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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社團參與及就業力關係之探討-以朝陽科技大學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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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大學校院學生參與社團之學習經驗及涉入程度與未來就業力之關係。以

朝陽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參與非自治性屬性之社團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採便利抽樣

方式發放問卷共 480 份，有效為 451 份。所得資料經描述性統計、獨立樣本 t 檢定、單因子

變異數分析及迴歸等統計分析後得如下結果：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學生參與社團之涉入程度與

學習經驗具有顯著之差異，而大學生在社團涉入的程度愈高則有助於增進社團學習經驗，進

而正向影響未來就業之競爭力。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提供相關教育單位及

我國政府作為後續大學校院學生社團經營策略之參考。 

 
關鍵詞：課指組、社團參與、社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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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olvement of College 
Clubs and Employability for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h-Wei Lin1  Tsung - Hsuan Hsiao2  Yi-Chiao Tse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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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student’s involvement,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future employment of campus organizations university student clubs. The 

research objects were the students of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ho participated in college 

clubs, aside from self-governing ones, via convenience sampling. A total of 480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and 451 shares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The method of data analysis used in this 

paper included descriptive statistic, independent t-test, one-way ANOVA, and multiple simultaneous 

regression analysis. Af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The relevance between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ollege club invol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significantly differed from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ersonal background. The learning experiences of participators could be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the involvement and the employability of participators could be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the involvement and the learning experiences. Based on the results, this research would 

provide practical practices and recommendations as references to the campus organizations managers 

to develop future management strategies. 

 

Key word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section, Participation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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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社團參與及就業力關係之探討-以朝陽科技大學為例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幾年來台灣的經濟成長率不斷下滑，加上少子化趨勢導致年輕學子就學意願低落，不

僅高中職升學率大幅度下降外，另從各大專校院的研究所報考人數僅剩個位數可知，大部份

學生畢業後即想立即投入就業市場，以因應目前嚴苛的生活環境之挑戰，而此現象已嚴重衝

擊台灣大學校院教育生態，各大學紛紛調整科系結構、核心能力主軸，強調培育學生未來就

業之競爭力，以吸引學生就讀。因此人才整體培育及運用規劃已成為我國近年來政策推動的

主要理念，以提升大學畢業生就業能力，並期望學生畢業後能順利與職場接軌，及適應經濟

與全球化的挑戰。相關研究亦指出，大學生在校學習時即應規劃就業前的準備工作，包含職

業興趣探索、職業價值觀與就業態度、職涯規劃、職場趨勢和參與提升就業力與認知等相關

課程學程，才能緩和從學校至全職就業間之轉銜落差（丁玉珍，2009；謝秀芳，2009）。而曾

建元（2000）的研究則明確指出大學社團讓學生規劃活動具備了人的主體性與創造性，具有

強化及補足大學教育課程的功能。梁暉昌（2002）認為在現今大學教育的生活過程中，學業

已不再是唯一注目的焦點，社團活動也因提供了相異於學業的學習目標而漸漸被提昇至與學

業並重的地位。換言之，強化了學生在課業學習以外的能力。石振弘（2005）的研究中亦指

出，在一份針對台灣的一千大企業人力資源主管調查顯示，有 87.43%的企業認為「實務經驗」

有助於增加競爭力，35.34%的企業認為「豐富的社團經驗」對於面試有加分的效果。由此可

知，大學生參與社團之學習將有助於提升其未來就業之競爭力。 

目前大學校院之學生社團發展迅速，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多元化的社團內容將提供大學

生在學校教育體制以外更多的學習機會。而教育部早在 1989 年即提出有關大學校院學生社團

活動的相關規範，當中即明白表示學生社團活動為學校整體教育重要的一環，如何促進學校

社團的輔導與健全發展，並提升學生參與學校活動的動機與品質，是落實高等教育全人發展

理念的重要途徑。社團為大學教育的重要環節之一，教育部（1998）對學生社團的定義為「大

專青年基於個人主體興趣與需要相同的結合，是學校內部學生活動的組織，也是超越班級科

系界線的團體」。楊極東（1988）則指出社團是學生運用正式課程以外的時間，實施休閒教育，

讓學生有課餘的消遣，並發展個性、群性及知性、特長與助長學生適應現實社會生活環境的

一種活動。大學社團由學生自主性的經營運作與參與，更接近職場的社會化模式，學習到的

不僅僅是人際的溝通方式、領導能力、組織經營以及自律能力。另外朱偉競（2000）則定義

社團是具有共同志趣的一群人，每個人以自由方式加入或退出，在所屬環境中有一定領域，

經由組織的自治及組織文化而能以民主方式自我傳承；依法定程序向政府取得立案，擁有法

人資格者。 

在近期的研究亦發現學生藉由參與學生社團活動是獲得課本以外的知識與技能及自我能

力的提升，能培養良好的人格特質，正向樹立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柴在屏，2006）。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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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鳳嬌（1996）研究指出，大學生參與社團將有助於增加「協調與溝通的能力」、「個人觀念

