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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教師工作期望與職業倦怠間的關係，並進一步瞭解工作期望的高低對職務倦怠週期是否有影響。本研

究以南投縣內之現職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採問卷調查法進行實證資料的收集，共發出問卷530份，有效樣本數共計461份

。調查所得資料以SPSS 12.0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並以敘述統計、因素分析、信度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及迴歸

分析加以驗證假設。 研究結果發現，國小教師的工作期望屬於高度工作期望教師，且不同性別、年齡、服務年資、學校規

模的國小教師在工作期望上存在顯著差異。而國小教師的職業倦怠屬於中等偏低的職業倦怠程度，且不同性別、年齡、學

校規模的國小教師在職業倦怠上存在顯著差異。 另外，國小教師的工作期望與職業倦怠之間存在輕微程度的負相關，但是

國小教師的職業倦怠週期長短不受工作期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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