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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瞭解台中市國小職員不同的人口統計變項對國小職員工作壓力、工作倦怠及因應策略的影響，以及探討三

者間之相關性。並根據研究發現提出若干建議，供上級行政機關、學校、國小職員以及後續研究者參考。 本研究採用問卷

調查法，以便利抽樣的方式，選取台中市(原台中市)八個行政區，各校編制內現任職員（包含人事管理員、主計人員、學

校護士、幹事、工友或技工）為研究對象，共發出樣本問卷143份，回收有效問卷130份，回收率91％。利用 t 考驗、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1）國小職員工作壓力在婚姻狀況、學

歷、年資、擔任職務等四個人口統計變項上有顯著差異；（2）國小職員工作倦怠在性別、婚姻狀況、學歷等三個人口統

計變項上有顯著差異；（3）國小職員因應策略在性別人口統計變項上有顯著差異；（4）國小職員的工作壓力愈高，其工

作倦怠的感受也愈高；（5）國小職員因應策略的使用，影響其工作倦怠的感受；（6）國小職員工作壓力層面的感受，影

響其因應策略的使用方式。

關鍵詞 : 國小職員、工作壓力、工作倦怠、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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