的調適與重建」、「個人能力與興趣的認知」、「規劃能力與工作方法的學習」、「領導與合作能

力的培養」等學習經驗，這些社團學習經驗是為未來適應職場的重要指標，更是知識經濟上

必需的重要能力。Barr 與McNeilly (2002)經由質性訪談發現，人才招募者相信社團經驗有助

於課堂中無法習得之技能（如領導能力、團隊合作能力、管理能力等），因此在條件相同的情

況下，偏好採用具有社團經驗或是曾擔任社團重要幹部或具社團負責人的應徵者。此外，擔

任社團重要幹部或負責人的經驗也可預測未來工作時的工作績效（Gandy, Dye, & MacLane, 

1994）。社團涉入對於內外部生涯規劃具有正面影響，研究發現具有社團豐富經驗的應徵者

較容易獲得好的工作機會（Campion, 1978）。Boone、Kurtz、與 Fleenor (1988)發現經理人在

求學期間涉入社團的程度遠較其他學生高。如此可見，大學生參與學生社團後所獲得的各種

學習經驗將有助於增進未來就業時不可或缺的能力。而社團各種學習經驗的豐富程度亦須仰

賴學生在社團學習中的涉入程度，當投入的時間或精神愈多時，將有助於增進社團中的學習

經驗。林清江（1990）的研究中認為學生在社團經驗中可學習到課堂上所缺乏的群體生活經

驗，以扮演各種多元的社會角色在模擬社會的生活樣態，這是學生社會化過程的重要場合，

為學生未來進入社會生活提供了過渡性的絕佳演練機會。曾建元（2000）認為社團經驗亦為

利用課餘時間，依據個人需求與興趣所參與各種性質不同的學生社團組織時，所獲得之學習

經驗，可視為一種群育教育，學生可在其中學習到課堂上所缺乏的群體生活經驗。傅木龍

（2000）指出學生經由參與社團，可以擴展知識、培養群性及發展興趣，且習得人民素養與

磨練領導才能。因此，當學生不斷的投入大量時間及精力於社團經營時，即涉入較高之程度

時，將能獲得較多的社團經驗。 

Zaichkowsky (1985)對涉入的定義是個人對於本身基本的需求、興趣以及價值觀等，而對

某一事物所感受到攸關程度的深與淺。而陳文銓（2005）指出涉入為個人在某些特定情境下，

對於事物與訊息的刺激，所感受到對其自身的攸關性及引起興趣的程度。涉入應視為活動對

個人的意義或情感的聯繫，並且應該以心理因素的指標來定義涉入程度（McIntyre,1989）。

Pascarella 與Terenzini (2005)研究發現，學生學習成果和學生在學校中從事什麼活動有關，也

就是說學生愈投入校園活動，越能提升其學習成果，因此大學生在社團涉入的情形愈高時，

即從事社團活動規劃、安排、執行、參與愈多時，則獲得的學習成效將愈高，Stearns 與 Glennie 

(2010)研究發現，學校社團活動越多，學生參與度也會越高；學校提供越多參與社團的機會，

對於學生的學習成就亦有正向的發展。 

Saterfiel 與 Mclarty(1995)認為就業力係指使個人可以獲得工作並持續保有工作的技能，

其包含工作的態度與習慣以及功能性的學科技能。Harvey, Locke, and Morey (2002)則定義就

業力為個人在經過學習過後，能具備獲得工作、保有工作和做好工作的能力。陳美菁、陳建

勝和李姵築（2009）將就業力定義為對於個人而言是獲得工作、維持工作與發展技能，並包

含工作的態度、習慣與功能性的學科技能。Outin (1990)則指出就業力包括「個人才能」、「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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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技能」、「市場環境」、「政府與雇主的職場訓練」四個因素。青輔會（2006）在研究報告中

