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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改革的同時，國小教師除了必須面對九年一貫教改措施的變革，還需同時面對上級單位的督導與考核；加上近年來由

於社會快速變遷與少子化現象，使現在教師的工作負荷量日漸增大，造成教師極高的壓力。 因此，國小教師若無法透過休

閒活動的參與來調整步調、紓解壓力，對整個教育工作將是一種潛在的危機。故本研究將藉由了解教師的工作壓力及休閒

活動參與，透過幸福感的評估來探討彼此之間的關聯性，研究結果發現：一、不同人口背景的台中市國小教師在工作壓力

的感受及休閒活動的參與頻率上達正相關之顯著差異。二、工作壓力與幸福感之間關係呈現部分負相關。三、休閒活動參

與和幸福感之間關係呈現部分正相關、部分負相關。 因此，未來教育相關單位應提供更多運動健身休閒活動器材並加強提

倡，同時提供各校適足人力，以避免各教師承受過多的工作量與壓力，降低幸福感以致教育工作效能之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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