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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國家競爭力的優劣、人才素質力的提升，取決於教育的良窳，教育

改革正是各國刻不容緩之課題，更是必然的趨勢。學校教育是各種教育

脈絡中重要的一環，而國小教師是基礎教育的啟蒙者，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國小教師對於教育職場的滿意度，不但影響其本身的成效，在班級

經營上的領導方式更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就；因為在兒童社

會化的過程當中，國小教師是重要的模仿對象，教師的言行舉止、言教

身教，對兒童有著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力。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教師的生活型態、休閒效益與工作滿意度之

關係。本研究受試對象為嘉義縣國小教師，共發放 350 份問卷，回收有

效問卷 310 份，有效量表回收率為 88.8%。所得資料以描述統計、皮爾

遜積差相關以及逐步多元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資料分析。根據資料分析

結果，本研究獲致以下結論： 

一、「生活型態」會「正向」影響「休閒效益」。 

二、「休閒效益」會「正向」影響「工作滿意度」。 

三、「生活型態」會「正向」影響「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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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hanc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merits, personnel quality 

force, virtue or vice depends on education, education reform is the urgent 

task of each country, 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Schoo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ducational context, and the small country's basic 

education teachers in the Enlightenment, and its importance is self-evident. 

State school teachers to educate workplace satisfaction, not only affect their 

own effectiveness in classroom management style of leadership will affect 

student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becaus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the country school teacher is important role 

models, teachers demeanor, precept by example,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ldren subtl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teachers' lifestyle, leisure benefits and job satisfaction. Using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Chiayi County as the subjects, a total of 35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31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The return rate of valid questionnaires is 88.8 %.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s. The empirical study found lifestyle is 

positively to the leisure benefits; leisure benefits is positively to the job 

satisfaction; lifestyle is positively to the job satisfaction. 

 

 

Keywords: Lifestyle, Leisure Benefits, Job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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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本研究旨在透過對嘉義縣公立國小教師的調查，瞭解國小教師生活

型態、休閒效益、工作滿意度之現況，及生活型態與休閒效益對工作滿

意度間的關係。最後根據文獻、研究目的與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俾供教

育行政當局、師資培育機構與國民小學相關人員參考。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在現今急速變遷的社會步調下，國家競爭力的優劣、人才素質力的

提升，取決於教育的良窳，而教育改革正是各國刻不容緩之課題，更是

必然的趨勢。《紐約時報》國際事務專欄作家暨 2002 年普立茲獎得主

Thomas Friedman 指出，21 世紀各國應該更加重視教育方面的問題。 

隨著時代變遷，社會大眾對於「尊師」的態度不再，而教師的「重

道」精神亦不同於以往；強調「現代化」思潮與「專業化」的時代裡，

「教師」要在「職場領域」及「日常生活」要務間，做到「均衡調和、

效益互補」，更要兼顧「社會觀感、大眾期待」。 

但在經濟掛帥與功利主義的思想下，社會風氣與型態急遽改變，因

此衍生出了諸多問題，諸如：青少年犯罪年齡層降低、黑社會入侵校園、

少數教師的不肖行為……等，而最終的矛頭不約而同指向教育，使得教

師的角色受到衝擊，社會地位遭到矮化，直接的影響教師工作的熱忱，

也間接的影響到學生的學習。 

學校教育是各種教育脈絡中重要的一環，而國小教師是基礎教育的

啟蒙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國小教師對於教育職場的滿意度，不但影

響其本身的成效，在班級經營上的領導方式更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與

學習成就；因為在兒童社會化的過程當中，國小教師是重要的模仿對象，

教師的言行舉止、言教身教，對兒童有著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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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生活型態 (Life Style)在心理學與社會學中，指的是個人特定的生

活模式，主要用以討論各種社群或社會階層的生活模式及其流動性（別

蓮蒂，2000）。 

鄭熙彥 (1987)指出社會學家特別注意各種不同社會階級成員生活

型態的差異。事實上，不同社會階級的成員具有不同的生活型態，而相

同社會階級的成員亦可能表現出不同的生活型態，因為其職業、性別、

教育程度與居住環境並不盡相同。 

職業可視為社會階層的指標，而工作環境與工作過程的人際關係足

以影響個人的生活型態，工作性質所導致的人生觀、世界觀與價值觀則

可能與個人的生活型態有所連結。 

國小教師的生活型態，與其生活素質和職場領域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因此，瞭解國小教師生活型態的現況，進而探討生活型態與休閒效益、

工作滿意度間的影響關係，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國小教師因為有寒暑假期，可以自由調配休閒時間，這是和其他行

業最大不同之處。更因為有機會帶學生參與校外比賽，所以國小教師似

乎更有機會接觸休閒活動。 

陳中雲 (2001)主張休閒效益是在休閒活動參與過程中及參與活動

後，個人主觀評估能幫助改善身心狀況或滿足需求的個人主觀感受。而

高俊雄 (1995)研究亦指出休閒利益的三因素，分別為： 

1.均衡的生活體驗：紓解生活壓力、豐富生活體驗、調劑精神情緒。 

2.健全生活內涵：維持健康體能、運用心思智慧、增進親子關係、促進 

社會交流、關懷生活環境。 

3.提昇生活品質：欣賞真善美、肯定自我能力、實踐自我理想。 

因此，瞭解教師參與休閒活動中所獲得的休閒效益現況，進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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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效益與工作滿意度間的影響關係，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吳清基 (1989)認為工作滿意度是指教師對其現任職務所具有的一

種積極情意導向的程度，先決條件是對整個工作情境有滿意的感覺，包

含校長（行政人員）、教學工作本身、學校環境、工作報酬與工作變異

性等五個層面。而張春興 (1992)研究指出工作滿意度是指個人或員工

對其所擔任工作感到滿意的程度，工作滿意程度與很多因素有關，薪水

高低、加薪方式、工作性質、工作時間、升遷機會、人際關係及管理方

式等都屬於可探討的範疇。 

隨著社會的民主化與開放風氣，教師的地位與管教權逐漸受到社會

大眾的挑戰、關注和監督。根據台北市教師會、台北市教師職業工會 

(2011)委託台灣教育研究中心，引用董氏基金會「臺灣人憂鬱量表」進

行「2011 台北市教師憂鬱傾向」調查，結果顯示教師具憂鬱傾向者，

建議應找專業機構或醫療單位協助、甚至診療的教師達三成，壓力負荷

已到臨界點的教師更達四成，明顯表示教師並不快樂，與社會所認為的

穩定工作所帶來的滿足感受有大幅的落差。因此，國小教師之工作滿意

程度究竟如何，是很值得去探討的，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綜上所述，生活型態、休閒效益與工作滿意度間應有其探究之必要

性，此外，由於研究者是嘉義縣國小教育從業人員，本研究將針對嘉義

縣公立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藉由文獻分析探討嘉義縣國小教師的生活

型態、休閒效益及工作滿意度的理論基礎，並透過問卷調查嘉義縣公立

國小教師，做為本研究有系統的資料蒐集方式。除驗證上述理論外，易

期盼研究結果能協助當前國小教師正視本身的生活型態與休閒效益的

關聯性，進而提升工作滿意度，對教學品質與效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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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係以嘉義縣公立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瞭解其生活型態、休

閒效益與工作滿意度的現況，探討生活型態、休閒效益對工作滿意度之

影響關係。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探討嘉義縣國小教師之生活型態與休閒效益間的關係。 

二、瞭解嘉義縣國小教師之休閒效益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 

三、分析嘉義縣國小教師之生活型態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 

第四節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將以文獻資料探討和問卷施測之

研究結果兩方面並重來回答下列待答問題： 

一、探討嘉義縣國小教師之生活型態對休閒效益是否有影響？ 

二、瞭解嘉義縣國小教師之休閒效益對工作滿意度是否有影響？ 

三、分析嘉義縣國小教師之生活型態對工作滿意度是否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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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流程 

 

 

 

 

 

 

 

 

 

 

 

 

 

 

 

 

 

 

 

 

 

 

圖 1-5-1  研究實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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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生活型態之理論與相關研究 

一、生活型態之定義 

生活型態 (Life Style)在心理學與社會學中，指的是個人特定的生

活模式，主要用以討論各種社群或社會階層的生活模式及其流動性（別

蓮蒂，2000）。以下就過去眾多學者對生活型態之定義加以分述如下： 

（一）心理學對生活型態的探討 

以心理學導向為動機觀點的學者主張生活型態為個人內在心理反

應，是個人價值觀和人格的綜合表現，偏重個人的獨特性，而不強調個

人具體的外顯行為。 

生活型態是心理學大師 Alfred Adler 人格理論中的重要概念。Adler

主張生活型態是自我、個體人格之統一。他以虛構目的論(fiction finalism)

來說明個人的行為受到想像目標的牽引，指出人類的行為皆有其目的，

而目標的決定乃受到個人對過去經驗、目前狀況及對未來規劃方向的主

觀評估，進而影響個人對生活型態的選擇（Corey, 1996；羅聿廷，2002；

楊馥如，2012）。 

Kelly (1955)提出個人認知結構理論 (theory of personal constructs）。

他主張經由個人直接或間接的體驗，每個人均將其對環境世界中一切事

物的認知組織而組成一個有系統的認知結構，藉以預期與解釋世界的一

切狀況，進而採取適當行動。由於每個人均有其特殊認知體系，因而表

現獨特的行為方式，組成其獨特的生活型態（鄭熙彥，1987；梁畢玲，

2006）。 

（二）社會學對生活型態的探討 

以社會學導向為動機觀點的學者強調生活型態是個人或群體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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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顯行為，是可觀察的表達性行為，而較不強調個人內在心理對生活

型態的影響。 

Sobel (1981)主張生活型態是一種清楚可辨的生活模式，是一種行

為現象，其描述性內涵可以被概念化為各種可觀察的表達性行為。此外，

Lazer (1963)指出生活型態是系統性的概念，是某一社會或階層的生活

模式特徵，在受到文化、價值觀、資源、信仰、法律的影響下，此種動

態且可觀察的生活模式，會表現出與其他社會或階層的不同之處。再者，

Wells & Tigert (1971)研究認為生活型態研究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

各種事物實際的活動 (activities)、興趣 (interests)與意見 (opinions)，他

們也是最早提出以 AIO 心理計量來衡量生活型態的學者，而 AIO 量表

則成為日後研究生活型態者最常採用的測量方式（朱俶儀，2003）。 

（三）行銷學對生活型態的探討 

以行銷學導向為動機觀點的學者將生活型態視為解決配置問題的

角色，強調生活型態是在有限時間及資源內，不同階層群體如何分配時

間和金錢的選擇。有關生活型態的定義及其觀念源自於心理學和社會學

的範疇，在六０年代以後，生活型態研究則另被廣泛地應用在行銷的領

域中。 

Engel, Blackwell & Miniard (1993)主張生活型態是人類生活與花費

金錢、時間的形式 (pattern)，反映出個人所從事的活動、有興趣的事物

及各種議題的意見，所以生活型態是消費者的動機、先驅的學習 (prior 

learning)、社會階層、人口統計變數等的函數（朱俶儀，2003；梁畢玲，

2006）。 

Wells (1971)則認為生活型態具有兩大特點： 

1.人口變項易於瞭解和描述，生活型態運用日常生活對話的語句描述， 

比起人口統計變項的描述，更為仔細與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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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適合大規模且數量化的研究，任何有興趣的研究者，均可透過電腦與 

