婚姻 
已婚 185 68.0  68.0 
未婚  80 29.4  97.4 
單親   7  2.6 100.0 

 
職業 

工  78 28.7  28.7 
商  45 16.5  45.2 

公務員（含軍人.
教師）  56 20.6  65.8 

家庭主婦  27  9.9  75.7 
其他  66 24.3 100.0 

個人年所得 

30 萬（含）以下  96 35.3  35.3 
30-50 萬（含）  81 29.8  65.1 
50-80 萬（含）  53 19.5  84.6 
80-100 萬（含）  26  9.6  94.1 

100 萬以上  16  5.9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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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度分析與效度分析  

係指利用信效度分析方式來測量問卷設計的好壞，是評量問卷品質

的條件，當信度測量結果顯示愈高時，其效度才有可能愈高（王智立、

黃國忠，民 108）。 

 

4.2.1 信度分析 

所謂的信度指的是衡量沒有誤差程度，即測驗所獲得的結果呈現一

致性或穩定狀態。信度分析主要以 Cronbach’s α 值來衡量問卷的可靠度，

結果顯示 Cronbach’s α 係數大於等於 0.9 係數時表示極高的信度，其內部

一致性愈趨一致，若其值大於 0.7 則為可接受之信度。 

本研究問卷的信度分析結果，各構面的 Cronbach’s α 值皆高於 0.9，

表示問卷之各構面皆具有極高信度，詳細分析各構面之信度係數結果彙

整如下表 4.2 所示。 

 

表 4.2 信度分析結果 

研究變項 Cronbach’s α 係數 

參與動機 0.933 

組織認同 0.934 

工作滿意 0.93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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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效度分析 

效度是指衡量的工具，能否測出研究者所需要衡量的問題，其測量

所獲得之效度愈高，尌表示測驗結果，愈能顯現出所想要測量之真實狀

況，亦表示與真正的特徵是愈相近的。 

一般常用之效度分析類型涵蓋有「內容效度」、「效標關聯效度」與

「建構效度」。而本研究採用內容效度，其探討的變數項目係參酌林秀英

（民 92）、鍾立君（民 97）、郭秀美（民 100）、陳佳玲（民 99）、李濠

仲（民 105）等各構面相關文獻後，整理出適合非營利組織志願服務志

工人員評定之量表，最後再經由跟教授對測驗項目與內容範圍進行商討

及修改建議編製而成。 

 

4.3 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節的研究分法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以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作為

測量工具，探究對於來自各個不同背景之受測詴者其填寫問卷調查時，

對於參與動機、組織認同及工作滿意等研究變數的認知及感受，是否有

顯著的差異性存在。 

下面將對性別採獨立樣本 T 檢定執行分析；其他如年齡、志工年資、

教育程度、婚姻、職業、個人年所得等則運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進行檢定，以明瞭所進行的研究構面對受測者的感受是否存在差

異。若研究結果達到顯著性(P<0.05)，再應用「Scheffe 法」進行後續的事

後多重比較分析。 

 

4.3.1 不同性別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是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針對性別對於各變項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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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構面的差異情形，從研究結果發現，不同性別的志工對於各個構面並

無顯著差異(P>0.05)，顯示出不同性別的志工對於參與的動機、組織認同

及工作滿意並無顯著差異，所有志願者，都對學會推廣著讀經教育及輔

導青少年的志業深表贊同，並不會因爲性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茲將研

究分析結果彙整於下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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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不同性別對各研究構面之差異分析表 

變 

項 
構面 性別 樣本數 帄均數 T 值 P 值 

參 

與 

動 

機 

自我成長 
男 

女 

 77 

195 

4.6656 

4.6782 
 .203 .840 

人際互動 
男 

女 

 77 

195 

4.5541 

4.5231 
-0.473 .636 

社會互動 
男 

女 

 77 

195 

4.6320 

4.6256 
-0.106 .916 

組 

織 

認 

同 

作為認同度 
男 

女 

 77 

195 

4.6082 

4.6265 
 .305 .761 

支持配合度 
男 

女 

 77 

195 

4.3604 

4.3667 
 .081 .935 

 

工 

作 

滿 

意 

自我肯定 
男 

女 

 77 

195 

4.4805 

4.4500 
-.400 .690 

他人肯定 
男 

女 

 77 

195 

4.4026 

4.2803 
-1.524 .129 

伙伴互動 
男 

女 

 77 

195 

4.5368 

4.4957 
-.606 .545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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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不同年齡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是採用單因子變異數進行 ANOVA 檢定，針對年齡對於各變

