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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課程接受模式： 

整合性探討課程易理解性、認知有用性和課
程參與態度對創業意圖的影響 

 

洪榮昭* 黃玉君** 簡傑***  

本研究以課程參與者對創業課程易理解性、認知有用性和課程參與態度來

探討其對創業意圖的影響，研究對象為大臺北地區參與創業課程的學習者，自

2017 年 1 月 16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止，以網路問卷方式進行調查，有效問

卷為 316 份，有效回收率為 81.4%。研究結果顯示：（1）成就動機可以正向影

響創業課程易理解性及創業課程認知有用性；（2）學習者對於創業課程易理解

性的認知越高時，有助於創業課程認知有用性信念之形成；（3）參與創業課程

學習者對於創業課程易理解性與認知有用性的信念越高時，會提升其創業課程

參與態度；（4）創業課程參與越積極的學習者，其創業意圖相對越高。本研究

驗證此模式的貢獻有：（1）可應用於其他課程設計；（2）成就動機是其選擇創

業課程的心理動力。此可提供創業課程的教師參酌，引導提升學習者成就動機

是有助於創業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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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創業不只為個人或企業產生營收，更能為社會大眾提供就業機會，對國家

經濟發展是十分重要，然而創業過程卻是艱辛困難的，因此透過創業課程來進

行創業教育（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以增加創業者的存活率，對創業者而

言是迫切需要的助力。Shepherd、Douglas 與 Shanley（2000）指出，教育可以

降低創業者、創業團隊在創業時於管理層面的「風險」，有經驗的創業者或受過

良好教育的準創業者，將有能力提高其新創事業的存活能力。創業教育可以使

個人意識到更多創業課程的價值（Sánchez, 2013），也讓其感覺到更加擁有創業

知識和動機，有助個人瞭解創業家精神，藉以降低創業的自我主觀認知與風險

（Walter & Block, 2016）。因此，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大學已經開始提供創業課程

（Barba-Sánchez & Atienza-Sahuquillo, 2018; Kuratko, 2005）。為了協助創業者具

備更穩健的實務能力，臺灣政府部門亦提供各種創業課程，包括經濟部中小企

業處（2018）的創業育成課程計畫；企業團體也以加盟體系來教育訓練有意參

與的創業者；近年各大專院校更設立相關的創新課程、創業學程（大學校院課

程資源網，2018）。 

大學的創業教育越來越受到關注，臺灣自 1999 年由政大科管所成立「科技

創業管理學程」後，各大專院校隨即開設創業相關課程和創新創業平台，從教

育部大學院校課程資源網查詢「創業」相關課程，2018 年（107 學年度）總計

有62所學校，258個系所，總共開設了468門創業相關課程，總修課人數為15,784
人。研究也指出創業訓練與創業績效間呈現顯著之關聯性，因此創業者參與創

業教育的相關課程，可以提升創業者自我的經營管理能力，增加存續的機率（張

文龍、馬珂、陳思婷，2013）。但根據經濟部商業司（2018）的公司登記家數異

動統計資料，可知 2018 年 1 月到 10 月各行業新設立公司達 36,273 家；然而解

散、撤銷及廢止的公司也達到 25,178 家；此外，增減資的申報也有二萬多家，

興衰更迭的異動在創業過程中是必然面臨的挑戰。因此，創業艱難的成就挑戰

是否影響在創業課程中提升學習者的創業意圖？是值得探索的。 

最近針對創業教育及創業課程方面之研究，多著重在探討國內外創業課程

開設的情況、或創業訓練與創業績效等相關之研究（吳彥濬、袁志宏，2013；
陳瑜芬、賴銘娟，2007；蔡敦浩、林韶怡，2013）。例如，國內相關研究顯示創

業教育是可以有步驟、有系統地在學校中教授與推行（蔡敦浩等，2013）；而且

創業能力、創業動機、情緒智力對創業績效皆有正向顯著的影響（范惟翔、歐

予媗、王晨宇，2013）；政府政策、創業教育、社會資本對創業意圖皆有正向顯

著影響，而創業態度也對創業意圖有正向顯著影響（李婷，2011）。然而，少有

研究從創業課程是否真能強化學習者的創業意圖來探討。根據認知評價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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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 Deci & Ryan, 1985），個人對參與事件的動機考慮

通常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對個人的意義。這理論指出個人知識理解會影響

其對事件發生的好處與威脅之判斷，進而影響其參與的態度與意願。因此增加

個人的創業知識是否強化或降低創業的動機？是可以進一步探討的。為探究此

問題，本研究在創業知識理解面向進行分析個人對個人在創業課程的理解能

力；在影響其課程參與的態度與意願，本研究著重在分析個人在創業課程參與

態度與未來的創業意圖。依據洪榮昭與張瑞娥（2018）衍生自科技接受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Davis, 1986）所提出的科技大學教師對職能融入

教學政策之接受態度研究-以「產業職能基準系統」為中介環境，其模式包含認

知易理解性（perceived ease of use）和價值（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叧外在接受模式中的態度與意願，因應於本研究中也探討學習者創業課程參與

