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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國小教師之休閒運動滿意度、教師工作壓力與教師工作倦怠三者之關係，並進一步分析探究休閒

運動滿意度對於教師工作壓力與教師工作倦怠的影響力。本研究以「國小教師休閒運動滿意度、教師工作壓力與教師工作

倦怠問卷」為研究工具，其內容包括基本資料、休閒運動滿意度量表、教師工作壓力量表、教師工作倦怠量表等四個部分

。以合併後之臺中市99學年度之40所公立國小教師為調查研究對象，總計發出630份問卷，回收560份，問卷回收率達88.89

％；有效問卷為537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5.24％。回收資料以統計套裝軟體SPSS 12.0中文版執行，採用描述統計（次數

分配、平均數、標準差、偏態與峰度）與推論統計（項目分析、因素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及階層迴歸分析）等統計

分析後，獲得以下結果：(一)國小教師之教師工作壓力對休閒運動滿意度具有負向的影響力。(二)國小教師之休閒運動滿意

度對教師工作倦怠具有負向的影響力。(三)國小教師之教師工作壓力對教師工作倦怠具有正向的影響力。(四)國小教師之休

閒運動滿意度對教師工作壓力和教師工作倦怠具有中介變項的影響力（部分中介）。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

國小教師、學校單位、教育行政機關與未來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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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工作壓力四個構面與缺乏人情味之中介效果．．．．．．．．．． 143 圖 4-6-4 休閒運動滿意度五個構面在教師工作壓

力四個構面與缺乏個人成就感之中介效果．．．．．．．． 145 圖 4-6-5 休閒運動滿意度五個構面在教師工作壓力四個構

面與整體教師工作倦怠之中介效果．．．．．．．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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