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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研究顯示領導者的正向領導可增加團體凝聚力及學習滿意度，亦能提升學習成效。然而針

對樂齡學習中心學習者正向領導知覺的研究仍然缺乏，因此，本研究以橫斷式研究設計，於 2017

年 11月針對 4所樂齡學習中心（雲林縣 1所、嘉義縣 1所、台南市 2所）55歳及以上學習者進行

問卷調查，探討影響「學習成效」三個構面（反應構面、學習構面及行為構面）的因子，其分析因

子包括「正向領導」（營造正向氣氛、營造正向關係、運用正向溝通、賦予正向意義）的四個層面

及受訪者背景變項。調查以郵寄發放共 92份問卷，有效問卷 72份（回收率 78%）。透過多因子線

性迴歸分析顯示：(1)反應構面的顯著獨立因子為營造正向氣氛（標準化迴歸係數[β]=0.41、p<0.001）、

男性(β=0.25、p=0.014)、學習年資>4年(β=−0.30、p=0.025)、職業背景為自由業(β=0.41、p=0.019)

及其它(β=0.39、p=0.034)共四項；(2)學習構面的顯著獨立因子為賦予正向意義一項(β=0.38、

p<0.001)；(3)行為構面的顯著獨立因子為營造正向氣氛(β=0.50、p=0.001)、營造正向關係(β=−0.67、

p<0.001)、賦予正向意義(β=0.82、p<0.001)、職業背景為自由業(β=0.36、p=0.010)及其它(β=0.37、

p=0.010)共四項。綜合而言，學習成效三個構面的顯著因子雖各有異，但皆與正向領導中至少一個

層面呈顯著關係，建議未來研究可採用縱貫型研究設計進一步釐清兩者的因果關係。同時亦可探討

如何能有效培養樂齡學習中心學習者的正向領導知覺，從而提升學習成效。 

關鍵詞：銀髮族、終身學習、高齡教育、問卷調查 

1. 文獻探討 

在此瞬息萬變的社會中，領導與學習成效被視為擁有競爭力的兩大關鍵。近幾年國外學者提出

新的領導概念「正向領導(positive leadership)」，能使組織領導者以正向執行力與影響力，以營造正

向氛圍與付出愛心關懷，進而提升組織成效。正向領導策略的運用，可以幫助領導者促進教師產生

正向情緒的環境，營造正向氣氛與運用正向的溝通，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生學習行為」

（謝傳崇等人，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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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學習機構之領導者，如何將自身的正向領導呈現亦是高齡學習者能夠長期跟隨學習的關

鍵因素，唯有透過領導者的正向領導，才能肩負起樂齡中心高齡教育的責任，故探究樂齡中心高齡

學習者對正向領導的知覺與學習成效有其必要性。 

1.1 樂齡學習中心 

「樂齡」在新加坡是對高齡者的尊稱，在臺灣則是指 55歲以上的國民，透過快樂的學習，達

到「忘記年齡、忘記憂愁、忘記煩惱」（魏惠娟，2015）。教育部於 2008年，開始推動「樂齡學習

計畫」，在全國各鄉鎮市區規劃設置共 104所「樂齡學習資源中心」，鼓勵高齡者積極參與老年的社

會生活，在 2010年底將其更名為「樂齡學習中心」，根據 2016年教育部統計（教育部，2016a；教

育部，2016b），師資部份由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大專院校師資、退休教師及志工擔任之；全國樂齡

