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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深耕計畫補助創新教學成果報告

表 

執行單位 勞工關係學系 

分項計畫 

1-2 

智慧化精準學習及數

位教學 

計畫主持人 李育憶 

計畫聯絡人 陳昕妤 

計畫名稱 SDT 理論在產業發展與工作課程中的專題實證 

計畫成果 

摘要 
量化成果 

說明:  

1. 講座：5 場 

2. 實作體驗：1 場 

3. 創業計畫書：2 份 

4. 產業趨勢與工作樣態報告書：12 份 

結論:  

課程執行期間舉辦五場講座，其中包含一場

實作體驗，活動邀請來自不同產業之專業講師

以及深耕業界多年的資深人士，為學生帶來跨

領域的學習體驗與豐富的知識分享。 

講座涵蓋製造業、咖啡產業與食品零售業等

多個產業，透過講師深入淺出的講解，學生了解

到各產業的歷史變遷以及在科技浪潮下的創新

應用。講師們特別強調產業創新，分享了如何將

創新科技融入到生產製程與產品設計中。例如，

在製造業領域，講師展示了如何利用先進的自

動化技術優化生產流程，提升效率與產品品質；

食品零售業則探討了數據分析與 AI 技術如何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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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於消費者行為預測與電商通路管理。此外，亦

採用圖表與公司案例介紹的方式，讓學生更加

直觀地理解各產業目前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具體

運作模式。例如，講師詳細解釋了生成式 AI 在

協助員工節省工作時間以及提升創造性工作方

面的實際應用，如內容生成、流程自動化等。不

僅增強學生對科技應用的理解，亦讓他們對未

來可能的職場需求有更全面的認識。 

咖啡實作體驗為本計劃的重要環節之一，咖

啡實作體驗課程以生動有趣的方式，讓學生深

入了解咖啡產業。課程首先由專業講師講解咖

啡豆的完整生產過程，包括豆子採摘、烘培、加

工、包裝等環節。講師亦分享了非連鎖咖啡廳品

牌的自營工作者在台灣市場中如何以創新風味

與堅持立足，並介紹了咖啡產業的歷史與趨勢

發展。現代科技在咖啡產業中的應用是課程的

一大亮點。講師展示了 AI 技術如何與咖啡機、

烘豆機結合，實現了更高效的操作與品質控制。

例如，智能烘豆機可以精確控制烘培的溫度與

時間，從而創造出最佳的風味組合。學生可以深

入了解現代咖啡師除了需要掌握傳統的專業技

能外，亦需要熟悉最新的科技，近一步拓展其對

咖啡師之認識。 

實作中學生參與了咖啡豆香氣辨識、研磨以

及拉花體驗。不僅讓學生體會到不同烘培程度

對咖啡風味的影響，也讓他們體會到咖啡師需

要具備的專注力與創造力，透過簡單的拉花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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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學生了解到精美的咖啡背後，是咖啡師長期

的訓練以及技能的累積。 

上述講座與實作體驗活動成功地幫助學生

對不同產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特別是 AI 技

術對於產業生產過程與員工工作方式的影響。

透過講座，學生不僅學習到了各產業的專業知

識，也增強了跨領域的視野與思維能力。而咖

啡實作體驗則讓學生在實際動手做的過程中不

僅感受到學習的樂趣，同時提升了對咖啡產業

的興趣與認識。透過這些活動，學生能更清楚

地認識到科技的發展並不是替代人類，而是幫

助人類更加有效率地完成工作，並將重心放在

更具創造性的部分。本課程不僅成功傳遞了產

業知識與技能，亦啟發了學生對未來職業生涯

的思考。透過多元化的學習體驗，學生對於自

己未來可能的職業道路有了更清楚的認知，也

更有信心迎接科技時代所帶來的挑戰與機遇。 

質化成果 

（1000 字以內） 

本課程執行期間，共收到十四份專題報告

書，分別為創業計畫書兩份以及產業趨勢與工

作樣態報告書十二份，這些報告書展現出學生

對不同產業之深入認識與創新能力，結合了理

論學習與實踐應用之成果。 

創業計畫書主題為「複合式音樂沙龍咖啡廳

與服飾店暨娛樂酒吧」以及「個人化健康飲食訂

製平台」。學生以創新為出發點，設計出具有市

場吸引力的商業模式，並清楚說明其產品或服

務的特色，接著透過收集市場趨勢與消費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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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等資料，選定合適廠商以及目標客群，進行全