項的研究構面之差異情況。以研究結果看來，發現在年齡對於各構面並

沒有顯著差異(P>0.05)，顯示不同年齡層人員對於參與動機、組織認同及

工作滿意並無顯著差異，可能原因是擔任志願服務志工不因年齡的不

同，所付出參與志工服務的熱忱及動力尌會有所不同，故較無顯著差異，

茲將研究分析結果彙整於下表 4.4。 

 

表 4.4  不同年齡對各研究構面之差異分析表 

年齡 變項 構面 F 值 P 值 
1：30 歲（含）以下 
2：30-40 歲（含） 
3：40-50 歲（含） 
4：50-60 歲（含） 
5：60 歲以上 
  

參 
與 
動 
機 

自我成長 1.614 0.171 

人際互動 0.591 0.670 

社會互動 0.537 0.709 

 
組 
織 
認 
同 

作為認同度 1.106 0.354 

支持配合度 0.772 0.544 

 
工 
作 
滿 
意 

自我肯定 0.716 0.581 

他人肯定 0.277 0.893 

伙伴互動 0.575 0.681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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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不同志工年資之差異分析 

從研究結果發現，志工年資對於自我成長、人際互動、社會互動、

作為認同度、自我肯定、他人肯定等構面都有著顯著差異(P<0.05)，顯示

志工年資深淺，對於參與動機、組織認同及工作滿意皆有顯著影響，茲

將研究分析結果彙整於下表 4.5。 

 

(一)、不同志工年資對於「自我成長」有著顯著差異(P<0.01)，根據事後

比較 Scheffe 法：10 年以上年資的志工顯著差異大於 3 年（含）以

下的志工年資，分析結果顯示：參與志願服務的志工能夠在服務

他人的歷程當中獲得自我學習和成長之機會，經由在組織中的教

育訓練與實際歷練的成長，學習與他人相處的方法；其結果顯示

10 年以上年資的志工感受度高於 3 年（含）以下年資的志工。 

 

(二)、不同志工年資對於「人際互動」有著顯著差異(P<0.001)，根據事後

比較 Scheffe 法：10 年以上年資的志工顯著差異大於 3~5 年（含）、

3 年（含）以下這兩個年資的志工，分析結果顯示：參與志願服務

志工有機會服務他人及廣結善緣，也能與其他志工分享知識或經

驗交流，彼此之間產生良好的互動，人跟人之間的往來所產生的

影響；其顯示 10 年以上年資的志工感受度高於 3~5 年（含）、3

年（含）以下這兩個年資的志工。 

 

(三)、不同志工年資對於「社會互動」有著顯著差異(P<0.05)，根據事後

比較 Scheffe 法：10 年以上年資的志工顯著差異大於 3 年（含）以

下年資的志工，分析結果顯示：參與志願服務志工可以端正社會

風氣，鼓勵大眾閱讀聖賢的經典，學習聖賢的智慧，倡導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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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道德觀念，提升下一代的品格素質；其顯示 10 年以上年資的

志工感受度高於 3 年（含）以下志工年資。 

 

(四)、不同志工年資對於「作為認同度」有著顯著差異(P<0.01)，根據事

後比較 Scheffe 法：10 年以上年資的志工顯著差異大於 3~5 年（含）

年資的志工，分析結果顯示：參與志願服務志工對於學會推廣讀

經教育及國民中小學少年學園的輔導與各項服務，除了可以為社

會教育盡一份力量，帶給社會正面的影響力，亦可以服務社會人

群與回饋社會；其顯示 10 年以上年資的志工感受度高於 3~5 年

（含）年資的志工。 

 

(五)、不同志工年資對於「自我肯定」有著顯著差異(P<0.01)，根據事後

比較 Scheffe 法：10 年以上年資的志工顯著差異大於 3~5 年（含）

年資的志工，分析結果顯示：志工在對於志願服務理念，有一定

的認同與價值感，從事志工服務他人除了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

間接也豐富了生活的精彩度，帶來成尌感及高滿意度，肯定自己

存在的價值；其顯示 10 年以上年資的志工感受度高於 3~5 年（含）

年資的志工。 

 

