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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彰化縣國中兼任行政教師個人特質、休閒參與及工作滿足對幸福感的影響。以彰化縣所有公立國

中之兼任行政教師為研究樣本，共發放問卷536份，有效問卷463份，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在差異分析中發現，年齡、兼任

行政意願在休閒參與上有顯著差異；性別、婚姻狀況、子女狀況、健康狀況、行政工作年資、兼任行政意願在工作滿足上

有顯著差異；婚姻狀況、健康狀況在幸福感上有顯著差異。 在相關分析中發現，外向人格與休閒參與、工作滿足及幸福感

有顯著正相關，神經質人格與休閒參與、工作滿足及幸福感有顯著負相關；休閒參與與幸福感間有顯著正相關；工作滿足

與幸福感間有顯著正相關。 在階層迴歸分析中發現，個人特質、休閒參與及工作滿足對幸福感具有聯合預測能力；不同性

別的研究對象，個人特質、休閒參與及工作滿足對幸福感的預測因子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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