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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休閒參與對公部門不同受聘屬性員工工作壓力調適之影響，以彰化縣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機關與公立學校員

工為研究對象，採量化研究，預試與正式問卷合計發放880份，回收826份，刪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共535份，回收問

卷有效率為64.8%，並以SPSS12.0進行資料分析與研究假設驗證，獲得以下研究結果： 一、公部門員工之工作壓力源產生

次數與工作壓力感受屬於中低程度，工作負荷為工作壓力源與工作壓力感受之主要因素。 二、公部門員工之休閒活動參與

頻率以娛樂性休閒活動為最高，而所獲得之休閒效益屬中等略高程度，以放鬆效益為主。 三、工作負荷壓力源、職涯發展

與成就壓力源、體育性休閒活動與美學效益對公部門正式員工壓力反應具顯著預測力；工作單調壓力源、工作負荷壓力感

受、體育性休閒活動、戶外遊憩性休閒活動對公部門非正式員工壓力反應具顯著預測力。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進行綜合討

論，並就公部門組織層面與員工個人層面提出具體建議： 一、就公部門組織層面：應鼓勵員工內隱知識的分享，以利工作

經驗傳承，並開辦員工體適能健康教室，使員工消除疲勞且舒暢身心。 二、就員工個人層面：面對工作負荷壓力，應有效

運用時間管理技巧，並多參與體育性休閒活動，而非正式員工應合宜的規畫戶外遊憩性活動，透過休閒參與，暫時遠離壓

力事件，再以較佳情緒與體能，重新面對並處理工作壓力事件。

關鍵詞 : 公部門非正式員工、休閒參與、工作壓力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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