也根據畢業生與雇主資料進行實證分析調查結果，認為核心就業力可分成「工作態度與合作

能力」、「職涯規劃與學習進取」、「專業知識運用能力」三個類別。就業力關注個人未來的長

期發展，透過不斷學習獲得知識進而轉化為經驗，提升謀職競爭力，以利就業。 

近年來關於大學社團參與及未來就業力相關研究並不多，且較少針對不同屬性的社團或

是大學校院社團進行有關社團涉入、學習經驗與就業力之研究，對於探討三者相互間是否存

在影響關係也無相關之研究，故本研究將進行大學校院學生社團涉入程度、學習經驗及就業

力關聯性之探討。另由於大部份系學會或學生會等自治性社團之成員，為全系或全校之學生，

多數僅以參加社團所辦理之活動，較無實際在社團內學習組織運作及規劃辦理相關活動，因

此類屬性之社團成員人數眾多，為避免干擾研究結果，本研究將以大學校院參與學校非自治

性屬性之社團學生為對象，希望藉此研究瞭解大學學生社團參與情形，並驗證學生參與社團

學習之經驗對未來就業的軟實力及硬技能之影響，期能有助於政府及各大學校院參考依據，

以推動國內學生社團活動之辦理及經營。 
 

二、研究目的 

(一) 瞭解大學校院學生社團涉入、社團學習經驗及就業力之現況。 

(二) 探討大學校院學生不同背景變項在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之差異情形。 

(三) 探討大學校院學生社團涉入及社團學習經驗對就業力之影響情形。 
 

三、名詞解釋 

(一) 學生社團 

本研究將學生社團定義為由一群基於相同興趣或理念的大學生，利用課餘或閒暇時間，

依照個體的自主意識經學校程序核准成立運作，並從事具有自治及組織特色的團體。 

(二) 社團涉入 

本研究將社團涉入定義為大學生基於本身需求及相關訊息所刺激而引發的興趣、重要性

及投入性，亦指參加學生社團的大學生對參與社團的投入程度及持續時間或參與頻率等，其

衡量向度定義為「行為性」、「認知性」、「吸引力」、「自我表現」、「生活的中心性」等五個向

度來衡量。 

(三) 學習經驗 

本研究之學習經驗定義為大學生參與校內學生社團活動時，對於所習得之專業技能、人

際溝通、領導管理、自我實現等能力之達成程度，其衡量內容定義為技能學習、人際關係能

力、領導能力、自我實現等來衡量。 

(四) 就業力 

本研究將就業力定義為大學生為獲得就業、保持就業、以及在必要時所獲得新就業的能

力，亦指能獲得工作並保持就業的能力，包含軟實力及硬技能，其衡量向度定義為「態度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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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開創發展」、「組織適應」、「人際領導」、「情緒穩定」等五個向度來衡量。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朝陽科技大學103學年度參與非自治性屬性學生社團之在學學生為主，依據該校

103學年度登記為正式社團之成員為母群體，包含四種屬性社團（學藝性、康樂性、服務性、

聯誼性）參與之學生，以分層取樣方式，對各屬性社團進行便利抽樣，由研究者於2015年4月

13日至5月1日，至各社團辦公室或集會時間發放問卷，填寫問卷前先說明本問卷用途，若不

同意填寫者，則不予發放，共計發放480份，扣除無效問卷，回收有效樣本數共計451份，有

效回收率為94%。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要研究工具，首先進行相關文獻蒐集及配合相關理論再經整

理、歸納方式編製各量表題項，經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後，以建立本問卷內容效度，編製正

式問卷「大專院校學生社團參與問卷」，並採李克特（Likert-type）五點尺度量表正向方式計

分，受測者依實際感受回答「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至「非常同意」，

並以等距尺度分別給予1、2、3、4、5之分數，所得分數愈高，表示對該項目愈同意。後續亦

針對正式問卷回數資料以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信效度檢測，有關各測量工具說明如下： 

(一) 社團涉入量表 

本研究之社團涉入量表係參考賴韋伶（2008）、陳肇芳（2007）之相關涉入程度量表修編

而成，而向度分為「行為性」、「認知性」、「吸引力」、「自我表現」、「生活中心性」等五構面

衡量，全量表共22題，經因素分析後，此量表總累積解釋變異量為67.8%，代表本量表有良好

的建構效度。總量表Cronbach’s α 值為.91，各因素Cronbach’s α值依序為「行為性.82」、「認知

性.81」、「吸引力.81」、「自我表現.82」、「生活中心性.83」皆大於.70以上，表示本量表內部一

致性良好。另外由驗證性因素負荷量介於.57~.82，R2介於.33~.69，CR介於.81~.85，AVE介

於.45~.58，顯示大部份指標已達信效度標準。 

(二) 學習經驗量表 

本研究之學習經驗量表係參考許雅雯（2009）之相關學習成效量表修編而成，而題項分

為「技能學習」、「人際關係能力」、「領導能力」、「自我實現」等四個項目，全量表共4題，經

因素分析後，此量表總累積解釋變異量為65.7%，代表本量表有良好的建構效度。總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80，表示本量表內部一致性良好。另外由驗證性因素負荷量介於.57~.77，

R2介於.33~.59，CR為.79，AVE為.48，顯示信效度為可接受之程度。 

(三) 就業力量表 

本研究之就業力量表係參考許雅雯、劉維群與李育齊（2012）之量表修編而成，而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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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態度責任」、「開創發展」、「組織適應」、「人際領導」、「情緒穩定」等五構面衡量，全

