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國小已婚女性教師工作壓力、工作家庭衝突、社會支持、休閒參與與幸福感之研
究 = A study of work stress, work-family con

楊芝鳳、施建彬

E-mail: 354524@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已婚女性教師工作壓力、工作家庭衝突、社會支持與休閒參與對幸福感影響之研究。本研究以臺中市

國小已婚女性教師為對象，採取分層比例配額抽樣方式進行調查，共計發放問卷420份，回收有效問卷346份，有效回收

率86.5%。 研究樣本之年齡以41-50歲居多，任教年資以11-15年最多，現任職務以級任導師最多，家庭子女數以2個子女最

多，最小子女教育階段以國、高中職階段最多。假設驗證結果摘要如下： 1.工作壓力與幸福感具有顯著負相關，其中以「

工作負荷」之相關性最高。 2.工作家庭衝突與幸福感具有顯著負相關，其中以「工作家庭相互干擾」之相關性最高。 3.社

會支持與幸福感具有顯著正相關，其中以「朋友支持」之相關性最高。 4.休閒參與與幸福感具有顯著正相關，其中以「個

人休閒參與-戶外活動類」之相關性最高。 5.社會支持、工作家庭衝突、工作壓力與休閒參與對幸福感之預測力達40.0%，

其中以「社會支持」達24.0%為最高。 本研究將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對相關單位之建議與後續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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