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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教師工作壓力對工作倦怠之影響及人格特質對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之干擾效果。本研究採用問卷調

查法，以桃園縣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取樣370人，問卷回收354份，有效問卷346份，有效回收率為93.51%。本研究係

以SPSS 軟體對有效問卷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信度分析、相關分析，與迴歸分析來探討變數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指出

，工作壓力對工作倦怠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和善性人格特質對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之關係具有干擾作用。

關鍵詞 : 人格特質、工作壓力、工作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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