面的優劣勢分析。並根據分析結果，設計出針對

目標客群行銷策略，以期提升品牌吸引力與市

場競爭力，最後制定詳細的營運模式與財務計

劃，針對可能遇到的挑戰進行全面的風險評估，

提出未來發展藍圖。透過這些練習，可以讓學生

從微觀的角度出發，理解創業過程中的關鍵要

素，亦可以了解要如何將資源投入到最重要的

還節，並強調差異化與創新性，才能提升該經營

模式的可行性。 

產業趨勢與工作樣態報告書涵蓋了許多不

同的產業，包含石化產業、媒體業、遊戲業、動

畫業、電子商務業、汽車業、半導體業、串流影

音業、人力資源科技業、國內旅遊業與自行車業

等。各組學生透過廣泛的資料收集與深入分析，

分別介紹各產業之發展歷程與市場現況，並分

析出其獨特的產業特性。針對產業內部結構與

市場競爭，深入探討政策支持與市場挑戰，並根

據目前該產業之人力供給現況對未來工作趨勢

進行預測，提出對應策略。另外，每份報告書皆

包含具體案例分析，各組學生在此基礎中提供

創新建議，期望幫助產業在科技時代中保持競

爭力。這些練習不僅幫助學生深入理解各產業

之背景與現況，亦促使其思考產業要如何應用

科技簡化工作流程並提升效率。同時，亦學習到

要如何結合技術與人力資源來面對外來挑戰，

對於其畢業後的職業規劃提供良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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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不僅讓學生透過講座了解不同產業

現況與發展趨勢，亦讓其進行分組討論與撰寫

專題報告，在這些過程中，學生不僅學會如何

從無到有設計出完整的商業模式，並藉由市場

優劣勢分析與資源配置提升創業可行性，亦透

過對產業之深入研究，提升了其資料收集、分

析與撰寫之能力。這些方式不僅鍛鍊學生的團

隊合作與領導能力，亦讓學生將對產業的深入

認識結合其創意呈現在報告中，透過課程的多

元學習方式，學生不僅拓展了視野，培養面對

科技時代所需的創意思維與問題解決能力，亦

能從中獲得經驗，為未來的職場挑戰做好準

備，而本課程亦成功達到提升學生對產業認識

與實務操作能力之目標。 

成果照片與說明

（請放置辦理活

動及購置設備之

照片，至少四張） 

  

  

成果自評與建議 

（200 字以內） 

1. 執行計劃期間發現社科院之學生較少有機會接觸創業課

程，建議可以多多舉辦創業相關課程或講座，以拓展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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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並更加認識各個產業。 

2. 期末可辦理實體成果發表論壇，邀請專家學者與學生一起

針對創業與產業創新現況與趨勢進行深入討論。 

3. 感謝校方提供此計劃，讓各領域之學生可以有更多機會接

觸不同產業之人才，深入了解不同產業現況以及與創新科

技結合後的未來發展，對其未來畢業後不論是創業方向或

就業選擇皆提供了非常有效之協助。 

備註 

講座 5 場，含實作體驗 1 場，共計 5 場。 

產業發展與工作課程分組報告： 

創業計畫書 2 份、產業趨勢與工作樣態報告書 12 份，共計

1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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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計畫執行內容與成果說明 

