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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從管理學的角度來看，學校也可視為一個企業體，企業組織所有活動，小至簡單工作的完成，大至整個企業的運籌帷幄，

均需人來執行或管理。本研究旨在探討工作特性、情緒勞務負擔、工作滿足的關係，並進一步將情緒勞務負擔視為工作特

性與工作滿足的干擾變項，以瞭解各變項間的關係。工作滿足是一種態度，由工作經驗中所產生的一種愉悅與積極的情緒

狀態（Hackmam，1976），但態度會影響行為，可能會受到情緒勞務負擔中介因素的影響，故本研究遂以「工作滿足」為

經，以「工作特性」及「情緒勞務負擔」為緯，建立起研究架構；並以Hackmam & Oldman (1975) 對工作特性的探討，林

尚平（2000）所發展的情緒勞務負擔衡量構面，Weiss Davis England & Lofguist（1967）所編製「明尼蘇達工作滿意問卷」

（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MSO）所提出工作滿足衡量構面，作為問卷設計的依據，並以彰化縣和美區國小

教師為對象，發出58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473份，藉由描述性統計、變異數及複迴歸等統計分析，分別檢測其間的關係

模式和本研究所提出的七項假設加以驗證。 研究主要獲致的結論為： 一 、彰化縣和美區國小教師的工作特性和工作滿足

具有顯著關聯性。 二、彰化縣和美區國小教師的工作特性和情緒勞務負擔具有顯著關聯性。 三、彰化縣和美區國小教師

的情緒勞務負擔和工作滿足具有顯著關聯性。 四、彰化縣和美區國小教師的情緒勞務負擔對工作特性與工作滿足的顯著關

係有中介歷程效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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