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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暸解國民小學兼行政職務教師角色衝突與幸福感的現況，並探討社會支持對角色衝突與幸福感間的調節情形，

以桃園縣一百學年度公立國民小學編制內正式教師兼任各處室組長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回收有效問

卷225份，有效回收率為96%。回收問卷運用平均數、標準差、Cronbach’s α係數信度分析、因素分析、迴歸分析以驗證

假設，依據分析結果，本研究獲得以下結論：

一、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有中等程度的角色衝突與幸福感。

二、角色衝突與幸福感呈顯著負向影響。

三、社會支持與幸福感呈顯著正向影響。

四、社會支持對角色衝突與幸福感間的關係部分成立。

關鍵詞 : 角色衝突、幸福感、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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