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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師之逆境商數對工作滿足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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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欲瞭解現今台灣高中教師工作壓力狀況如何，是否會因為逆境商數與

人格特質的不同，近而對其工作滿足產生改變，本研究針對台灣南部地區高中教

師為研究對象，共計發出 700 份問卷，扣除填答不完整、填答一致性與無效問卷，

有效回收 484 份回收率為 69.1%。利用結構方程模式進行分析。本研究驗證結果

顯示理論模型可獲得支持，進而分析整體高中教師各構念間的影響關係，其結果

於本研究內文中呈現。然而本研究經由問卷調查或得以下結果，逆境商數與工作

壓力和人格特質會因教師本身人格特質的不同而有所差異，而逆境商數對工作壓

力造成顯著的影響，以上結果將提供給相關管理者及未來研究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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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乃國家立國之根本，亦是社會進步的原動力，國家未來的取決於時下教

育的良窳。近年來，科技進步社會快速變遷，家庭結構改變，國內社會面臨多元、

民主開放的過程，及全球化時代的激烈競爭，使得教育成為社會大眾、政府所矚

目的焦點。 
    自民國八十三年教育改革至今已有十餘年之久，對於校園教師的改變與衝擊

巨大，學校因應教育政策的需求，須做出改變與全方面調整，使其可更符合政府

與社會的期待，使得原先單純的教學環境需面臨許多不確定感與改變。而實施教

改政策對於教師最大的衝擊與改變則是老師們對於政策的搖擺不定與教學課程的

改變，由先前單一課本到一綱多本的教學方式，使單純的內容變得更加多元與複

雜化，教師必須花比以往更多的時間去備課與準備授課教材（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11）。 
    在社會環境中，教師長期以來就被賦予了過多的使命與責任，被視為甘願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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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的人，其所作所為、言行舉止都受到他人和社會廣泛的檢視關注，有時學校教

師受到媒體的負面報導，也使得社會大眾對教師這角色，不再是那樣崇高。

Chaplain（2001）學者曾研究指出教師工作壓力來源甚多，舉凡教師的班級經營

與管理、教師與家長的關係、教師與社區的關係等皆是其壓力來源，教師們在面

對如此錯綜複雜的教育環境之下，進而造成教師精神壓力增大。學者 Kyriacou
（2001）認為教師對教育工作的成敗具有關鍵的地位，舉凡教材、教法的運用、

健全的人格培育、課程設計與組織、教育目的的達成皆仰賴於教師的努力，其工

作的特殊性，教師是目前許多工作壓力較高的職業之一。Sarros（1988）研究指

出，在許多助人的專業性職業之中，其職業很少能免於壓力情境，而在教育工作

環境中則更加的日益嚴重。 
    工作壓力雖會對個體產生諸多不良影響，但同一壓力對個體所產生的影響並

不相同，對於高中教師而言長期處於工作壓力的情境下，不僅影響個人身體健康，

在工作職場來說，對教學品質、學生升學率，皆有所影響，若經年累月的久處壓

力狀態之中而無適當管理病症而影響道與以紓發，勢必在生理、心理方面均產生

不良的影響，嚴重者甚至導致心教學品質，甚至引發社會問題（張怡潔，2010）。

學者 Sarafino（2002）指出人格特質為其影響的重要因素，人格特質的差異影響

著對壓力的知覺感受，由人格特質之定義可發現，人格是個人一項持久且獨特的

行為模式（Pervin & John,1997），影響其待人處事之方式，更影響其對於事件產

生時的認知與看法。Saucier（1994）認為 Costa 與 McCrae 所提出的五大人格特質

為人格特質最基本的結構，且五大人格特質結構已經在不同文化及各種評量方式

中驗證了其持續性與傳承性（陳美華、許銘珊，2010），故本研究選定五大人格

特為本研究之人格特質評量依據，藉此衡量人格特質與其它構念間之關係。 
    Stoltz （1997）研究提出「逆境商數」（Adversity Quotient；AQ）是測量人們