態度及學習者創業意圖。 

根據模式的對應性，本研究建構一個「創業課程接受模式」來探討創業課

程的價值性。在信念-行動-結果的架構（belief-action-outcome framework, Pilditch 
& Custers, 2018）中也強調外部變項或個人特質會影響個人對事件的接受度。

根據內化價值觀（internalized values, Deci & Ryan, 1985），個人想從事某個事件

是和個人對此事件追求的價值有關。另外，學習者的成就動機是學習者在學習

表現的重要因素之一；學習者的成就動機愈低，對上課的參與態度和學習表現

愈低（Möller, Streblow, & Pohlmann, 2009）。目前少有以課程接受模式相關理論

探討參與創業課程學習者的「個人成就動機」及「創業課程參與態度」對於「創

業意圖」之相關研究。有鑒於此，本研究以成就動機做為創業課程接受模式中

個人特質變項，並將之做為外部變項，以實際參與創業課程學習者的認知知覺

為標的，將個人成就動機、創業課程參與態度、創業課程易理解性、認知有用

性和創業意圖進行整合性的探討，以求釐清創業者成就動機與參與相關課程後

對於創業意圖之影響，並期待其對創業課程的設計有實際幫助及效用。 

 

貳、文獻分析 

一、成就動機 

成就動機（achievement motive）理論是由 McClelland（1967）首先提出，

這個理論是基於（1）個人成就的需求，（2）團體歸屬感的需求，和（3）個人

展現權力的需求，而這些需求是促使個人在人生旅途中不斷的學習。教育研究

指出成就動機是可以預測個人學習成功的機會（Liao, Ferdenzi, & Edlin, 2012; 
Story, Hart, Stasson, & Mahoney, 2009）。另外，也有依據 Dweck 與 Leggett（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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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認知的動機論來研究，並發現成就動機和個人的幸福感、學習調適都有顯

著關係（Rosa & Bernardo, 2013; Li, Lan, & Ju, 2015），因此了解學習者的成就動

機可以預測學習者在課業上的參與價值和態度。例如：Karaman與 Watson（2017）
研究國際學習者在美國求學的成就動機差異，發現美國學生比外國學生有較高

的成就動機，其理由可能是外國學生本身的文化差異，誠如遠東國家具有儒家

文化者的成就動機通常比較高（Otsuka & Smith, 2005）。而本研究對象也是針對

儒家文化的臺灣學子，他們的成就動機是否較高是值得分析的。因而，本研究

中個人成就動機是指個體設立其創業目標，期望在創業行為上能有所成就，進

而產生行為動機，並認為參與創業課程對其創業行為有所幫助，因具有強烈動

機使其不畏創業課程所面臨的困難而能克服之，以追求創業目標達成的一種心

理動力。因此，在本研究加入成就動機對課程接受度的影響。 

二、創業課程接受模式 

本研究依據洪榮昭與張瑞娥（2018）引自科技接受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Davis, 1986）所提出的教學政策之接受態度模式，將本研究各

構面分析如下： 

（一）創業課程易理解性 

基本上創業課程的設計是包含創業理論、創業方法。這些基本內涵是要學

生能理解並發展創業的點子、原則、過程及思考模式（Shih & Huang, 2017）。
因而創業課程綱要有幾個要素（1）實用性（2）師生互動性（3）彈性（4）課

程整合性（5）貼近創業的環境（Fiet, 2000），授課者應掌握這些課程綱要的要

素才能幫助學習者理解創業的點子、原則和過程。但因大學教授通常是沒有創

業經驗，而且目前上課的方式仍以教師為中心的講課方式，此方式主要是教師

直接把知識傳授出去，而學習者被動的接受吸收，如此學習者對課程的理解常

是有限的（Ahmad, Abu Bakar, & Ahmad, 2018），也導致大學畢業生對創業的興

趣是很低的（Rideout & Gray, 2013）。因此，了解學習者在參與創業課程中對課

程的易理解性，使其日後運用習得的創業知能來應對未來創業的挑戰，是需要

進一步分析。本研究模式的創業課程易理解性定義為：學習者感受到創業課程

理解的程度或信心；當其易理解性高時，表示學習者相信參與該創業課程時，

很容易能理解創業課程的上課內容並作推論。依此，本研究探討參與創業課程

者對授課內容是否易理解與推論。 

（二）創業課程的認知有用性 

認知有用性通常是由當事者解釋在學習過程中的方式或內容是否達成原先

目標的意義（Gregoire, Binder, & Rauch, 2019），認知有用性可影響個人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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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過程中或後做決策（Wood, Williams, Drover, 2017）。從詮釋論的觀點，在

