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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獻指出教師工作壓力是指教師在面對教學工作時，受潛在的工作情境因素或要求影響，而產生之負面情感或反應，致引

發個人生理、心理與行為上之沮喪、焦慮、緊張與憂慮等情緒與行為；影響教師工作壓力的因素，亦迭有文獻指出，可能

包含有工作價值觀與專業承諾等；惟並未具一有系統之比較與探討。 本研究以教師工作價值觀為自變項、工作壓力為依變

項、專業承諾為中介變項，探討其間關係，以釐清變項間關係，提供本領域理論意涵，及發掘在教育實務上有待改善或促

進之處。 本研究以桃園縣國小正式教師為主體，採隨機抽樣發放問卷方式，共發出410份問卷，回收400份，有效問卷398

份，有效問卷率為97.1%。 實證結果顯示：1.教師工作價值觀對工作壓力有顯著的負向影響；2.工作價值觀對專業承諾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3.專業承諾對工 作壓力有顯著負向影響；4.專業承諾在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間不具中介效果。 本研究

並於文中討論研究的發現、研究在理論上、實務上意涵、研究限制及對未來研究建議。

關鍵詞 : 工作價值觀、專業承諾、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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