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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桃園縣國小英語教師工作壓力與教學效能之關聯，採問卷調查，以桃園縣38所小學，300位教師為樣本進

行施測；實際回收問卷249份，有效問卷246份，實際可用率71.93％。收集資料以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及 Pearson 積差相關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發現如下: 桃園縣國小英語教師工作壓力背景變項中，不同性別、年齡、

婚姻、學歷、擔任職務、年任教資、學校規模達部分顯著差異；資淺教師工作壓力大於資深教師。大型學校工作壓力大於

小型學校。教學效能背景變項中，不同性別、年齡、婚姻、學歷、服務年資、任教年資、學校規模之教師無顯著差異。整

體工作壓力與教學效能呈顯著正相關，壓力大影響工作效能大。根據研究發現，提出本研究對教育行政機關、教師與未來

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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