各種統計分析技術所得出的資料來解釋現象，不必依賴專家的推論。 

別蓮蒂 (2000)研究結果將生活型態定義為：一個人或一個團體在

社會上的生活與行為模式。由於個人資源的限制，須對時間、精力及金

錢有所分配，而在分配過程中，又受到社會、文化、信仰、價值觀及個

人性格特質等因素的影響，最後呈現出一個人的活動、興趣、意見、產

品使用等生活行為模式。  

綜上所述，由於研究者欲了解目前國小教師的生活型態、休閒效益

及工作滿意度之關係，故不採用偏行銷範疇的定義，而認為生活型態是

能藉由可觀察的外顯行為來測得。研究者對國小教師生活型態採以下定

義：國小教師生活型態為國小教師在日常生活中對各種事物實際的活動 

(Activities)、興趣 (Interests)與意見 (Opinions)。 

二、生活型態之衡量構面 

由於生活型態是指個人活動、興趣及意見等生活全貌，無法只用單

一的變數衡量出來，必須藉由多題項量表來測得。在生活型態的測量方

法上，Wind & Green (1974)曾歸納出衡量生活型態的方法，可分成下列

五種（別蓮蒂，2000）： 

1.衡量消費者所消費之產品與勞務。 

2.衡量消費者之活動 (Activities)、興趣 (Interests)與意見 (Opinions)， 

即 AIO 變數。 

3.衡量消費者之價值觀。 

4.衡量消費者之人格特質及自我概念 (concept of self)。 

5.衡量消費者對於各類產品之態度與其所追求的產品利益。 

別蓮蒂 (2000)的「生活型態白皮書」以及張馨月 (2007)「消費與

生活型態之研究」報告中指出生活三種型態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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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化生活型態研究 (General Lifestyle Research)： 

廣泛了解個人活動、興趣、意見後，找出共同價值為分群指標，將類 

似行為與觀念的消費者歸為同群，以作為市場區隔。換句話說，一般 

化生活型態可以區隔消費者所具備的特徵與特性。 

2.特定主題之生活型態研究 (Lifestyle Research In Certain Topic)： 

特定主題或產業的生活型態研究。如理財生活型態、健康生活型態等 

等主題，問卷中所有題目都依據此主題而設計，其究結果可供相關產 

業業者參考。 

3.特殊產品之生活型態研究 (Lifestyle Research In Specific Products)： 

著重於消費者對特定產品的反應，如廣告公司為客戶分析其產品使用 

者的生活型態。問卷構成上以一般化的生活型態題目，加上針對主題 

產品的問題組合而成。優點為直接鎖定行銷業者有興趣的產品，明確 

而有效；缺點為研究結果只對該品項有效，不適合套用於其他品項。 

Wells & Tigert (1971)以直接詢問消費者的活動、興趣及意見的 AIO

量表測量生活型態的方法，發展出 300 題的 AIO 量表，成為日後研究

生活型態的基礎範本（別蓮蒂，2000）。而 Reynolds & Darden (1974)則

針對AIO提出更明確的定義：活動 (activities)為具體、明顯可見之行動，

如逛街、運動，這些行動雖可藉由觀察得知，但其發生原因卻不易衡量；

興趣 (interests)意指人們對於某些事物、主題所引發之興奮的程度，以

至於吸引個人特別且持續的注意；意見 (opinions)乃指個人在外界情境

剌激下，所做出的口頭或書面反應，可以用來描述對於個體對於問題的

解釋、期望與評價。 

Plummer (1974)提出補充，他認為 AIO 變數中的活動、興趣、意見，

應再加入人口統計變數進行衡量，如此即構成了衡量生活型態的四個重

要層面，並根據此四大主構面整理出三十六個子構面（如表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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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為日後研究生活型態者，廣為採用的 AIO 量表。Plummer (1974)

亦主張，每個研究不一定須完全遵循這些構面，研究者可自行挑選最切

合研究目的之主構面，針對研究主題性質，根據主構面發展出子構面；

再針對子構面發展生活型態問卷問項，而此問項即為生活型態變項，以

此來衡量研究對象的生活型態。 

表 2-1-1  生活型態之 AIO 量表 

活動 興趣 意見 人口統計變數 

工作 家族 自我 年齡 

嗜好 家庭 社會 教育 

社交 職業 政法 所得 

假期 社區 商業 職業 

娛樂 消遣 經濟 家庭人數 

社團 時髦 教育 住所 

社區 食物 產品 地理區 

購物 媒體 未來 城市大小 

運動 成就 文化 家庭生命週期 

資料來源：Plummer, J. T. (1974). The Concept and Application of Life-Style 

Segmenta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38(1), P33-37. 

綜上所述，本研究屬於一般化的生活型態研究。藉由廣泛調查嘉

義縣國小教師個人活動、興趣、意見，期望找出共同價值與構面，以

對嘉義縣國小教師的生活做全面性的瞭解，並衡量出其生活型態。自

生活型態的AIO操作型定義被提出後，研究生活型態的學者們多以AIO

量表來作為研究問卷的發展依據。研究者亦以 Plummer (1974)的四大構

面為基礎，選擇適合現代國小教師相關的子構面衡量其生活型態。 

三、生活型態之相關研究 

在眾多生活型態的相關研究中，大多是以調查消費者不同的生活型

態以做出產品的消費族群的行銷區隔為研究目的，也有少部份的研究是

以生活型態來探討個人的價值觀。但針對教師族群所作的研究所佔篇幅

有限。以下就相關文獻以研究對象的不同彙整如表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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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生活型態之相關研究表 

學者 研究主題 
研 究

對 象 
研究發現 

周正秋  

(1998)  

高雄市專業人

員休閒態度與

生活型態之研

究  

專 業

人 員  

專業人員重視的層面依次為家庭、休

閒、健康、敏感、社交、運動、創新文

藝、流行時尚取向。明顯看出專業人員

最重視家庭關係，而不注重追求流行時

尚。  

朱俶儀 

(2003)   

國民中學教師

其生活型態與

休閒參與關係

之研究—以台

北市為例 

國 中

教 師 

生活型態包括流行、自信領導、家庭、

金錢、運動健康、知識藝文、保守及社

交八種取向。台北市國中教師的生活型

態以家庭取向為重，強調知識的獲得，

個性較保守，對金錢相當在意，對自身

的自信及運動健康有一定程度的重視。  

梁畢玲 

(2006) 

國小教師生活

型態、專業認

同與職涯滿意

度關係之研究 

國 小

教 師 

國小教師在四種層面的生活型態程度

達中上程度；對生活型態的重要程度依

序為「家庭中心」、「健康休閒」、「自信

社交」，「流行時尚」重視程度最低。顯

見國小教師較注重「家庭中心」的生活

型態。  

林敬銘  

(2007)  

探究公務人員

的生活型態與

休閒運動參與

之關係 

專 業

人 員  

公務員的生活型態可分為家庭、知識、

自信領導、人際、健康、保守型態。公

務員以家庭觀念為重，個性方面較為保

守，強調知識的獲得，維持相當程度的

人際關係，對自身的健康方面也有一定

程度的重視，但對自信領導方面則較不

重視。  

陳文啟  

(2009)  

嘉義縣國中小

行政教師國民

旅遊卡使用行

為、生活型態

及休閒效益之

研究 

國 中

小 行

政 教

師 

嘉義縣國中小行政教師生活積極型集

群在消費取向、知性活動取向、居家取

向及社交取向上，均較生活閒逸型集群

重視。 

游錫霖  

(2009)  

桃園縣國小教

師生活型態與

休閒運動參與

之關係研究  

國 小

教 師  

桃園縣國小教師在五種生活型態的重

視程度依序為：家庭中心、知識藝文、

活躍社交、運動健康、流行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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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生活型態之相關研究（續） 

林富真 

(2012) 

大型重型機車

騎乘者參與動

機、休閒效益

與生活型態之

研究 

大 型

重 機

騎 乘

者 

大型重型機車騎乘者果斷實務集群在

以自有定見、踏實穩健、效率注重為

主；大型重型機車騎乘者時髦外向集群

則以最求流行、喜愛新事物、享受大自

然為主。 

謝雅茜 

(2012) 

雲林縣國小教

師生活型態與

理財行為行為

之研究 

國 小

教 師 

雲林縣教師生活型態最傾向於居家中

心取向，其次依序為知識藝文取向、健

康休閒取向、社交外向取向，而流行時

尚取向為最低。 

柯丞珮 

(2013) 

民眾前往台中

文化創意園區

之生活型態、

休閒動機與其

休閒效益之研

究 

一 般

民 眾 

保守型生活型態以年長者、軍公教職業

為主；穩健型生活型態以工商服務業為

主；衝動型生活型態以未婚年輕者為

主；活躍型生活型態以居住大都會地區

為主。 

楊馥如  

(2013)  

新北市國小教

師生活型態、

休閒參與及幸

福感關係之研

究 

國 小

教 師  

新北市國小教師生活型態各層面重視

程度依序為家庭中心取向、保守穩定取

向、健康生活取向、自信領導取向、社

交人際取向、流行時尚取向。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綜上所述，利用生活型態來研究個體行為的方式之一是以生活型態

變數作為分群之基礎，將研究對象分成數個不同的生活型態群，再比較

各群在其它變數或行為上之差異，多數文獻均證實生活型態比人口統計

變項更能解釋及預測個體的行為。研究者亦採此種方式，探討不同生活

型態之國小教師在休閒效益與工作滿意度上之差異。 

參照上述文獻，嘉義縣國小教師生活型態量表之構面基礎以 AIO

量表為架構，採用以下五種構面，分別為：「家庭中心取向」、「保守穩

定取向」、「社交人際取向」、「健康休閒取向」與「流行時尚取向」。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_ZW5IV/record?r1=4&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_ZW5IV/record?r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_ZW5IV/record?r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_ZW5IV/record?r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_ZW5IV/record?r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_ZW5IV/record?r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_ZW5IV/record?r1=3&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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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休閒效益之理論與相關研究 

一、休閒效益之定義 

休閒效益 (Benefits of leisure)意義十分複雜廣泛，國內外研究者或

以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學及經濟學等觀點來探討，或以功能、教育、

需求及遊憩體驗的角度來切入。以下就相關文獻列舉如后： 

Mannel ＆ Stynes (1991)將休閒效益整合為一系列模式（如圖 2-2-1

所示），主張人們參與休閒時，因受到環境、活動、時間、心境的刺激，

而產生生理、心理、環境、經濟、社會之影響，這些影響經由人們的評

價之後，就產生了休閒效益。 

 

圖 2-2-1  休閒效益系統模式 

資料來源：Mannel ＆ Stynes (1991) 

Driver (1997)強調所謂效益是對人或現實環境中需求獲得正向的改

變，是一種個體心裡滿足的狀態。而國內學者高俊雄 (1995)認為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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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是在參與休閒遊憩的過程中，幫助參與者個人改善身心狀態，或滿

足個人需求的現象，稱之為休閒效益。此外，陳中雲 (2001)指出休閒

效益是在休閒活動參與過程中及參與活動後，個人主觀評估能幫助改善

身心狀況或滿足需求的個人主觀感受。再者，林欣慧 (2002)主張休閒

效益是指個人或團體在自由從事休閒行為的過程中，對活動有所體驗，

並且對個人或社會產生有益的影響。 

Driver, Brown and Peterson (1991)將效益解釋為一種「獲得」的概

念，在此概念之下，效益通常是指一種改變、一種被視為有益的狀況(改

善的情況或個人、團體對社會、或其他的收穫)，而所謂的休閒效益，

則是參與休閒活動後主觀感覺所得到的生理、心理與社交等方面的改善。

無論是目標的達成，或者是獲得休閒效益，都必須透過休閒活動參與者

在活動參與的過程中，獲得不同的休閒體驗與感受，這些主觀的感受與

體驗再經過個人主觀的評價過程中後，進而對個人產生不同的影響，這

些影響就是所謂的休閒效益（郭進財，2010）。 

綜上所述，研究者對國小教師休閒效益採以下定義：在自由從事休

閒行為的過程，國小教師主觀知覺所獲得之有益的個人經驗感受，能滿

足國小教師生理、心理或是社交方面之需求。 

二、休閒效益之衡量構面 

在探討有關休閒效益的構面時，其所包含的範疇應該包括了活動過

程中及參與活動後，可以滿足個體需求的個人主觀感受。以下就相關文

獻列舉如后： 

Verduin & McEwen (1984)認為，休閒活動參與者可以透過休閒參與

的經驗中，獲得不同的體驗效益，包括（引自涂淑芳譯，1996）： 

1.生理效益 (Physiological benefits)：保持定期運動或體能，可保持體適 

能水準、改善體適能、減少心肺血管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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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理效益 (Psychological benefits)：參與不同的休閒活動可得到肯定及 

