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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臺中市國小教師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情緒管理與自覺疲勞感之現況；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健康促進生

活型態、情緒管理與自覺疲勞感上之差異；探討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情緒管理與自覺疲勞感之相關性。研究採問卷調查法

，以臺中市公立國小之普通班教師為母群體，進行分層隨機抽樣。使用工具為「國小教師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情緒管理與

自覺疲勞感之相關研究正式問卷」，所得資料分析獲致以下結果： 一、研究對象在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各層面中以「自我實

現」得 分最高，在「運動」最低；在情緒管理各層面中以「情緒 覺察」的表現最好，在「心理彈性力」表現最差；另外

在 整體之自覺疲勞感為傾向中度疲勞感受，其中以「身體局 部異常感疲勞」的感受最高，「精神不集中」則為最低。 二

、不同背景變項之研究對象在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情緒管理 與自覺疲勞感有顯著差異。其中以年齡31-50歲以上、任 

教6-15年，自覺健康狀況極好者，在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 得分較高；在情緒管理方面以女性、有宗教信仰、自覺健 康狀

況極好者得分較高；另外又以級任教師、自覺健康狀 況不好者，在自覺疲勞感的得分較高。 三、研究對象之健康促進生

活型態、情緒管理與自覺疲勞感 呈顯著相關；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愈高，情緒管理愈佳，自 覺疲勞感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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