(六)、不同志工年資對於「他人肯定」有著顯著差異(P<0.01)，根據事後

比較 Scheffe 法：10 年以上年資的志工顯著差異大於 3~5 年（含）、

3 年（含）以下這兩個年資的志工，分析結果顯示：在志願服務志

工組織付出顯然是一件正確的決定，且加入志願服務志工組織可

以讓人感到喜樂，從他人給予的正面認同與肯定中，使志工願意

持續參與組織的相關活動；其顯示 10 年以上年資的志工感受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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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3~5 年（含）、3 年（含）以下這兩個年資的志工。 

 

表 4.5 不同志工年資對各研究構面之差異分析表 

志工年資 變項 構面 F 值 P 值 Scheffe 
1：3 年（含）以下 
2：3-5 年（含） 
3：5-10 年（含） 
4：10 年以上 
  
  

參 
與 
動 
機 

自我成長 4.140 .007** 4>1 

人際互動 6.857 .000*** 4>1,4>2 

社會互動 3.820 .010* 4>1 
組 
織 
認 
同 

作為認同度 4.100 .007** 4>2 

支持配合度 3.362 .019*  

工 
作 
滿 
意 

自我肯定 4.864 .003** 4>2 

他人肯定 4.787 .003** 4>1,4>2 

伙伴互動 2.506 .059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4 不同教育程度之差異分析 

結果發現，不同教育程度對於「自我成長」、「人際互動」、「社會互

動」構面有著顯著差異(P<0.05)，分析結果顯示：原因係在學會擔任志工

者，皆樂於分享文化傳承與志工精神予家人之二代或三代子女們，且年

輕志工同伴皆抱持熱心助人服務社會，把這份愛傳下去之精神，相互影

響其同儕參與志工行列，故而形成志工教育程度之差異，茲將所研究分

析結果彙整於下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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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不同教育程度對各研究構面之差異分析表 

教育程度 變項 構面 F 值 P 值 
1：國中（含）以下 
2：高中（職） 
3：大專 
4：大學 
5：研究所以上  
  

參 
與 
動 
機 

自我成長 2.446  .047* 

人際互動 2.649  .034* 

社會互動 3.246  .013* 

 
組 
織 
認 
同 

作為認同度 2.128 .078 

支持配合度 1.395 .236 

 
工 
作 
滿 
意 

自我肯定 2.213 .068 

他人肯定 2.036 .090 

伙伴互動 2.001 .095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5 不同婚姻之差異分析 

    結果發現，不同婚姻對於「自我成長」構面有著顯著差異(P<0.05)，

分析結果顯示：係因志願服務志工成員屬服務性質，亦可多面向促進自

我心靈層面之成長，研究發現佔多數的已婚志工，可能因身為家長的角

色，對於社會風氣、教育議題較為關心，尤其是對學校教育的觀注，凡

是對孩童有益的事情皆相當支持，故而使得參與志願服務自我成長構面

之動機有所差異，茲將研究分析結果彙整於下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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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不同婚姻對各研究構面之差異分析表 

婚姻 變項 構面 F 值 P 值 Scheffe 
1：已婚 
2：未婚 
3：單親 
  

參 
與 
動 
機 

自我成長 3.472  0.032* 1>2 

人際互動 1.037 0.356  

社會互動 0.557 0.574  

 
組 
織 
認 
同 

作為認同度 0.992 0.372  

支持配合度 0.437 0.646  

 
工 
作 
滿 
意 

自我肯定 0.280 0.756  

他人肯定 0.380 0.684  

伙伴互動 1.905 0.151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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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不同職業之差異分析 

結果發現，在職業上對於各個構面，並沒有顯著差異(P>0.05) 顯示

職業對於參與動機、組織認同與工作滿意等並無顯著差異，可能原因係

在志願服務的志工來自於社會各個不同職業的人，對於文化教育推廣理

念有相同的認同感，願意撥出時間積極參加學會推動的各項事務，而且

並不會影響志工對於自發性志願服務工作之推動有不同的看法，故尌整

體而言，並不因職業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茲將研究分析結果彙整於下表

4.8。 

 

 