量表共20題，經因素分析後，此量表總累積解釋變異量為67%，代表本量表有良好的建構效

度。總量表Cronbach’s α 值為.91，各因素Cronbach’s α值依序為「態度責任.84」、「開創發展.83」、

「組織適應.81」、「人際領導.82」、「情緒穩定.78」皆大於.70以上，表示本量表內部一致性良

好。另外由驗證性因素負荷量介於.64~.80，R2介於.41~.64，CR介於.54~.88，AVE介於.47~.70，

顯示大部份指標已達信效度標準。 
 

三、資料分析 

本研究採用SPSS for Windrows 19.0版本統計軟體進行各項統計與分析，所採用之統計分

析方法如下： 

(一) 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以各變項次數分配與百分比分析樣本分布情形，

並利用平均數與標準差來瞭解大學校院學生社團涉入、學習經驗和就業力之現況分布情形。 

(二) 獨立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t-test）：主要用來分析不同性別、是否擔任幹部之大

學校院學生在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之差異情形。 

(三)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分析不同年級、學院、社團屬性及參與社

團時間之大學校院學生在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之差異情形，若達顯著水準，則再以雪費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以瞭解各變數間之差異情形。 

(四) 皮爾森相關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用來瞭解大學校院學生在社團涉入

及學習經驗之相關情形。 

(五) 多元同時迴歸分析（Multiple Simultaneous Regression Analysis）：本研究以社團涉入

各向度（技能需求、心靈需求、社會需求、自我成就需求）與學習經驗為自變項，以就業力

為效標變項進行預測分析。 
 

參、結果與討論 
 

一、樣本背景資料分析 

本研究對象之分布，如表1所示。由結果顯示，大學生社團參與者型態以女性為多數，

大多以二年級學生為主，可能主因為科技大學多在課程中排有實習，且多數以三年級期間進

行校外實習訓練，又四年級將面臨就業問題，因此在參與人數上就略低年級來的少；學院部

分以就讀管理學院系最多，主要參與之社團屬性為康樂或學藝性，平均參與社團活動時間為

一星期一次最多，非幹部之參與者佔多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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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樣本分佈表 

項目 選項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157 34.8 

女 294 65.2 

年級 

一年級 76 16.9 

二年級 171 37.9 

三年級 102 22.6 

四年級 102 22.6 

就讀學院 

管理學院 194 43.0 

理工學院 63 14.0 

設計學院 60 13.3 

人文暨社會學院 81 18.0 

資訊學院 53 11.8 

參與 

社團屬性 

學藝性 129 28.6 

康樂性 133 29.5 

服務性 123 27.3 

聯誼性 66 14.6 

平均參與 

社團時間 

一星期一次 171 37.9 

一星期二次 126 27.9 

一星期三次 70 15.5 

一星期四次或以上 84 18.6 

是否為 

社團幹部 

是 179 39.7 

否 272 60.3 
 
 
 

二、社團參與者社團涉入、學習經驗及就業力之現況分析 

(一) 社團涉入現況 

社團參與者在社團涉入呈現中高度的認知（M=3.75, SD=0.55），從構面來看，學生對於「行

為性」感受為中高程度（M=3.75, SD=0.68）；而在「認知性」的構面中，學生的認知感受為中

上程度（M=3.64,SD=0.65）；在「吸引力」的構面中，認知感受亦呈現中高程度（M=3.96, 

SD=0.64）；在「自我表現」的構面中，認知感受亦呈現中高程度（M=3.91, SD=0.63）；在「生

活中心性」的構面中，認知感受亦呈現中上程度（M=3.50, SD=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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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團學習經驗現況 

社團參與者在社團學習經驗呈現中高程度的認知感受（M=4.00, 0.60）。 

(三) 就業力現況 

社團參與者在就業力呈現中高程度的認知感受（M=3.91, SD=0.51）。從構面來看，學生對

於「態度責任」的感受為中高程度（M=3.91,SD=0.61）；而在「開創發展」的構面中，學生的

認知感受為中高程度（M=3.82, SD=0.60）；在「組織適應」的構面中，認知感受亦呈現中高程

度（M=3.96, SD=0.67）；在「人際領導」的構面中，認知感受亦呈現同意程度（M=4.04, SD=0.61）；

在「情緒穩定」的構面中，認知感受亦呈現中高程度（M=3.81, SD=0.69）。以上相關數據彙整

如表2所示。 
 
 

表2 社團參與者社團涉入、學習經驗及就業力之現況分析表 

因素 

名稱 
因素名稱 

因素 整體 

M SD M SD 

社團涉入 

行為性 3.75 0.68 

3.75 0.55 

認知性 3.64 0.65 

吸引力 3.96 0.64 

自我表現 3.91 0.63 

生活中心性 3.50 0.76 

社團經驗  4.00 0.60 

就業力 

態度責任 3.91 0.61 

3.91 0.51 

開創發展 3.82 0.60 

組織適應 3.96 0.67 

人際關係 4.04 0.61 

情緒穩定 3.81 0.69 

 
 

 

