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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情緒勞務、情緒耗竭、組織承諾與離職傾向彼此之關係，並加入組織承諾中介變項，以了解情緒勞務、

情緒耗竭是否會透過組織承諾對離職傾向產生干擾效果。樣本來自南投縣國小教師，共計發出問卷753份，實際回收457份

，有效問卷426份，問卷回收率為60.69%，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3.21％。研究結論如下：(1)深層情緒偽裝與對組織的責任性

承諾及歸屬性承諾有非常顯著正相關；與持續性承諾有非常顯著負相關。(2)表層情緒偽裝與持續性承諾有非常顯著正相關

。(3)責任性承諾及歸屬性承諾與情緒耗竭有非常顯著之負相關；持續性承諾與情緒耗竭有非常顯著正相關。(4)責任性承諾

及歸屬性承諾與獲得其他工作機會有非常顯著負相關；持續性承諾與獲得其他工作機會有非常顯著正相關。(5)深層情緒偽

裝與情緒耗竭有非常顯著負相關；表層的情緒偽裝與情緒耗竭有非常顯著正相關。(6)深層情緒偽裝與離職傾向有顯著負相

關；表層情緒偽裝與離職傾向有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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