認同的機會及價值，也可藉由情境角色轉換獲得成就感；對於心靈受 

創者也有醫療的功效（舒緩、調適及恢復）。 

3.社交效益 (Social benefits)：休閒活動具有「社交潤滑劑」功效，志同 

道合，能分享相同嗜好的成人藉由休閒活動參與，更容易培養珍貴的 

友情、親情。 

4.放鬆效益 (Relaxation benefits)：休閒活動使人遠離環境、解除憂慮、 

棈力恢復，參與耗用體力的活動，使參與者達到放鬆的目的，以保持 

個人身、心及精神的平衡發展。 

5.教育效益 (Educational benefits)：休閒提供多元的興趣領域，藉由正 

式或非正式參與，滿足個人求知慾、創作慾，並提高個人知識領域。 

6.美學效益 (Asthetic benefits)：從休閒中學習美的欣賞，獲得心靈、情 

感及靈性的充實及滿足，並可確認個人價值觀念。 

Bright (2000)主張休閒效益是建構在人類生活方式的全方面觀點來

看，應包含下述五項效益： 

1.心理效益：提升自我概念，表現自我價值，提升高峰經驗。 

2.生理效益：心血管的健康，疾病控制，心理與生理的復健。 

3.社會效益：促進社會穩定，家庭團結，文化認同。 

4.經濟效益：提供工作機會，增加收入，減少社會照顧成本。 

5.環境效益：環境的維護與保存。 

高俊雄 (1995)指出休閒利益的三因素，分別為： 

1.均衡的生活體驗：紓解生活壓力、豐富生活體驗、調劑精神情緒。 

2.健全生活內涵：維持健康體能、運用心思智慧、增進親子關係、促進 

社會交流、關懷生活環境。 

3.提昇生活品質：欣賞真善美、肯定自我能力、實踐自我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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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松林 (1996)則認為休閒效益應包含下述面向： 

1.滿足生理需求：休息是娛樂，解放工作勞苦之疲累，經由娛樂紓解壓 

力與心理緊張。 

2.滿足心理需求：調劑生活節奏，豐富生活內容，促進個人知識、能力、 

品味及道德水準的成長，使人的素質和生產力同時提昇。 

3.滿足社會需求：對人的關懷，對社區與環境的關愛，對人類歷史與未 

來命運的責任。 

陳中雲 (2001)歸納國、內外學者的觀點，主張休閒效益可分為心

理、生理、社交及教育等四個層面： 

1.心理效益：肯定自我、獲得成就感，自我滿足、自我實現、消除緊張、 

紓解壓力、愉悅心情、增添樂趣、發洩情緒、舒暢身心、欣賞創造真 

善美及獲得特殊體驗等。 

2.生理效益：維持體能、保持健康，獲得休息、消除疲憊、改善控制疾 

病、調劑精神及恢復精力等。 

3.教育效益：增進行為技能、拓展知識領域、刺激心智、激發創意、激 

發個人潛力、培養多元興趣及促進活動技巧等。 

4.社交效益：增進家人感情、促進朋友情誼及拓展社交圈等。 

李晶 (2002)的研究結果發現：生理效益的探究以維持健康與促進

機能為主；心理效益的探究以輕鬆、追求創新與自我發展三方面來探討；

社會效益強調從人際互動中獲得到的分享感與慰藉。 

而林欣慧 (2002)在解說成效對休閒效益體驗影響的研究中，將休

閒效益歸納為三種： 

1.生理效益：維護健康、鍛鍊機能； 

2.心理效益：輕鬆、休閒、娛樂、求新； 

3.社交效益：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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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對休閒效益在論述上有不同的趨勢，主要分

為個人效益及社會效益兩大向度，大都可以涵蓋在生理、心理、社交及

教育效益構面。研究者基於研究對象與研究目的考量，僅針對個人效益

向度加以探討，採心理效益、生理效益、社交效益構面作為本研究的休

閒效益構面。 

三、休閒效益之相關研究 

國內外學者對於休閒效益實證研究之探究觀點多樣化，或從個人、

團體、社會與實質環境觀點切入，或從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及教育

學等觀點來討論，亦有透過休閒經驗、需求及功能的觀點加以探究。因

此這些研究切入角度雖有不同，然而觀點卻也有相似之處，茲將相關文

獻分述如后： 

陳中雲 (2001)研究結果發現：在休閒效益的感受上，台北縣國小

教師整體休閒效益感受頗高，以心理效益最高，以教育效益最低；在不

同性別、年資、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的教師休閒效益感受並無差

異，而不同職務及任教類別之教師在休閒效益感受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其次，王慶田 (2008)研究結果指出：臺南縣國小教師參與休閒活動所

感受到的休閒效益很高，個別構面所獲得的休閒效益體驗有顯著差異，

得分高低依序為心理效益、社交效益，生理效益，顯示出臺南縣國小教

師對休閒效益的感受偏正面的態度。 

此外，陳文啟 (2009)探討國中小教師生活型態與休閒效益之相關

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國中小教師整體休閒效益體驗良好，生活型態集

群和休閒效益體驗間存有差異性，而個別構面所獲得的休閒效益體驗得

分高低依序為心理效益、生理效益、社交效益、經濟效益。再者，謝佳

秀 (2010)之研究結果指出：國小教師的休閒效益屬高等程度，其中以

社交效益最高；顯示國小教師認為休閒參與可與興趣喜好相投者建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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誼，也可以在休閒參與中和家人、朋友培養感情，具有增進人際關係的

功效。 

另外，柯丞珮 (2013)研究結果發現：生活型態為活躍型之民眾，

前往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較強烈；民眾與工作

同事同行產生社交效益愈強烈，且停留時間愈長，則產生之社交效益與

文化效益愈高。而簡巧如 (2013)研究結果顯示：社區文化休閒活動參

與者之生活型態不同，在休閒效益上有顯著差異存在；活躍型在各項休

閒效益上高於其他各型，而保守型則較低。 

休閒效益是個體在參與活動後的主觀感受，每個人所感受到的效益

可能因個人背景及參與活動的不同而有差異。藉由以上各學者對休閒效

益的研究結果，可做為本研究的文獻佐證，研究者將針對嘉義縣國小教

師之休閒效益去探討其「生理效益」、「心理效益」與「社交效益」。 

第三節  工作滿意度之理論與相關研究 

一、工作滿意度之定義 

工作滿意度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二十世紀初期，由行為科學管理學

派學者 Taylor (1912)所提出的「科學管理理論」 (Science Management 

Theory)；後來著名的霍桑研究 (The Hawthorne Studies)更指出員工對工

作的情感會影響到工作滿意度。以下就國內外各派學者對於工作滿意度

的定義加以論述： 

Vroom (1964)認為工作滿意度是個人對目前所扮演之工作角色所

抱持的情意取向，正面的情意取向即代表對工作滿意，反之則代表對工

作不滿意。其次，Baron (1983)指出工作滿意度是指個人對工作所抱持

的一種情感、信賴及態度行為之表現。再者，Robbins (1996)主張將工

作滿意度視為個人對其工作所抱持的一般性態度。當工作者的工作滿意

度高時，則表示對工作者對其工作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此外，We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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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則認為工作滿意度是一種個人對其工作層面或工作情境所給予

的正面或負面的價值判斷。 

而國內學者吳清基 (1989)主張工作滿意度是指教師對其現任職務

所具有的一種積極情意導向的程度，先決條件是對整個工作情境有滿意

的感覺；包含校長（行政人員）、教學工作本身、學校環境、工作報酬

與工作變異性等五個層面。此外，張春興 (1992)認為工作滿意度是指

個人或員工對其所擔任工作感到滿意的程度。而工作滿意程度與很多因

素有關，薪水高低、加薪方式、工作性質、工作時間、升遷機會、人際

關係及管理方式等都屬於可探討的範疇。再者，謝百亮 (1995)歸納學

者對工作滿意度的定義，主張工作滿意度是個人對其所從事工作情境之

反應或感受；工作滿意度是個人對其所從事工作的主觀知覺與原先預期

之差異；工作滿意度是個人對其所從事工作各層面之特性的情緒性反應

或感受之總和。 

另外，林靖芬 (1999)綜合各家學者的說法，由三個方向來說明工

作滿意的意義： 

1.綜合性的定義係指工作者對於其從事工作之整體反應，也就是整體的 

工作滿意度。 

2.層面性的定義強調工作者對其從事工作特殊層面之情感反應，亦即由 

各層面向度對工作滿意度下定義；有關工作滿意度層面的種類，各派 

學者說法不一。 

3.期望差距的定義著重於員工所應得的與實際所獲得之差距。若差距愈 

大，則滿意度愈低；反之，差距愈小，滿意度愈高。 

綜上所述，研究者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採以下定義：國小教師對

工作各層面所抱持的整體主觀知覺感受；若產生正面情意取向，則表示

滿意；若為負面取向，則表示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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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理論 

（一）雙因子理論 

Herzberg (1966)提出雙因子理論，他主張人類的動機與滿足感是由

兩組因素來控制，而非傳統上所認為的只有一組因素，強調工作滿意與

不滿意的因素並不相同。 

影響工作滿意的因素能有效的激勵個人較佳的績效及努力，因此稱

為激勵因素；這些因素都與工作有直接關係，且隱含於工作之中，故又

可稱內在因素或滿意因素。這些因素若存在或屬積極性的話，便會引起

人的滿足感；反之，若這些因素不存在的話，容易引起人的不滿足感。  

而影響工作不滿意的因素稱為保健因素，這些因素與工作只有間接

關係，是外在於工作本身的，故又稱為外在因素或維持因素。這些因素

若是屬消極性的話，便會引起人的不滿足感；反之，若這些因素若屬積

極性的話，則會引起滿足。 

（二）系統理論 

Ｗernimont (1972)提出系統理論，他認為影響個人工作滿意度的變

項有內在環境因素與外在環境因素，兩種因素間會產生循環交互影響，

最終形成一個開放的系統。 

理論架構是由外在變項（外在環境因素）、個人變項（內在環境因

素）及結果變項（整體工作滿意結果）共同構成。外在變項會影響個人

變項的滿足情形，進而影響結果變項，再由結果變項回饋到外在變項，

進而影響原先的兩種變項。外在變項通常是工作不滿意的主因，且個人

變項的持久影響又比外在變項來得大。 

（三）期望理論 

Vroom (1964)提出期望理論，從個人追求目標的觀點來探討工作滿

意度。理論中個體的行為被視為非常理性，強調動機與報酬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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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誘力、期望與工作價值三者間關係的連結，將使個體產生動機需求

與行為反應，從而達成目標。 

國內學者秦夢群 (1997)主張期望理論的假設有三： 

1.不同的個人有不同的慾望、需要和目標，且隨著環境的改變與自身經 

驗的增長而改變。 

2.人們在遭遇不同的抉擇時，常以理性的態度來處理。 

3.人們會自過去的經驗中學習，當需要作抉擇時，是根據「如果這樣行 

動有多少希望可以得到所想要的結果之程度」；換句話說，就是要先 

問自己，此次獲勝的機率有多少，然後再做抉擇。 

（四）公平理論 

Adams (1963)提出公平理論，從水平比較的觀點來探討工作滿意度。

主張個體對於工作付出與報酬之間是否感到公平，是決定工作滿意的主

要因素，而報酬則是滿意判斷的重要激勵因素。 

工作滿意度是透過比較所得到的，所不同的是比較的對象方面，且

認為個體可以透過對他人的認知來評估自己。因此，工作滿意度的機制

是一種社會比較機制。公平理論亦稱為社會比較理論，若個人認定自我

工作的投入與產出比率，與同地位的同僚相當，則感到滿意；反之，則

感到不滿意。因此，公平理論所謂的公平與不公平的感受，乃是個體主

觀的觀感，由於缺乏客觀的依據，因此往往因人而異。 

綜上所述，各派學者的觀點與評論各有其立論要點，影響工作滿意

度的因素多樣且複雜，但不外乎外在環境因素與個人內在因素兩大面向。

工作滿意度可視為個體對工作所抱持之一般性態度，工作滿意度越高，

代表個體對工作存在著正面的態度；反之，則對工作存著反面的態度。 

三、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一）工作滿意度之衡量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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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教師工作滿意度的相關研究，歷來採取多向度衡量方式，但對

於工作滿意度的因素則各有不同的詮釋觀點，至今尚無一致性看法，端

視其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而定。以下就國內外學者針對工作滿意度所採

用的之衡量構面，彙整如表 2-3-1 所示： 

表 2-3-1  工作滿意度之衡量構面表 

學者 研究主題 衡量構面 

Spector 

(1997) 

Job Satisfaction: application, 

assessment, cause, and 

consequences. 