三、不同背景變項參與者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之差異分析 

(一) 不同背景變項在社團涉入之差異情形 

社團參與者在性別與是否擔任幹部對社團涉入之差異情形，透過獨立樣本t檢定後顯示，

性別在「行為性（t =3.65 , p = .000）」、「認知性（t =2.38 , p = .018）」、「生活中心性（t =2.80 , p 

= .005）」構面的t檢定有達顯著水準，其差異情形均為男性之感受高於女性；在是否擔任幹部

皆達顯著差異，其差異情形為擔任幹部之感受高於非幹部。在年級、不同學院、社團屬性、

參與社團時間等背景變項對於社團涉入各構面之間的差異情形，經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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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級、學院、社團屬性在社團涉入五個構面達部分顯著水準，其中以社團屬性達較高之

顯著水準，結果發現社團屬性則為資訊學院之感受較高，探究其原因為資訊學院多數課程皆

於科技與產業發展，較少能在課業上接觸到喜愛的興趣和相關活動；社團參與時間則皆達顯

著水準，透過Scheffe事後檢定得知，其結果皆為參與時間長的社團參與者感受較高。此結果與

黃長發（2007）、鄭俊賓（2011）研究結果相同，可能男性對自己所感興趣的事物投入程度較

積極，以及參與社團活動多數為夜間時間，女性參與者可能考量安全及體力因素，所以男性

反應在社團涉入之程度較高；學院、社團參與時間及是否擔任社團幹部在社團涉入具有顯著

差異，探究其主因在吸引力上為參與者對社團所產生的重要性及愉悅感，資訊學院學生多為

服務性質社團，從利他主義上在活動中獲得重要性與愉悅性，其社團參與時間越高，投入的

程度越多，所獲得的感受相對越深，擔任幹部所投入的時間與背負的責任重大，感受的程度

比未擔任幹部者較高。 

(二) 不同背景變項在社團學習經驗之差異情形 

社團參與者在性別與是否擔任幹部對社團學習經驗之差異情形，透過獨立樣本t 檢定後

顯示，性別在「社團學習經驗」的t檢定有達顯著水準（t =2.65, p = .008），其差異情形為男性

之感受高於女性；在是否擔任幹部有達顯著為（t =5.62 , p = .000）其差異情形為擔任幹部之感

受高於非幹部。年級、學院、社團屬性、參與社團時間等背景變項對於社團學習經驗構面之

間的差異情形，經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顯示，不同年級、學院未達顯著差異，表示大學校院學

生不會因年級、學院的不同，而對社團學習經驗有所差異，社團屬性與社團參與時間在「學

習經驗」則達顯著水準，社團屬性部分為服務性社團感受高於康樂或體育性社團，社團參與

時間為參與時間長的社團參與者感受較高。此結果與黃美雪（2010）研究結果相同，且男性

參與者於「學習經驗」因素顯著高於女性參與者，可能因男性對自己的表現較注重，故男性

社團學習經驗感受較高；另外，本研究與洪升呈（2009）研究結果部分相同，社團參與時間

及是否擔任社團幹部在社團學習經驗具有顯著差異，探究其主因為參與時間越多能獲得的學

習經驗亦越多，每個幹部必須各司其職，進而學習到不同領域的職能。 
 
四、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對就業力之影響情形分析 

在進行影響性分析前，本研究先以皮爾森相關分析以瞭解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之相關性

及構面間共線性情形。 

(一) 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之相關分析 

社團涉入之「行為性」、「認知性」、「吸引力」、「自我表現」及「生活中心性」各因素與

學習經驗皆達顯著正相關，其社團「學習經驗」相關係數依序為.498、.509、.565、.552、.395，

皆屬於中度相關，顯示社團涉入與學習經驗呈現正相關，即學生投入社團的時間及程度愈高，

其獲得及學習到專業技能及人際關係處理的經驗亦愈豐富，此與楊文廣、謝東波、林志偉

（2015）的研究指出當學生在社團涉入的程度愈高時，其所獲得的學習效益愈高之結果類似，

且因彼此間的相關係數值皆小於.80，表示各因素間無嚴重共線性之情形存在，適合進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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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迴歸分析。 

(二) 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對就業力各構面之影響情形 

1.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對就業力之態度責任影響情形 

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對態度責任之同時迴歸分析結果如下，由表 3 所示，以社團涉入各

分構面及學習經驗為自變項，以「態度責任」做為依變項，進行同時迴歸分析，結果顯示部

分達顯著水準（F(6,444) = 108.04 , p < .05 ,  = .59.3），而自變項在「行為性」、「認知性」、

「吸引力」、「自我表現」、「生活中心性」及「學習經驗」的VIF 值依序為 2.30、2.27、2.40、

1.96、1.84、1.71，表示構面間無明顯線性存在，其 t 值依序為 1.87、2.64、3.64、4.11、1.33、

8.85，其中「認知性」、「吸引力」、「自我表現」及「學習經驗」為顯著影響態度責任之解釋

變項，其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可表示為 

態度責任=.121*認知性+.171*吸引力+.174*自我表現+.350*學習經驗。 
 

本研究結果發現，社團參與者在「認知性」、「吸引力」、「自我表現」及「學習經驗」四

個因素，會顯著影響大學校院社團參與者態度責任之程度，其中以自我表現之影響係數最高，

結果顯示在社團中可以促進自我探索及他人探索同時展現個人特色，進而提升學習意願與及

責任感。社團學習經驗中對大學生的態度責任具影響力，顯示參與社團學習活動企劃、危機

管理及行政處理等技能，可促進未來至職場上主管與下屬領導與被領導的能力及責任。 
 
 