創業的理念、方法等的學習是否符合個人修課的目的與意義，將會影響認知有

用性的程度（Leitch, Hill, & Harrison, 2010; Packard, 2017）。進一步而言，課程

是否具創新內容，是否可培養冒險的心態？這些都是認知到創業課程有用性的

根本（Packard, 2017）。本研究模式的創業課程認知有用性定義為：參與創業課

程能讓學習者確實感知已學到特定的創業理念及學到創業的精神。依此，本研

究探討參與創業課程者對授課內容認知其是否學到創業理念，並且可以應用於

創業及學到創業的精神。 

（三）創業課程參與態度 

態度是一種個性的傾向，在計畫行為理論及理性行為理論中，態度是不可

或缺的因素（Ajzen, 1991）。Ajzen 與 Fishbein（1980）指出在理性行為論中所

指的使用態度是人們對於執行某項行為時正面或負面的感覺，而感覺的來源是

評估行為結果的重要程度而做的決定。態度是一種心理狀態，是經由個人對條

件的評價而做出的行為（Clore & Schnall, 2005）。從過程論而言，人的態度因為

受先前經驗的影響（Welsh, Tullar, & Nemati, 2016），而接受創業課程的學生，

他們沒有充分的創業經驗，因此他們接收到的課程進行之過程，如上課方式，

會影響其學習效果，進而影響學習態度 （Neck, Greene, & Brush, 2014）。許多

研究相信只要提供好的創業課程就可以培養學生的創業知能，而好的創業課程

能激發學生選擇創業課程的積極態度 （Yin & Liang, 2018）。有別於大多數研

究集中於探討創業態度（e.g., Chen et al., 2015; Yin et al., 2018），本研究模式的

創業課程參與態度定義為：學習者對於參與創業課程的態度。 

（四）創業意圖 

創業教育含括了廣泛且多元的教學方法、工具、經驗和目標，而創業意圖

被視為可評估測量此複雜結構的手段（Nabi, Liñán, Fayolle, Krueger, & Walmsley, 
2017）。然而使用創業意圖作為評估方式的研究仍產生不一致的結果（Hytti, 
Stenholm, Heinonen, & Seikkula-Leino, 2010 ; Oosterbeek, van Praag, & Ijsselstein, 
2010），因此，起初的研究者很少關注在運用不同的工具來提升創業意圖

（Bandera, Collins, & Passerini, 2018; Neck, Neck, & Murray, 2017）。意圖源於計

劃行為理論（Ajzen, 1991; Park, Sung, & Chao, 2015）。也就是說，一個懷有強烈

內在意圖的創業家，在遭受困難挑戰時，依然與外部環境互動，同時持續堅持

目前從事的創業行為（Lee, Lim, Lim, Ng, & Wong, 2012）。所以，在從事創業的

行動中，惟有內在意圖十分強烈的個體，才會樂於承擔創業風險，從事創造力

與創新行為，並且從創業活動中獲得工作的樂趣、參與感與挑戰性，進而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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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以達目標（Amabile, 1983）。先前研究指出創業意圖可以用來評估創業教

育的成效（Duval-Couetil, 2013; Rideout et al., 2013），加上在許多創業課程的目

標都載明，其課程是培養學習者的創業意願。因而，本模式的創業意圖定義為：

參與創業課程的學習者在學完課程後的創業意願。 

 

參、研究模式與假設 

一、研究模式 

根據模式的對應性，本研究建構一個「創業課程接受模式」來探討創業課

程的價值性。在信念-行動-結果的架構（belief-action-outcome framework, Pilditch 
et al., 2018）詮釋外部變項或個人特質會影響個人對事件的接受度。本研究加入

成就動機做為課程接受模式的外部變項，發展出課程接受模式（acceptance 
model of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AMEC）。因此提出下列研究模式： 

 

 

 

 

 

 

 
 

圖 1 研究模式 

二、個人成就動機對創業課程易理解性和創業課程認知有用性之
影響 

Weiner（2014）提出成就動機模式，將其歸因為歷程的連續步驟來影響個

體的成就行為，認為高成就動機者會將成功歸因於高能力或高努力，而將失敗

歸因於缺乏努力。 在學習者成就動機的研究中，越來越意識到需要考慮課程目

標與結構（Bae & DeBusk-Lane, 2018; Schwinger, Steinmayr, & Spinath, 2016）。
但同樣的課程目標與結構對於不同成就動機的學習者其挑戰動機會有不同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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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效果（DeCaro, DeCaro, & Rittle-Johnson, 2015）。如洪榮昭與張瑞娥（2018）
發現個人特質對認知理解性及價值性有正向影響。而本研究以個人成就動機做

為個人特質; 如此，成就動機是否在創業課程接受模式中對課程的理解性及認

知有用性有影響？故提出假設如下： 

H1：個人成就動機對於創業課程認知有用性具有正向影響 

H2：個人成就動機對於創業課程易理解性具有正向影響 

三、創業課程易理解性對創業課程認知有用性之影響 

為了促進創業教育，Xu（2012）認為應該建立一個合適的教學方法，其包

含多層次、三維的創新課程教育系統。為了尋求更高成效，教學和學習創業精

神相關的課程應該包括體驗式學習和問題導向學習；體驗式學習的前提是，個

體通過將生活經驗轉化為現有的認知架構來創造知識，從而改變他們思考和行

為的方式（Pihie & Bagheri, 2010）。對於創業課程，上課内容若可應用相似經驗

推測（similarity-based interference），或上課方式可以用提示（cue-based retrieval 
processes），是有助於學習者對課程的理解（Tanner, Nicol, & Brehm, 2014）。然

