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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m-pus leisure space satisfaction and job stress for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addition,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ics in these areas, an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The subjects were 167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from Taichung County.

There were 560 questionnaires sent out, 459 were returned. There were 426 valid questionnaires with a retrieval rate of 76%.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SPSS for Windows 12.0. The findings were:

1..The campus leisure space satisfaction for elementary teachers in Taichung County was above the average. The job stress for

elementary teachers was below the average.

2..There was a parti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eachers’ campus leisure space satisfac-tion among different demographic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3..There was a parti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eachers’ job stress among different demographic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4..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campus leisure space satisfaction and job stress.

Finally,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to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stitution, the school and future study base on the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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