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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在探討不同性別角色之國小教師在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之差異及相關情形。本研究以分層隨機抽樣抽取彰化縣國小

教師657名為研究對象。根據受試者在「性別角色量表」、「工作壓力量表」與「因應策略量表」的得分，以SPSS統計軟

體，採用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積差相關與典型相關等方法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

一)國小教師性別角色特質分佈，以「兩性化」居高。(二)國小教師工作壓力屬於中等略低程度。(三)國小教師採用因應策略

的頻率以「自我調適」策略最高。(四)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工作壓力層面與因應策略層面上，部份達顯著差異。(五)

不同性別角色之國小教師在「整體工作壓力」與「管教學生」、「家長參與」、「變革適應」層面壓力感受達顯著差異。(

六)不同性別角色之國小教師在「整體因應策略」及其各層面上達顯著差異。(七)國小教師「整體工作壓力」與「解決問題

」、「尋求支持」策略層面達到顯著負相關，與「消極逃避」策略層面達到顯著正相關。(八) 國小教師工作壓力層面與因

應策略層面之具有一組顯著典型相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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