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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業為了增加競爭力，使得工作擴大化成為企業經營上的一種趨勢，而國民小學教師也面臨了這種情形，本文便以此為動

機，欲調查研究此一現象，和工作動機以及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是希望調查國民小學教師的工作

擴大化、工作動機以及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依據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理論為基礎，藉由問卷調查資料來分析，探討

工作擴大化、工作動機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工作擴大化和內在工作動機呈顯著正相關(r＝0.168, p

＜0.01)和外在工作動機也呈顯著正相關(r＝0.236, p＜0.01)，表示工作擴大化越強，其工作動機越高。工作擴大化和工作滿

意度呈些微的負相關(r＝-0.093)。內在工作動機和工作滿意度呈現顯著正相關(r＝0.432, p＜0.01)，外在工作動機和工作滿意

度無顯著相關(r＝0.024)。 個人背景變項中，41~45歲年齡層之國小教師感受到的工作擴大化最高，不同教育程度的國小教

師以研究所以上學歷的「工作動機」較高、大學畢業的「工作滿意度」最佳。不同服務年資的國小教師中，以服務21~25

年的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最佳。 希望藉由本研究的發現，尋找出實務對策，提供給人力資源部門，作為激勵員工及提升工

作滿意度的依據和參考，以充分發揮工作效率而強化企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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