志工共有 10,126人，樂齡學習參與者合計達 2,138,368人次，顯示樂齡學習中心逐漸成為我國樂齡

教育的主軸。 

1.2 樂齡學習者參與學習的助力與阻礙 

正向助力對於樂齡學習者願意持續的參與學習活動，具重要影響性，魏惠娟(2012)指出，組織

機構的氣氛、課程與師資安排，以及情境因素的支持，為樂齡學習者持續參與的助力；宣傳管道不

夠多元、記憶力衰退為樂齡學習者持續參與面臨的最大阻礙。組織氣氛是樂齡學習者能否持續參與

學習之最重要因素，和諧氣氛能讓學習者感到溫馨、有能力，是學習的助力（黃富順，2004）。 

1.3 正向領導 

領導者的領導行為扮演組織成敗重要關鍵。領導是一種影響力的發揮，教師領導行為影響學生

的整體表現與學習成效(Woods, 2005)。「正向領導」，又稱為積極領導，是由美國密西根大學管理與

組織學教授金．卡梅倫(Kim Cameron)於 2008 年所提出，著重在超越一般水準的正向超越表現（謝

傳崇等人，2015）。正向領導可增加學生的無限可能，透過教育的薰陶，幫助學生發揮自我潛能，

追求卓越表現，並營造一個更具凝聚力的學習環境（謝傳崇，2011a；Butler, 2011）。 

國內外學者對正向領導內涵，以「正向氣氛」、「正向關係」、「正向溝通」、「正向意義」四個層

面較為多數研究者所用（林新發，2010；謝傳崇，2011b；Donaldson & Ko, 2010），國內大部分研

究者均採用謝傳崇(2011a)研究論點，因此本研究將正向領導知覺之內涵分為「營造正向氣氛」、「營

造正向關係」、「運用正向溝通」、「賦予正向意義」四個層面，茲說明如下： 

(1) 營造正向氣氛：領導者能適時表達關懷與愛心，尊重教師需求，能同理與傾聽教師的想法，

相互關懷與支持，使高齡學習者沉浸在一個良善的正向氛圍中； 

(2) 營造正向關係：領導者能激勵教師建構正向能量網絡，並能建立團體合作與支持的正向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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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用正向溝通：領導者以肯定和支持的語言取代負向的批評，與教師交談時充滿著關懷與

活力，並具有洞悉教師情緒的敏感度，從而與教師建立起和諧的情感交流與有效的溝通； 

(4) 賦予正向意義：領導者能善用各種時機，允許教師參與達成目標和學習策略的決定，提升

教師教學表現，促進班級經營效能。 

1.4 學習成效 

學習乃是個體在經驗獲得及行為改變的一個歷程，成效即學習者經過學習之後在知識或技能

上之成就。學習成效就是行為改變的評估結果（張春興、林清山，1981）。Kirkpatrick 曾經將成效

評估模型分為反應(reaction)、學習(learning)、行為(behavior)及成果(results)四個層面，針對各層面

的評估工作提出指引原則，其內涵包括：(1)反應層面：係指學習者對所參與課程的喜歡或滿意程

度，用來衡量學習者各方面的感覺，但不包括所習得的任何知識技能(Kirkpatrick, 1994)；(2)學習層

面：係指評估學習者對課程所提供的理論、知識、事實、態度、技能或任何資訊之瞭解、吸收程度，

或技能的純熟度等，但不包括在工作中是否能運用所學(Kirkpatrick, 1994)；(3)行為層面：係指學習

者在參與課程之後的行為改變程度，也就是其行為在工作上的變化情形(Kirkpatrick, 1996)；(4)成果

層面：係指學習者完成訓練課程後，針對學習者對組織單位的貢獻評估(Kirkpatrick, 1996)。此層面

在執行上最為困難，不僅資料不易取得，所需花費的金錢、時間及難度都最大，但對組織的意義也

最重要，透過指標性的分析可瞭解培訓所帶來的效益，從而確定對組織產生的貢獻。 

學習成效的評估大多數的研究皆採用 Kirkpatrick 的四層面成效評估模型，學習成效的評估很

難客觀具體，本研究主要針對高齡者對參與樂齡學習中心的反應(reaction)、學習(learning)、行為改

變程度(behavior)等三個層次進行評估。各類定義如下：(1)反應層級：高齡學習者對學習的反應與

滿意程度；(2)學習層級：高齡學習者對學習的吸收與理解程度；(3)行為層級：高齡學習者對學習

之知識技能的應用程度。 

1.5 正向領導與學習成效之相關研究 

Fredrickson (2003)與 Rath (2004)表示，正向領導者若能分享正向情緒，能提高組織士氣、增加

組織成員滿意度與參與感，並提升組織績效。吳明隆(2006)指出，有效能的學校擁有正向良善的學

校氣氛、能有效促進教師同仁間的互動。實證研究顯示，正向領導可進一步超越自我，激發學生潛

能（謝傳崇，2011c；Fredrickson, 2003; Rath, 2004）。所以，機構領導者對教師若能促進正向情緒的

環境，營造正向氣氛與運用正向溝通，就能夠提升「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生學習行為」層面。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橫斷式研究設計，於四所雲嘉南地區樂齡學習中心（雲林縣 1所、嘉義縣 1所、台南

