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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導向數位學習

培育大學生餐飲業創業素養之研究

胡宜蓁     袁宇熙*

摘　要

研究目的

近年來，觀光餐旅服務產業產值大幅成長，更朝向創新、創意

以及創業的趨勢發展。但餐飲教育內涵尚未有足夠的創業素養元素，

如何培養學生具備因應未來觀光餐旅服務產業挑戰的能力，成為重

要的探討議題。據此，本研究目的在了解學生經由數位學習平臺接

受餐飲創業素養教學後的學習成效，以作為後續實施餐飲創業素養

教育模式的參考與建議。

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本研究採用自編式餐飲創業素養教材，並透過實驗教學進行教

育介入研究，以數位學習平臺為媒介，檢驗餐飲創業素養的教學成

效。過程採準實驗設計的「不相等對照組前測—後測」，以臺灣北

部某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大二學生共 93人為對象，區分為實驗組與

對照組，進行為期十二周的實驗教學。過程中，透過自編問卷進行

前測與後測的數據蒐集，並以單因子單變量共變異數分析（one-way 

ANCOVA）進行後測調整後平均數的差異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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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或結論

分析結果支持實驗組的餐飲創業素養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

測平均分數；而對照組則無顯著差異。另在餐飲創業素養後測平均

分數差異，為實驗組顯著高於對照組。進一步以單因子單變量共變

數進行調整後平均數分析，同樣為實驗組高於對照組。研究結果支

持教學介入成效顯著，對於學生的餐飲創業素養之成長有實質效益，

顯示對大學生實施餐飲創業素養教育，對於學生有實質影響力。

研究原創性／價值

現階段針對大學生的餐飲創業素養教育較為薄弱，故本研究以

學習理論及課程設計理論為基礎，配合創業素養、餐旅未來教育模

式等理論，具體發展特製化的餐飲素養評估量表以及自編式餐飲素

養教材，再透過數位學習平臺實施嚴謹的實驗教學，以驗證餐飲素

養的學習成效。分析結果獲得顯著的支持，表示培養學生的餐飲創

業素養能夠有效激發學生的創業潛能，對其職涯發展及觀光餐旅服

務產業的人才競爭力有顯著效益。

關鍵詞：餐飲業、創業素養、科技導向、實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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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ORIENTED E-LEARNING FOR 
CULTIVAT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LITERACY
IN THE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

Meng-Lei, Monica Hu        Yu-Hsi Yuan*

ABSTRACT

Purpose

In recent years, the output of the tourism sector of the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 has increased considerably, and this sector of the 
industry is demonstrating development trends in innovativeness, 
creativ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However, current food and beverage 
education does not include sufficient components of entrepreneurship 
literacy. The methods for equipping students with the ability to 
respond to future challenges in the tourism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 
have become a critical research topic. Accordingl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after 
receiving entrepreneurship literacy education through a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education models for food and beverage entrepreneurship 
literacy.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In this research, self-developed food and beverage entrepreneurship 
literacy education materials were adopted and a teaching intervention 
was implemented through experimental teaching. By employing a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 as the learning medium,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teaching food and beverage entrepreneurship literacy. In 
addition, a nonequivalent control group pretest–post-test approach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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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as part of the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A total of 93 students 
from the Food and Beverage Department of 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re assigned 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or a control group. 
The students were asked to participate in a 12-week experimental 
teaching program.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 pretest and post-test 
with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s. Furthermore, one-way ANCOVA 
was used to tes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st-test adjusted means.

Findings

The analytical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mean score of the post- 
test for food and beverage entrepreneurship literac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mean pretest score. By contrast, the mean score 
differenc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not significant. The post-test 
mean score of food and beverage entrepreneurship literacy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One-way ANCOVA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adjusted 
means, an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djusted mean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search results support the significant effect of the 
teaching intervention and its demonstrable benefit to students’ food 
and beverage entrepreneurship literacy.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literacy education has an 
observable effect on university students.

Originality/value

At present, the food and beverage entrepreneurship literacy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s lack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ed learning and curriculum design theories and integrated 
future education models of entrepreneurship literacy and hospitality 
to develop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 customized evaluation scale for 
food and beverage knowledge. Moreover, by using a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 this study implemented rigorous experimental teaching to 
test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food and beverage literacy. The analyt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udents’ food and beverage entrepreneurship 
literacy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their entrepreneurial potential and 
considerably benefits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dustry.

Keywords: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 Entrepreneurial Literacy, 
Technology Orientation, Experiment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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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言

一、創新創業趨勢成為主流

從已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趨勢，不難看出因為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轉

變，傳統就業機會已大幅削減，創立新事業體或創業已成為經濟成長的後

續推力（Carter, Gartner, Shaver & Gatewood, 2003）；加上創客（maker）

意識的興起，技職教育沿著此一思維延伸為創業教育，並成為新的發展

重心（周春美，2005；陳瑜芬、賴銘娟，2007），「餐飲創業」在近十

年也成為餐旅管理教育領域的主流（mainstream），相關課程與活動也

如雨後春筍般林立（周明智，2017）。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非營利組

織「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研究機構」（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GEDI）針對138國的「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Global 

Entrepreneurship Index, GEI）進行全球創業競爭力評比與排名，其中創業

素養（entrepreneurial literacy）更是創業精神的重要核心（GEDI, 2018）。

GEDI的理念，認為國家需要具有洞察潛在商機、具有創業相關技能的人

才，方能活化創業，且一個國家及社會對於「創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

懷抱正向肯定的態度，更能涵養創業家並提供其所需的財政支援、文化支

持與網絡資源等，有效促進創業（黃暖雲，2017）。由此可見，為了跟上

先進國家的人才培育政策，勢必對於我國高等教育人才投注創新創業的課

程引導，以激發其創業家態度與未來創業潛能。

二、餐飲人才缺口顯著

此外，因為餐飲是攸關國民生活的重要經濟產業，故周秩年、陳威珞

（2018）認為餐飲為民生必需的核心產業，而優良的餐飲業則反映出國家

經濟發展程度與國民生活品質，具有低進入門檻、勞力密集的特性。從財

政部資料中心（2018）統計餐飲業者家數後勢，不難看出其成長的持續性

有增無減，自 2013年的 11萬 3,413家，到 2017年的 13萬 6,906家，短

短四年間增加了 2,349家，營業額也從 2013年的新臺幣 3,749億元增長到

2017年的 5,163億元高峰；此外，我國餐飲從業人口數比例相對較高，依

據周秩年、陳威珞（2018）的統計資料顯示，2013至 2017年的餐飲從業

人員數，從 29萬 5,126人大幅成長至 34萬 5,694人，每年有近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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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從業人數成長率（如表 1所示）。再從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的推估，

2015年餐飲業的就業人口為 73萬 8千人，預計到 2025年則成長為 82萬

1千人，顯見餐飲產業的人力需求缺口仍有相當數量。

表 1  2013-2017年餐飲業經營家數、就業人口數及營業額統計表

項目＼年度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經營家數 113,413 117,307 124,124 130,651 136,906

就業人數 295,126 309,285 321,103 331,879 345,694

營業額（億元） 3,749 4,096 4,425 4,835 5,163

資料來源：取自財政部資料中心（2018）、周秩年、陳威珞（2018）。

三、資訊能力重要性

另依據觀光局近年國外旅客調查報告，凸顯來臺外籍觀光客的主要

活動為品嚐臺灣當地美食，顯然廚師與餐飲廚藝在臺灣旅遊活動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觀光局，2013、2017）。另因新興科技的進步，消費者對餐飲