表3 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對就業力之「態度責任」迴歸分析摘要表 

依變項 自變項 
原始分數

迴歸係數

標準化 

迴歸係數 
t值 VIF 

態度責任 

行為性 .076 .086 1.87* 2.30 

認知性 .114 .121 2.64* 2.27 

吸引力 .160 .171 3.64* 2.40 

自我表現 .167 .174 4.11* 1.97 

生活中心性 .044 .033 1.33* 1.84 

學習經驗 .352 .350 8.85* 1.71 

*p<.05 
 
 

2.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對就業力之開創發展影響情形 

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對開創發展之同時迴歸分析結果如下，由表 4 所示，以社團涉入各

分構面及學習經驗為自變項，以開創發展做為依變項，進行同時迴歸分析，結果顯示部分達

顯著水準（F(6,444)= 61.31 , p<.05 ,  = .453），因素「行為性」、「生活中心性」未達顯著標

準，「認知性」、「吸引力」、「自我表現」及「學習經驗」達顯著水準，而自變項的在「認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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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自我表現」及「學習經驗」的VIF 值依序為 2.27、2.40、2.97、1.71，表示在四

個構面間無明顯線性存在，其 t 值依序為 4.33、1.97、4.47、7.06，顯示為影響開創發展之解

釋變項，其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可表示為 

開創發展=.229*認知性+.107*吸引力+.220*自我表現+.324*學習經驗。 
 

本研究結果發現，社團參與者在「認知性」、「吸引力」、「自我表現」及「學習經驗」四

個因素，可以顯著影響大學校院社團參與者開創發展之程度，社團涉入中的認知性對大學生

的開創發展具有最大的影響力，表示參與社團的學習活動，所花費的金錢與精力或蒐集相關

資訊皆有助於資訊搜尋能力或未來發展能力。社團學習經驗中對大學生的開創發展具影響

力，在社團中所付出的時間與精神能強化所習得的經驗與知識，幫助大學生增進人際關係及

自我實現。 
 
 

表4 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對就業力之「開創發展」迴歸分析摘要表 

依變項 自變項 
原始分數 

迴歸係數 

標準化 

迴歸係數 
t值 VIF 

開創發展 

行為性 -.060 -.068 -1.28 2.30 

認知性 .216 .229 4.33* 2.27 

吸引力 .101 .107 1.97* 2.40 

自我表現 .211 .220 4.47* 1.97 

生活中心性 -.012 -.015 -0.32* 1.84 

學習經驗 .327 .324 7.06* 1.71 

*p<.05 
 
 

3.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對就業力之組織適應影響情形 

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對組織適應之同時迴歸分析結果如下，由表5所示，以社團涉入各分

構面及學習經驗為自變項，以組織適應做為依變項，進行同時迴歸分析，結果顯示部分達顯

著水準（F(6,444)=44.50 , p<.05 ,  = .376），因素「行為性」、「認知性」、「吸引力」未達顯

著標準，「自我表現」、「生活中心性」及「學習經驗」達顯著水準，而自變項的在「自我表現」、

「生活中心性」及「學習經驗」的VIF值依序為1.97、1.84、1.71，表示在三個構面間無明顯線

性存在，其t值依序為2.89、2.80、5.89，顯示為影響開創發展之解釋變項，其標準化迴歸方程

式可表示為 

組織適應=.152*自我表現+.143*生活中心性+.289*學習經驗。 
 

本研究結果發現，社團參與者在「自我表現」、「生活中心性」及「學習經驗」三個因素，

可以顯著影響大學校院社團參與者組織適應之程度，社團涉入中的生活中心性對大學生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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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發展具有最大的影響力，社團參與者把社團當作校園生活的主要部份，是對社團組織的認

同，在生活中時常談論著社團活動相關議題，在社團漸漸成為核心角色，將有助於未來在職

場上較快認同企業組織及適應力。社團學習經驗中對大學生的組織適應具影響力，認同社團

文化及活動意義能有助於對學習得認同感及提升參與的興趣。 
 
 

表 5 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對就業力之「組織適應」迴歸分析摘要表 

依變項 自變項 
原始分數 

迴歸係數 

標準化 

迴歸係數 
t值 VIF 

組織適應 

行為性 -.011 -.011 -0.20* 2.30 

認知性 .099 .096 1.70* 2.27 

吸引力 .101 .098 1.69* 2.40 

自我表現 .159 .152 2.89* 1.97 

生活中心性 .126 .143 2.80* 1.84 

學習經驗 .318 .289 5.89* 1.71 

*p<.05 
 
 