賞識溝通、工作環境、組織本身、

工作本身、同事、組織政策程序、

福利、薪資、個人成長、升遷、

認同感、安全感、督導 

Al-Nasr 

(1999) 

Job satisfaction among 

governmental and private 

sector employees in Qatar. 

工作特性、工作環境、工作夥伴、

人際溝通、額外酬勞、制約獎賞、

監督管理、薪資、升遷 

Morgan 

(2000) 

A study of job satisfaction 

and work related variables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Idaho. 

工作本身、工作環境、工作報酬、

承擔責任、升遷、監督管理、同

事、安全感與被認同 

林靖芬 

(1999) 

台北市國小女性教師生涯發

展與工作滿意度之研究 

工作本身、升遷機會、薪資福利、

工作環境、同事關係 

陳中雲 

(2001) 

國小教師休閒參與、休閒效

益與工作滿意之關係研究—

以台北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

為例 

個人機會、薪資福利、工作本身、

人際關係、行政領導、整體環境 

余景達 

(2002) 

國民小學學校本位管理與教

師工作滿意度之關係研究 

行政領導、工作環境、工作本身、

薪資福利、升遷進修、同事關係 

辛俊德 

(2002) 

國民小學教師參與行政決定

與教師工作滿意關係之研究 

工作本身、教學環境、進修升遷、

人際關係、學校行政、薪資福利 

謝月香 

(2003) 

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兼任行

政職務工作滿意度之研究 

工作本身、工作環境、主管領導、

人際關係、薪資福利、升遷考核、

社會地位 

鄭媛文 

(2005) 

桃園縣國小資源班教師工作

壓力與工作滿意度相關之研

究 

教學工作、教學環境、行政支持、

工作報酬、人際關係、教學興趣 

梁畢玲 

(2006） 

國小教師生活型態、專業認

同與職涯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教學成效、職場環境、人際互動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f61fv/record?r1=3&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f61fv/record?r1=3&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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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工作滿意度之衡量構面（續） 

王國浩 

(2009) 

臺北市國民中學兼任行政職

務教師角色壓力與工作滿意

之研究 

工作本身、工作環境、主管領導、

人際關係、薪資福利、升遷考核 

周文慶 

(2009) 

雲嘉地區國小教師休閒參

與、休閒滿意度與工作滿意

度之相關研究 

工作本身、學校行政、人際關係、

待 遇福利、工作保障、工作環境 

汪佳欣 

(2013) 

休閒阻礙、工作壓力、休閒

效益與工作滿意度之研究—

以嘉義縣國小教師為例 

心理滿足、升遷福利、工作環境 

郭昌禎 

(2013) 

花蓮縣國民小學兼任行政職

務教師工作滿意度之研究 

工作本身、工作環境、主管領導、

人際關係、薪資福利、升遷考核、

社會地位 

陳永禎 

(2014) 

新竹縣市特色學校內部行

銷、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

關係之研究 

行政支援、升遷待遇、人際關係、

工作環境、工作本身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二）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陳中雲 (2001)研究結果顯示：台北縣國小教師在工作滿意度上為

尚屬滿意（中間偏高的程度），個別衡量構面存在顯著差異，滿意度最

高為「人際關係」，最低則為「待遇福利」。其次，謝月香 (2003)研究

結果發現：桃園縣兼行政教師整體工作滿意度偏低，個別構面存在顯著

差異，工作滿意度高低依序為「社會地位」、「主管領導」、「人際關係」、

「工作環境」、「升遷考核」、「工作本身」、「薪資福利」。再者，鄭媛文 

(2005)研究結果指出：國小資源班教師所工作滿意度屬於中等程度。以

「教學環境」滿意程度最高，其他依序為「工作報酬」、「教學工作」、「人

際關係」、「教學興趣規劃」、「行政支持」。 

另外，梁畢玲 (2006)研究結果顯示：國小教師職涯滿意度在各層

面及整體上均達中上程度；職涯滿意度最高為「教學成效滿意度」，其

次為「人際互動滿意度」，最低為「職場環境滿意度」。而王國浩 (2009)

研究結果發現：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整體工作滿意度屬於中等程度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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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中以「人際關係」的滿意度最高，接著依序為「工作本身」、「行政

領導」、「工作環境」，而「薪資待遇」的滿意度最低。再者，周文慶 (2009)

研究結果指出：雲嘉地區國小教師整體工作滿意度為中間偏高的程度。

個別構面存在顯著差異，滿意度高低依序為「人際關係」、「工作保障」、

「待遇福利」、「工作環境」、「工作本身」、「學校行政」。其次，郭昌禎 

(2013)研究結果顯示：花蓮縣國民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在整體工作滿

意表現呈現「低度」滿意。以「人際關係」層面滿意度最高，接著依序

為「工作環境」、「社會地位」、「主管領導」、「升遷考核」、「工作本身」，

而以「薪資福利」層面滿意度最低。 

綜上所述，教師的工作滿意度研究結果大都呈現在中上的情形，可

見教師在工作滿意上大致還算良好。研究者基於研究對象與研究目的考

量，參酌工作滿意度衡量構面表，以「工作本身」、「職場環境」、「升遷

福利」、「人際互動」等構面作為本研究的工作滿意度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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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並經由文獻探討，提出本研究之觀念性架構，

作為了解國小教師生活型態對於休閒效益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情形；另

外本研究之另一目的為探討生活型態、休閒效益對工作滿意度之預測情

形，發展出下列研究架構：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第二節  研究假設 

在生活型態與休閒效益的關聯性上：陳文啟 (2009)研究發現不同

的生活型態的國中小教師在休閒效益各構面上有顯著差異；再者，柯丞

珮 (2013)也認為不同的生活型態民眾對於休閒效益的知覺上有不同程

度的差異，活躍型民眾的知識效益、放鬆效益、社交效益與文化效益高

於其他生活型態民眾。依據以上學者之研究，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 H2 

H3 職場環境 
保守穩定 

工作滿意度 

家庭中心 工作本身 

社交人際 生活型態 

升遷福利 
健康休閒 

人際互動 流行時尚 
休閒效益 

社交效益 心理效益 生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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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國小教師之生活型態對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H1a：生活型態(家庭中心)對國小教師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H1b：生活型態(保守穩定)對國小教師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H1c：生活型態(社交人際)對國小教師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H1d：生活型態(健康休閒)對國小教師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H1e：生活型態(流行時尚)對國小教師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在休閒效益與工作滿意度的關聯性上：陳中雲 (2001)認為休閒效

益是影響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的因子，其研究結果發現國小教師休閒效

益對於工作滿意度有顯著性正向助益；其次，汪佳欣 (2013)推論國小

教師的休閒效益會直接正向影響工作滿意度，顯示國小教師的休閒效益

愈高時，國小教師對其教職工作會產生較高的工作滿意度，由此得知國

小教師參與休閒活動會提高其工作滿意度，進而推論國小教師的工作滿

意度會影響教學效能。依據以上學者之研究，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2：國小教師之休閒效益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2a：休閒效益(生理效益)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2b：休閒效益(心理效益)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2c：休閒效益(社交效益)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在生活型態與工作滿意度的關聯性上：梁畢玲 （2006）認為不同

生活型態的國小教師會影響其職涯滿意度，且生活型態愈正向、整體生

活型態的程度越高，則職涯滿意度就越高；生活型態與職涯滿意度有正

相關，可見國小教師的生活型態對其職涯滿意度有顯著的影響，顯見國

小教師在各個層面的生活型態上，若參與程度越高其職涯滿意度愈高。

再者，許惠茜 （2004）發現半導體工程師會受到生活型態之「休閒」、

「資訊」與「財富傾向」等因素而影響其對工作滿意度之認知，而其中

以「財富傾向」的影響最為明顯。依據以上學者之研究，本研究提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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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假設： 

H3：國小教師之生活型態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3a：生活型態(家庭中心)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3b：生活型態(保守穩定)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3c：生活型態(社交人際)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3d：生活型態(健康休閒)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3e：生活型態(流行時尚)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嘉義縣公立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本研究問卷初稿完成後，

於 2014 年 6 月 18 日發放，並於 2014 年 6 月 25 日回收完畢，以柳溝國

小、柴林國小、美林國小為預試對象，共發放問卷 35 份，回收問卷 33

份，扣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 30 份，有效回收率為 85.7%。接著進行

預試量表之鑑別度、效度考驗及信度考驗，製作正式量表。 

本研究正式問卷以全縣國小教師為抽樣範圍，採便利抽樣方式，於

2014 年 8 月 15 日發放問卷，並於 2014 年 11 月 3 日回收完畢，共發出

問卷 350 份，回收問卷 320 份，扣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 310 份，有效

回收率 88.8%。Babbie (1973)認為調查資料能做為分析和報告，其回收

率至少必須達 50%，才算適當；60%視為良好；70%非常良好（郭生玉，

1993）。因此，本問卷回收率達非常良好之階段，應可實施統計及分析。 

第四節  研究工具 

一、問卷編制 

本研究為探討嘉義縣國小教師生活型態、休閒效益及工作滿意度之

現況，及教師生活型態、休閒效益對工作滿意度之影響。參酌相關文獻

後，修改成「嘉義縣國小教師生活型態、休閒效益與工作滿意度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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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本問卷分為「個人基本資料」、「教師生

活型態量表」、「教師休閒效益量表」及「教師工作滿意度量表」四部分。 

本研究所用的量表記分方式均採用李克特 (Likert Scale)五分量表，

從「非常同意」、「同意」、「沒意見」、「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分

別給予 5、4、3、2、1 的分數，由受試者就 Likert 五分量表上，依自己

最合適的尺度上打「v」，本研究量表的問答均採封閉式問答。 

二、問卷內容 

（一）個人基本資料 

本研究所探討的教師個人背景變項，以人口統計特徵變項為主，並

依國民小學教師之特質，分為：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務、婚姻狀

況及服務年資等六個變項，以此來探討嘉義縣國小教師在人口統計上的

特性。 

（二）教師生活型態量表 

依據文獻分析並參酌朱俶儀 (2003)、梁畢玲 (2006)、林敬銘 (2007)、

游錫霖 (2009)、楊馥如 (2012)等研究者的生活型態量表後，加以歸納

整理與分析出符合國小教師特性之題目，作為本研究問卷編製之依據，

同時參考 Plummer (1974)所提出的生活風格層面及專家群意見，修改後

成為本研究的教師生活型態量表。本量表以 AIO為主要架構，採取一般

化生活型量表，分成活動、興趣、意見三大類項目，用以調查國小教師

一般生活型態現況。  

表 3-4-1  生活型態量表編製參考表 

代碼 作者（年代） 量表名稱 信度 

A 朱俶儀 (2003) 生活型態量表 0.86 

B 梁畢玲 (2006) 教師生活型態量表 0.8988 

C 林敬銘 (2007) 生活型態量表 0.79 

D 游錫霖 (2009) 生活型態量表 0.91 

E 楊馥如 (2012) 教師生活型態量表 0.826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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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生活型態量表各題依據與來源表 