需求的品質提高（Workman & Caldwell, 2007），創新創業與科技化新興

飲食產業，除了降低旅遊成本，更提高品質與經濟效益，許多國家均高度

重視餐飲從業者創新創業與資訊科技結合之調查或研究（Joseph, 2006）。

此外，受到國外高等教育對培育人才資訊素養的重視（Bury, 2016; Flywe 

& Jorosi, 2018; Greenhow & Askari, 2017; McClure, 1994），加諸非資訊科

系學生的資訊素養有待提升，乃致力於大學生資訊素養的培育與強化（王

梅玲，2017；林菁，2010），甚至在教育部（2015）提出後教學教卓計畫

接續新推動的「107—111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中，將資訊素養列為計

畫考核指標之一。由此可見，除了產業界和教育界已高度重視人才的資訊

素養，未來餐飲人才在產業界展現結合資訊科技與創業素養之問題解決能

力，更益顯得重要。

四、數位教學應廣為應用

受惠於資訊科技的發展隨著時代進步而快速成長，電腦科技得以不

斷地創新，利用網路科技於數位教學與遠距教學輔助技術已成為教育界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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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話題（林曉薇，2011），加上社會大眾已逐漸接受數位學習方式，使得

資訊數位學習成為數位新興產業的重要內容（教育部，2017a）。雖然美

食及廚藝專業及遠距教育已多所進步，但國內對網路平臺在餐飲課程設

計及教學上的研究與應用，仍付之闕如。如 Hegarty（2004）、Hegarty & 

O'Mahony（2001）指出，網路學習在餐飲廚藝訓練的應用，如能同時兼顧

網路學習和職場上的現場訓練，應可增加訓練成效、減少成本、促使專業

知識等，另外，可激勵廚師員工，增加其對工作投入的熱忱，是未來餐飲

教育進步及推廣的一大助力。

近年來有關觀光餐旅創業的研究顯著增加（Hallak, Brown & Lindsay, 

2012; Komppula, 2014; Wagener, Gorgievski & Rijsdijk, 2010），因應 21世

紀複雜多變的環境，餐飲廚藝產業及技職教育不僅要培養員工及學生專業

知識外，還需讓學生具備應用科技、問題解決及創新創業之能力（Lam, 

Cho & Qu, 2007; Sukasame, Sebora & Mohedano-Suanes, 2008）。Hegarty

（2004, Chapter 6）提出現代餐飲課程發展須採用更廣的知能來看待廚藝

教育，學校課程應能促進學生自我學習、探討烹飪背後科學及心理學、培

養學生餐飲廚藝專業技能、與獨立研究能力，進而建構全方位的課程，餐

飲廚藝學習有四領域，資訊科技是其中一大領域，可見科技在未來餐飲教

育之重要性。因此，在學校餐飲課程及教學方法中應用網路資訊科技與批

判性思考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五、數位學習成效待評估

隨著顧客導向意識的提升，近年強調體驗經濟的趨勢，餐飲業人才

如果具備創業素養及相關知識及能力，在具有風險以及不確定的環境下，

有機會創造出新經濟的餐飲型態，亦可在服務傳遞中讓消費者得到更多的

「獨特性」、及「價值感」體驗（Pine & Gilmore, 1999; Wels-Lips, van der 

Ven & Pieters, 1998）。容繼業（2012）曾說：「打造新一代的餐飲廚藝人員，

並且要能出將入相。」這是他對於高雄餐旅大學師生的期許與教學目標，

特別提出學生應「要有標準化作業的硬底子，也要有符合客人需求的軟實

力」的雙軌能力，也就是在餐廳廚房的工作要符合標準作業流程，也要兼

顧對人文的關心，進而提升餐飲品質。尤其在資訊科技發達的今天，餐旅

從業人才更需具備資訊素養能力，才能配合與引領餐旅產業導入資訊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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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科技，促使產業升級、提升服務水準。雖然現今各大學的課程架構並未

直接納入創新創業以及資訊素養課程，但在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推

動之下，已逐漸透過全校性的通識課程加入相關元素，但課程設計與教學

成效，有待進一步探討。

六、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本研究在我國餐飲業創業教育範疇下，應用網路與資訊科

技，擬培育學生之餐飲創業及資訊素養，包括批判性思考、及解決問題能

力，應用數位科技能力與其之優勢，使學生在面對即時問題之解決時，能

夠將餐飲創業素養良好發揮。因此，本研究擬就自行設計之餐飲創業素養

課程，搭配數位學習平臺進行線上教學，促使學生應用資訊工具，再透過

數位足跡（教育部，2017）觀察與分析學生學習狀況以及創業素養。另外，

由於使用者資訊行為的改變，行動資訊載具成為知識傳遞與移轉的重要管

道（戴建耘、陳宛非、袁宇熙、高曼婷、韓長澤，2014），因此，如何將

餐飲課程透過資訊科技應用於促進學生創新創業的學習，視為優先考量的

策略。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為：一、分析準實驗教學對學生餐飲創業素

養學習前及學習後問卷施測得分之差異；二、檢定實驗組與對照組其餐飲

創業素養及所屬的六個子構面在排除前測分數影響後之後測調整後平均數

的差異；三、檢定準實驗教學的統計檢定力及效果量是否達標；四、探討

餐飲創業素養教學對於人才培育、經濟、社會等相關面向之影響性。

貳、文獻回顧

一、創業意涵

（一）創業理論

Low & MacMillan（1988）認為創業是「創造一個新事業」，但究

竟是要創造一個實際的營利事業體，或是從事與過去不同的事務就可定

義為創業，具體定義仍在努力聚焦中（Cooper, 2003）。從其涵意來看，

Shane & Venkataraman（2000）指出創業應包含「如何」（how）、「誰」

（who）、以及「什麼」（what）等三因素會影響生產機會之發現、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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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利用，並主張創業研究應聚焦於「機會來源」、「發現、評估、利用機

會的過程」以及「個人」等因素上。而 Dollingers（2003）認為創業具有

三個主要特徵，分別為：「創造力與創新」、「資源結合與經濟組織的

成立」、及「在具有風險以及不確定的環境下，所擁有的成長機會與能

力」，故將創業定義為：「在具有風險以及不確定的環境下，所創造出的

新經濟組織」，至此，已經把「創業」的概念更為清晰化。就餐飲業來

說，相對於機械領域或科技領域，創業需求的資金、設備、技術門檻等相

對較低（林嘉慧，2018），加上餐飲投入的人數較多、挑戰激烈，反而

更需要創新的觀念和態度，才能開創永續經營的利基。此外，歐美國家

更積極投入創業的支持，如英國自 1995年就推動了「青年創業家方案」

（Young Entrepreneurs Scheme, YES），配套方案為三年8,250萬英鎊，約3.4

億臺幣的創業貸款計畫（Start-Up Loans scheme）（British Business Bank, 

2017）；美國自 2011年由教育部與勞工部合作推動包括青年創業在內的

促進創業方案（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Department of Labor Advance 

Entrepreneurship）（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9），對於青年創業

的推動，可謂不遺餘力。

（二）創業精神

即使許多觀點認同創業的意義在於開創新的營運組織（Cooper, 2003; 

Dollingers, 2003; Shane & Venkataraman, 2000），但個體的主觀意念和動

機，仍是影響後續創業者行為和問題解決的重要關鍵。雖然「創業精神」

（Entrepreneurship）一詞的本質仍著重於一種創新活動的行為過程，而非

指企業家的人格特質（Shepherde，Douglas & Shanley，2000；劉常勇、謝

如梅，2006）。趙平宜（2010）認為「創業」是指成立一個有組織、可以

營利、且運作順暢的企業，並非開設一個小規模的個人工作室、地攤、參

加加盟事業等作法，因此創業所需要的知識及技術是全面性的，而參從事

創業的人，也必須在心態上與一般管理者有著不同的認知。雖然多數人認

為創業是指開創新公司，但創業精神不一定只存在於新事業。一些成熟的

組織，只要創新活動旺盛，該組織依然具備創業精神，因此就有研究提倡

內部創業精神（intrapreneurship）。所以，創業精神所關注的在於「是否

創造新的價值」，而不在於設立新公司（劉常勇，2002）。從教育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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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不是要每一位學生都去創業，接受創業培訓的重點，反而聚焦在啟發