4.社團涉入及社團學習經驗對就業力之人際領導影響情形 

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對人際領導之同時迴歸分析結果如下，由表6所示，以社團涉入各分

構面及學習經驗為自變項，以人際領導做為依變項，進行同時迴歸分析，結果顯示部分達顯

著水準（F(6,444) = 44.05 , p< .05 ,  = .373），因素「行為性」、「認知性」、「生活中心性」

未達顯著標準，「吸引力」、「自我表現」及「學習經驗」達顯著水準，而自變項的在「吸引力」、

「自我表現」及「學習經驗」的VIF值依序為2.40、1.97、1.71，表示在三個構面間無明顯線性

存在，其t值依序為2.36、3.68、7.00，顯示為影響開創發展之解釋變項，其標準化迴歸方程式

可表示為 

人際領導=.138*吸引力+.194*自我表現+.344*學習經驗。 
 

本研究結果發現，社團參與者在「吸引力」、「自我表現」及「學習經驗」三個因素，可

以顯著影響大學校院社團參與者人際關係之程度，社團涉入中的「自我表現」對社團參與者

的人際關係有最大的影響力，表示社團參與者能夠自我探索個人特質外，亦可透過別人從社

團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色，將有助於對外溝通、表達能力、領導技能及人際關係。社團參與者，

在社團學習經驗中學習到有助於人際關係能力，相對的也提升與人溝通能力及社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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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對就業力之「人際領導」迴歸分析摘要表 

依變項 自變項 
原始分數 
迴歸係數 

標準化 
迴歸係數 

t值 VIF 

人際領導 

行為性 .030 .034 0.60 2.30 

認知性 .078 .082 1.45 2.27 

吸引力 .129 .138 2.36* 2.40 

自我表現 .187 .194 3.68* 1.97 

生活中心性 -.072 -.089 -1.74* 1.84 

學習經驗 .347 .344 7.00* 1.71 

*p<.05 
 

5.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對就業力之情緒穩定影響情形 

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對情緒穩定之同時迴歸分析結果如下，由表7所示，以社團涉入各分

構面及學習經驗為自變項，以情緒穩定做為依變項，進行同時迴歸分析，結果顯示部分達顯

著水準（F(6,444) = 39.14 , p< .05 ,  = .346），因素「吸引力」、「生活中心性」未達顯著標

準，「行為性」、「認知性」、「自我表現」及「學習經驗」達顯著水準，而自變項的在「行為性」、

「認知性」、「自我表現」及「學習經驗」的VIF值依序為2.30、2.27、1.97、1.71，表示在四個

構面間無明顯線性存在，其t值依序為2.07、2.34、3.07、7.35，顯示皆為影響開創發展之解釋

變項，其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可表示為 

人際領導=.120*行為性+.135*認知性+.165*自我表現+.368*學習經驗。 

本研究結果發現，社團參與者在「行為性」、「認知性」、「自我表現」及「學習經驗」四

個因素，可以顯著影響大學校院社團參與者情緒穩定之程度，社團涉入中的「自我表現」亦

為社團參與者的情緒穩定具有最大的影響力，表示參加社團能夠更加了解自我人格特質，在

情緒管理上學習的抗壓性及未來工作穩定度也會更加深入。 
 

表 7 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對「情緒穩定」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依變項 自變項 
原始分數 

迴歸係數 

標準化 

迴歸係數 
t值 VIF 

情緒穩定 

行為性 .122 .120 2.07* 2.30 

認知性 .147 .135 2.34* 2.27 

吸引力 -.036 -.033 -0.55* 2.40 

自我表現 .182 .165 3.07* 1.97 

生活中心性 -.065 -.070 -1.35* 1.84 

學習經驗 .426 .368 7.35* 1.7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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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發現學生在參與社團時，不同的涉入情形對未來就業力有不同的

影響力，若以各向度分析時的顯著情形來看，以「自我表現」因素顯著的次數最多，其次為

「吸引力」因素，而「行為性」及「行為中心性」的顯著次數最少。從楊文廣、謝東波、林

志偉（2015）指出，社團涉入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預測力，當社團參與者對社團感受之重要

性及愉悅性越高，學習成效亦越好，換言之，當社團參與者涉入程度越高，對於就業力之能

力學習越高。而社團涉入「自我表現」因素及學習經驗對就業力五大構面皆達顯著，參與社

團本身就是對自己的一種挑戰，會對自我有深切的期許（林淑貞，2006）。參與者在社團中會

積極展現自我人格特質及努力學習各方面的能力。社團涉入「生活中心性」因素只對「組織

適應」具顯著性影響，參與者把社團視為生活的重心，透過社團互動與成員分享彼此想法，

促進組織凝聚力，未來在職場上能更快融入組織及增加適應力。社團涉入「行為性」因素只

對「情緒穩定」具顯著性影響，參與者如在心情不好或有空閒時間，會優先參與社團，社團

活動可能會使參與者達到放鬆及愉悅的心情，進而學習到抗壓及情緒管理。另本發現社團學

習經驗對學生自覺未來就業力各分構面均達顯著影響，此與許雅雯（2009）的研究發現相呼

應，其指出參與社團的大學生若學習經驗越好，則自覺就業力亦越好，參與者可透過社團學

習經驗所習得的企劃、人際溝通、領導及自我實現都能對應到就業力的各個類別，因此學習

經驗越佳，就業能力也相對提升。 
 

貳、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節主要歸納研究結果，依據研究目的，所獲得之結論如下： 