題號 題      目 A B C D E 

家庭中心取向 

1 家庭是我生活的重心 ˇ ˇ  ˇ ˇ 

6 我喜歡和家人共同用餐的感覺 ˇ ˇ ˇ ˇ ˇ 

11 我喜歡與家人一同出遊 ˇ ˇ ˇ ˇ ˇ 

16 我經常利用假日和家人團聚 ˇ  ˇ ˇ  

21 我重視家人間的相處與溝通 ˇ ˇ ˇ ˇ ˇ 

保守穩定取向 

2 我喜歡有規律的生活 ˇ  ˇ  ˇ 

7 我覺得工作有保障比待遇重要 ˇ  ˇ  ˇ 

12 投資風險太大，定存理財較讓我安心 ˇ    ˇ 

17 我是個觀念傳統保守的人 ˇ    ˇ 

22 我滿意目前的生活狀態   ˇ  ˇ 

社交人際取向 

3 我喜歡結交新朋友 ˇ ˇ ˇ ˇ ˇ 

8 我是個善於交際的人 ˇ  ˇ  ˇ 

13 我經常參與居住社區的活動  ˇ  ˇ  

18 我在社交場合是較活躍的份子 ˇ  ˇ ˇ ˇ 

23 我經常參加朋友或同事的聚會  ˇ  ˇ ˇ 

健康休閒取向 

4 為了保持身心健康，我經常運動 ˇ  ˇ ˇ ˇ 

9 我很注意自己的健康情形 ˇ ˇ ˇ ˇ ˇ 

14 我很注重飲食的節制與選擇 ˇ ˇ ˇ  ˇ 

19 我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ˇ    

24 我經常和朋友或同事一起從事休閒活動  ˇ  ˇ  

流行時尚取向 

5 我是個注意流行趨勢的人 ˇ   ˇ ˇ 

10 在別人眼中我是個時髦的人 ˇ ˇ  ˇ ˇ 

15 在流行和實用之間，我比較喜歡流行 ˇ ˇ   ˇ 

20 我會想嘗試目前正流行的活動  ˇ  ˇ  

25 我喜歡追求流行、時髦與新奇的事物 ˇ   ˇ ˇ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三）教師休閒效益量表 

依據文獻分析並參酌陳中雲 (2001)、王慶田 (2009)、陳文啟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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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佳欣 (2013)等研究者的量表後，歸納整理作為本研究問卷編製之依

據，同時參考專家群意見，修改後成為本研究的教師休閒效益量表。 

表 3-4-3  休閒效益量表編製參考表 

代碼 作者（年代） 量表名稱 信度 

A 陳中雲 (2001) 休閒效益量表 0.9652 

B 王慶田 (2009) 休閒效益量表 0.929 

C 陳文啟 (2009) 休閒效益量表 0.91 

D 汪佳欣 (2013) 休閒效益量表 0.956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表 3-4-4  休閒效益量表各題依據與來源表 

題號 題      目 A B C D 

生理效益 

1 保持身體健康 ˇ ˇ ˇ ˇ 

2 消除疲勞、恢復活力 ˇ  ˇ ˇ 

3 改善或控制疾病 ˇ ˇ   

4 充滿活力與精神  ˇ ˇ ˇ 

5 鍛鍊體能、增進活動技巧 ˇ ˇ ˇ ˇ 

心理效益 

6 紓解工作疲勞與壓力 ˇ ˇ ˇ ˇ 

7 適時發洩情緒、舒暢身心 ˇ ˇ ˇ ˇ 

8 嘗試新事物、增廣見聞 ˇ  ˇ ˇ 

9 心情愉悅、增添生活樂趣 ˇ  ˇ ˇ 

10 獲得心理滿足、肯定自我 ˇ ˇ   

社交效益 

11 促進與家人間的情感 ˇ ˇ   

12 拓展社交圈、結交新朋友 ˇ ˇ ˇ ˇ 

13 與同伴間互動更熱絡 ˇ  ˇ ˇ 

14 培養同伴間的信任與支持  ˇ  ˇ 

15 與同伴相處更融洽 ˇ  ˇ ˇ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四）教師工作滿意度量表 

依據文獻分析並參酌陳中雲 (2001)、梁畢玲 (2006)、汪佳欣 (2013)、

郭昌禎 (2013)等研究者的量表後，同時參考專家群意見，修改後成為

本研究的教師工作滿意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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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5  工作滿意度量表編製參考表 

代碼 作者（年代） 量表名稱 信度 

A 陳中雲 (2001) 工作滿意程度量表 0.9236 

B 梁畢玲 (2006) 教師職業生涯滿意度量表 0.9409 

C 汪佳欣 (2013) 工作滿意度量表 0.927 

D 郭昌禎 (2013) 工作滿意量表 0.94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表 3-4-6  工作滿意度量表各題依據與來源表 

題號 題      目 A B C D 

工作本身 

1 自己本身的教學能力 ˇ ˇ ˇ ˇ 

2 教師的社會地位 ˇ ˇ   

3 教學與評量的自主性 ˇ ˇ   

4 教學上所獲得的成就感 ˇ ˇ ˇ ˇ 

5 教學工作與專長配合的情形 ˇ ˇ ˇ ˇ 

職場環境 

6 學校的軟硬體設備  ˇ ˇ ˇ 

7 學校行政措施配合教學需求 ˇ ˇ   

8 學校的安全性    ˇ ˇ 

9 學校的教學環境 ˇ ˇ ˇ ˇ 

10 學校的組織氛圍 ˇ ˇ ˇ ˇ 

升遷福利 

11 教師職業的保障性 ˇ  ˇ ˇ 

12 學校辦理獎懲的公平性 ˇ  ˇ ˇ 

13 教師的在職進修機會 ˇ   ˇ 

14 目前教師的退輔法令制度 ˇ    

15 工作的付出與薪資待遇相比 ˇ  ˇ ˇ 

人際互動 

16 學校同仁間相處的融洽程度 ˇ ˇ ˇ ˇ 

17 學校同仁對我的肯定與支持  ˇ ˇ ˇ 

18 學校同仁與我相處的情形 ˇ ˇ  ˇ 

19 自己在學校裡的人際關係 ˇ ˇ ˇ ˇ 

20 與社區家長的相處情形  ˇ ˇ ˇ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三、前測問卷分析 

為瞭解各構面的信度，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係數做為檢驗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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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也就是試題間互相關聯的函數。生活型態 Cronbach's α 係數

為 0.856、休閒效益 Cronbach's α係數為 0.936、工作滿意度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903，其結果歸納如表 3-4-7 所示。 

表 3-4-7  前測 Cronbach's α 係數表 

構面分量表 題數 Cronbach's α 係數 

生活型態 

家庭中心取向 5 0.874 

0.856 

保守穩定取向 5 0.677 

社交人際取向 5 0.884 

健康休閒取向 5 0.688 

流行時尚取向 5 0.815 

休閒效益 
生理效益 5 0.941 

0.936 心理效益 5 0.862 

社交效益 5 0.881 

工作滿意度 

工作本身 5 0.711 

0.903 
職場環境 5 0.775 

升遷福利 5 0.806 

人際互動 5 0.810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表 3-4-8  Cronbach's α 係數之評定標準表 

內部一致性α係數 層面或構面 整個量表 

.900 以上 
非常理想 

（信度非常高） 

非常理想 

（甚佳，信度好高） 

.800 至 .899 理想（甚佳，信度很高） 佳（信度高） 

.700 至 .799 佳（信度高） 可以接受 

.600 至 .699 尚佳 
勉強接受，最好增列題 

項或者是修改語句 

.500 至 .599 
可以接受， 

增列題項或修改語句 

不理想， 

編制或修訂 

.500 以下 不理想，捨棄不用 
非常不理想， 

捨棄不用 

資料來源：SPSS 操作與應用-問卷統計分析實務（吳明隆，2009）。 

如表 3-4-8 所示，Cronbach (1951)年提出 α 係數高於 0.7 即可接受

問卷信度之結果，本研究問卷之三大構面信度皆大於 0.7，顯示本問卷

的信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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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效度是有系統的了解問卷內容的適切性，通常使用於測驗編製

過程中，以邏輯判斷法來決定測驗是否具有內容代表性。本問卷效度乃

依據研究目的、理論內容以及專家觀點來界定衡量，並搜羅國內外相關

文獻之問卷題目，因此能充分代表變數的衡量項目；而修改後的變數，

均有高度的內容效度。本問卷是依據理論基礎發展而成，亦經由賴文儀

博士、周政德博士、黃瓊玉博士討論修改後制定而成，具有一定專家效

度；故此問卷可以適切地代表本研究特質，問卷之內容與題項之適切性

應可達到內容效度之有效性，使本問卷在理論基礎下有一定的信度與效

度，因此進行正式問卷發放。 

第五節  資料處理方法 

本研究採取量化的方式，以發放問卷方式蒐集資料；研究問卷施

測回收後，首先對問卷進行整理，將填答不完全的問卷予以剔除後，

將有效問卷進行編碼、建檔。資料分析方面以 SPSS (Statistis Package of 

Science) for Windows 19.0 版統計套裝軟體程式進行統計分析，將有效

問卷所得資料以描述統計、皮爾遜積差相關以及逐步多元迴歸等統計

方法進行資料分析，以分析問卷統計資料與解釋變數下的差異，並獲

致以下資料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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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樣本結構分析 

有效樣本之基本資料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務、婚姻狀況

及服務年資，茲說明如下： 

在問卷受訪者之性別分佈情形上，男性受訪者有 132 人，占整體樣

本比例之 42.6%；女性受訪者有 178 人，占 57.4%。顯示本研究之嘉義

縣國小教師以女性居多，符合教育現場情況。 

在問卷受訪者之年齡分佈情形上，多集中在 31～50 歲年齡層；其

中 41～50 歲有 158 人，占整體樣本比例之 51％，31～40 歲有 115 人，

占 37.1％，合計共占 88.1％。51 歲（含）以上組有 24 人，占 7.7％；

最少為 30 歲以下組，僅有 13 人，占 4.2％。顯示本研究之嘉義縣國小

教師年齡以 31～50 歲的中壯年年齡層居多。 

在問卷受訪者之教育程度分佈情形上，以大學學歷之國小教師居多，

有 163 人，占整體樣本比例之 52.6％；研究所以上者次之，有 145 人，

占 46.8％；最少為 30 歲以下組，僅有 2 人，占 0.6％。顯示本研究之嘉

義縣國小教師普遍具有大學以上學歷，符合教育現場情況。 

在問卷受訪者之職務分佈情形上，以未擔任行政工作之國小教師居

多；其中級任導師有 184 人，占整體樣本比例之 59.4％，科任教師有

50 人，占 16.1％，合計共占 75.5％。有擔任行政工作之國小教師則有

76 人，佔 24.5％。顯示本研究之嘉義縣國小教師未擔任行政者占多數，

符合教育現場情況。 

在問卷受訪者之婚姻分佈情形上，以已婚之國小教師居多，有 253

人，占整體樣本比例之 81.6％；未婚者次之，有 48 人，占 15.5％；最

少為其他組，僅有 9 人，占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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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卷受訪者之服務年資分佈情形上，以 11～15 年為最多，有 115

人，占整體樣本比例之 37.1％。其次為 21～25 年有 73 人，占 23.5％；

16～20 年有 67 人，占 21.6％，兩者比例接近。其餘服務年資 6～10 年

有 30 人，占 9.7％；26 年以上有 13 人，佔 4.2％； 5 年以下有 12 人，

占 3.9％。 

表 4-1-1  個人背景變項統計分析表       N=310 

個人背景變項 組別 次數 百分比 

性    別 男 132 42.6% 

 女 178 57.4% 

年    齡 30 歲（含）以下 13 4.2% 

 31～40 歲 115 37.1% 

 41～50 歲 158 51.0% 

 51 歲（含）以上 24 7.7% 

教育程度 師專 2 0.6% 

 大學 163 52.6% 

 研究所以上 145 46.8% 

職務 兼任行政工作（主任、組長） 76 24.5% 

 級任導師 184 59.4% 

 科任教師 50 16.1% 

婚姻 已婚 253 81.6% 

 未婚 48 15.5% 

 其他 9 2.9% 

年資 5 年以下 12 3.9% 

 6～10 年 30 9.7% 

 11～15 年 115 37.1% 

 16～20 年 67 21.6% 

 21～25 年 73 23.5% 

 26 年以上 13 4.2%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第二節  信度分析 

依據測驗工具所得結果之一致性或穩定性，可界定為真實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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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score)的變異數與觀察分數 (observed score)的變異數之比例稱