學生經過培訓後的創業精神（陳婉琪，2016），也就是把自己接受到的每

一件任務或職責，都當成是自己的事業一樣慎重看待與積極處理，讓人才

的素質與價值往上提升連帶促進產業升級和永續發展。

（三）創業教育的重要性

在現今的知識經濟時代，創業已成為經濟社會的常態行為，每位學

子都應要思考未來創業的問題，及面對創業機會來臨時的挑戰（劉常勇，

2002）。周春美（2005）認為創業教育是通過各種可利用的方式，來培養

創業者的創業意識、創業思維、創業技能等各種創業素質，最終目標為使

被教育者具有一定的創業能力。有關創業教育以國外的研究較多，Bechard 

& Toulouse（1998）認為創業教育係為集合正式化的教學，教育與訓練每

一位對商業創造或是中小企業發展有興趣的個體；Shepherd，Douglas & 

Shanley（2000）認為教育可降低創業者、創業團隊在創業時在管理層面

的風險，有經驗的創業者或受過良好創業教育的準創業者，將有能力提高

其新創事業的存活能力及未來的成功。學校可以透過適當的課程教學使學

生具備創業精神、技術及能力等，協助其未來可成功開創新事業與創業等

（David, 2004）。Colin & Jack（2004）則認為創業教育是提供個人具備認

知商業機會能力的過程，並使其具備創業行動所需的洞察力、自負、知識

及技能；Kirk（2013）從過去相關文獻歸納出創業教育的意義和範圍，認

為創業教育主要為對教學內容、方法及原因等觀點的評價。教育透過「創

業教育」以提升經濟成長，實在是一重要元素（Pretorius, Neiman & van 

Vuuren, 2005）。最後，Peterman & Kennedy（2003）透過實驗研究指出，

學校裡的創業課程可以提升參與者的創業傾向需求與可行性；而不同的學

生則有不同的需求，單一課程則無法滿足其需求。先進國家很早就關注到

創業教育的重要性，高等教育開始得比較早，如美國的知名大學多開設

有創業（entrepreneurship）課程，包含 Stanford University、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等，甚至已有創

新創業型大學，專注於強化學生的溝通領導、財務控管、專案管理、智

慧財產權等能力（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013）。而歐盟更將創業

教育向中小學教育階段札根，如國際創新排名頂尖的會員國 Den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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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den、Finland、Norway等，已訂有具體的創業教育策略（European 

Commission/EACEA/Eurydice, 2016）；英國於 2010年便已編輯了「國家

創業教育標準」（National Standard for Enterprise Education），做為輔導中

小學教師的授課內容指引，後續更在 2014年創設「國家創業教育人員獎」

（National Enterprise Educator Award），做為激勵中小學教育階段開發創

業教育的教學方法（Enterprise Educators UK, 2019），大力推動創業教育

向下扎根的作為；美國的中小學也多在全人教育課程當中，開設創業教育

課程，每年並補助百萬美元進行創業訓練（蔡進雄，2017）。由此可知，

創業教育在臺灣必須加緊腳步做好札根的動作，以鞏固得來不易的國際競

爭力。

二、餐飲專業素養及創業素養

（一）專業素養

「能力」或「職能」（competency）一詞則在人力資源發展領域已有

50年以上歷史，其目標是為個人有效的執行工作，適切的扮演工作中的角

色、職務及任務（Rothwell & Lindholm, 1999）。技能（competence）不等

同於技能（skill），它雖是整體性觀念，但不能回應特定情境下的複雜要

求，即適當使用知識、認知與技能的能力，它包含態度、情緒、倫理價值、

動機、行為等。「素養」（literacy）由英文字 literate原來指的是具有讀與

寫的能力。Literacy概念與心理學、社會秩序、神話、人種誌、社會語境、

社會建構、大眾文化、理論與實踐等進行融通與相互採用，而生態學更是

將以上的所有內涵包裝在一起的概念，如此使得「素養」變成為一種透過

人類而將環境脈絡互相串聯的整體，成為一種生態學的隱喻。較廣泛受到

認同的定義，認為「素養」是指一個人在某領域上所具備知識、態度、技

能與行為（柯華葳，2012；蔡清田，2011）；此外，教育部推動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配套措施 3：學生生涯規劃與國民素養提升」的主要訴求，

也在於培養學生的素養（教育部，2016）。而專業素養（professionalism）

則是一種社會與特定職業間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意指個體決定

投入某特定專業後，除了貢獻自身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以獲取利益外，同時

接受社會對此特定專業的無形期待和要求，並抱持著相應的態度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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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自己保持符合社會對此專業的期待和要求的行為準則之表現，此即專

業素養（Chao, Hsieh & Chen, 2017; Cruess, 2006; Cruess, Curess & Steinery, 

2010; Holden, 2017），舉如社會對於醫生、法官、軍人、警察、建築師、

老師、廚師等特定專業的行為期待。

（二）培育廚藝創業素養之課程設計

相關研究發現，在餐飲與外燴市場工作所需之能力包括領導、人力資

源、財務管理、電腦應用、人際關係、品質管理、問題解決、顧客心理、

創意思考等（Horng，2004；Hsu，2002；Lefever & Withiam，1998；洪久

賢，2003；黃坤祥、廖漢雄，2008）。在廚師方面，則應具備食材選擇與

料理、創新能力、食品衛生、溝通與決策、廚藝知識、時間管理、團隊合

作等（Birdir & Pearson，2000；洪久賢，2003；黃坤祥、廖漢雄，2008）

多樣化能力。美國廚藝學院如 Hsu（2002）所言，餐旅學生的學習風格，

對課程設計與內容的傳授方法有重大影響；而餐旅科系的學生多為「應用

性學習者」（practical learner），比較注重學習知識的應用面，而非抽象

的概念與理論，在美國多數的餐旅學校採用實作學習與管理課程的混合設

計方式設計安排課程，常見的教學方法有個案研討、業界參訪、電腦模擬

訓練、角色扮演、個人或小組作業、來賓演講等課堂活動。

綜此，餐飲創業課程應涵蓋餐廳廚藝管理及技術領域基本原則，以及

其中特殊應用，結合餐飲專業知能、技術、管理與科學原則，故餐飲創業

能力應包括：

1.知識（knowledge）：餐飲專業科目及管理知識的認知與理解、

具備描述、分析、解釋資料的能力、對於餐廳行業的倫理道德、

環境及法規議題之理解與察覺

2.技能（skills）：餐飲專業實務技巧、服務技術的運用與熟練度、

具備外語能力、溝通技巧、解決問題的技巧、資訊科技巧、組

織的技巧、領導能力、激勵的技巧等以符合工作環境的需求。

3.專業態度（attitudes）：餐飲專業的態度與展現、互動及合作的

能力、反應能力、國際觀、多元文化能力、適應性、彈性、責

任感、壓力管理、情緒管理、尊重他人等能力。

所以，餐飲創業素養乃融合上述各項能力，並內化成為個體的知能，



83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第二十七卷　第四期，2019年 12月，頁 071-114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27, No. 4

成為具備創業精神與創業能力的創業素養，以助人才在適當的時機點，轉

化為創業驅力，幫助其成功達成創業目標。

（三）餐飲創業素養相關研究

Alaska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Early Development（1986）認