市 2 所），針對 55 歳及以上學習者進行問卷調查，每個中心發放 23 份問卷，合計 92 份問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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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調查實施時間為 2017年 11 月 15日至 12月 10日，問卷發放採用信件郵寄方式，寄出隔一週後

以電話方式聯絡各樂齡中心以確認問卷是否收到，並敦請依問卷調查信件內附的回函信封擲回。 

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基本資料」、「正向領導知覺」、「學習成效」三部分。基本資料包含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職業背景和在樂齡學習中心的學習年資。正向領導知覺以包含「營造正向氣氛」、

「營造正向關係」、「運用正向溝通」、「賦予正向意義」的四個層面所構成的「正向領導知覺量表」

評量。量表選項為四點李克特尺度，「非常不重要」、「不重要」、「重要」和「非常重要」，按順序給

予 1、2、3、4 分，得分愈高表示回答者對於正向領導知覺愈高，四個層面總題數為 20 題。至於

「學習成效」則以包含「反應構面」、「學習構面」及「行為構面」三個層面所構成的「學習成效量

表」評量。量表選項亦為四點李克特尺度，「非常不符合」、「不太符合」、「有點符合」、「非常符合」，

按順序給予 1、2、3、4分，得分愈高表示回答者的學習成效愈高，三個層面總題數為 15題。正向

領導知覺量表係參考謝傳崇(2011a，2011d，2011e)、張靖怡(2017)所編製之「校長正向領導量表」

修訂而成。學習成效量表參考余采瑄(2011)、魏雅璇(2013)等人之觀點及其「學習成效量表」修訂

而成。 

回收問卷資料以 SPSS 24.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正向領導知覺量表和學習成效量表的內部

一致性信度分析以 Cronbach’s α係數檢測。研究對象基本資料以樣本數和百分比描述。此外，學

習成效的三個構面逐一以多因子線性迴歸進行分析，自變項為「正向領導知覺」的四個構面（營造

正向氣氛、營造正向關係、運用正向溝通、賦予正向意義）及受訪者背景變項。 

3. 研究結果 

問卷共計發放 92份，回收 72份（回收率 78%）。正向領導知覺量表和學習成效量表的Cronbach’s 

α係數分別為 0.971 和 0.963，顯示兩者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優良。表 1 彙整並列示樣本各項特性進

行之描述性統計分析。受訪者在性別分佈上女性多於男性，年齡分佈上以 55-59歲層級者居多，教

育程度分布上以高中（職）者居多，職業背景以其他類別（即非公務人員、商業或自由業）較多，

在樂齡學習中心的學習年資上，低於 1 年、1 至 3 年和 4 年及以上的分布大致相同。至於學習成

效的反應構面、學習構面和行為構面的得分平均值分別為 3.79（標準差 0.37）、3.77（標準差 0.39）

和 3.71（標準差 0.49）。而正向領導知覺的四個層面，包括營造正向氣氛、營造正向關係、運用正

向溝通和賦予正向意義的得分平均值分別為 3.69（標準差 0.39）、3.79（標準差 0.37）、3.77（標準

差 0.43）和 3.74（標準差 0.47）。 

表 2 顯示樂齡學習中心學習者學習成效的多因子線性迴歸分析，結果顯示：(1)學習成效反應

構面的顯著獨立因子為營造正向氣氛（標準化迴歸係數[] = 0.41、p < 0.001）、男性( = 0.27、p = 

0.014)、學習年資> 4年( = −0.30、p = 0.025)、職業背景為自由業( = 0.41、p = 0.019)及其它( = 

0.39、p = 0.034)共四項；(2)學習成效學習構面的顯著獨立因子為賦予正向意義一項( = 0.63、p < 

0.001)；(3)學習成效行為構面的顯著獨立因子為營造正向氣氛( = 0.50、p = 0.001)、營造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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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67、p < 0.001)、賦予正向意義( = 0.82、p < 0.001)、職業背景為自由業( = 0.36、p = 0.010)

及其它( = 0.37、p = 0.010)共四項。 

表 1. 樣本結構分佈敘述性統計（樣本數= 72） 

樣本特性 項目 樣本數（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13（18.1） 

59（81.9） 

年齡層（歳） 

55–59 

60–64 
65–69 

70–79 

25（34.7） 

21（29.2） 

15（20.8） 

11（15.3） 

教育程度 

國（初）中及以下 

高中（職） 

大學（專）含以上 

20（27.8） 

27（37.5） 

25（34.7） 

職業背景 

公務人員 

商業 

自由業 

其他 

8（11.1） 

7（9.7） 

21（29.2） 

36（50.0） 

學習年資（年） 
< 1 
1–3 

 4 

23（31.9） 

24（33.3） 

25（34.7） 

 