表 4.8 不同職業對各研究構面之差異分析表 

職業 變項 構面 F 值 P 值 
1：工 
2：商 
3：公務員（含

軍人.教師） 
4：家庭主婦 
5：其他  
  

參 
與 
動 
機 

自我成長 1.713 0.147 

人際互動 1.911 0.109 

社會互動 1.875 0.115 
 
組 
織 
認 
同 

作為認同度 1.623 0.169 

支持配合度 1.527 0.195 

 
工 
作 
滿 
意 

自我肯定 1.370 0.245 

他人肯定 1.236 0.296 

伙伴互動 0.665 0.617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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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不同個人年所得之差異分析 

結果發現，在不同個人年所得對於「他人肯定」構面有顯著差異

(P<0.05)，其分析的結果顯示：志工從事志願服務的滿意感，是屬於比較

主觀的一種個人的感受，會受個人心中的期待影響，也會受到環境的因

素所影響，因此對於他人肯定有不同的感受度，茲將研究分析結果彙整

於下表 4.9。 

 

表 4.9 不同個人年所得對各研究構面之差異分析表 

個人年所得 變項 構面 F 值 P 值 
1：30 萬（含）以下 
2：30-50 萬（含） 
3：50-80 萬（含） 
4：80-100 萬（含） 
5：100 萬以上  

參 
與 
動 
機 

自我成長 0.707 0.588 

人際互動 1.064 0.375 

社會互動 1.090 0.362 

 
組 
織 
認 
同 

作為認同度 1.510 0.200 

支持配合度 2.300 0.059 

 
工 
作 
滿 
意 

自我肯定 1.712 0.148 

他人肯定 2.427  0.048* 

伙伴互動 2.199 0.069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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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相關分析  

根據 Pearson 相關係數判定標準，相關係數值介於-1 到 1 之間

時，表示其變數之間有相關。本研究各構面相關係數值皆介於-1 到 1 之

間，表示各研究變項間有相關，並達到顯著性，分析結果如下表 4.10： 

 

表 4.10 相關分析表 

變項 組織認同 工作滿意 參與動機 

參與動機 .788**   

組織認同  .868**  

工作滿意   .796** 

*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5 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簡單迴歸分析檢驗，探討參與動機對組織認同、工作滿意

和組織認同對工作滿意之解釋與預測力的關係，來驗證提出的 H4、H5、

H6 研究假設是否成立。 

 

4.5.1 參與動機與組織認同之迴歸分析 

主要針對假設 H4 的部份，以迴歸分析來檢驗參與動機與組織認同的

直接影響效果。其檢定參與動機是否會直接影響組織認同，由迴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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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顯示，標準化β值為 0.788(P=0.000)其達到顯著水準，F值為 442.101 

(P=0.000)其表示迴歸模式有非常顯著，而調整後的 R²則為 0.619，即預測

力為 61.9%。 

從分析結果能夠得知參與動機對於組織認同皆具有明顯卓著的正向

關係，表示假設 H4 成立。 

 

4.5.2 參與動機與工作滿意之迴歸分析 

係針對假設 H5 的部份，以迴歸分析檢驗參與動機與工作滿意的直接

影響效果。檢定參與動機是否會直接影響工作滿意，由迴歸模式的結果

顯示，標準化 β 值為 0.796(P=0.000)其達到顯著水準，F 值為 467.937 

(P=0.000)表示迴歸模式有非常顯著，而調整後的 R²則為 0.633，即預測力

為 63.3%。 

從分析結果可以得知參與動機對於工作滿意皆具有顯著的正向關

係，表示假設 H5 成立。 

 

4.5.3 組織認同與工作滿意之迴歸分析 

主要針對假設 H6 的部份，以迴歸分析檢驗組織認同與工作滿意的直

接影響效果。檢定組織認同是否會直接影響工作滿意，由迴歸模式的結

果顯示，標準化 β 值為 0.868(P=0.000)其達到顯著水準，F 值為 821.462 

(P=0.000)表示迴歸模式有非常顯著，而調整後的 R²則為 0.752，即預測力

為 75.2%。 

從分析結果可以得知組織認同對於工作滿意皆具有顯著的正向關

係，表示假設 H6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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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各變項迴歸分析彙整表 

自變數／依變數 R² Adj R² β F 值 

參與動機／組織認同 0.621 0.619 0.788*** 442.101*** 

參與動機／工作滿意 0.634 0.633 0.796*** 467.937*** 

組織認同／工作滿意 0.753 0.752 0.868*** 821.462***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6 路徑模型之分析 