為信度。所得之信度越高表示般而言兩次或兩個以上測驗之結果越是

一致，誤差也越小；任何一種測量多少會有偏誤，信度越大，則其測

量標準誤差越小。 

本研究問卷共有生活型態、休閒效益、工作滿意度三個部份，其中

量表採用多項問題加以衡量，故量表的信度測驗皆以 Cronbach’s α 係數

做為判斷的依據。茲將本研究將生活型態、休閒效益、工作滿意度等量

表之信度分析的結果整理於表 4-2-1： 

表 4-2-1  正式問卷信度統合表 

構面分量表 題數 實際施測 Cronbach's α 係數 

A、生活型態 25 0.868 

a1 家庭中心取向 5 0.814 

a2 保守穩定取向 5 0.510 

a3 社交人際取向 5 0.763 

a4健康休閒取向 5 0.696 

a5流行時尚取向 5 0.859 

B、休閒效益 15 0.933 

b1 生理效益 5 0.901 

b2 心理效益 5 0.870 

b3 社交效益 5 0.892 

C、工作滿意度 20 0.908 

c1 工作本身 5 0.762 

c2 職場環境 5 0.828 

c3 升遷福利 5 0.747 

c4 人際互動 5 0.894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第三節  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節針對生活型態、休閒效益、工作滿意度預估性描述性統計分析，

計算各構面問項之平均值與標準差，主要變項進行敘述，若平均分數越

高表示對此題之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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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方式採用Likert衡量尺度分為五點：l代表非常不滿意；2代表

不滿意；3代表普通；4代表滿意；5代表非常滿意。並以變數內問項之

加總平均值作為基準，顯示樣本數、平均數及標準差。所有構面平均數

介於3.519～4.198之間，其中以休閒效益最高為4.198，以生活型態最低

為3.519；所有構面標準差數介於0.391～0.467之間，其中以休閒效益最

高為0.467，以生活型態最低為0.391，其結果如下表4-3-1所示。 

表 4-3-1  變數平均數與標準差統合表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生活型態 3.519 0.391 

休閒效益 4.198 0.467 

工作滿意度 3.674 0.415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一、生活型態 

由表 4-3-2 可知，生活型態各項平均數介於 2.57 與 4.34 之間，生

活型態整體平均值為 3.519。以問卷題項而言，最被同意的是「家庭是

我生活的重心」，平均數為 4.34；其次為「我喜歡有規律的生活」，平

均數為 4.32；再者為「我喜歡和家人共同用餐的感覺」，平均數為 4.31。

而以構面而言，「家庭中心」為最高，平均數為 4.250；其次為「保守

穩定」，平均數為 3.813；再者為「健康休閒」，平均數為 3.475。因此，

嘉義縣國小教師在生活型態的分類上以「家庭中心」最為明顯。整體而

言，生活型態構面所有衡量問項的標準差皆小於 l，顯示問卷填答者對

生活型態有著一致性的看法。 

在「保守穩定」構面中，「我經常參與居住社區的活動」題項之平

均數為 2.83，「我在社交場合是較活躍的份子」題項之平均數為 2.87；

另外，在「流行時尚」構面中，「在別人眼中我是個時髦的人」題項之

平均數為 2.69，「在流行和實用之間，我比較喜歡流行」題項之平均數

為 2.57，「我喜歡追求流行、時髦與新奇的事物」題項之平均數為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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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題項平均數均呈現偏低狀態。針對此結果，研究者推論與國小教師

職場環境有關，身為教師必須謹慎注意自己的言行，標新立異的行為不

是教師的行為準則，行為規範上較為拘謹、謹慎，久而久之變成習慣性

的行為模式，因而此幾題的得分偏低。 

表 4-3-2  生活型態變數問項與量表 

構面分量表 平均數 標準差 
構面 

均值 

生

活

型

態 

家

庭

中

心 

1.家庭是我生活的重心 4.34 0.668 

4.250 

6.我喜歡和家人共同用餐的感覺 4.31 0.580 

11.我喜歡與家人一同出遊 4.29 0.642 

16.我經常利用假日和家人團聚 4.11 0.697 

21.我重視家人間的相處與溝通 4.23 0.584 

保

守

穩

定 

2.我喜歡有規律的生活 4.32 0.617 

3.813 

7.我覺得工作有保障比待遇重要 3.91 0.707 

12.投資風險太大，定存理財較讓我安心 3.68 0.877 

17.我是個觀念傳統保守的人 3.28 0.784 

22.我滿意目前的生活狀態 3.91 0.721 

社

交

人

際 

3.我喜歡結交新朋友 3.72 0.715 

3.161 

8.我是個善於交際的人 3.05 0.787 

13.我經常參與居住社區的活動 2.83 0.890 

18.我在社交場合是較活躍的份子 2.87 0.855 

23.我經常參加朋友或同事的聚會 3.36 0.820 

健

康

休

閒 

4.為了保持身心健康，我經常運動 3.66 0.962 

3.475 

9.我很注意自己的健康情形 3.76 0.708 

14.我很注重飲食的節制與選擇 3.65 0.742 

19.我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3.06 0.965 

24.我經常和朋友或同事一起從事休閒活動 3.27 0.880 

流

行

時

尚 

5.我是個注意流行趨勢的人 3.17 0.846 

2.870 

10.在別人眼中我是個時髦的人 2.69 0.979 

15.在流行和實用之間，我比較喜歡流行 2.57 0.941 

20.我會想嘗試目前正流行的活動 3.25 0.787 

25.我喜歡追求流行、時髦與新奇的事物 2.68 0.958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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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休閒效益 

由表 4-3-3 可知，休閒效益各項平均數介於 3.92 與 4.40 之間，休

閒效益整體平均值為 4.198。以問卷題項而言，最被同意的是「保持身

體健康」，平均數為 4.40；其次為「心情愉悅、增添生活樂趣」，平均

數為 4.39；再者為「紓解工作疲勞與壓力」與「適時發洩情緒、舒暢身

心」，平均數皆為 4.34。而以構面而言，「心理效益」為最高，平均數

為 4.297；其次為「生理效益」，平均數為 4.261；再者為「社交效益」，

平均數為 4.030。 

由休閒效益整體構面 4.198 平均數推論，顯示嘉義縣國小教師的休

閒效益為高等。整體而言，休閒效益構面所有衡量問項的標準差皆小於

l，顯示問卷填答者對休閒效益有著一致性的看法。 

表 4-3-3  休閒效益變數問項與量表 

構面分量表 平均數 標準差 
構面 

均值 

休

閒

效

益 

生

理

效

益 

1.保持身體健康 4.40 0.541 

4.261 

2.消除疲勞、恢復活力 4.28 0.614 

3.改善或控制疾病 4.15 0.707 

4.充滿活力與精神 4.28 0.581 

5.鍛鍊體能、增進活動技巧 4.22 0.661 

心

理

效

益 

6.紓解工作疲勞與壓力 4.34 0.595 

4.297 

7.適時發洩情緒、舒暢身心 4.34 0.579 

8.嘗試新事物、增廣見聞 4.18 0.652 

9.心情愉悅、增添生活樂趣 4.39 0.520 

10.獲得心理滿足、肯定自我 4.24 0.636 

社

交

效

益 

11.促進與家人間的情感 4.16 0.707 

4.030 

12.拓展社交圈、結交新朋友 3.92 0.800 

13.與同伴間互動更熱絡 4.03 0.692 

14.培養同伴間的信任與支持 4.00 0.708 

15.與同伴相處更融洽 4.05 0.693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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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滿意度 

由表 4-3-4 可知，工作滿意度各項平均數介於 3.30 與 3.94 之間，

工作滿意度整體平均值為 3.674。以問卷題項而言，最被同意的是「自

己本身的教學能力」，平均數為 3.94；其次為「教師的在職進修機會」，

平均數為 3.92；再者為「學校同仁與我相處的情形」與「自己在學校裡

的人際關係」得分相近，平均數分別為 3.85 與 3.84。而以構面而言，

「人際互動」為最高，平均數為 3.796；其次為「工作本身」，平均數

為 3.697；再者為「升遷福利」，平均數為 3.624。 

表 4-3-4  工作滿意度變數問項與量表 

構面分量表 平均數 標準差 
構面 

均值 

工

作

滿

意

度 

工

作

本

身 

1.自己本身的教學能力 3.94 0.585 

3.697 

2.教師的社會地位 3.32 0.819 

3.教學與評量的自主性 3.80 0.590 

4.教學上所獲得的成就感 3.78 0.650 

5.教學工作與專長配合的情形 3.65 0.646 

職

場

環

境 

6.學校的軟硬體設備 3.52 0.695 

3.568 

7.學校行政措施配合教學需求 3.40 0.794 

8.學校的安全性 3.71 0.644 

9.學校的教學環境 3.76 0.592 

10.學校的組織氛圍 3.47 0.766 

升

遷

福

利 

11.教師職業的保障性 3.75 0.730 

3.624 

12.學校辦理獎懲的公平性 3.55 0.764 

13.教師的在職進修機會 3.92 0.644 

14.目前教師的退輔法令制度 3.30 0.798 

15.工作的付出與薪資待遇相比 3.62 0.795 

人

際

互

動 

16.學校同仁間相處的融洽程度 3.83 0.698 

3.796 

17.學校同仁對我的肯定與支持 3.77 0.604 

18.學校同仁與我相處的情形 3.85 0.614 

19.自己在學校裡的人際關係 3.84 0.607 

20.與社區家長的相處情形 3.72 0.621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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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作滿意度 3.674 平均數推論，顯示嘉義縣國小教師的工作滿意

度為中等偏高。整體而言，工作滿意度構面所有衡量問項的標準差皆小

於 l，顯示問卷填答者對工作滿意度有著一致性的看法。 

第四節  相關性分析 

表 4-4-1  相關係數量表 

 
家庭

中心 

保守

穩定 

社交

人際 

健康

休閒 

流行

時尚 

生理

效益 

心理

效益 

社交

效益 

工作

本身 

職場

環境 

升遷

福利 

人際

互動 

家庭

中心 
1            

保守

穩定 

.493 

** 
1           

社交

人際 

.202

** 

.254

** 
1          

健康

休閒 

.382

** 

.376

** 

.601

** 
1         

流行

時尚 
.077 .082 

.620

** 

.429

** 
1        

生理

效益 

.412

** 

.296

** 

.192

** 

.411

** 
.068 1       

心理

效益 

.408

** 

.283

** 

.258

** 

.381

** 

.163

** 

.753

** 
1      

社交

效益 

.358

** 

.226

** 

.399

** 

.392

** 

.275

** 

.503

** 

.645

** 
1     

工作

本身 

.261

** 

.192

** 

.358

** 

.365

** 

.261

** 

.152

** 

.147

** 

.252

** 
1    

職場

環境 
.108 

.285

** 

.232

** 

.295

** 

.157

** 

.122

* 
.074 

.154

** 

.500

** 
1   

升遷

福利 
.108 

.179

** 

.158

** 

.246

** 

.115

* 

.152

** 

.127

* 

.133

* 

.473

** 

.568

** 
1  

人際

互動 

.218

** 

.286

** 

.278

** 

.311

** 

.156

** 

.122

* 

.125

* 

.269

** 

.478

** 

.629

** 

.514

** 
1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雙尾)，相關顯著。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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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4-4-1所示，本研究在進行迴歸分析之前，先以Pearson相關分

析來探究各個變數的關聯性，探討相關係數了解各變數之間是否存在相

關性及其關係正負，針對生活型態、休閒效益、工作滿意度等潛在變數

進行相關性分析。 

當相關係數之絕對值小於0.3時，為低度相關；絕對值介於0.3～0.7

時，即為中度相關；達0.7～0.8時，即為高度相關；若達0.8以上時即

為非常高度相關（楊世瑩，2009）。 

第五節  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迴歸分析進行統計推論，探討生活型態對休閒效益的影響，

分析生活型態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探究休閒效益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

驗證生活型態對休閒效益及工作滿意度的影響，檢定研究架構所擬之假

設，檢視分析結果是否符合研究假設所預期，並確定自變數與依變數間

是否具顯著水準，其迴歸式為： 

y=β0+β1X1+β2X2 

 

 

H1：國小教師之生活型態對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H1a：生活型態(家庭中心)對國小教師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H1b：生活型態(保守穩定)對國小教師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H1c：生活型態(社交人際)對國小教師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H1d：生活型態(健康休閒)對國小教師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H1e：生活型態(流行時尚)對國小教師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分析結果如表 4-5-1，解釋變異量（R²）預估有 42.5％的解釋能力，

