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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從理論探討與實證分析，了解組織正義、組織公民行為與職場偏差行為之因果模式與相互關係，並以

角色壓力為研究干擾變項，找出角色壓力在組織正義對組織公民行為與職場偏差行為關係上的交互影響關係，以作為後續

研究及改進學校行政制度之參考。 為達此目的，本研究事先參考現有文獻及相關理論，建立研究的理論架構，再以修改後

之問卷對公立國民小學210位兼行政工作教師進行問卷調查。本研究採用SPSS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包括Cronbach’s 

α係數信度分析、因素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加以分析，而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提出以下結論，最

後根據研究結論提出建議。本研究結果如下：一、組織正義對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正向預測力；二、組織正義對職場偏差

行為有顯著負向預測力；三、角色模糊在組織正義與之間具有干擾效果；四、角色模糊在組織正義與之間具有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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