而選修創業課程的學習者，是很少具有類似經驗或記憶可以進行前兩個心智運

作，因此教師如何運用教材，如影片、個案分析，是有助於學習者對創業課程

的理解。參考洪榮昭與張瑞娥（2018）研究教師對職能融入教學政策之接受態

度教學接受模式，其理解性和認知有用性具有正向影響。如此，在創業課程接

受模式中對課程的理解性是否與有用性有影響？故提出假設如下： 

 H3：創業課程的易理解性對於創業課程的認知有用性具有正向影響 

四、創業課程易理解性對創業課程認知有用性與創業課程參與態
度之影響 

認知易用性最初是 Davis（1989）定義：一個人認為使用特定系統將無需

努力的程度的結構。本研究依據 Davis（1989）所提出的並將其定義為易於理

解創業課程，也就是將認知有用性定義為：一個人認為參與創業課程在創業過

程中是有益和有利的程度。此外，在傳統上將態度設定為態度目標的權宜性評

價總結，且具有一致性的變動傾向（Ho & Kuo, 2010）。換言之，當面對一個態

度目標且同時需要評估此事件時，來自內心既存的評價會無意識地引導並促使

直接行為（Choi & Totten, 2012）。有些學者提供態度的操作性定義作為對態度

目標的評價，無論是表示正面或負面的效價，其是由於成本效益的不平衡

（Camden, Medina-Flintsch, Hickmana, Hanowskia, & Tefft, 2018）；依此學習者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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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課程學習愈多，就可能是理解愈多或認知有用性愈高，若有這樣的成本效益

的平衡，則參與課程的態度就可能愈積極。為探討在創業課程是否也有此關係？

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H4：創業課程易理解性對創業課程參與態度具有正向影響 

 H5：創業課程認知有用性對創業課程參與態度具有正向影響 

五、創業課程參與態度對創業意圖之影響 

研究證據顯示年輕人更具備創新性，且年輕畢業生著眼於事業的動機主要

在於獨立性和職場彈性的需求，其更勝於追求安穩或財富（Stamboulis & Barlas, 
2014）。在自己行動中成功基礎上獲得對未來創業能力的認知性，無論如何，一

個人的態度越強烈其未來參與行動的傾向就越大（Stamboulis et al., 2014）。因

此，惟有內在意圖十分強烈的個體，才會樂於承擔創業風險，從事創造力與創

新行為，並且從活動中獲得工作的樂趣、參與感與挑戰性（Chen, Hsiao, Chang, 
Chou, Chen, & Shen, 2015）。隨著創業教育提高了畢業生對創業的熱忱（Premand, 
Brodmann, Almeida, Grun, & Barouni, 2016），依據 Liñán、Rodríguez-Cohard 與 
Rueda-Cantuche（2011）指出個人的態度和創業意圖有極大影響。最近的研究

也發現創業教育可以提升創業的態度與意願（Entrialgo & Iglesias, 2016; Yin & 
Liang, 2018）。而創業課程參與態度是否影響學習者想要進行創業，本研究提出

假設： 

H6：創業課程參與態度對參與者的創業意圖具有正向影響 

 

肆、研究方法 

一、調查方式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是以參與創業課程的學習者（含在職進修）、學員為主；

本研究為了不受地區地域限制，採用偶遇抽樣（occasional sampling）法以網路

問卷方式進行調查。自 2017 年 1 月 16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止，刊登在 LINE 
社群網站上，煩請大臺北地區公立大學 1有開創業課程的學校教務處通知學習

者上 LINE 填寫。其次為政府輔導（例如：中小企業處）所補助大學及民間機

                                                 
1 2017 年（106 學年度）大臺北地區國立大學院校創業相關課程總計有 13 所學

校，65 個系所，總共開設了 123 門創業相關課程，總修課人數為 4,6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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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有辦創業課程之負責單位 2，通知學員上 LINE 填寫。一個月內時間共回收

了 388 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後，其有效問卷共計 316 份，有效回收率為 81.4%。 