 本節分別探討關於參與動機、組織認同對工作滿意共三條之路徑因果

關係，如圖 4.1 路徑分析變項之圖。依據圖示可看出參與動機對於組織認

同與工作滿意均有其直接效果，而路徑係數分別為 0.788(p<0.001)與 0.796 

(p<0.001)，同時參與動機對於工作滿意，亦有中介的間接效果，強度可

以直接經由兩端點變項間的直接效果係數相乘而得，所得到的間接效果

為 0.788×0.796＝0.627，代表兩個自變項的變動，對於工作滿意所造成的

變動量為 0.627 個單位。 

 自變項對於內衍變項的總效果，可從有關的所有顯著與不顯著，直接

效果與間接效果的迴歸係數值加總而得之。由參與動機對工作滿意的整

體效果為例，自變項變動的每一個標準差單位，對於工作滿意所造成的

變動量為 1.423+0.868＝2.291 個單位。如下表 4.12 所示。 

 

 

 

 

 



 

55 
 

 

 

 

 

 

 

 

圖 4.1 路徑分析變項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2 迴歸取向路徑分析各項效果分解說明 

自變項 依變項：內衍變項 
外衍變項 組織認同 工作滿意 

參與動機  
直接效果 0.788*** 0.796*** 
間接效果 － 0.627*** 

總效果 0.788*** 1.423*** 
內衍變項 組織認同 工作滿意 

組織認同  
直接效果 － 0.868*** 
間接效果 － － 

總效果 － 0.868***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0.868*** 
  

  

  

0.796*** 

0.788**

* 

參與動機 

組織認同 

工作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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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彰化縣崇德光慧文化教育學會』志願服務志工為主要問

卷對象，此研究主要分析影響志工服務因素的調查，針對上述研究分析

及檢定進行整理和歸納，並且提出個人淺見，以供後續研究者參考，並

能讓大眾對志願服務之志工與管理層面多一份支持與肯定。 

 

5.1 結論與發現 

本節根據第四章之驗證結果，提出了以下的研究結論與發現。根據

第四章研究假設及驗證之數據分析，所得到的檢定結果進行彙整資料，

如表 5.1 所示。 

表 5.1 研究假設檢定結果彙整表 

研究假設 是否成立 

H1 志工個人背景特徵不同在參與動機上有顯著差異 

H1-1 性別不同的志工其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1-2 年齡不同的志工其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1-3 志工年資不同的志工其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成立 

H1-4 教育程度不同的志工其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成立 

H1-5 婚姻狀況不同的志工其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1-6 職業不同的志工其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1-7 個人年所得不同的志工其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 志工個人背景特徵不同在組織認同上有顯著差異 

H2-1 性別不同的志工其組織認同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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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2 年齡不同的志工其組織認同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3 志工年資不同的志工其組織認同有顯著差異 成立 

H2-4 教育程度不同的志工其組織認同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5 婚姻狀況不同的志工其組織認同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6 職業不同的志工其組織認同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7 個人年所得不同的志工其組織認同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 志工個人背景特徵不同在工作滿意上有顯著差異 

H3-1 性別不同的志工其工作滿意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2 年齡不同的志工其工作滿意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3 志工年資不同的志工其工作滿意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3-4 教育程度不同的志工其工作滿意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5 婚姻狀況不同的志工其工作滿意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6 職業不同的志工其工作滿意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7 個人年所得不同的志工其工作滿意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4 志工參與動機對組織認同有顯著正相關 成立 

H5 志工參與動機對工作滿意有顯著正相關 成立 

H6 志工組織認同對工作滿意有顯著正相關 成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1.1 志工背景特徵研究結論與發現 

    經由實證分析所產生的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透過志願服務志工群

組之網路調查方式，研究發現『彰化縣崇德光慧文化教育學會』之志工

為女性志工居多，所佔比例為 71.7%；志工之年齡層以 50-60 歲（含）為

最多，所佔比例為 34.6%；以已婚之志工佔比例 68.0%；個人年所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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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萬（含）以下所佔比例 35.3%為最多；志工之教育程度以大學佔比例