壹、 教學問題 

在 2024 年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顯示從事非典型工作人數正逐年成長，這樣

的勞動市場改變更加說明學生在大學就讀期間，應該要有對於創業知識與產業

知識的相關課程，讓學生有更佳的學習成效，以及減少後續的學用落差。主持

人開設相關創業與實作課程已有六年，並在許多單位擔任輔導顧問的角色，每

次與學生或創業者討論時，他們都會提及在學校的課程中，若是有一門課程能

讓他們對於創業與產業有更多的了解，相信在大學時期或許就會開始啟動自己

的創業計劃。但是對於創業，勞工關係學系的學生還是懵懵懂懂，甚至對於產

業情境與發展趨勢，也常有一知半解的認知，長期觀察下來他們也並不確定自

己未來是否會創業，因為對於勞方而言，要求的是勞動條件以及相關的勞動權

利，對於自己從勞方轉為創業者資方的角度，並不會有更多的認識。一般的創

業課程大多由資方角度的觀點出發，並追求利潤極大化的組織目標前進，鮮少

有課程可以從勞方與資方的角度來探討創業的議題。因此主持人開始思考是否

能透過一門課程，可以讓學生了解當勞方轉為資方時，雙邊觀點的認知差異，

並且在課程中加入產業發展與工作的樣態，讓學生可以有多面向的學習，並在

課程進行中與結束之後，調查學生的創業動機與產業知識，接著再透過撰寫創

業計劃書與產業發展報告，讓他們對於產業趨勢與創業知識能有更多面向的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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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1. SDT（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自我抉擇理論  

SDT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自我抉擇理論為激勵研究提供了多層次的概念

框架，探討在自主和可控制的情境下，個人行為的驅動因素。已有研究證實個

人的行為意向或行為受到動機的影響（Deci、Koestner 和 Ryan，2001；Gagné

和 Deci，2005；Sørebø 等，2009；Vallerand，1997；Yoon 和 Rolland，2012）。

學者們（Gagné 和 Deci，2005；Vallerand，1997）將動機觀點廣泛分為「內在

動機」和「外在動機」兩類。Deci 等人（2001）和 Gagné 和 Deci（2005）認為

動機是影響個人在一般或工作相關行為中的關鍵決定因素，並會影響個人行為

的持續性。其研究著重於理解人類行為的激發、方向、維持和終結的動機和過

程。學習動機實際上是一種複雜的內在歷程，人們在學習過程中可以透過多種

手段操縱和觀察激勵效果。同一個人在不同場合和情境下可能受到不同因素的

激勵，形成個人的動機。然而，Deci 等人（2001）、Vallerand（1997）等學者認

為內在動機是指個體參與事件、活動或目標設定的練習，除了本身對該行為具

有興趣、滿意、愉快或喜歡的潛在內部情感因素外，並無外在的壓力或誘因所

推動，也沒有其他明顯的外部強化利益。它是自我抉擇的動力，或自主行為的

表現，是一種感興趣或愉快的來源。Deci 等人（1991）認為外在動機是指個人

基於事件、活動或目標，使行為者認為有誘因（如報酬、獎勵、避免處罰、避

免羞辱和工作職涯）而參與的傾向。然而，它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並不足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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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自我調整為個人認為重要或可接受的行為即可。因此，Vansteenkiste 等人

（2006）將內外在激勵轉化為自主激勵和控制激勵，尤其是自主激勵更適合作

為在學習期間高度興趣、正向情感、概念學習和高績效的測量。Smith（2002）

根據 Knowles 提出的 Andragogy 理論認為，成人學習者的決策可能由內在動機

或外在動機驅動，與上述自我抉擇理論中影響個人行為的動機類型相似。具有

內在動機的個人在沒有外部強迫的情況下，會自主地追求目標或活動（Deci 和

Ryan，1985）。 

根據 Deci 和 Ryan（2002）的觀點，自主行為源自個人的整體自我意識，而

受控行為則來自外部感知的因果關係，通常透過人際關係、內在事件或需求而

獲得強化。Carré（1997）在研究成人學習者動機時設計了一種測量工具，認為

學習的內在動機主要來自於對學習過程本身所獲得的滿足感，而行動的主要結

果則是學習活動的內在學習效果。Garris、Ahlers 和 Driskell（2002）則認為遊

戲式學習活動或過程具有挑戰性、個人控制決策並引起好奇心，透過獎勵學生

並激發他們的探索慾望，學習環境的探索激發學習者追求更多獎勵的動機，同

時鼓勵參與者的外在和內在動機。因此，進行有組織且系統的成人學習研究，

明確成人參與持續學習活動的原因，以及建立可操作的成人學習動機理論模型，

並應用於衡量成人學習動機的內部一致工具，可作為進一步研究成人動機和學

習導向的概念研究模型（De Freitas，2006; De Grove，Van Looy 和 Mec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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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Rothes，Lemos 和 Gonçalves，2014）。促進學生的自我抉擇在教育學習中