為餐廳廚師的一般食物準備技術包括：準備食物時使用標準化或份量控制

的食譜、針對烹飪的方式使用合適的原料、使用適當的保存技術來準備食

物等。美國伊利諾州對餐飲人員進行的專業能力評估，研究認為廚房內場

專業人員必須具備 19項工作能力，以勝任所司業務（Illinois Occupational 

Skill Standards and Credentialing Council, 1997）。

Zapalska，Brozik & Rudd（2004）研究觀光餐旅小型公司的生命週期

與創業能力的關係，認為不同創業能力高低可以干擾新企業創業表現，可

見公司創業能力的重要性。Wagener, Gorgievski & Rijsdijk（2010）提出創

業者有高度的獨立性、企圖心、勇於冒風險、創新性、領導品質，但並非

都有市場導向及自我效能。亦有部分研究認為餐旅產業適合女性創業者，

女性創業者，高度成功傾向、勇於冒風險、創意導性、具彈性、高自主

性、高度自信、內控性、高適應性、積極性及強勢性，女性創業者宜加強

自己這些優點，提高創業動機，投入較長期的創業事業（如 Pardo-del-Val, 

2010）。

國內之研究方向較多聚焦於專業能力，舉如以 AHP法建構出的廚師

專業能力項目（柯文華、蕭靜雅，2008），以及探討高等技職學校烘焙管

理領域學生所需專業能力（黃坤祥、廖漢雄，2008），綜合相關研究之結

果，可歸納出「知識」與「技能」兩大構面，且涵蓋領導統御、人力資源

管理、財務管理、資訊應用、人際溝通、品質管制、問題解決、顧客心理、

創意思考等不同面向之能力，也是本研究實驗教學設計與創業素養量表構

面編製的基礎。

三、科技導向數位學習

（ㄧ）數位學習

網路化教學的興起源自於遠距教學，約在 19世紀後期，其形式以函

授教學方式進行，以郵寄方式克服遙遠距離，將講義與教材寄給每位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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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供其自行進修閱讀。後隨著無線廣播與電視的發明而發生重大變革，

更將遠距教學帶到具備視覺與聽覺學習方式的新階段。此後世界各國紛紛

成立專責機構，將遠距教學規劃為教育體系內，以彌補傳統學制所不及的

部份，並逐步推演出終身學習的教育目標（彭耀政，2001）。顯見數位學

習對於補足傳統教學法不足之處，具有相當個貢獻與效益。

另由於網際網路（internet）的通訊功能可以跨越時空的隔閡，及Web

可提供超媒體與超文件的內容與互動的機制，使得Web目前已成為一個重

要且具有彈性的學習環境（陳年興，1998）。網路技術具有相當良好的教

學屬性，包括：非同步、多方向、個別化、以及自動紀錄等四項屬性，而

這些良好屬性為教學帶來更多可能（林曉薇，2011）。綜觀網路教學近年

來發展，以「學習者中心」為學習評量基礎，結合「專題式學習」、「合

作學習」（Sheridan, Byrne & Quina, 1989）、及「同儕教導」的整合式「網

路社群學習」，是提升線上學習品質的關鍵（陳嘉彌，2003）。大部份的

虛擬教室都以標準的 Internet通訊工具來實行，如：E-mail、Internet Relay 

Chat、IRC、Web對談等。這些工具可以利於交換訊息、圖片等，透過適

當的支援，對學生進行教育活動。也由於網際網路的通訊功能可以跨越時

空的隔閡以及Web可以提供超媒體與超文件的內容與互動的機制，使得

Web為一個重要且具彈性學習環境（陳年興，1998），故愈來愈多教師將

教學環境轉換到網路，以此為媒介來從事教學工作。這些以電腦為媒介的

介面，都須以有效學習為基礎建構。

在餐旅數位教學的模式上，劉聰仁（2014）採用 ADDIE系統化教

學設計程序，即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發展（develop）、

實施（implement）、評估（evaluation）等五大步驟，獲致良好成果。而

ADDIE模式，也是數位學習領域中重要的課程設計模式，廣受教育界應用

於網路學習或數位教學（Branch, 2009; Muruganantham, 2015），本研究係

採此模式發展數位學習教學介入課程。

（二）餐飲線上教育與數位學習

美國廚藝學院（CIA）的數位化、網路教學環境為標的學習目標，乃

因該校有近 60年歷史，已教育出為數可觀的業界名廚之著名學府。因教

學嚴謹、先進設備、豐富專業書籍及多元化教學媒體出版而成為「廚藝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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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中心」，奠下堅實豐富的數位化、網路教學教材腳本，這也是能長期執

掌全世界廚藝教育龍頭美譽之因。參考國際上觀光餐旅教育的數位學習

（digital learning）及網路學習（e-learning）趨勢，美國的高等教育機構已

發展出 7種餐旅相關之網路學習組織模式（洪久賢、周敦懿，2006）。未

來的廚藝教育發展方向，可參考 Cho, Schmelzer & McMahon（2002）發展

的未來餐旅教育模式，包括即時（Just in time, JIT）教育、批判思考（葉

玉珠，1998、2003）、合作學習、與使用者所接受的技術理論。

四、小結

綜合以上相關文獻之探討，不難察覺「創業」成為繼知識經濟後，開

發經濟發展與人才競爭力的國際主流趨勢，這樣的主張並非僅僅讓人才進

行實際的創業作為，更強調培養人才具備主動將事情視為己任、具備創意

思考彈性、盡心思考問題解決並務實付諸行動的「創業精神」。在高度競

爭張力的餐飲領域，尤其需要培養具備創意與創業能力的人才，才能大幅

提升餐飲企業的競爭力與創新活力。所以，從學校課程融入創業能力的課

程，成為提早孕育人才的重要管道。而在學習效能方面，又因為資訊與通

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發達，使數位

學習成為最受歡迎、具有效率且成效顯著的教學設計。但是，在餐飲科系

的學校，將創新創業元素直接導入正式課程，且應用數位學習的，仍有努

力空間。因此，本研究以 ADDIE課程發展模式，配合餐飲領域的特性，

編撰融滲式數位教材與課程設計，在不影響主要課程內容的前提下，充分

的融滲創業素養知識點，逐步陶冶與養成餐飲領域學生的創業素養，以發

揮透過優秀人才來襄助產業升級的有效策略。

參、實驗設計

一、觀光餐旅廚藝教育介入研究

實驗教學受到教育學者的高度重視（Inui, Wheeler & Lankford, 

2006），近年來觀光餐旅課程積極開發教學介入之研究，以了解各種教

學策略及教材在課程中的教學實驗成效（Horng & Hu, 2009）。因為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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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高等教育之重要及需求性日益提高，因而受到高度關注，如許美瑞

