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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少子化人口結構轉變，讓小學校園首當其衝，面臨學校賡續發展的挑戰。學校行政人員高組織承諾的表現，更是學校組織

績效良窳的關鍵，直接關係學校的競爭優勢。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桃園縣國小行政教師工作輪調與組織承諾之關係，經由間

接文獻之引用及邏輯之推理，發現兩者之關係有必要進一步釐清。 本研究是透過郵寄問卷的方式，針對桃園縣國小兼任行

政職務教師共寄發了460份問卷，請兼任行政教師對服務學校工作輪調與組織承諾的看法，進行填答。總共回收439份，去

除無效問卷35份，有效問卷總共為404份，有效回收率為88%。 從研究結果發現，桃園縣國小行政教師工作輪調對組織承

諾及三個構面組織認同、努力意願與留職傾向均呈現正向影響。而有關干擾變項，行政教師之自我調控學習對工作輪調與

組織認同具有干擾效果；而行政教師之自我調控學習對工作輪調與整體的組織承諾及努力意願與留職傾向兩個構面之干擾

則不顯著，干擾效果的假設並不成立。

關鍵詞 : 工作輪調、組織承諾、自我調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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