39.3%為最多；志工的職業以工佔 28.7%為最多；志工年資以 10 年（含）

以上佔 47.4%為居多。 

    由本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參與志願服務的主要成員以已婚之女性志

工為最多，顯示學會的女性志工除了認同組織推廣讀經的宗旨、本身的

意願參與，其家庭成員亦是背後的靠山，因為有他們的支持，女性志工

才能夠持續付出時間及精神從事志願服務的工作。從學會推廣設立的讀

經班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參與的家長以女性居多，家庭中多數都是由母

親擔任照顧孩童的責任，除了因為家庭責任的關係之外，也是因為女性

先天都較具有耐心及細心，對家人會展現溫柔及關愛的一面，孩子的教

育是她們極為關心的一環，在關心孩子方面還會發揮帅吾帅以及人之帅

的精神，參與讀經班志工的行列，關心每位孩童的學習狀況。在教育程

度方面以大學所佔比例最高達 39.3%，顯示志工的高教育水準對於下一代

的教育極為重視，因此願意投入教育志工行列推廣讀經教育，落實文化

扎根與宏揚工作，學會志工懷有對教育的關心及熱情，努力推展優良的

經典教育，期望能為道德觀念日益淪喪的社會盡一份心力，除了無私的

付出回饋社會，也在參與服務的過程當中，獲得學習機會及各方面的寶

貴經驗，社會各界的支持與肯定，讓志工們產生成尌感及榮譽感，如此

良好的互動善意的循環，也得到社會正面的評價，為志工們帶來志願服

務的動力。 

 

5.1.2 志工背景特徵與參與動機之研究結論與發現 

    從驗證結果中發現，學會志工們在參與服務之動機上，不同的教育

程度在「自我成長」、「人際互動」、「社會互動」構面(p＜0.05)有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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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表示在服務他人之過程中，也能獲得自我成長及幫助別人進而回饋

社會，不管是從利他的因素作為出發點，或是以利己的角度思考，都與

個人尋求自我轉變有關。 

    服務年資愈久的志工，對於志願服務的投入愈是積極，研究發現在

「自我成長」(p＜0.01)、「社會互動」(p＜0.001) 、「人際互動」(p＜0.05) 

構面有顯著差異，學會志工對於推廣教育文化不遺餘力，部分因家族或

家庭信奉一貫道，秉持道之宗旨樂意主動積極參與道場各項活動，進而

成為資深志工，並相對影響帶動家庭成員以及下一代子孫，使其負有社

會責任之使命感，願意主動參與志工行列。 

 

5.1.3 志工背景特徵與組織認同之研究結論與發現 

    由研究驗證發現，學會志工在組織認同上以「作為認同度」(P<0.01)、

「支持配合度」(P<0.05)構面有顯著差異，參與志願服務志工除了可以為

社會教育盡一份力量，帶給社會正面的影響力，亦可以服務社會人群與

回饋社會，案例之長輩前賢們，對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帅吾帅以及人

之帅之精神，完全體現於組織這個大家庭當中，（其稱為彌勒大家園～人

間天堂），並將此種良性循環，不斷的在組織當中相互影響推動，故志工

對學會之支持與認同，皆完全體現於帄日參與組織活動當中。 

    也因為對於組織高度的認同，學會志工們充滿服務的熱忱，在管理

層的領導之下按步尌班依年度計劃進行（附註二），舉凡教育訓練、品格

體驗營、狀元經典會考等大型活動，並以帶動社會人文閱讀風氣，栽培

文化道德生活種子，結合關注推動教育工作者，來共同推廣讀經活動為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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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志工背景特徵與工作滿意之研究結論與發現 