是重要的一步，因為自我抉擇是一個涵蓋多種要素和動機特徵的總體結構。例

如，研究已經證實，在學習過程中提供自我抉擇的機會可以改善行為結果（Agran

＆Brown，2016; Flowerday＆Shell，2015; Vansteenkiste，Aelterman，De Muynck，

Haerens，Patall＆Reeve，2018）；更高的自我抉擇與改善學習成效有關（Deci＆

Ryan，2016; León，Núñez＆Liew，2015; Vansteenkiste，等，2018），並增加對職

業任務的參與（Jang，Kim＆Reeve，2016; Johnson，Taasoobshirazi，Clark，Howell

＆Breen，2016; Wantanabe＆Sturmey，2003）。 

然而，對解決問題和決策的自我抉擇是一個附加元素，有助於提高成功應對

社會情境的能力並加強正向結果（Gagné，＆Deci，2005; Khemka，2000; Novak，

Feyes＆Christensen，2011; O'Reilly，Lancioni＆O'Kane，2000）。學者們（Baeten，

Dochy＆Struyven，2013; Gagné，＆Deci，2005; Haivas，Hofmans＆Pepermans，

2013; Sørebø，等，2009; Vansteenkiste，等，2018; Yoon＆Rolland，2012）利用

自我抉擇理論在參與學習活動的主要前置變項（知覺自主感、知覺能力、知覺

歸屬感）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理解。在知覺自主感方面，涉及一個人促進另一個

人意圖和心理需求的相互行為（Reeve＆Jang，2006），使學習者有機會以自己的

方式解決學習任務，課堂活動的自我決定有助於滿足基本的心理需求（Jang，

Kim＆Reeve，2012），創建支持學生內在動機來源的有利學習環境。對於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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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和學習掌握提供信息反饋，鼓勵內化過程並提高內在動機；知覺能力的需

求表明需要意識到個人有足夠的能力有效地執行行為，並能夠預期和預防不良

的後果；知覺歸屬感則來自他人的關懷或對他人提供的學習支持，希望成為某

一特定工作場所或專業社群的一員，形成學習社群和學習伙伴之間的連結和關

懷（Baeten，等，2013; Gagné，＆Deci，2005; Haivas，等，2013; Roca＆Gagné，

2008）。 

2. 斜槓創業 

在全球社會環境急速變遷和新興就業趨勢逐漸上升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工

作者不再滿足於單一職業，而是選擇擁有多重職業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為迎合

這股社會趨勢，許多人選擇適應當前流行的生涯名詞「斜槓人生」。這反映了對

於經濟快速發展和工作型態變化的應對，以及對於傳統工作受到取代或消失的

認知。同時，越來越多人希望追求多元、自由的生活方式，不喜歡被傳統工作

所束縛，因此選擇了擁抱多元身分的「斜槓人生」。「斜槓」一詞源於英文中的

「Slash」，代表不滿足於「專一職業」，而選擇擁有多重職業和身份的多元生活。

每一斜槓都代表一種「生存技能」，即能夠帶來收入的興趣和特長。近年來，「斜

槓創業」在國內外掀起一波潮流，許多創業者在不放棄原本主業的情況下，利

用自身技術、興趣等條件，開展新的創業事業，形成了斜槓創業者的群體。台

灣的「斜槓」更打破了框架的限制，展現出更多元的樣貌，不受年齡、職業和

身分的約束。而「斜槓態度」則強調通過學習專業知識提升自身能力，追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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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心理的成功，主要表現為從事自身有興趣的工作、得到他人認可，進而擁有

