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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以大學教師為對象探討工作特性、工作滿足與組織氣候對工作壓力之影響。採用多構面之研究架構，其預測變

項包含工作特性、工作滿足及組織氣候，效標變項為工作壓力，依據問卷之資料實證研究結果提出建議。 研究發現大學教

師在工作特性、工作滿足、組織氣候與工作壓力之間的關係均存在顯著正相關，其中更以工作滿足與組織氣候相關程度最

高，而大學教師在工作特性、工作滿足、組織氣候對工作壓力皆具有顯著預測力，其中組織氣候對工作壓力最具有顯著影

響力，其次為工作特性，再次之為工作滿足。 研究結果顯示，組織氣候對大學教師在工作壓力的影響效果最為顯著，其中

組織氣候之「同僚關係」與「硬體環境」皆對工作壓力、工作負荷、專業知能、人際互動及角色衝突等有具有高顯著的影

響力，對此學校方面可多辦理增進同僚關係之活動，以消弭同事間的隔閡與摩擦，並努力改善學校硬體環境，讓大學教師

從事教學、服務及研究時能無後顧之憂，進而降低組織氣氛所帶給大學教師工作壓力之影響。

關鍵詞 : 工作特性、工作滿足、組織氣候、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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