整體而言，以「生活型態」來解釋「休閒效益」有其正面的價值與結果。 

 

工作滿意度 生活型態 休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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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生活型態(整體構面)與休閒效益迴歸分析表 

      自變數 

迴歸分析 

生活型態 

(整體構面) 

β0 2.144 

β1（未標準化係數） 0.584 

β1（標準化係數） 0.488 

R 值 0.652 

R²（解釋能力） 0.425 

F 值 96.328 

Pearson 相關 0.488 

P-value 顯著性 0.000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註：＊代表Ｐ＜0.05；＊＊＜0.01；＊＊＊P<0.00 

表 4-5-2  生活型態(各構面)與休閒效益迴歸分析表 

      自變數 

迴歸分析 

家庭 

中心 

保守 

穩定 

社交 

人際 

健康 

休閒 

流行 

時尚 

β0 2.386 2.943 3.356 2.918 3.822 

β1（未標準化係數） 0.426 0.329 0.266 0.368 0.131 

β1（標準化係數） 0.447 0.307 0.335 0.455 0.203 

R 值 0.595 0.568 0.575 0.621 0.551 

R²（解釋能力） 0.354 0.323 0.331 0.386 0.304 

F 值 76.926 32.003 38.899 80.560 13.233 

Pearson 相關 0.447 0.307 0.335 0.455 0.203 

P-value 顯著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註：＊代表Ｐ＜0.05；＊＊＜0.01；＊＊＊P<0.00 

H2：國小教師之休閒效益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2a：休閒效益(生理效益)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2b：休閒效益(心理效益)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2c：休閒效益(社交效益)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分析結果如表 4-5-3，解釋變異量（R²）預估有 41.6％的解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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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以「休閒效益」來解釋「工作滿意度」有其正面價值與結果。 

表 4-5-3  休閒效益(整體構面)與工作滿意度迴歸分析表 

      自變數 

迴歸分析 

休閒效益 

(整體構面) 

β0 2.884 

β1（未標準化係數） 0.188 

β1（標準化係數） 0.212 

R 值 0.645 

R²（解釋能力） 0.416 

F 值 14.463 

Pearson 相關 0.212 

P-value 顯著性 0.000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註：＊代表Ｐ＜0.05；＊＊＜0.01；＊＊＊P<0.00 

表 4-5-4  休閒效益(各構面)與工作滿意度迴歸分析表 

      自變數 

迴歸分析 
生理效益 心理效益 社交效益 

β0 3.151 3.147 3.007 

β1（未標準化係數） 0.123 0.123 0.166 

β1（標準化係數） 0.157 0.143 0.241 

R 值 0.615 0.595 0.623 

R²（解釋能力） 0.378 0.354 0.388 

F 值 7.740 6.467 18.967 

Pearson 相關 0.157 0.143 0.241 

P-value 顯著性 0.000 0.000 0.000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註：＊代表Ｐ＜0.05；＊＊＜0.01；＊＊＊P<0.00 

H3：國小教師之生活型態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3a：生活型態(家庭中心)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3b：生活型態(保守穩定)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3c：生活型態(社交人際)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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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d：生活型態(健康休閒)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3e：生活型態(流行時尚)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分析結果如表 4-5-5，解釋變異量（R²）預估有 39.1％的解釋能力，

整體而言，以「生活型態」來解釋「工作滿意度」有其正面價值與結果。 

表 4-5-5  生活型態(整體構面)與工作滿意度迴歸分析表 

      自變數 

迴歸分析 
生活型態(整體構面) 

β0 2.256 

β1（未標準化係數） 0.403 

β1（標準化係數） 0.379 

R 值 0.625 

R²（解釋能力） 0.391 

F 值 51.774 

Pearson 相關 0.379 

P-value 顯著性 0.000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註：＊代表Ｐ＜0.05；＊＊＜0.01；＊＊＊P<0.00 

表 4-5-6  生活型態(各構面)與工作滿意迴歸分析表 

      自變數 

迴歸分析 

家庭 

中心 

保守 

穩定 

社交 

人際 

健康 

休閒 

流行 

時尚 

β0 2.986 2.650 2.997 2.765 3.330 

β1（未標準化係數） 0.162 0.269 0.214 0.262 0.120 

β1（標準化係數） 0.191 0.282 0.303 0.364 0.209 

R 值 0.557 0.579 0.591 0.607 0.568 

R²（解釋能力） 0.310 0.335 0.349 0.368 0.323 

F 值 11.668 26.570 31.139 47.032 14.062 

Pearson 相關 0.191 0.282 0.303 0.364 0.209 

P-value 顯著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註：＊代表Ｐ＜0.05；＊＊＜0.01；＊＊＊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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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料分析結果 

一、生活型態對休閒效益之影響分析 

針對生活型態對休閒效益進行迴歸分析後，其所得數據為 F=96.328，

P<0.001，R²=0.425，β係數=0.488；表示對生活型態的迴模歸型達顯著

水準，並且有 42.5%的解釋能力。從結果發現：生活型態對休閒效益有

正向的關係，顯示其實證結果支持 H1 假設。 

進一步將生活型態的子構面對休閒效益進行迴歸分析後，茲將所得

結果分述如下： 

在家庭中心的子構面數據上，F=76.926，P<0.001，R²=0.354，β係

數=0.447，表示對家庭中心的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並且有 35.4%的解

釋能力。從結果發現：生活型態的家庭中心取向對休閒效益有正向的關

係，顯示其實證結果支持 H1a 假設。 

在保守穩定的子構面數據上，F=32.003，P<0.001，R²=0.323，β係

數=0.307，表示對保守穩定的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並且有 32.3%的解

釋能力。從結果發現：生活型態的保守穩定取向對休閒效益有正向的關

係，顯示其實證結果支持 H1b 假設。 

在社交人際的子構面數據上，F=38.899，P<0.001，R²=0.331，β係

數=0.335，表示對社交人際的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並且有 33.1%的解

釋能力。從結果發現：生活型態的社交人際取向對休閒效益有正向的關

係，顯示其實證結果支持 H1c 假設。 

在健康休閒的子構面數據上，F=80.560，P<0.001，R²=0.386，β係

數=0.455，表示對健康休閒的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並且有 38.6%的解

釋能力。從結果發現：生活型態的健康休閒取向對休閒效益有正向的關

係，顯示其實證結果支持 H1d 假設。 

在流行時尚的子構面數據上，F=13.233，P<0.001，R²=0.304，β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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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0.203，表示對流行時尚的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並且有 30.4%的解

釋能力。從結果發現：生活型態的流行時尚取向對休閒效益有正向的關

係，顯示其實證結果支持 H1e 假設。 

二、休閒效益對工作滿意度之影響分析 

針對休閒效益對工作滿意度進行迴歸分析後，其所得數據為

F=14.463，P<0.001，R²=0.416，β係數=0.212；表示對工作滿意度的迴

模歸型達顯著水準，並且有 41.6%的解釋能力。從結果發現：休閒效益

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的關係，顯示其實證結果支持 H2 假設。 

進一步將休閒效益的子構面對工作滿意度進行迴歸分析後，茲將所

得結果分述如下： 

在生理效益的子構面數據上，F=7.740，P<0.001，R²=0.378，β係

數=0.157，表示對生理效益的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並且有 37.8%的解

釋能力。從結果發現：休閒效益的生理效益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的關係，

顯示其實證結果支持 H2a 假設。 

在心理效益的子構面數據上，F=6.467，P<0.001，R²=0.354，β係

數=0.143，表示對心理效益的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並且有 35.4%的解

釋能力。從結果發現：休閒效益的心理效益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的關係，

顯示其實證結果支持 H2b 假設。 

在社交效益的子構面數據上，F=18.967，P<0.001，R²=0.388，β係

數=0.241，表示對社交效益的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並且有 38.8%的解

釋能力。從結果發現：休閒效益的社交效益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的關係，

顯示其實證結果支持 H2c 假設。 

三、生活型態對工作滿意度之影響分析 

針對生活型態對工作滿意度進行迴歸分析後，其所得數據為

F=51.774，P<0.001，R²=0.391，β係數=0.379；表示對生活型態的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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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型達顯著水準，並且有 39.1%的解釋能力。從結果發現：生活型態對

工作滿意度有正向的關係，顯示其實證結果支持 H1 假設。 

進一步將生活型態的子構面對休閒效益進行迴歸分析後，茲將所得

結果分述如下： 

在家庭中心的子構面數據上，F=11.668，P<0.001，R²=0.310，β係

數=0.191，表示對家庭中心的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並且有 31.0%的解

釋能力。從結果發現：生活型態的家庭中心取向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的

關係，顯示其實證結果支持 H3a 假設。 

在保守穩定的子構面數據上，F=26.570，P<0.001，R²=0.335，β係

數=0.282，表示對保守穩定的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並且有 33.5%的解

釋能力。從結果發現：生活型態的保守穩定取向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的

關係，顯示其實證結果支持 H3b 假設。 

在社交人際的子構面數據上，F=31.139，P<0.001，R²=0.349，β係

數=0.303，表示對社交人際的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並且有 34.9%的解

釋能力。從結果發現：生活型態的社交人際取向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的

關係，顯示其實證結果支持 H3c 假設。 

在健康休閒的子構面數據上，F=47.032，P<0.001，R²=0.368，β係

數=0.364，表示對健康休閒的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並且有 36.8%的解

釋能力。從結果發現：生活型態的健康休閒取向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的

關係，顯示其實證結果支持 H3d 假設。 

在流行時尚的子構面數據上，F=14.062，P<0.001，R²=0.323，β係

數=0.209，表示對流行時尚的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並且有 32.3%的解

釋能力。從結果發現：生活型態的流行時尚取向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的

關係，顯示其實證結果支持 H3e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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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論與建議 

實施問卷調查並統計分析其結果後，本章將本研究的發現做成結論，

並提出實務層面具體的建議供相關單位做為參考依據，並供未來相關議

題研究者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本研究之結果如表 5-1-1 所示，茲歸納分述如下： 

一、研究假設一「成立」，「生活型態」會「正向」影響「休閒效益」 

生活型態是個人在生活成長歷程中所形塑出的客觀概念，在生活結

構中所塑造的態度與價值，決定了個人的主要生活經驗。同樣的，教師

在教學職場中，也會依據之前的客觀概念而與實際生活經驗交互作用下，

形塑出自己的生活型態。 

本研究將嘉義縣國小教師生活型態區分為「家庭中心」、「保守穩定」、

「社交人際」、「健康休閒」與「流行時尚」五個取向。研究結果發現，

嘉義縣國小教師之生活型態以「家庭中心」取向為主，嘉義縣國小教師

之生活型態對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而各子構面「家庭中心」、「保守穩

定」、「社交人際」、「健康休閒」與「流行時尚」皆對休閒效益有正向的

影響，其假設成立。 

二、研究假設二「成立」，「休閒效益」會「正向」影響「工作滿意度」 

休閒效益是種個人感受，在參與休閒遊憩的過程中，對從事的活動

有所體驗，進而幫助參與者改善身心狀態，或滿足個人需求的現象。 

本研究發現，嘉義縣國小教師之休閒效益以「心理效益」最高，嘉

義縣國小教師之休閒效益會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而各子構面「生

理效益」、「心理效益」與「社交效益」皆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

其假設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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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假設三「成立」，「生活型態」會「正向」影響「工作滿意度」 