二、研究對象 

就研究對象之性別分布為男性佔了 49.4%，女性為 50.6%，整體樣本在男

女比率上約各佔半數；受測者年齡集中於 19-29 歲（48.4%）及 30-39 歲（32.3%）

佔多數，其次為 40 歲以上（19.3%）；教育程度集中於大學（含在學中）（69.3%），

其次為研究所（含在學中）（19.9%）以及高中（職）畢（10.8%）；參與過何種

創業課程的部分多數集中於大學院校開設的創業課程、學程（60.8%），其次為

政府輔導補助的創業課程、訓練（23.7%）以及民間機構舉辦之創業課程

（15.5%）；創業情形的部分沒有實際創業者（46.9%）居多，其次為正著手準

備創業（27.5%）、曾經創業但因故未繼續者（16.1%）以及已成功創業，事業

穩定發展成長（9.5%）。 

三、測量問卷之編製 

本研究參酌相關文獻編製問卷的自陳量表，用以分析參與創業課程學習者

的個人成就動機、創業課程認知有用性、創業課程易理解性、創業課程參與態

度以及創業意圖。因本研究以驗證性資料分析，問卷採以五等量表設計，先經

過專家檢驗題意之表面效度後，另外進行題項與構面的信效度分析。問卷設計

如下： 

（一）個人成就動機 

本研究參考 McClelland、Atkinson、Clark 與 Lowell（1976）成就動機理論，

歸納出成就動機是個人對某件事的思想與行為。McClelland 認為成就動機高

者，喜歡設立具有適度挑戰性的目標，希望得到有關工作績效。依此特質修改

為本研究之問卷題目。 

（二）創業課程易理解性與認知有用性 

本研究中，這兩個量測內容係修改自洪榮昭與張瑞娥（2018）教學政策之

接受態度模式中的認知易理解性和有用性。當創業課程易理解性高時，表示學

習者相信參與該創業課程不需要耗費任何努力。創業課程認知有用性高時，表

                                                 
2 大臺北地區政府輔導設立創業相關課程之單位計有：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業

大學校計畫、經濟部女性創業飛雁計畫、勞動力發展署微型創業鳳凰、以及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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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學習者相信參與該創業課程，能確實學習到特定知識的程度高。 

（三）創業課程參與態度 

態度是一種心理狀態，是經由個人對條件的評價而做出的行為（Clore & 
Schnall, 2005）。本研究中創業課程參與態度構面之問卷題目，係以 Clore 與 
Schnall（2005）的定義並參考 Davis（1989）在科技接受模式中的態度變項，

修改為適用於創業課程參與之情境。個人對條件的評價愈正面，則做出的行為

會愈積極。 

（四）創業意圖 

叧外在接受模式中的態度與意願，在本研究中也探討學習者創業課程參與

態度及學習者創業意圖，並參考王福寧（2010）、李婷（2011）、吳柏緯（2013）
的問卷，將之修改為符合本研究脈絡與合適性。 

 

伍、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以前述之研究工具進行四個步驟的資料處理與分析，其分別為項目

分析、構面信度和效度分析、模型適配度分析和路徑分析，彙整資料後，其結

果敘述如下： 

一、項目分析 

本研究將每個問卷的原始題項之內在效度進行一階驗証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根據簡約模型和殘餘獨立原則進行減少每

個問卷構面的項目。表 1 為本研究所有構面的卡方和自由度值；可知卡方自由

度均小於 5，GFI 與 AGFI 的值均大於 0.80，而 RMSEA 小於或趨近 0.08（Hu & 
Bentler, 1999）。據此，殘差值太大則進行刪題。如此，題項更動為：個人成就

動機由 7 題刪減為 4 題，創業課程易理解性由 5 題刪減為 4 題，創業課程認知

有用性由 6 題減少為 4 題，創業課程參與態度由 5 題減少為 4 題，創業意圖由

11 題刪減為 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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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階驗證性分析適配度指標數據 
測量 
指標 

閥值  個人成就

動機 
創業課程

易理解性 
創業課程

認知有用 
創業課程

參與態度 
 創業 
 意圖 

χ2 -- 2.411 4.683 6.289 .423 14.514 
df -- 2 2 2 2 9 
χ2/df < 5 1.206 2.342 3.145 .212 1.613 
RMSEA <.08 .026 .065 .083 .000 .044 
GFI >.80 .996 .993 .990 .999 .985 
AGFI >.80 .981 .964 .950 .997 .965 

評量題項的外部效度係用於判別研究的可解釋範圍（Cor, 2016），若 t 值
（臨界比）大於 3（p*** <.001），則視判別力為顯著的。而表 2 顯示 t 值高於

46.484（p*** <.001），這表明本研究的所有題項都具有區別性的，亦即本研究

之所有題項都能夠使用於不同樣本之反應情形（Green & Salkind, 2004）。 

二、構面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研究將問卷構面的原始項目進行 CFA 簡化，再進行信度和效度分析：

（一）檢驗內部效度後刪題，將各構面之題項進行外部效度檢驗，（二）內部一

致性信度可以利用組合信度（CR）以及內部信度 Cronbach’s α 檢驗。根據表 2
可得知，各個構面之 CR 介於 .726 至 .880 間，且 Cronbach’s α 值介於 .593
至  .820，皆符合內部一致性信度的標準（Cronbach, 1951），問卷整體的 
Cronbach’s α 係數達到 0.926，因此本問卷調查之各構面已具有可接受的內部一

致性。（三）根據收斂效度標準，各題項之負荷量必須至少要大於 .5（Nunnally, 
1978），AVE 值必須至少大於 .5（Fornell & Larcker, 1981），本研究各個構面題

項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578 至 .872 間，AVE 介於 .520 至 .648 間，表示各構面

皆符合以上收斂效度的二項標準。（四）區別效度的驗證方法是以不同構面之間

的相關係數應低於該構面 AVE 的平方根（Anderson & Gerbing, 1988），由表 3
可看出各構面之 AVE 的平方根介於 .721 至 .805 之間，其值均大於垂直欄以及

