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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角色壓力對工作倦怠的影響，並以小學教師與軍職人員進行研究探討，以研究自我效能對工作倦怠的影

響效果。 本研究共計發出問卷332份，回收300份，有效問卷245份。研究結果發現，角色模糊、角色衝突和角色負荷對工

作倦怠有正向的影響。而在自我效能對角色壓力與工作倦怠的干擾效果而言，則只有在角色模糊對工作倦怠方面有顯著的

干擾效果。另外，職業類別也會對角色衝突與工作倦怠產生干擾效果。

關鍵詞 : 角色壓力(role stress)，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工作倦怠(job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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