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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今國小教師面臨許多工作壓力，對其身心健康狀況不知是 否會造成影響？因此本研究旨在了解國小教師工作壓力與身心

健 康之現況，並分析工作壓力及身心健康之因素，最後再驗證工作 壓力對於身心健康有正向影響。研究者以100 學年度苗

栗縣立國 民小學之現任合格教師為研究對象，「中國人健康量表」及「國 民中小學教師工作壓力量表」為研究工具，進

行問卷調查。根據 實際調查所得之資料，分別以描述性統計、結構方程模式等方法 進行統計，共收回有效問卷400 份。接

著利用LISREL 8.51 版進 行結構方程模式的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及路徑分析。研究結果如 下：1.教師對於社會健康的感覺

和以往比較有較多的差異。2.教師 對於生理健康的感覺和以往比較有較少的差異。3.教師有八成的人 身心健康狀況不佳

。4.教師對於教學與輔導管教的壓力困擾程度較 高。5.教師對於時間的壓力困擾程度較低。6.工作壓力對教師身心 健康之

生理層面有正向影響。7.工作壓力對教師身心健康之心理層 面有正向影響。8.工作壓力對國小教師身心健康有正向影響。

本研 究結果對於苗栗縣國小教師了解工作壓力影響身心健康狀況有很 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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