教師工作滿意度是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其個人特質與抱負、個人

與學生和家長、個人與學校組織與教學環境內涵交互作用，隨時間產生

統整、連貫成長與改變的相關滿意情形。 

本研究將嘉義縣國小教師生活型態區分為「家庭中心」、「保守穩定」、

「社交人際」、「健康休閒」與「流行時尚」五個取向。研究結果發現，

嘉義縣國小教師之生活型態以「家庭中心」取向為主，嘉義縣國小教師

之生活型態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而各子構面「家庭中心」、「保守

穩定」、「社交人際」、「健康休閒」與「流行時尚」皆對工作滿意度有正

向的影響，其假設成立。 

表 5-1-1  研究假設之彙整表 

本研究假設 
實證 

結果 

Ｈ１ 國小教師之生活型態對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成立 

H1a 生活型態(家庭中心)對國小教師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成立 

H1b 生活型態(保守穩定)對國小教師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成立 

H1c 生活型態(社交人際)對國小教師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成立 

H1d 生活型態(健康休閒)對國小教師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成立 

H1e 生活型態(流行時尚)對國小教師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成立 

Ｈ2 國小教師之休閒效益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成立 

H2a 休閒效益(生理效益)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成立 

H2b 休閒效益(心理效益)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成立 

H2c 休閒效益(社交效益)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成立 

Ｈ3 國小教師之生活型態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成立 

H3a 生活型態(家庭中心)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成立 

H3b 生活型態(保守穩定)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成立 

H3c 生活型態(社交人際)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成立 

H3d 生活型態(健康休閒)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成立 

H3e 生活型態(流行時尚)對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成立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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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貢獻與實務建議 

本研究包含「生活型態」、「休閒效益」、「工作滿意度」三個變項來

探討國小教師職場活動的關聯性，對於嘉義縣國小教育現況，是一種參

考指標。依據實證資料分析後的結果，就以嘉義縣國小教師探討角度而

言，本研究的結果，有驗證模式的整體適用性，同時有助於發現嘉義縣

國小教師職場上現況的參考依據。 

由本研究的結果可知，嘉義縣國小教師之生活型態以家庭為重，喜

歡平穩的生活狀態，對飲食、運動、健康管理、休閒有所投入，對社交、

人際往來、參與公共事務亦有一定程度的重視，但對於流行、追求潮流

的訊息較不重視；休閒活動體驗上較能明顯感受到個體壓力抒發、心情

愉悅的心理上滿足感受，以及個體身體健康、保持活力的生理上的滿足

體驗，而對於休閒活動體驗所帶來的人際上的滿足感受則較不明顯；對

與家長、同事的人際關係感到滿意，而對於職場的環境與氛圍則較無法

感到滿意。 

根據本研究之發現，研究者提出實務層面之建議，以供學校單位與

教育當局參考： 

一、就學校單位而言 

教師之休閒效益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因此未來學校端可以

多鼓勵教師參與休閒活動，提升教師個人休閒效益的體驗，以帶動工作

滿意度的提昇。教師之工作滿意程度以「人際互動」方面最高，代表教

師需要他人的肯定與支持，樂於與他人溝通與交流，學校端可以多給予

教師正向的鼓勵與支持，給予教師教學的自主與尊重，並重視教師意見

的諮詢與回饋。 

二、就教育當局而言 

整體而言，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不如外界所預期，明顯與外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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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落差，建議有關當局應正視教師滿意度不如預期的情形。其中，教

師對於職場環境的滿意度最低，這可能與教育政策與社會處理相關教育

問題時的態度有所關聯，在工作要求提升的同時，教師認為自己是不被

重視與尊重的一群。因此建議教育當局在職場環境上，應營造讓教師可

以安心教學、願意教學、樂於教學的教學現場，給予教育現場的教師更

多的正向支持，並主動積極導正對於教師不利之社會輿論壓力與不信任

氛圍，相信會有正向的幫助。 

第三節  研究之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對象面向 

本研究以嘉義縣公立國民小學之教師為研究對象，抽取 310 位教師

為研究樣本，以探討其生活型態、休閒效益與工作滿意度之現況與關係，

故本研究結果推論僅止於嘉義縣公立國小教師。 

建議未來相關議題研究者，可擴大研究對象。如就地區範圍而言，

以南部嘉南地區國小教師或全台灣國小教師進行研究；就學校階層而言，

亦可納入國民中學與高級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了解義務教育教師其生

活型態、休閒效益與工作滿意度之現況與關係。可進一步比較不同地區

範圍、學校階層其教師生活型態、休閒效益與工作滿意度的差異情形，

做更廣泛面向之研究，研究結果也更有參考價值。 

二、研究內容面向 

本研究係探討國小教師生活型態、休閒效益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

由其研究結果可知，生活型態、休閒效益與工作滿意度整體與三層面之

影響力有限，亦即可能仍有其他變項影響教師的工作滿意度。 

建議未來相關議題研究者能考量對教育改革之滿意度、外界對教師

專業角色之期望、教師工作投入、教師效能等變項，探討其間之關係，

相信可獲得更豐富之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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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面向 

本研究工具設計是參考相關文獻與研究，並根據研究主題而自編問

卷，及參酌學者專家之意見與建議、預試之信效度考驗而成。 

建議未來相關議題研究者可增列題項，橫向擴展與縱向加深對於此

三變項之研究範圍與探討，更深入剖析其關係，使研究結果更臻完善。 

四、研究方法面向 

本研究屬實證分析，採用量化之研究，根據文獻探討設計編製問卷，

並針對問卷結果進行分析討論。雖在問卷設計上力求周全，在可控制範

圍內儘量做到客觀及嚴謹，盡力追求資料完整與代表性，但仍受限人力、

物力、經費與時間等等因素。 

建議未來相關議題研究者可增加質性研究之方法，可在問卷中增列

開放性題項，或採深入訪談與焦點團體等方式，採質量並重路線，使研

究結果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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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問卷 

嘉義縣國小教師生活型態、休閒效益與工作滿意度之調查問卷 

             問卷編號： 

 

 

 

 

 

 

 

 

 

 

 

第一部份【個人基本資料】（請依您個人實際情況，在□中打ˇ） 

1.性  別： □（1）男    □（2）女 

2.年  齡： □（1）30 歲(含)以下 □（2）31～40 歲 

□（3）41～50 歲  □（4）51 歲(含)以上  

3.教育程度： □（1）師專    □（2）大學  

□（3）研究所以上 

4.職  務： □（1）兼任行政工作（主任、組長） 

□（2）級任導師   

□（3）科任教師 

5.婚姻狀況： □（1）已婚    □（2）未婚   

□（3）其他     

6.服務年資： □（1）5 年以下   □（2）6 年～10 年 

□（3）11 年～15 年  □（4）16 年～20 年 

□（5）21 年～25 年  □（6）26 年以上 

親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首先感謝您撥冗協助填答問卷，不勝感激！本問卷為純學術性研究

問卷，主要目的為瞭解目前嘉義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休閒生活型

態、休閒效益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概況，您的寶貴意見對本研究相

當重要，懇請您不吝惠賜卓見！ 

問卷採不記名方式，請根據您自身的實際情況填答，本問卷僅供統

計分析之用，不做個別資料的陳述，相關個人資料均予以保密，請

您放心填答。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敬祝 

教安 

南華大學休閒產業碩士班 

指導教授：賴文儀  博士 

研 究 生：吳芳昇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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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教師生活型態量表】 

說明：以下題目旨在瞭解老師您對日常生活人、事、物的看法，題目

後依序是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之連續選項，請依您對問題的同意程

度加以勾選。每題只能勾選一個選項，請每題均填答，謝謝您的合作！ 

非 不 普 同 非 

常    常 

不 同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1. 家庭是我生活的重心……………………… □ □ □ □ □ 

2. 我喜歡有規律的生活……………………… □ □ □ □ □ 

3. 我喜歡結交新朋友………………………… □ □ □ □ □ 

4. 為了保持身心健康，我經常運動………… □ □ □ □ □ 

5. 我是個注意流行趨勢的人………………… □ □ □ □ □ 

6. 我喜歡和家人共同用餐的感覺…………… □ □ □ □ □ 

7. 我覺得工作有保障比待遇重要…………… □ □ □ □ □ 

8. 我是個善於交際的人……………………… □ □ □ □ □ 

9. 我很注意自己的健康情形………………… □ □ □ □ □ 

10.在別人眼中我是個時髦的人……………… □ □ □ □ □ 

11.我喜歡與家人一同出遊…………………… □ □ □ □ □ 

12.投資風險太大，定存理財較讓我安心…… □ □ □ □ □ 

13.我經常參與居住社區的活動……………… □ □ □ □ □ 

14.我很注重飲食的節制與選擇……………… □ □ □ □ □ 

15.在流行和實用之間，我比較喜歡流行…… □ □ □ □ □ 

16.我經常利用假日和家人團聚……………… □ □ □ □ □ 

17.我是個觀念傳統保守的人………………… □ □ □ □ □ 

18.我在社交場合是較活躍的份子…………… □ □ □ □ □ 

19.我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 □ □ □ □ 

20.我會想嘗試目前正流行的活動…………… □ □ □ □ □ 

21.我重視家人間的相處與溝通……………… □ □ □ □ □ 

22.我滿意目前的生活狀態…………………… □ □ □ □ □ 

23.我經常參加朋友或同事的聚會…………… □ □ □ □ □ 

24.我經常和朋友或同事一起從事休閒活動… □ □ □ □ □ 

25.我喜歡追求流行、時髦與新奇的事物……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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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教師休閒效益量表】 

說明：以下題目旨在瞭解老師您在自由時間從事休閒活動的感受，題

目後依序是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之連續選項，請依您對問題的同意

程度加以勾選。每題只能勾選一個選項，請每題均填答，謝謝您的合

作！ 

非 不 普 同 非 

常    常 

不 同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從事休閒活動，可以使我………… 

1. 保持身體健康……………………………… □ □ □ □ □ 

2. 消除疲勞、恢復活力……………………… □ □ □ □ □ 

3. 改善或控制疾病…………………………… □ □ □ □ □ 

4. 充滿活力與精神…………………………… □ □ □ □ □ 

5. 鍛鍊體能、增進活動技巧………………… □ □ □ □ □ 

6. 紓解工作疲勞與壓力……………………… □ □ □ □ □ 

7. 適時發洩情緒、舒暢身心………………… □ □ □ □ □ 

8. 嘗試新事物、增廣見聞…………………… □ □ □ □ □ 

9. 心情愉悅、增添生活樂趣………………… □ □ □ □ □ 

10.獲得心理滿足、肯定自我………………… □ □ □ □ □ 

11.促進與家人間的情感……………………… □ □ □ □ □ 

12.拓展社交圈、結交新朋友………………… □ □ □ □ □ 

13.與同伴間互動更熱絡……………………… □ □ □ □ □ 

14.培養同伴間的信任與支持………………… □ □ □ □ □ 

15.與同伴相處更融洽………………………… □ □ □ □ □ 

請翻頁繼續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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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教師工作滿意度量表】 

說明：以下題目旨在瞭解老師您所感受的工作滿意情形，題目後依序

是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之連續選項，請依您對問題的同意程度加以

勾選。每題只能勾選一個選項，請每題均填答，謝謝您的合作！ 

非 不 普 同 非 

常    常 

不 同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對下列的情形，我感到滿意 

1. 自己本身的教學能力……………………… □ □ □ □ □ 

2. 教師的社會地位…………………………… □ □ □ □ □ 

3. 教學與評量的自主性……………………… □ □ □ □ □ 

4. 教學上所獲得的成就感…………………… □ □ □ □ □ 

5. 教學工作與專長配合的情形……………… □ □ □ □ □ 

6. 學校的軟硬體設備………………………… □ □ □ □ □ 

7. 學校行政措施配合教學需求……………… □ □ □ □ □ 

8. 學校的安全性……………………………… □ □ □ □ □ 

9. 學校的教學環境…………………………… □ □ □ □ □ 

10.學校的組織氛圍…………………………… □ □ □ □ □ 

11.教師職業的保障性………………………… □ □ □ □ □ 

12.學校辦理獎懲的公平性…………………… □ □ □ □ □ 

13.教師的在職進修機會……………………… □ □ □ □ □ 

14.目前教師的退輔法令制度………………… □ □ □ □ □ 

15.工作的付出與薪資待遇相比……………… □ □ □ □ □ 

16.學校同仁間相處的融洽程度……………… □ □ □ □ □ 

17.學校同仁對我的肯定與支持……………… □ □ □ □ □ 

18.學校同仁與我相處的情形………………… □ □ □ □ □ 

19.自己在學校裡的人際關係………………… □ □ □ □ □ 

20.與社區家長的相處情形…………………… □ □ □ □ □ 

問卷到此全部結束，煩請檢查有無漏答，再次感謝您的熱心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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