選擇工作與生活的自主權，呈現多樣的職涯與生活。「斜槓」概念強調了一種「無

邊界人生」，包括職業和收入的無邊界、工作方式的無邊界（即無固定工作場所、

雇主或合作夥伴）、心態上的無邊界。這種趨勢與多元經濟模式的興起相關，不

再受限於單一組織或單一工作，多重身分、跨界的工作型態將成為未來的新趨

勢。 

在微型創業方面，新世代的「微型創業」與傳統創業最大的區別在於融入更

多資訊、科技應用和文創實力，不僅僅是為了降低成本，更注重速度和獨特性。

疫情爆發後，一些人遭受砍班、減薪的影響，選擇放棄原本的工作，自己創業。

根據 Bruyat 和 Julien（2001）對創業類型的分類，包括複製型創業、模仿型創

業、穩定型創業和冒險型創業。這些創業類型的選擇受到創業者背景、能力、

技術和積極性的影響。此外，Gartner、Mitchell 和 Vesper（1989）將創業者分類

為整合網路資源創業、技術、網路成熟創業、收購公司創業、技術槓桿創業、

專業服務型創業、創意創業和計畫型創業等不同類型。 

發展趨勢方面，目前台灣微型創業主要趨向於網路平台、創客實驗和文創工

坊。隨著環境和技術的不斷變化和進步，未來的微型創業發展趨勢將更加多元

豐富。在社會環境快速變遷和個人因素影響改變的情況下，人們對工作的想法

和行為可能會產生變化，這與創業者的創業動機密切相關。在社會更加多元豐

富和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微型創業者的創業方向也將變得更加多樣化。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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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者的角度來看，起初的創業選擇通常涉及到運用自身的專長、興趣、資金

等多方面因素，而在事業穩定後，也可以考慮進行轉型或增加不同的經營模式。

因此，創業的多元化為創業者提供了在創業道路上探索不同方向的機會。 

 

參、 教學目標 

產業發展的基本在於市場需求，而市場需求也決定了工作樣態，供需

的關鍵在於解決人們的問題，人們的問題來自社會樣態與價值觀的變遷，

各世代人們的生活有什麼問題需要解決，就會引發新產業的發展，就會產

生新的工作技能，而影響勞方與資方的關係。因此，本課程旨在讓學生了

解工作樣態與產業發展間的互動關聯，與創業機會的辨識，工作技能如何

造就產業發展與創業機會？產業的發展又如何影響工作技能的變化？同

時，也探討個人應具備怎樣的工作技能與知識素養，方能因應產業發展的

變遷，因此本計畫教學目標如下： 

1. 深化學生對創業的理解：提供學生機會，從勞方和資方的不同觀點探討創業，

促使他們深化對創業概念的理解。 

2. 結合產業趨勢與業師協同：建立與產業界的合作機制，邀請業師分享實際經

驗，使學生能夠連結理論與實務，了解產業發展的實際需求。 

3. 培養多面向的學習：引導學生不僅關注利潤最大化的資方觀點，也理解勞方

的勞動條件和相關權利，使其具備多元思考的能力。 

4. 提升創業動機與產業知識：透過調查學生的創業動機和產業知識，確保他們

在創業方面有充分的動機和知識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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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作專業技能：透過撰寫創業計劃書和產業發展報告，培養學生具體的實務

能力，讓他們能夠將理論轉化為實際的創業計畫與產業報告。 

 

肆、 教學設計 

1. 課程主題與構想：為了提供學生更全面的創業知識和產業視角，整學期的

課程包含以下主題： 

(1) AI科技與機器的影響 

(2) 顛覆世界的四大力量 

(3) 微趨勢的力量，今日變化的構成要素 

(4) 台灣產業變遷，台灣產業發展何去何從 

(5) 工作的價值與意義以及當前過勞之職場常態 

(6) 職場與性別，職務分工在性別上的差異 

(7) 零工經濟 

(8) 自造者時代：啟動人人製造的第三次工業革命 

(9) 風土創業學，邁入後疫情時代，迎向新的挑戰與可能 

2. 課程架構設計：將課程分為五大模組，包括勞方和資方的角度，產業發展

趨勢，以及實際案例分析。確保每個模組都有具體的實踐元素，例如案例研

究、產業趨勢、創業計畫等，分別敘述如下： 

 模組一：創業基礎理論與概念 

(1) 創業定義與不同觀點 

(2) 勞方與資方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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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業發展趨勢與工作樣態 