(一) 社團參與者社團涉入、學習經驗及就業力之現況分析 

在涉團涉入中以吸引力構面再高，顯示大學生涉入社團對其而言可感受到是重要的、開

心的、享受的事情，其認知到參與社團可以獲得開心及享受在社團參與的一切，可以讓心情

愉悅，對於課業所產生的壓力上可以暫時獲得紓解，然而結果顯示參與社團活動並非在課外

生活中最多的部份，有可能因多數參與者非擔任幹部。另一方面，大學生透過參與學生社團

所獲得的學習經驗有助於提升企劃、危機管理及行政管理的技能，同時增進個人人際關係及

領導能力。最後，在就業力的部分，顯示大學生參與社團後，知覺較高的人際互動較佳，但

在知覺資訊搜尋能力則較差，表示參加社團有助於大學生知覺可增進未來就業之軟實力。 

(二) 不同背景變項之社團參與者社團涉入及學習經驗之差異情形 

1.社團涉入 

(1)年級、社團屬性背景變項並不會影響社團涉入，而性別、不同學院、參與社團時間

及是否擔任幹部等背景變項在社團涉入上則有部份差異存在。 

(2)男性對自己感興趣的事物較容易投入，所以男性社團涉入程度較高。資訊學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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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多為服務性質社團，藉由服務他人獲得重要性與愉悅性；另外，投入的精力越高，

所獲得的感受越深；擔任幹部所投入的時間與承擔的責任更重，因此涉入的程度比未

擔任者幹部者高。 

2.社團學習經驗 

(1)年級、不同學院、社團屬性等背景變項未顯著影響社團學習經驗，而性別、參與社

團時間及是否擔任幹部等背景變項在社團學習經驗上會有所差異。 

(2)男性社團學習經驗顯著於高於女性，可能為男性對自己的成就感知覺較高，多能 

得的學習經驗越多，而幹部因投入大量時間精神，進而學習到不同領域的職能， 

獲得之學習經驗亦較高。 

(三) 社團參與者社團涉入、學習經驗及就業力對影響情形 

大專校院社團參與者社團涉入之「認知性」、「吸引力」、「自我表現」可正向影響態度責

任及開創發展，「自我表現」、「生活中心性」可正向影響組織適應，「吸引力」、「自我表現」

可正向影響人際領導，「行為性」、「認知性」、「自我表現」可正向影響情緒穩定；社團學習經

驗可正向影響態度責任、開創發展、組織適應、人際領導、情緒穩定等未來就業力。 
 
二、建議 

綜合本研究結論，提出下列策略及後續研究之建議，以提供學校指導單位、社團指導老

師及社團經營者作為推廣學生社團之參考依據。 

(一)實務建議 

1.研究結果顯示，「吸引力」在社團涉入因素中感受程度最高，顯示大學生認為參與學校

社團能獲得開心且滿足的感受，將有助於社團學習經驗及效益之增進，輔導單位應加強

營造此氛圍，以促進學生加入社團或參與相關社團活動；在就業力部分為「人際關係」

感受程度最高，顯示人際關係之能力為學生最有感之軟實力，學校在推展社團業務及活

動時，可廣為宣傳加入社團之效益，可增進人際互動能力，及學習領導能力及溝通表達

能力，進而提升大學生參與社團意願。 

2.研究結果顯示，社團涉入中「自我表現」及社團學習經驗是在就業力因素各構面上皆

有顯著正向影響，建議輔導單位應強化社團辦理自我人格探索及潛能開發等相關課程，

以促進大學生瞭解自我特質及性向興趣，將有助於未來職涯規劃，及促進同學在社團參

與時建構未來的就業能力。 

(二) 未來研究建議 

1.本研究以量化研究方式進行，建議未來可加入質性訪談內容，透過與社團指導老師及

社團學生等更深入的面談討論，可瞭解對社團的看法及規劃，將有助於與量化資料的整

合分析。 

2.本研究僅針對朝陽科技大學社團參與非自治性屬性之社團學生進行調查研究，建議可

將研究對象擴大至中區或全國社團，使研究範圍更為廣泛，藉以了解大學生參與社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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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3.近年來因少子化影響，參與社團人數逐年下降，建議未來可加入參與滿意度及其影響

因素共同探究其關係，藉此推動大學生對學生社團之參與，達到未來就業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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