水平列構面之相關係數，顯示本研究具備良好之構面區別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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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信效度分析 

項目  M SD FL t 值 

個人成就動機： 
M=3.736，SD=.688，CR=.726，AVE=.599，Cronbach’s α=.593 
1 我認為重要的或有價值的事情，力求達到完美。 3.851 .986 .680 69.460 
2 我總以最高效率工作，想要盡快、盡可能的把事

情做好。 3.842 1.045 .601 65.342 

3 我喜歡立即看到成果的回饋，以瞭解自己做得好

不好。 3.851 1.078 .619 63.512 

4 我喜歡自己努力，不想依靠他人獲得成功。 3.399 1.244 .625 48.553 
創業課程易理解性： 
M=3.337，SD=.932，CR=.880，AVE=.648，Cronbach’s α=.813 
1 對於創業課程的內容，我容易學習、消化與吸收。 3.326 1.126 .853 52.504 
2 參與創業課程的內容，我可以融會貫通。 3.604 1.135 .872 56.469 
3 創業課程中創業家的實務經驗，我可以和理論聯

結。 3.304 1.263 .754 46.484 

4 參與創業課程，我理解到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創

業方式。 3.114 1.127 .731 49.128 

創業課程認知有用性： 
M=3.745，SD=.864，CR=.866，AVE=.619，Cronbach’s α=.787 
1 我覺得參與創業課程可讓我具有高度的創意及創

業精神。 4.199 .940 .796 79.399 

2 參與創業課程可激發我瞭解何謂創業以及如何創

業。 3.326 1.244 .739 47.529 

3 參與創業課程可讓我獲得想要的創業資訊與人

脈。 3.791 1.099 .735 61.341 

4 參與創業課程介紹許多成功的創業家如何創業，

所以參與創業課程是有用。 3.661 1.117 .869 58.288 

創業課程參與態度： 
M=3.665，SD=.725，CR=.811，AVE=.520，Cronbach’s α=.683 
1 對於創業課程上有任何問題時，我會主動提問、

尋求解答。 3.620 1.079 .578 59.668 

2 畢業後我會立刻創業，所以我努力選修更多相關

課程。 3.627 .963 .757 66.966 

3 畢業後我會立刻創業，所以我上課很認真。 3.753 1.022 .747 65.308 
4 對於創業課程上的任何討論，我會積極參與。 3.658 .984 .785 66.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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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信效度分析（續） 

項目  M SD FL t 值 
創業意圖： 
M=3.676，SD=.760，CR=.869，AVE=.530，Cronbach’s α=.820 
1 如果我有機會和資源，我很樂意開創一個新事業。 3.747 1.032 .756 64.515 
2 對我而言以創業為生涯是有吸引力的。 3.168 1.152 .819 48.877 
3 如果我創業的話，我會參考所學到的，做為我創

新、創業計畫。 3.905 .931 .687 74.546 

4 若創業過程碰到風險，我會堅持到最後。 3.718 1.113 .820 59.409 
5 我非常認真地思考要創業。 3.870 .925 .591 74.356 
6 不管創業是否家人反對，我會奮不顧身的嘗試。 3.646 1.105 .743 58.671 

 

 

表 3 構面區別效度檢定表 

 構面 個人成 
就動機 

創業課程 
易理解性 

創業課程認

知有用性 
創業課程

參與態度 
創業 
意圖 

個人成就動機 .774     

創業課程 
易理解性 

.560** .805    

創業課程認知

有用性 
.686** .715** .787   

創業課程參與

態度 
.630** .668** .673** .721  

創業意圖 .644** .609** .682** .625** .728 
註:對角線之值為此一潛在變數之平均變異抽取量（AVE）之平方根，非對角線

為各構面間的相關係數 

三、模式適配度分析 

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探討作為研究模式建構之基礎，而驗證假設模式是否

適切主要結合了因素分析和路徑分析，並以結構方程式 AMOS 23.0 作為分析與

驗證工具。本研究以絕對適配度方面觀察，χ2 為 587.197，自由度為 203，p = 
0.000（< 0.05），可知已達顯著水準。不過由於卡方值很容易受到樣本與變項分

配性質的影響，根據 Bollen（1989）學者的建議 χ2/df 理想值應小於 5，本研究

數值為 2.893，符合其所建議的適配度。此外，按照 Hancock 與 Mueller（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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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應達到 AGFI > 0.8 以及 GFI > 0.85，本研究 AGFI 值 0.816，GFI 值
為 0.852，皆有符合所要求之適配度。有關 SRMR 決斷值， Hu 與 Bentler（1999）
表示接受值則以達到 0.08 為標準，如表 4，本研究 SRMR值為 0.058，小於 0.08
符合前述的標準。本研究 RMSEA 值為 0.078，接近 Browne、Cudeck（1993）
的建議值為小於 0.06，並且符合 McDonald 與 Ho（2002）小於 0.08 為可接受的

建議，表示具有良好的適配標準。此外，CFI 指數一般是以 0.95 為門檻（Bentler, 
1995），RFI、IFI、NFI、TLI 數值都會介於 0 至 1 之間，模型適配度越佳其

