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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小教師生活壓力與身心健康之現況並分析其關聯性。研究者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收集，所得資料以

描述統計、獨立樣本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如下： 一、桃園縣國小

教師之生活壓力感受屬於中等程度且其身心健康狀況大致良好。 二、桃園縣國小教師之生活壓力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任教年資和擔任職務變項有顯著差異存在。 三、桃園縣國小教師之身心健康在性別、年齡、婚姻狀況、任教年資和擔任

職務變項有顯著差異存在。 四、桃園縣國小教師的生活壓力與身心健康二者間呈顯著正相關。 最後建議，教師提升專業

能力、重視人際互動及定期健康檢查，學校學期行事規劃合宜、成立教師專業成長團體及安排休閒活 動，以紓解教師生活

壓力與增進教師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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