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教師休閒參與、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間關係之研究-以台中市為例

林良卷、杜強國

E-mail: 370768@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中市國小教師休閒參與、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的現況及其關係，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其休閒參

與、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之差異情形。問卷調查以台中市國民小學教師為母群體，採隨機抽樣方式，並以「台中市國小教

師休閒參與、工作滿意度及幸福感關係之研究問卷」，針對台中市 45 所國小，450 位學校教師進行問卷調查，回收率

為91%，有效問卷為406 份。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以及逐步多元迴歸等統計

方法進行資料分析。根據資料分析結果，本研究獲致以下結論： 一、台中市國小教師之整體休閒參與為中等程度，而在整

體工作滿意度、幸福感達中上程度。 二、台中市國小教師之休閒參與現況，在不同背景變項上部份達顯著差異。 三、台

中市國小教師之工作滿意度現況，在不同背景變項上部份達顯著差異。 四、台中市國小教師之幸福感現況，在不同背景變

項上部份達顯著差異。 五、台中市國小教師之休閒參與與工作滿意度之間有顯著正相關。 六、台中市國小教師之休閒參

與與幸福感之間有顯著正相關。 七、台中市國小教師之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之間有顯著正相關。 八、台中市國小教師之

休閒參與與工作滿意度對幸福感有顯著之預測力。 根據以上結果，提出下列建議： (一)建議校內成立運動性、知識性或藝

術性學習型之社團，鼓勵同仁多參與，讓教師獲得更多休閒參與機會。 (二)教育行政機關應辦理更多有關休閒性質的研習

活動，促進教師身心健康， 以提升教師幸福感。

關鍵詞 : 休閒參與、工作滿意度、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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