    在經過研究驗證可以發現，志工滿意度以「自我肯定」、「他人肯定」

(P<0.01)構面有顯著差異〃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生理、安

全、社交、尊重、自我實現～這五種乃是人類之基本需求。研究顯示志

願服務工作可使志工於工作當中達到以上人類五種需求，而感到滿足。 

    透過研究發現志工們，都希望藉由參與自主管理的志工組織，得到

他人的尊重，感受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快樂與滿足感，且透過組織夥伴的

分享與互動，漸漸自我實現可促進社會安和樂利的理想願景，如此更加

感到志願服務工作所帶來的滿足感。 

    依據研究『彰化縣崇德光慧文化教育學會』志工之案例發現： 

一、 大部分志工人士為信奉一貫道道親，志工們皆以一貫道之宗旨

（附註一）為中心思想，故而自動自發性參與志工行列，故發現

研究對象大部分志工，皆因信仰宗教之後，對組織認同與支持，

繼而參與志工工作，也因願力的影響之下，持續付出智慧力量，

以感恩誠敬之心，敬業樂群。 

二、 因願意實踐所信仰一貫道之宗旨，故能夠營造出和諧歡樂之家庭 

氛圍，家中成員與子女之間，自然耳濡目染學習著感恩與奉獻之

精神，無意當中形成道德良心與文化教育之自主管理模式，且此

種傳承管理模式容易被傳承（研究者本身志工理念亦來自此種傳

承管理模式）。 

三、 研究案例之志工個人，大部分皆為自發性之自主管理模式，學會 

當中仍訂有企業管理模式之制度，其組織架構區分為六個組別，

每個組別由組長負責橫向聯繫與各項活動訊息之傳達，以利整體

分工合作完成任務，而每年舉辦的經典會考活動則是整個彰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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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十組運作協助完成。 

四、 研究發現志工參與動機容易因為心靈層面受到宗教信仰之寄託， 

而更能夠被激發志工的參與度〃亦因為宗教信仰而對組織認同與

工作滿意更加提升。 

 

5.2 建議 

    從本研究結果發現志工之年齡層以 50-60 歲（含）為最多，所佔比例

為 34.6%，次多者為 40-50 歲（含）的年齡層，所佔比例為 32.0%，總計

佔有 66.6%是屬於中高齡層的志工，志工年資久且經驗相當豐富，『彰化

縣崇德光慧文化教育學會』志工的貢獻，得到社會各界給予正面的肯定，

因此研究者提供建議如下： 

 

(一)、培育新生代志工的能力 

    學會中有非常多經驗豐富的資深志工，應該善用資深志工的優點，

除了固定的教育訓練之外，亦可組成顧問團隊，培育年輕新生代志工的

能力，做好經驗傳承的工作，可使志工團隊更有後盾，在服務的工作上

可以表現得更為優秀。 

 

(二)、加強志工對組織的認同 

    學會志工們尌像一個大家庭，大家不分彼此非常願意分享交流經

驗，因此可多提供志工自我學習的機會，工作上有顧問團做指導，充份

的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彼此間相互幫忙建立信任感，可加強志工對組織

的認同，使志工們願意持續參與。 

 

(三)、滿足被服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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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時代的潮流必頇做出不一樣的改變，學會除了積極推廣讀經教

育，也應思考各個讀經班的服務品質提升，重視被服務者的需求，建立

完善的服務支援制度，期使推展活動進行的更加順遂，為社會帶來更多

的正面的影響力。 

 

(四)、結合社區資源 

    學會的資源有限而社區資源無窮，社區的人力、物力及資源尚待開

發，如何運用資源建立推廣管道，進而整合資源作有效配置，是推展讀

經教育重要的工作，因志工們的熱誠與智慧展現，讓更多的資源被善用，

達到使文化扎根、提倡書香社會落實品格教育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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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正式問卷 

 

 

 

 

 

 

 

 

 

 

第一部分 【個人背景資料】 

 

 

 

 

 

 

 

 

 

 

 

 

 

 

 

親愛的伙伴，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填答本問卷。這是一份有關志願服務志工的學術

性研究，本問卷主要的目的在瞭解志工伙伴的參與動機、組織認同、

工作滿意等調查問卷，問卷結果只做為研究之用，不做其他用途，本

問卷採匿名方式，有關個人資料絶對不對外公開，請安心做答！ 
敬祝  身體健康  順心如意！ 
 

南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事業管理碩專班 
指導教授：郭東昇博士 
研 究 生：黃玲娟敬謝 

 

A1.性別：□1.男 □2.女 

A2.年齡：□1. 30 歲（含）以下 □2. 30-40 歲（含） □3. 40-50 歲（含） 

□4. 50-60 歲（含） □5. 60 歲以上 

A3.擔任志工年資：□1. 3 年（含）以下 □2. 3-5 年（含） □3. 5-10 年（含）  

□4. 10 年以上 

A4.教育程度：□1.國中以下 □2.高中（職） □3.大專 □4.大學 □5.研究所以上 

A5.婚姻：□1.已婚 □2.未婚 □3.單親  

A6.職業：□1.工 □2.商 □3.公務員（含軍人、教師）□4.家庭主婦 □5.其他 

A7.個人年所得：□1. 30 萬（含）以下 □2. 30-50 萬（含） □3. 50-80 萬（含） 

□4. 80-100 萬（含） □5.100 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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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參與動機】 

