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age: ]	
[image: ]




博碩士論文 92127003 詳細資訊








  
  	以作者查詢圖書館館藏	、以作者查詢臺灣博碩士	、以作者查詢全國書目	、勘誤回報	、線上人數：25	、訪客IP：18.207.232.152


  	姓名	
      	  涂君暐(Chun-Wei Tu)  
		      查詢紙本館藏  	畢業系所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論文名稱	
      	  內外在動機、創造力工作環境與創造力之相關研究
－以第八屆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之參賽學生為例
      	   
	相關論文		★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接受傾向與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接受程度之相關因素研究
-以台北市資訊重點學校為例	★ 台北市國小教師教學信念、學校環境因素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實施成效之相關研究
	★ 教師情緒智慧、教師權能與教師效能感之相關研究─以桃園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例	★ 一位大學優良教師的教育實踐—女研究生與主角的共同敘說
	★ 敘說一位研究型大學教師之自我座落	★ 書法教學現況及教師書法教學意願之研究—以台北市國小為例
	★ 影響實習教師實習困擾之相關因素研究-以九十四學年度半年制實習教師為例	★ 敘說實習教師之教師認同
	★ 工科研究生的學習樣貌—一個情境學習的觀點	★ 探究「一位教學傑出教師的生命與特質」—以外甥與研究生角色進行探究
	★ 用心傾聽一段永不停止的關係-一位大學傑出教師與學生關係之敘說	★ 影響國小學童家長送子女參加課後補習之相關因素研究---以桃園縣中壢市為例
	★ 編織生命樣貌—一位工藝藝術師與研究生共同勾勒美的故事	★ 脫下假面：敘說一位穿梭於舞蹈班與普通班之間的初任教師之蛻變
	★ 以故事、合作、對話、反省融入國中生數學學習的行動研究	★ 經驗的聆聽、凝視與回觀─我在沈昭良的攝影課上



	檔案	
		   		[image: ][Endnote RIS 格式]   
		      [image: ][Bibtex 格式]     	
      [image: ][相關文章]   [image: ][文章引用]   [image: ][完整記錄]   [image: ][館藏目錄]   [image: ][檢視]  [image: ][下載]	本電子論文使用權限為同意立即開放。
	已達開放權限電子全文僅授權使用者為學術研究之目的，進行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閱讀、列印。
	請遵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切勿任意重製、散佈、改作、轉貼、播送，以免觸法。

  
      

	摘要(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內外在動機、創造力工作環境對創造力的影響。研究對象為「第八屆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的參賽學生，共148位。研究目的在於：1.瞭解參賽學生內在動機因素與創造力之間的關係。2.瞭解參賽學生外在動機因素與創造力之間的關係。3.瞭解參賽學生所處的創造力工作環境因素與創造力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內外在動機量表」、「創造力工作環境量表」及「創新行為量表」，資料分析方式為：描述統計、信效度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半淨相關迴歸分析與逐步複迴歸分析，並於問卷資料蒐集後選取19位同學進行訪談，以輔助及補充說明問卷統計結果。


本研究結果如下：


一、「挑戰與投入」、「肯定與回饋」、「報酬」、「指導老師支持」、「團隊合作」與「創新行為」具有顯著相關


二、經由半淨相關複迴歸分析可以得知「挑戰與投入」、「肯定與回饋」二個因素共可解釋39.4%的創新行為變異量，其中「挑戰與投入」可以單獨解釋 20.7%的變異量，「肯定與回饋」可以單獨解釋1.7%的變異量。


三、經由逐步複迴歸分析得知，「挑戰與投入」、「肯定與回饋」兩個變項(依其重


要性排列)為預測「創新行為」的因子，兩者共可解釋「創新行為」38.9% 的


變異量。


四、學生的參賽動機以內在動機為主，外在因素多為次要輔助因素


五、創造力工作環境中的助力與阻力常是一體的兩面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對學校、指導老師、同學及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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