數值越大，係數值同時需大於 0.9 才可以（Hu & Bentler, 1999），然而 Ullman
（2001）提出可放寬到 0.8 標準的建議，亦有學者認為 NFI 與 IFI 若達 0.8，即

代表模型具有良好的適配度（邱皓政，2003）。而本研究架構當中的 CFI 為 
0.879，RFI 的值為 0.804，IFI 的值為 0.880，TLI 的值為 0.862，NFI 的值為 0.828，
CFI、RFI、IFI、NFI、TLI 皆大於 0.8，顯示本模型有良好的適配度。再者，為

了追求完美適配的狀況，仍須以簡效適配指標來判斷， Mulaik、James、Van 
Alstine、Bennett、Lind、Stilwell（1989）指出一個良好的模型，PGFI 指標與

PNFI 指標大於 0.5 都是良好的（邱皓政，2003），本研究 PNFI 指標為 0.727，
PGFI 值為 0.684 均超過 0.5，簡效程度指標顯示模型具有良好的適配度，顯示

本研究建構的結構模式資料的適配度是良好的。 

 

表 4 構面區別效度檢定表 

 絕對適配指標 

χ2/df GFI AGFI SRMR RMSEA 

數值 2.893 .852 .816 .058 .078 

建議值 < 5  > .8 > .8 < .08 < .08 

 
 相對適配指標 簡效適配指標 

NFI TLI CFI IFI RFI PNFI PGFI 
數值 .828 .862 .879 .880 .804 .727 .684 

建議值 > .8 > .8 > .8 > .8 > .8 > .5 > .5 

四、路徑分析 

本研究利用 AMOS 軟體進行路徑分析之假設驗證結果顯示，參與創業課程

學習者的個人成就動機對創業課程認知有用性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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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9，t = 1.997*）；參與創業課程學習者的個人成就動機對創業課程易理解性

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 = 1.133，t = 6.899***）；學習者參與創業課程信念中的

創業課程易理解性對創業課程認知有用性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 = 0.495，t = 
2.521*）；學習者參與創業課程信念中的創業課程易理解性對於創業課程參與態

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 = 0.758，t = 6.437***）；學習者參與創業課程信念中

的創業課程認知有用性對創業課程參與態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 = 0.28，t = 
2.572**）；參與創業課程學習者的創業課程參與態度對創業意圖有顯著的正向

影響（β = 0.815，t = 10.777***），因此，本研究之假設 H1、H2、H3、H4、
H5、H6 皆達正向顯著水準。由圖 2 的整體模式可知，參與創業課程學習者的

個人成就動機面對於參與創業課程信念之創業課程認知有用性及創業課程易理

解性的解釋力分別為 75.9%及 98.4%，而創業課程認知有用性及創業課程易理

解性構面對於創業課程參與態度的解釋力為 93.0%，而創業課程參與態度構面

對於創業意圖的解釋力為 66.4%，因此本研究模式是可接受的且具有顯著的解

釋力。 

 

 

 

 

 

 

 

 

圖 2 驗證研究模式 
p<0.05 **p<0.01 ***p<0.001 

 

陸、討論 

本研究根據認知評價理論（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 Deci & Ryan, 1985） 
建構一個「創業課程接受模式」，在信念-行動-結果的架構（belief-action-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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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Pilditch & Custers, 2018）強調外部變項或個人特質會影響個人對事

件的接受度，來探討當前創業課程的價值性。在本研究中個人成就動機是指個

體致力於創業目標，期望在創業行為上能有所成就，並認為參與創業課程對其

創業行為有所幫助的一種心理動力。 

本研究顯示個人成就動機（M = 3.736，SD = .688）具中上的程度。有關創

業課程理解性（M = 3.337，SD = .932）為中上的程度，表示學習者相信自己所

上的創業課程具中上能理解接受。創業課程的認知有用性（M = 3.745，SD 
= .864） 為中上的程度，表示參與創業課程，能讓學習者確實學到特定的創業

知識。有關好的創業課程激發學習者選擇創業課程的積極態度，本研究顯示學

習者的創業課程學習態度為中上（M = 3.665，SD = .725）；有關創業意圖，本

研究顯示為中上的程度（M = 3.676，SD = .760）。另外，本研究為探討參與創

業課程個人成就動機、創業課程參與態度及創業意圖之影響性。依據資料進行

結果的討論，分別說明如下： 

一、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個人成就動機對於創業課程易理解性及創業課程認

知有用性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性，此表示當參與創業課程學習者的個人成就動機

越高，對於創業課程易理解性及創業課程認知有用性的信念則越高。同樣的課

程目標與結構對於不同成就動機的學習者其挑戰動機會有不同的學習效果 
（DeCaro et al., 2015）；如洪榮昭、張瑞娥（2018）發現個人特質對認知理解性

及價值性有正向影響。此研究結果也間接支持了他們的研究結果，即成就動機

可以正向預測創業課程易理解性及創業課程認知有用性，表示 H1 與 H2 有正向

支持。 

二、從本研究資料分析結果可知，創業課程易理解性對於創業課程認知有

用性有顯著正向的影響。Abdullah、Ward 與 Ahmed（2016）以及 Yang、Kang
與 Yu（2016）等人所提出的論點相符，顯示認知易用性會正向影響認知有用性。