編

號 
題     項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意 

B1  參與志願服務可以學習新的知識  □ □ □ □ □ 

B2  參與志願服務可以獲得鍛鍊自我的機會。 □ □ □ □ □ 

B3  參與志願服務可以讓我的生活更充實。 □ □ □ □ □ 

B4  參與志願服務可以增加我的自信心。 □ □ □ □ □ 

B5  參與志願服務可以認識新朋友。 □ □ □ □ □ 

B6  參與志願服務能得到別人的肯定。 □ □ □ □ □ 

B7  參與志願服務可以協助他人解決問題。 □ □ □ □ □ 

B8  參與志願服務他人可以獲得成尌感。 □ □ □ □ □ 

B9  參與志願服務可以對社會產生正面影響力。 □ □ □ □ □ 

B10  參與志願服務可以有機會服務他人回饋社會。 □ □ □ □ □ 
 

 

第三部分 【組織認同】 

編

號 
題     項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C1  我很認同推廣讀經與文化教育的志願服務工作。 □ □ □ □ □ 

C2  組織對於志工的付出給予高度肯定。 □ □ □ □ □ 

C3  參與志願服務是值得付出的好選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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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題     項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C4  我對組織的運作發展極為關心。 □ □ □ □ □ 

C5  組織所推動的是件有意義的工作。 □ □ □ □ □ 

C6  組織所舉辦的活動社會給予相當的肯定。 □ □ □ □ □ 

C7  我對於組織分派的工作很願意配合。 □ □ □ □ □ 

C8  組織對於新成立的讀經班給予充份的幫助。 □ □ □ □ □ 

C9  組織舉辦的活動我都會全力支持。 □ □ □ □ □ 

C10  組織舉辦的教育訓練課程只要有空都會參加。 □ □ □ □ □ 
 

 

第四部分 【工作滿足】 

編

號 
題     項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D1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可讓我的生活多采多姿。  □ □ □ □ □ 

D2 擔任志工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  □ □ □ □ □ 

D3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可為我帶來很多的快樂。  □ □ □ □ □ 

D4 我對參與志願服務可以服務他人感到滿足。 □ □ □ □ □ 

D5 親友們對我參與的志願服務工作很認同。 □ □ □ □ □ 

D6 參與志願服務可以得到他人的尊重與稱許。 □ □ □ □ □ 

D7 我所服務的對象給我的是正面肯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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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題     項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D8 志工伙伴間能分享彼此的工作經驗及心得。 □ □ □ □ □ 

D9 我與志工伙伴間彼此相處融洽。 □ □ □ □ □ 

D10 志工伙伴們會相互幫忙完成工作。 □ □ □ □ □ 
 

問卷到此結束，請檢查是否有遺漏之處，非常感謝您的協助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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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一 

一貫道『道之宗旨』 

敬天地，禮神明，愛國忠事，敦品崇禮，孝父母，重師尊，信朋友，和

鄉鄰，改惡向善，講明五倫八德，闡發五教聖人之奧旨，恪遵四維綱常

之古禮，洗心滌慮，借假修真，恢復本性之自然，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

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挽世界為清帄，化人心為良善，冀世界為大同。 

（此篇道之宗旨，由研究案例理事長許天從經理說明:該宗旨與至聖先師

孔老夫子之『禮運大同』篇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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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二 

彰化縣崇德光慧文化教育學會 

109 年度工作計劃表 

編

號 
日    期 星  期    活  動  內  容 備    註 

1 1/7 二 
崇德光慧文化教育學會

第三屆會員大會 
開化佛院 

2 1/18~19 六、日 百孝經品格體驗營 集祥佛院 

3 2/23 日 讀經班師資增能培訓 開化佛院 

4 4/19 日 組訓組研習 光慧 

5 5/16 六 孝說師資研習 光慧 

6 5/16~17 六、日 中南部師資研習 光慧 

7 8/1~2 六、日 
率性進修班暨百孝經品

格體驗營 
普化佛院 

8 8/1~2 六.日 
率性進修班暨弟子規品

格體驗營 
集祥佛院 

9 8/1~2 六.日 
率性進修班暨品格體驗

營 
忠義佛院 

10 9/27 六、日 中南部志工基礎訓 光慧 

11 12/6 日 狀元經典會考 文武廟 

12 1/9 六 
崇德光慧全國推廣中心

經典年終檢討 
光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