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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台中市國小教師工作壓力、工作倦怠與工作滿意度之現況，以及探討三者之關係。本研究依據文獻分析結

果與專家學者的意見，以自行修訂「國小教師工作壓力、工作倦怠與滿意度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以台中市國小教師為

研究對象，資料分析採用平均數、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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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資料

分析後，獲得以下結果： （1）教師有中等程度的工作壓力，其中以「學生問題」的工作壓力最大；（2）教師有中等程度

的工作倦怠，，以「情緒耗竭」的倦怠感受最高；（3）教師有中等程度的工作滿意度，其中以「工作本身」、「人際關

係」滿意度最高；（4）教師工作壓力在性別、年齡、最高學歷、年資、擔任職務等五個人口統計上有顯著差異；（5）教

師工作倦怠在性別、擔任職務等二個人口統計上有顯著差異；（6）教師工作滿意度在性別、年齡、年資、擔任職務等四

個人口統計上有顯著差異；（7）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呈正相關；（8）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呈負相關；（9）工作倦怠

與工作滿意度呈負相關。

關鍵詞 : 國小教師、工作壓力、工作倦怠、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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