對於創業課程，上課内容若可應用是有助於學習者對創業課程的理解。本研究

發現與洪榮昭、張瑞娥（2018）所研究教學政策接受模式的結果相符，顯示當

參與創業課程學習者對於創業課程易理解性的認知越高時，將有助於創業課程

認知有用性信念之形成，表示 H3 有正向支持。 

三、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創業課程易理解性與認知有用性對於創業課程參與

態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性，表示當參與創業課程學習者對於創業課程易理解性

與認知有用性的信念越高時，將會提升其創業課程參與態度。態度設定為態度

目標的權宜性評價總結，有些學者提供態度的操作性定義作為對態度目標的評

價，無論是表示正面或負面的效價，其是由於成本效益的不平衡（Camden et al., 
2018; Yang, Asaad, & Dwivedi, 2017），依此學習者投入課程學習愈多，就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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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愈多或認知有用性愈高，若有這樣的成本效益的平衡，則參與課程的態度

就可能愈積極，表示 H4 與 H5 有正向支持。 

四、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創業課程參與態度對於創業意圖具正向影響性，代

表當參與創業課程學習者對於創業課程參與態度越高，將有助於參與創業課程

學習者的創業意圖，意即上課態度越積極的學習者，其創業意圖相對越高。相

關研究指出惟有內在意圖十分強烈的個體，才會樂於承擔創業風險，從事創造

力與創新行為，並且從活動中獲得工作的樂趣、參與感（Premand et al., 2016），
Liñán、Rodríguez-Cohard 與 Rueda-Cantuche（2011）進一步指出個人的態度和

創業意圖有極大影響。最近的研究也發現創業教育可以提升創業的態度與意願

（Entrialgo & Iglesias, 2016; Yin et al., 2018）。本研究經實證之後的結果與上述

研究發現相符，表示 H6 有正向支持。 

 

柒、結論 

創業教育可以使個人意識到更多創業課程的價值（Sánchez, 2013），也讓其

感覺更加擁有創業知識和動機，有助個人瞭解創業家精神，藉以降低創業的自

我主觀認知與風險（Walter & Block, 2016）。因此，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大學已經

開始提供創業課程（Barba-Sánchez & Atienza-Sahuquillo, 2018; Kuratko, 2005）。
但是否創業教育能夠落實創業目標？為了解此問題，本研究建構創業課程接受

模式，包含個人成就動機、創業課程參與態度及創業意圖之影響性進行驗證性

分析。研究發現各構面皆有正向影響。本研究之貢獻與後續研究之建議如下： 

一、貢獻 

Ajzen（1991）提及，如果研究者能夠額外找到重要的構念，並且有助於增

加對意圖的解釋變異量，可將這些預測因子加入至模型中。本研究所依循相關

理論模型建構課程接受模式，着重於課程的理解性與有用性對參與態度及意圖

做分析。因此本研究透過實證研究，驗證此模式不僅可以探討創業課程，也可

以應用於其他課程設計。 

本研究以個人特質「個人成就動機」做為模式的外部變項進行影響分析，

主要是創業者需要具有高度的成就動機。經驗證結果可以看出研究對象的成就

動機高於平均值，顯示成就動機是他們選擇創業課程的心理動力是很強的。了

解此現象，對於執行創業課的教師可以提供參考，即多引導學習者成就動機的

提升，有助於創業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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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制與建議 

（一）本研究對象是以大臺北地區的公立大學及民間團體有開創業課學習

者為對象，因此本研究的結果只能推測研究對象對於創業課程的價值性，未來

研究可以加入不同地區（如北中南）及私立大學進行比較分析。 

（二）課程的理解性通常是由上課內容及方式而決定，本研究未分析學習

者對教師所採用的教材及上課方式做分析。未來研究可以針對創業課程的上課

內容及方式對課程的理解性進一步分析，以提供創業課程教學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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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ceptance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Courses: Perceived Easiness of 

Comprehension, Usefulness, and Lesson 
Particip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Jon-Chao Hong*   Yu Chun Huang**  Chieh Chien***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urvey to explore the attendees’ perception related to 
easiness of lesson comprehension, content usefulness, and attitude toward lesson 
particip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e participants were the students who 
took entrepreneurial courses in the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was posted from January 16th, 2017 to February 28th, 2017. A total of 
31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effective return rate was 81.4%.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achievement motivat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perceived comprehensibi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lessons and the usefulness of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2) the higher th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he easiness of 
lesson comprehension, the higher level of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entrepreneurial 
curriculum was found; (3) th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had higher level of belief about the easiness of comprehension and usefulness of the 
courses, and it eventually enhanced their attitude toward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urses; 
and (4) Th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lesson participat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the following: (1)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cceptance model of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may also be 
applied to other curriculum design; and (2) Achievement motivation is one of 
psychological traits to choose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It indicates that promoting 
student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ir intention to start up a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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