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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許多學者以為，學校組織在制度上向來只重視上、下行溝通，忽略平行溝通或斜行溝通，故藉由本研究了解教師在組織溝

通的現況，更進一步探索教師組織溝通能否協助教師許下為學校付出心力的承諾，提升組織承諾。 本研究藉由問卷調查、

皮爾森相關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層級迴歸分析，用以探討教師組織溝通與組織承諾之間的關聯性。經研究後歸納幾

項結論： 一、 教師組織溝通滿意度愈佳則組織承諾愈高。 二、 教師組織溝通滿意度深具對組織承諾之解釋力。 三、 學

校組織應強化平行溝通以增強教師組織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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