（2007）參考日本調理師證照制度及養成教育，而對我國廚藝課程提出建

議。Chang & Chen（2006）以問題解決策略教導廚藝教育中的食材科學課

程，研究結果證實，在廚藝課程之教學策略中加入問題解決技法，可以有

效加強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學習成效。洪久賢（2007）以融入創造力技法進

行廚藝課程教學介入之研究，該研究在課程中加入創造力與廚藝、創意廚

藝作品的意涵、五感與廚藝創造力、廚藝專業技巧與廚藝創造力等四單元，

選擇準實驗教學介入，透過學生廚藝創意產品製作之前後測分數比較，發

現其發展課程可以顯著提升學生廚藝之創意展現，使學生有效學習發展有

意義之創意點子，並成功應用於廚藝產品發明與改良上。胡夢蕾（2011）

以研究發展之廚藝創新職能課程，進行 16週之教學介入實驗，透過學生

廚藝創新職能產品製作及創新職能量表之前後測分數比較，及學生學習檔

案與教師反思分析，顯示課程可顯著提升學生廚藝創新職能表現。

綜合以上相關研究之教學模式，本研究乃以 ADDIE模式為基礎，建

構教學介入課程。首先分析（A）餐飲創業之內涵與定義，進而發展出課

程基礎架構；接著設計（D）教材與案例搜尋；再來發展（D）課程內容

同時錄製線上課程，以供學生學習之用；繼而實施（I）線上教學與實體面

授混合課程，據以掌控學生學習進度；最後進行評估（E），線上教學平

臺採用旭聯科技的非同步遠距教學「網路大學」e-Learning系統，提供錄

製課程撥放、公佈欄、討論區、作業繳交、線上測驗等功能。透過學科知

識測驗與餐飲創業素養量表的施測，作為教學成效之依據。所以，本研究

採取教育介入研究，乃以相關文獻與研究設計為基礎，進行學生對於餐飲

創業素養教育成效的探索與驗證。

二、教學成效評量

教學相關研究已強調利用特定主題的教材，可以有效增加學習的成效

（宋曜廷、張國恩、林慧藍、李宜芬、陳明溥，2009）。評量常是經由「測

量」而獲得之量化資料，通常是以「測驗」來實施。教學評量是指要保持

教學品質，以利學生有效學習。學生教學評量診斷可幫助達成以下教學功

能：激發學生學習意願、估量教師教學效率，有助於教學改進、幫忙課程

改進、幫教學者了解學生學習困難等（簡茂發，1996；黃政傑，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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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是教師進行教學活動時，有計畫引導學生學習，從而達成教學目

標所採行的方法。至於教學策略的運用，目的是要讓教師教學有效率，使

學生能夠積極參與教學，以達成教學的重要目標（張春興，2000）。

因為傳統標準測驗及紙筆評量無法因應現代教學需要，而反映學生多

面向能力，因而使得其他各種評量出現，如動態評量、實作評量等，如洪

久賢（2007）在廚藝創造力實驗教學中，同時採用紙筆測驗、實作評量、

及案卷評量成為學生在教學介入後之學習表現。因此，本研究的教學成效

評量，除學生課業成績之外，主要以自行開發的「餐飲創業素養」量表所

獲得的填答結果，作為評量實驗介入教學的成果評量依據。

三、實驗對象

本研究為「餐飲創業知識」融入大學專業科目「餐飲行銷」的實驗

教學設計，研究對象因隨機選取並隨機分派的不可能性，故採準實驗設計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的「不相等對照組前測後測」（non-equivalent 

control 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進行實驗參與者的分派與課程安排

（Shadish, Cook & Campbell, 2002）。本研究之實驗設計如表 2所示，同

一門授課科目分成實驗組和對照組各一個班級，授課方式採取以不影響主

要課程的方式，採融滲式（infused into curriculum）外加餐飲創業相關教材，

搭配主課程實施教學，同時利用旭聯公司架構的「網路大學」數位教學平

臺，將課程內容之講解單元錄製上網，並提供網路大學課堂議題討論，以

進行師生線上互動，就課堂提供的餐飲創業相關議題進行意見討論與回饋；

另設計課堂作業，讓學生能夠動手完成指定任務或資料搜尋，將之回饋給

授課教師。

表 2  實驗設計模式簡表

授課科目 組別 前測 前測人數 實驗處理 後測 後測人數

餐飲行銷 實驗組 O1 48 X1 O2 44

對照組 O3 52 04 49

註：O1與 O3為前測；O2與 O4為後測；X1為實驗教學，共計 12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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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量工具

Dwyer（1975）認為實驗教學前，有必要了解學生已具備的相關知識

與表現能力等學習內在條件，以確定起點行為（entering behavior），並

做為後續教學設計與進度安排的參考依據。據此，本研究乃透過自行發展

的「餐飲創業素養」量表，包含「掌握創業機會」、「具備創業概念」、

「創業組織能力」、「具備創業策略」、「維持創業關係」、「維護創業

承諾」等六個子構面，量測學生的餐飲創業知識與餐飲創業素養。評量量

表為 Likert’s五點量表，分別以「1」至「5」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

常同意」。本研究工具係採自行發展，以文獻理論為基礎，依據 12位專

家訪談（expert in-depth interview）獲得主要概念，再應用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Murry & Hammons, 1995; Rowe, Wright & Bolger, 1991）獲得

研究構面的 15位專家一致性意見，獲得「掌握創業機會」、「具備創業

概念」、「創業組織能力」、「具備創業策略」、「維持創業關係」、「維

護創業承諾」等六個構面共 35題，再經預試後量表信效度檢定，獲得六

個構面、33題的正式量表。各構面題數、題項參考來源、信度係數值彙整

於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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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餐飲創業素養」量表構面參考來源一覽表

構面 題數 教材及題項參考來源
Cronbach’s
α（n=94）

因素

負荷量

掌握創業機會 6

Dryer, Gregersen & 
Christensen （2008）; 
Ma, Huang & Shenkar 

（2011）

.867

A1:.773

A2:.824

A3:.765

A4:.723

A5:.824

A6:.752

具備創業概念 6
Huefner & Hunt 
（1994）; Javalgi & 

Todd （2011）
.852

B1:.584

B2:.791

B3:.765

B4:.829

B5:.819

B6:.764

創業組織能力 6

Cardon, Greoire, 
Stevens & Patel 
（2012）; Hallak, 
Brown & Lindsay 
（2012）; 

Kamalanabhan & Vijaya
（1998）

.922

C1:.882

C2:.910

C3:.863

C4:.856

C5:.874

C6:.699

具備創業策略 3
Fisher, Maritz & Lobo 

（2014）
.881

D1:.871

D2:.899

D3:.926

維持創業關係 6

Ma, Huang & Shenkar
（2011）; Stam & 

Elfring 
（2008）

.898

E1:.794

E2:.890

E3:.908

E4:.856

E5:.766

維護創業承諾 6
Breugst, Domurath,
Patzelt & Klaukien 

（2011）; Tang （2008）

.920

F1:.834

F2:.833

F3:.859

F4:.854

F5:.848

F6:.851

總量表： 33 — .969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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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量表的收斂效度採建構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及平均

變異數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Lee, Cheung & Chen, 

2007），且係數值須大於 0.50以上（Bagozzi and Yi, 1988），經檢定後

CR值從 0.841到 0.921、而 AVE值從 0.510到 0.660，皆通過標準。另區

辨效度則採 Anderson & Gerbing（1988）的建議，在 95%的信賴區間下係

數應小於 1.00，以證明因素間具備區辨效度。經檢定後，信賴區間的係數

介於 0.602至 0.832間，支持量表具備區辨效度。

量表施測時間，安排在實驗教學進行前一周，施測對象為所有參與實

驗教學的實驗組班級，以及接受觀察的對照組班級；另在實驗教學後進行

後測，實施對象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

五、實驗處理

課程設計如表 4所示，共計實施十二周的實驗教學活動，在數位教學

平臺上透過選定教科書搭配自編創業素養教材，以及創意技法的教學，以

融滲方式讓學生從餐飲行銷專業知識與技能的課堂學習中，輔以餐飲創業

知識與素養的扎根。

表 4  實驗教學實施科目單元與周次一覽表

周次 課堂主題 周次 課堂主題

W1 課程簡介 W10* 通路管理／策略（創業機會）

W2 研究問卷前測／課堂活動：心智圖 W11* 推廣策略（創業機會）

W3* 行銷的功能（創業概念） W12* 大眾溝通（創業關係）

W4* 餐旅服務行銷（創業概念） W13 行銷執行與控制（創業組織）

W5 產品管理與新品發展（創業概念） W14* 消費者行為（創業機會）

W6 價格訂定／策略（創業概念） W15* 企業社會責任（創業承諾）

W7* 品牌經營（創業機會／關係） W16 研究問卷後測

W8* 市場區隔與定位（創業機會） W17 課堂活動：語言的力量

W9 期中報告 W18 期末報告

註：*為線上教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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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的方式，以網路教學平臺建置餐飲行銷知識章節為主軸，輔

