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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幼兒體育指導員工作滿意度、職場生涯發展與工作倦怠之現況，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幼兒體育指導

員在三個變項之差異。本研究以台中、彰化及雲林三個縣市幼兒體能工作室之幼體指導員為研究對象，利用幼兒體育指導

員工作滿意度、職場生涯發展與工作倦怠情形之問卷為研究工具，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進行問卷施測，共計發放了150份問

卷，回收142份，有效問卷135份，回收率為95.1％。分析後所得結果如下：

(一)幼兒體育指導員整體工作滿意度感受為中上程度。

(二)幼兒體育指導員整體職場生涯發展感受為中上度。

(三)幼兒體育指導員整體工作倦怠感受為中下程度。

(四)不同婚姻情形幼兒體育指導員在工作滿意度上顯著差異。

(五)不同畢業科系、婚姻、教學年資、月收入及是否參與幼兒體育相關研習之幼兒體育指

導員在職場生涯發展有顯著差異。

(六)不同畢業科系、婚姻、教學年資幼兒體育指導員在工作倦怠上有顯著差異。

(七)工作滿意度、職場生涯發展與工作倦怠間皆為顯著負相關。

(八)工作滿意度和職場生涯發展均能有效預測工作倦怠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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