模組二：業師分享與產學合作 

(1) 邀請業師分享實際經驗 

(2) 參訪產業場域，了解實際運作 

(3) 建立產業界連結 

模組三：創業動機與產業知識調查 

(1) 學生進行個別或小組調查 

(2) 分析學生對創業的動機和產業知識的了解 

模組四：實作專業技能培養 

(1) 撰寫創業計畫書 

(2) 編制產業發展報告 

(3) 訓練學生使用相關工具和資源 

模組五：回顧與成果呈現 

(1) 學生呈現創業計畫書和產業發展報告 

(2) 與業師、產業代表、學界專家進行座談與討論 

(3) 回顧學習故城、提供教學建議和意見 

這樣的課程設計旨在使學生在創業領域與產業發展趨勢更具深度的知識，

同時能夠應用這些知識進行實際操作。透過業師協同和產業論壇，學生能夠更

直接地接觸到產業現場的實際需求，提升其實務應用的專業技能，為未來的創



 16 

業或就業做好充分的準備。 

 

伍、 計畫成果 

學生成績考核與學習成效評量工具 

透過兼具學術與實務的課程設計以及教學方式，將能為學生帶來以下的學

習成效，此學習成效也將是學生成績考核和成效評量的標準。 

1. 學習成效評量面向： 

(1) 實務導向：讓學生透過實際案例和產業人士的分享，了解真實的創業挑

戰和成功經驗。將邀請成功創業者、產業專家和相關領域的學者進行產

業論壇與創業講座。 

(2) 團隊合作：課程安排學生進行團隊合作項目，讓學生在小組中模擬實際

創業過程，包括創業計劃書的撰寫、資金籌措和市場行銷等面向，以培

養學生的團隊協作和領導技能。 

(3) 創業計畫與產業趨勢報告：引導學生撰寫創業計畫與產業發展報告，深

入了解當前市場狀況、未來創業趨勢以及產業競爭環境，這將有助於培

養學生的市場分析和前瞻性思維。 

(4) 學習反思與討論：課程安排學習反思和討論，讓學生分享他們對於勞方

轉為資方的理解、認知差異以及產業發展的見解，這將有助於促進多元

觀點的理解和尊重。這樣的成績考核和成效評量的標準，能夠更全面地

培養學生的創業思維和產業知識能力，使他們在未來更有信心和能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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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同的職場挑戰。 

2. 學習成效評量工具： 

(1) 課程期中評量：學生對於課程核心理論的理解程度、對於勞方和資方觀

點的分辨能力。 

(2) 業師分享和評估：學生對於業師分享的理解和應用、對於活動的參與和

貢獻。 

(3) 創業計畫呈現：學生創業計畫的品質和創意、對於老師和同學提問的回

應能力。 

(4) 產業知識報告：對於所選產業的深入分析、對於產業發展趨勢的認識和

呈現。 

(5) 課程期末評量：結合業界專家、學界專家、產業代表，出席課程期末成

果發表，並對整個課程的回顧和評價、給予學生創業知識與產業趨勢的

建議與回饋。 

3. 學生成績考核： 

(1) 課程參與度（20%）：學生出席率和參與課堂討論的活躍程度、對業師

分享和產學論壇活動的參與。 

(2) 小組專題報告（30%）：小組撰寫的創業計劃書的深度與完整度、產業

報告書呈現的清晰度和趨勢性。 

(3) 個人作業（20%）：學生對於產業論壇的知識運用與報告品質、對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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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的相關知識和創業型態的理解與應用。 

(4) 實作專業技能（30%）：創業計劃書和產業發展報告的實際執行能力、

對於實務工具和資源的運用程度。 

這些成績考核和評量工具可全面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包括知識掌握、實作

能力、團隊合作和創業思維等方面。這樣的多元評量方式能夠確保學生在課程

結束時，具備豐富的知識和實作能力，提升他們的創業能力和就業競爭力。 

 

陸、 計畫執行影像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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