以餐飲創業素養相關知識的教材與活動，搭配自行開發的數位投影片及輔

助教材、餐飲創業案例小故事，以及心智圖（Xmind）、曼陀羅思考法、

魚骨圖等創意思考技法，作為實驗教學課程的內涵。其中面授計有 9周、

線上教學計有 9周，採非同步教學，其目的在讓學生能夠充分學習教學主

題與內容，而在指定時段與教師互動，據以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效能。

肆、實驗教學成果分析

為了詳細檢核研究結果的效度，本研究將量表六個子構面及「量表總

平均」分別計算平均數後，以前測平均數為共變數，利用單因子單變量共

變異數分析（one-way ANCOVA），進行實驗組與對照組後測「掌握創業

機會」、「具備創業概念」、「創業組織能力」、「具備創業策略」、「維

持創業關係」、「維護創業承諾」等六個子構面，及「量表總分」平均數

的差異性檢定。

一、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前測與後測原始得分

實驗組與對照組前測及後測的原始得分，以 Likert’s五等第量尺計算

所得的平均數如表 5所示。其中，實驗組的六構面得分平均數介於 3.19至

3.68之間，量表的總平均數則為 3.44；對照組得分平均數則介於 3.27至 3.67

之間，量表的總平均數則為 3.50，兩組別的實驗教學前測量表總平均數為

對照組略高於實驗組。

但後測則出現顯著差異，實驗組的六構面得分平均數介於 3.67至 4.22

之間，量表的總平均數則為 3.98；對照組得分平均數則介於 3.37至 3.87

之間，量表的總平均數則為 3.60。

從兩組前測與後測量表總平均數的得分，可發現實驗組後測得分平

均數（M=3.98, SD=.48）比前測高（M=3.44, SD=.67）；對照組後測得

分平均數（M=3.60, SD=.62）也比前測高（M=3.50, SD=.62）。另兩組

的後測得分平均數則為實驗組（M=3.98, SD=.48）高於對照組（M=3.60, 

SD=.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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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實驗組與對照組前後測得分原始平均數分析結果彙整表

組別 構面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驗組

掌握創業機會 3.58 0.71 4.18 0.60

具備創業概念 3.24 0.78 3.85 0.67

創業組織能力 3.19 0.79 3.67 0.69

具備創業策略 3.69 0.73 3.96 0.58

維持創業關係 3.39 0.74 4.00 0.65

維護創業承諾 3.68 0.78 4.22 0.55

量表總平均數 3.44 0.67 3.98 0.48

對照組

掌握創業機會 3.55 0.71 3.77 0.66

具備創業概念 3.38 0.64 3.31 0.74

創業組織能力具備 3.27 0.74 3.28 0.76

創業策略 3.67 0.83 3.87 0.88

維持創業關係 3.53 0.75 3.67 0.75

維護創業承諾 3.66 0.72 3.83 0.79

量表總平均數 3.50 0.62 3.60 0.6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實驗組的前測—後測得分平均數來看，差異較大的構面是「具備創

業概念」、「維持創業關係」、「掌握創業機會」；差異較小的則是「具

備創業策略」，皆為後測高於前測得分平均數。在量表總平均數方面，實

驗組的前測—後測得分平均數差異達到 0.54，而對照組的差異僅達 0.10。

從兩組前測—後測得分平均數的差異來看，實驗組經過實驗教學後，後測

分數對比前測分數平均數的差異較高，顯見實驗教學產生的影響在得分

平均數上呈現較大的差異；而對照組的差異則明顯較小，就內在效度的

威脅方面，應能支持已排除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以及成熟效果

（Maturation Effect）的影響（Campbell，1957；Cook & Campbell，1979；

周文欽，2007）。但在統計上的型二錯誤（Type II Error）考驗，則有賴更

嚴謹的方法進行（Abdi, Laei & Ahmadyan, 2013），以避免研究推論的偏誤。

二、排除共變數的後測得分之差異

在真實的教育場域中，考量學生的受教權益及隨機分配的高困難性，

而多採取準實驗設計（吳明隆、涂金堂，2014；黃國彥，2012；劉玳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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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考量準實驗設計無法透過實驗控制排除無關變項之影響，乃須借

重統計控制法以增加實驗的內在效度（吳明隆，2010；陳順宇、鄭碧娥，

2007；Bryk & Weisberg，1977；Huitema，1980；Kirk，2013；Myers & 

Well，1995）。本研究透過統計控制（statistical control）方法排除實驗影響，

以彌補實驗控制之不足並提升實驗研究的內在效度（林清山，2013；吳

明隆，2010；Bryk & Weisberg，1977），故採單因子單變量共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COVA）。首先檢定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林清山，2013；

吳明隆，2010；Myers & Well，1995），以考驗原分組自變項與共變項之

間是否存有交互作用的關係（吳明隆，2010；Huitema，1980），分析結

果說明如後。

（一）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

經檢定後，結果呈現六個子構面及「量表總平均」（F（1,92）

=.864;p>.05）皆未達顯著，接受虛無假設，意即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迴歸

線的斜率相同，符合共變數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設，可繼續進行共變數分

析。

（二）單因子單變量共變數分析

分析數據如表 6及表 7所示，其中僅「具備創業策略」未達顯著水

準（F（1,92）=.335; p>.05），顯示實驗組（Adj. Mean=3.96）與對照組（Adj. 

Mean=3.87）在此構面上無顯著差異。其餘「掌握創業機會」（F（1,92） 

=9.612; p<.01）、「具備創業概念」（F（1,92）=14.660; p<.001）、「創業

組織能力」（F（1,92）=6.726; p<.05）、「維持創業關係」（F（1,92） =4.582; 

p<.05）、「維護創業承諾」（F（1,92）=7.440; p<.01）等五個子構面及「量

表總平均數」（F（1,92）=11.126; p<.01）皆達顯著水準，且皆為實驗組的調

整後平均數高於對照組的調整後平均數，可推論實驗組相對於對照組受實

驗教學，排除兩組前測的起始行為後，所得實驗教學後評量的調整後平均

數顯著高於對照組。

進一步檢視統計檢定力（power），除「具備創業策略」僅有 8.8%

之外，各構面介於 56.3%至 96.6%，總量表的統計檢定力達 91.0%，檢定

結果支持各構面的統計檢定力足夠，能夠避免型二錯誤的機率（Co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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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另 經 由 Cohen’s D 的 計 算， 效 果 量（effect size）（Cohen, 