表 2. 樂齡學習中心學習者學習成效反應構面、學習構面及行為構面之多因子線性迴歸分析結果 

自變項 

依變項 

反應構面 學習構面 行為構面 

 p  p  p 

營造正向氣氛 0.41 < 0.001 – – 0.50 0.001 

營造正向關係 – – – – −0.67 < 0.001 

運用正向溝通 – – – – – – 

賦予正向意義 – – 0.63 < 0.001 0.82 < 0.001 

性別 

女 

男 

 

1 

0.27 

 

 

0.014 

– – – – 

學習年資（年） 

< 1  

1–3 

 4 

 

1 

−0.19 

−0.30 

 

 

0.130 

0.025 

– – – – 

職業背景 

公務人員 

商業 

自由業 

其他 

 

1 

0.20 

0.41 

0.39 

 

 

0.175 

0.019 

0.034 

– – 

 

1 

0.10 

0.36 

0.37 

 

 

0.343 

0.010 

0.010 

             ：標準化迴歸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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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與建議 

綜合而言，透過多因子線性迴歸分析，本研究發現樂齡學習中心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三個構面之

顯著因子雖各有異，但皆與正向領導知覺中至少一個層面呈顯著關係。顯示樂齡學習中心應重視學

員對正向領導知覺的培養。若學習者的營造正向氣氛知覺愈高，則其學習成效之反應構面成效愈

高，即學習者對學習的反應與滿意程度愈佳。若學習者的賦予正向意義知覺愈高，其學習成效之學

習構面成效愈高，即學習者的吸收與理解程度愈佳。至於學習成效之行為構面，即知識技能的應用

程度方面，則同時受營造正向氣氛知覺、賦予正向意義知覺和營造正向關係知覺三者影響。若學習

者對機構營造正向氣氛知覺或賦予正向意義知覺愈高，其學習成效之行為構面成效愈高。但若學習

者對機構營造正向關係知覺愈高，則其學習成效之行為構面成效愈低。此結果可能代表當學習者的

營造正向關係知覺愈高時，更能感受自己深受重視，因此覺得所學的知識技能在應用程度上應能作

出更大的貢獻。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受限於橫斷式調查的設計，因此未能確定正向領導知覺和學習成效的

因果關係。學習成效較高的樂齡學習者有可能本身的正向領導知覺就較強。故此，建議未來研究可

採用縱貫型研究設計進一步釐清兩者的因果關係。同時亦可探討如何能有效培養樂齡學習中心學

習者的正向領導知覺，從而提升學習成效，讓學習者「快樂學習，樂而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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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positive leadership could increase group cohesiveness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Moreover, learning achievement could also be enhanced. Nevertheless, studies on perception 

of positive leadership among learners in senior learning centers are still lacking. Therefore, the present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learners over the age of 55 years in four senior learning 

centers (one in Yunlin county, one in Chiayi county, two in Tainan City) regard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learning achievement (reactive, learning, and behavioral constructs). The independent factors included 

perception of positive leadership (positive climat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positive communication, and 

positive meaning) and the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pondents. A total of 7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out of the 92 mailed out (response rate 78%). Results from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indicated: (1) the reactive construct was significantly and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four factors 

including positive climate (standardized beta []=0.41, p<0.001), male sex (=0.25, p=0.014), had been 

learning for over 4 years (=−0.30, p=0.025), an occupational background of freelancer (=0.41, p=0.019) 

or others (=0.39, p=0.034); (2) the learning construct was significantly and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only positive meaning (=0.38, p<0.001); and (3) the behavioral construct was significantly and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four factors including positive climate (=0.50, p=0.001), positive 

relationship (=−0.67, p<0.001), positive meaning (=0.82, p<0.001), an occupational background of 

freelancer (=0.36, p=0.010) or others (=0.37, p=0.010). In summary,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three different constructs of learning achievement were different, but each of them was associated 

with at least one dimension of the perception of positive leadership. Future studies could explore how to 

enhance the perception of positive leadership among senior learner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ir learning 

achievement. 

Keywords: elderly people, lifelong learning, senior educa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