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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搜集，旨在探討國小教師知覺組織支持、組織承諾與職業倦怠之關係。依據參考文獻探討

設計問卷，以台中市編制內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共發放問400份，回收有效問卷374份，有效回收率為93.5%。以套裝軟

體SPSS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一、國小教師知覺組織支持愈高組織承諾其也越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二、國

小教師組織承諾與職業倦怠有顯著負相關。 三、國小教師認為其知覺組織支持的程度愈高，愈能降低其職業倦怠感，有顯

著的負向影響。 四、組織承諾是知覺組織支持與職業倦怠間之中介變項。

關鍵詞 : 國小教師、知覺組織支持、組織承諾、職業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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