1988;Steiger, 2004）依據 Cohen（1988）的認定，數值在 0.20以下表示無

用價值、0.21至 0.50為低度效果量、0.51至 0.80為中度效果量、0.81以

上為高效果量。檢定結果顯示，除「具備創業策略」僅有 .121之外，其

餘構面從 0.470至 .765，總量表的效果量達 .685，僅「維持創業關係」略

低（Cohen’s D=0.470），支持本實驗教學的融入時間與影響性是足夠的

（Wilkinson & APA Task Force on Statistical Inference, 1999）。

表 6  實驗教學各組「餐飲創業素養與知識」量測之調整後平均數一覽表

組別 構面 原始平均數 前測人數 調整後平均數 後測人數

實驗組

掌握創業機會 4.18 48 4.18 44

具備創業概念 3.85 48 3.86 44

創業組織能力 3.67 48 3.68 44

具備創業策略 3.96 48 3.96 44

維持創業關係 4.01 48 4.00 44

維護創業承諾 4.22 48 4.22 44

量表總平均數 3.98 48 3.99 44

對照組

掌握創業機會 3.77 52 3.78 49

具備創業概念 3.31 52 3.30 49

創業組織能力具備 3.28 52 3.28 49

創業策略 3.87 52 3.87 49

維持創業關係 3.67 52 3.68 49

維護創業承諾 3.83 52 3.83 49

量表總平均數 3.60 52 3.60 4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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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餐飲創業素養與知識」之單因子單變量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依變數

項目

型 III

df MS F 淨 η2

Power

（後測構面） SS
（Effect 

Size）

掌握創業機會 組別 3.723 1 3.723 9.612**. .096 .866

錯誤 34.860 90 .387 （.650）

總計 1501.556 93

校正後總數 40.103 92

具備創業概念 組別 7.152 1 7.152 14.660*** .140 .966

錯誤 43.908 90 .488 （.765）

總計 1234.556 93

校正後總數 51.730 92

創業組織能力 組別 3.620 1 3.620 6.726* .070 .728

錯誤 48.442 90 .538 （.537）

總計 1170.472 93

校正後總數 52.125 92

具備創業策略 組別 .193 1 .193 .335n.s. .004 .088

錯誤 52.007 90 .578 （.121）

總計 1476.889 93

校正後總數 52.201 92

維持創業關係 組別 2.278 1 2.278 4.582* .048 .563

錯誤 44.741 90 .497 （.470）

總計 1412.200 93

校正後總數 47.916 92

維護創業承諾 組別 3.501 1 3.501 7.440** .076 .770

錯誤 42.352 90 .471 （.573）

總計 1547.778 93

校正後總數 46.415 92

量表總平均數 組別 3.462 1 3.462 11.126** .110 .910

錯誤 28.004 90 .311 （.685）

總計 1361.018 93

校正後總數 31.554 92

註：n.s. p>.05; *p<.05; **p<.01; ***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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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餐飲創業素養教學有實際成效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學生的餐飲創業素養，以及透過數位教學設

計進行教學介入，據以偵測學生透過餐飲創業素養的課程設計與數位教學

後，對其餐飲創業素養之影響。餐飲創業素養經建構後，區分為「掌握創

業機會」、「具備創業概念」、「創業組織能力」、「具備創業策略」、「維

持創業關係」、「維護創業承諾」等六個子構面，作為本研究之量測工具。

研究程序經問卷編製、課程設計、數位教材開發、數位教學實施、教學介

入等作為，蒐集研究數據並進行分析。分析結果顯示，經實驗教學後，結

果支持以前測平均分數為共變數加以排除，觀察兩組在餐飲創業素養後測

平均分數的差異情況，經單因子單變量共變數分析後，發現兩組平均數達

到顯著差異，同樣為實驗組平均數高於對照組平均數。研究結果支持教學

介入成效顯著，對於學生的餐飲創業素養之成長有實際效應。

雖然實驗組在「具備創業策略」的調整後平均分數未達到顯著差異，

但其平均分數數值達 3.96，在所有構面平均數中為第三高，因此，仍然推

論具有實質成果。此外，經研究者回顧課程當中教學過程之省思，大二學

生們對於策略規劃方面的概念較為薄弱，在缺乏實務經驗為基礎的前提

下，就課程設計上的創業策略內容，較難體會與回應，可能導致此構面分

數未達顯著差異之因。

（二）實驗教學效果討論

從實驗設計的效度威脅（Flannelly, Flannelly & Jankowski, 2018）進行

檢視，兩組調整後平均數達顯著差異構面的順序為「具備創業概念」、「掌

握創業機會」、「維護創業承諾」、「創業組織能力」及「維持創業關係」

等五項，這些構面的數據分析結果支持本實驗教學應已排除參與者的減少

（mortality）威脅，因為實驗教學參與者的流失率在實驗組為 8.3%，在對

照組為 5.8%，相對而言，樣本流失數不多，對於實驗處理的差異性影響有

限。繼而對於測量工具的偏差（instrument decay）也應已排除，因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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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之測量工具的種類、計分方式及施測方法於前測與後測皆相同，將測

量工具之偏差影響降至最大控制範圍。在選擇性偏差（selection biases）方

面，已透過單因子單變量共變數的統計分析技術，以前測分數為共變項加

以排除起始行為及先備知識的差異，進而比較調整後平均數的差異，對於

準實驗教學未能隨機分派樣本的干擾降至最低。就測驗的效果（testing）

干擾，相關文獻指出，六周後對特定標的的記憶將喪失 79%以上的內容

細節（Carepenter, Pashler, Wixted & Vul, 2008; Murre & Dros, 2015），而本

實驗教學前測（pre-test）於學期第二周施測、於第十六周進行後測（post-

test），間隔周數達十二周，在記憶遞減效應的作用下，應已避免參與者

對於評量工具的熟悉所產生的偏誤。經由資料分析結果，應能支持本實驗

教學未受到成熟效果（maturation）的威脅，因教學單元依照不同構面所稱

能力而加以設計與實施，對於參與學生而言，皆為不同主題與單元內容的

學習，應可擺脫對於授課與實驗教學內容過度熟悉或疲乏的威脅。

但因為兩組在「具備創業概念」的調整後平均分數數值均相對為高，

可能因為教育部推動創新創業教育，如 U-Start計畫（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2009）、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教育部，2012），及學校相關的文

宣與短片等資訊傳遞，使得學生對於創業概念較有印象，因而反饋到問卷

調查結果，對於同時存在的事件（history）威脅無法有效隔絕，導致此一

結果的產生；另一可能的威脅來自統計迴歸（statistical regression）現象的

干擾，可能發生參與者有極端特質的干擾，即所有參與者皆太好或太差的

懸殊情況，造成實驗介入效果不顯著的現象，依據此實驗數據的分析結果，

兩組學生在「具備創業概念」的調整後平均分數值皆偏高，存有統計迴歸

效應的疑慮。

（三）科技導向數位學習之影響

本實驗教學採取非同步線上學習模式，針對實驗組實施十二周的實驗

介入教學，課程當中以網路行銷課程為主體，搭配餐飲創業素養融入式教

學，透過數位學習模式，讓學生經由電腦操作、數位學習平臺功能的熟悉，

啟發學生對於科技的熟悉和操作信心（Compeau & Higgins, 1995; Murphy, 

Coover & Owen, 1989; Torkzadeh & Koufteros, 1994）。課程當中，除提供

教師課程錄播影像外，也提供課程講義及補充教材供學生下載閱讀，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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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作業讓學生線上繳交，且每次線上課程均要求學生針對議題發表意見

或看法，經由數位學習平臺的操作，幫助學生據以強化科技熟練度。尤其

餐飲結合科技成為產業發展趨勢（陳偉華，2018），及早讓餐飲專業的

學生能夠熟悉新科技的應用，以強化其就業能力與職涯發展潛能（蘇恆

安，2006），強化資訊能力也是培養學生創業能力的其中一環（Spencer & 

Spencer, 1993）。再依據課後學生訪談的回饋，普遍表達對於數位學習模

式的接受度高，且認為對於自己重複觀看教學影像、閱讀教材方面，對於

自己的學習有相當程度的助益，此外，也認同透過數位學習平臺的操作，

對於自己掌握科技媒體的信心獲得激勵。

二、研究成果啟示

（一）對經濟發展之影響

本研究議題聚焦於培育大學生餐飲業創業素養，但內涵區分為兩個層

次，首先是對學生未來實際投入創業的潛能進行培育，透過實驗教學喚起

學生對於未來投入創業的準備和創業機會的敏感性；第二層次則是強調創

業精神，亦即訓練學生對於所面對的工作或責任，能夠抱持著創業般的慎

重精神，審慎且全力處理，為自己的職涯發展，甚至是未來的創業奠下扎

實的基礎。如此一來，餐飲人才具備創業素養，可正向回饋至公司、產業，

乃至於整體國家經濟的發展，尤其臺灣唯一豐沛的就是人力資源，如此所

產生的效益，將能累積成可觀的經濟動能，並強化國家競爭力。

（二）對產業發展之影響

透過本研究對學生實施的創業素養培訓，將能夠建立學生正向積極的

工作態度與創業精神價值觀，所培養的餐飲人才將具備高主動性、高企圖

心和高行動力，投入職場後，對於聘僱的企業將產生加值作用，透過高強

度的優秀餐飲人才，創造更豐沛的人力資產，進而帶動企業營利與刺激產

業發展，也呼應政府透過人才加值以促進產業升級的政策。

（三）對教育政策研擬之影響

餐飲業的產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比機械產業、電子電機產業、製

造業、建築業等，以有形的產品為高利潤的營利來源。餐飲觀光產業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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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有易逝性、異質性、不可儲存性及無形性，在管理上非常不容易

有顯著效果，加上人力需求龐大，且所創造的價值性卻不若其他產業來得

高，因此，更需要透過教育政策的研擬，培育更具競爭性、創新性與高素

質的餐飲人才。所以，本研究之結果，可作為高等教育餐飲人才培育的參

考模式，透過高等教育政策的研擬，開創新世代的優秀餐飲人才培育模式。

（四）對餐飲創業教育研究之影響

本研究開發之創業素養教材與案例，配合測驗與評量工具，可供餐飲

創業教育相關研究之參考，進行相關議題之擴散性及深度性研究，裨益從

更多元的角度、更廣泛的批判思考思維，進行餐飲人才創業素養的相關研

究，以引導學術研究對於餐飲創業教育研究議題的重視，投入更多的資源，

以周全相關議題的探討與成果分享，方可促進餐飲人才創業素養的知識體

的發展與茁壯，以求能更清晰其全貌與穩固其知識基礎。

三、研究限制

（一）樣本代表性

因本研究之取樣，係依立意取樣方式，選定某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大

二兩個班的學生為主要實施對象，在研究結果的推論上有其限制性。

（二）餐飲創業素養教材效能

由於政治、經濟、科技、社會、文化等總體環境之變化迅速，加上國

際競爭與餐飲技術之開發瞬息萬變，所以，本研究所開發之餐飲創業素養

教材及課程設計有其時效性之限制，故內容對於當下學生創業素養之刺激

與培養，受到相當程度的拘限。

（三）研究工具信效度

本研究所開發之「餐飲創業素養量表」係依照專家深度訪談及專家意

見彙整而得，但題項內容可能因為自身條件的主觀因素，以及外在環境的

客觀因素之變化，而有其限制。此外，問卷形式採受試者主觀填答，無法

排除受試者個人偏見或社會期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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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餐飲創業素養效益

教育部刻正透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促成大學開設創新創業課程、積極

培養大學生的創業潛力，而本研究所探討的餐飲創業素養與工程領域、機

械領域、科技領域的創業素養在本質上大不相同，目前尚未受到相當程度

的重視。

四、建議

（一）取樣廣泛性

由於本研究係採實驗教學法，透過融滲式餐飲創業素養教學以建立學

生相關素養，唯本次取樣僅以立意取樣選定特定學生為主要對象，在研究

結果的推論性和有效性上有其拘限。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擴及不同科大

的餐飲相關系學生，甚至是一般大學的餐飲相關系所學生，以使研究結果

具備更強的推論性。

（二）餐飲創業素養教材精進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所開發出來的教材，經過實驗教學後，雖然證實

本研究編製之餐飲創業素養教材在「掌握創業機會」、「具備創業概念」、

「創業組織能力」、「維持創業關係」、「維護創業承諾」等五個構面均

呈現顯著效益，能夠有效刺激與培養學生的餐飲創業素養。但在科技與時

空背景的總體環境變化急遽態勢之下，餐飲創業素養的教材有深化與精

緻化的空間，舉如教材中所舉範例的廣泛性和特殊性、教材敘述的深度

與廣度等，應能及時搭配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進步趨勢，充分給予學生資訊應用重要性的引導，並

就線上學習平臺功能的多元化與數位媒體的便利化，提供更具創意、更有

挑戰性的線上課程設計與數位教材編製；此外，應就整體餐飲創業的內在

與外在環境變化，適時調整教材內容與方向、配合數位教學平臺的功能發

展，方可充分滿足與配合時勢與科技進步，給予學生最即時、最充分的餐

飲創業素養教材內容。

此外，由於本研究中的「具備創業策略」構面分數前測與後測未達顯

著差異，顯示此章節之教材可再進一步深化，例如增加商業策略案例故事，

搭配誘導式問題解決策略思考問題，並再增加動手做的實務操作，以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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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於創業策略的理解與準備，舉如應用創業策略性桌遊「青創十力」

（Winnor）刺激學生的創業策略性規劃與反應能力，據以彌補教材之不足，

也能提早培養學生策略性規劃與思考的習慣和能力。

（三）研究工具考驗

本研究所使用之問卷，係採自編式問卷，雖然已經完成嚴謹的信效度

考驗，支持研究問卷具備良好的信度與效度，對於實驗教學成果的量測有

其可信度。然本問卷屬於自陳式量表，在填答者的主觀影響因素及填答偏

誤的潛在威脅之下，所量測到的創業素養仍可能有所偏差。再者，如同教

材之建議，問卷亦應隨時勢之變化，適度予以調整問項內容及方向，以配

合教材之改良而能夠與之俱進，維持良好的信度與效度。因此，建議後續

研究可依據教材修正情況，以及時勢之發展，調整問卷內容，再藉由不同

樣本群的施測，進行多次問卷信度與效度考驗，以維護研究問卷量測的可

信度與精確性。

（四）推廣餐飲創業素養

在激烈競爭的現代社會，尤其是高度追求創新與創意的餐飲產業，有

必要及早培養學生的創業素養，以幫助學生提升其職涯競爭力。透過本研

究的實驗教學結果證明，課程中適度地融入創業素養元素，能夠顯著刺激

學生的創業素養和意識。更深一層的意涵，是希望透過創業素養的推廣和

訓練，建立學生具備創業精神和認知，意即不一定非創業不可，而是透過

課程建立學生的創業素養，在工作崗位上能兢兢業業、凡事全力以赴，將

自己所服務的組織當作自己的事業一樣認真看待、追求任務與職責能夠踏

實完成，如此一來，學生在職場上更能夠發揮潛能，為自己塑造堅強的競

爭力，也能夠有效縮短學用落差，進而發揮務實致用、主動積極的精神與

態度，將自己打造成不可或缺的優秀人才，從而提升組織競爭力、強化國

家的經濟實力。

（五）縱貫性成效追蹤研究

可再次設立縱貫性成效追蹤研究專案，追蹤經過本研究進行融滲式餐飲

創業素養教學課程的學生，其畢業後投入社會後的現況與表現，以印證實驗

教學的成效，以及畢業學生的學習反饋，據以更精緻化實驗設計與教材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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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餐飲業創業素養與科技導向課程人才

培育研究」(計畫編號：NSC 103-2511-S-228 -002–MY2)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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