如何回應逆境的標準，換言之逆境商數高的人可以有效的調節壓力並以正向的態

度回應逆境。現今的教師們普遍都存在著壓力過大的問題，此問題不僅影響教師

的心理健康，更會嚴重的影響生理健康，由社會新聞時常出現老師失控事件與校

園霸凌事件中可看出端倪，教師壓力成因、休閒舒壓的議題在現行研究中佔有極

重要的分量，但現行對於教師工作壓力的總研究中，較少有為教師抗壓能力做一

個量表性的分析，只都為教師對於工作壓力的感受為研究主軸，因此本研究特就

此因，使用 Stoltz（1997）所發表的 AQ 量表為本研究教師抗壓的評量依據。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針對教師逆境商數與其人格特質和工作壓力、工作滿足做深入的探

討，並瞭解其構面間之相互影響性。 
    基於上述的的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歸納如下： 
（一）針對高中教師逆境商數、人格特質進行關連性探討，欲瞭解兩者間有何關

聯性。 
（二）針對高中教師逆境商數、人格特質、工作壓力與工作滿足進行關連性探討。 
（三）探討高中教師之逆境商數對工作滿足、工作壓力之關係，與其人格特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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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中介效果作用。 
（四）試圖提出提升高中教師逆境回應能力之建議。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僅針對構面內涵與相互關聯性作分析，並針對逆境商數、人格特質如

何影響工作壓力與工作滿足進行深入討論如圖 1 所示。 

 

 

 

 

 

 

 

  

  

人格特質: 
情緒敏感性 
經驗開放性 
親和性 
嚴謹性 
外向性 

工作壓力 

工作滿足 逆境商數 

 

圖 1 研究架構 

二、研究假設 
假設 1： 逆境商數對人格特質（情緒敏感性、經驗開放性、親和性、嚴謹性、外

向性）具有顯著影響。 
假設 2： 逆境商數對工作壓力具有顯著影響。 
假設 3： 人格特質情（情緒敏感性、經驗開放性、親和性、嚴謹性、外向性） 

對工作壓力具有顯著影響。 
假設 4： 逆境商數對工作滿足具有顯著影響。 
假設 5： 人格特質（情緒敏感性、經驗開放性、親和性、嚴謹性、外向性）對工

作滿足具有顯著影響。 
假設 6： 工作壓力對工作滿足具有顯著影響。 
假設 7： 人格特質（情緒敏感性、經驗開放性、親和性、嚴謹性、外向性）會對

逆境商數及工作壓力間關係產生中介效果。 
三、研究設計 
(一) 問卷內容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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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卷設計方面，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建立研究假設與研究架構後，依據相

關文獻發展本研究問卷變項構面及問項內容，並請相關專家學者檢視問卷內容並

加以修訂，以確保問卷內容的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以及問卷題亦清晰易懂。

爾後並進行問卷前測（pilot test），共計回收到86份問卷。初步檢定衡量問項的信

度，所有量表的 Cronbach’s α值皆高於.70，顯示問卷的信度皆為可接受的狀態

（Nunnally, 1978）。 
(二) 抽樣方法、研究對象 

正式抽樣部分，取樣方式依據本次研究之條件，針對台灣南部地區，採用非

隨機抽樣下之判斷抽樣法的方式，針對高中教師為研究樣本。本研究共計發出 700
份問卷，扣除填答不完整、填答一致性與無效問卷，有效回收 484 份回收率為

69.1%。 

四、資料處理 
資料回收後將以 SPSS 12.0 中文版建檔，本研究採用 SPSS 12.0 進行描述性統

計分析，AMOS17.0 統計軟體進行結構方程式模型之分析。 
 

參、分析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在表一可看出，樣本男性為 43.2%而女性為 56.8%，而教師們的年齡層主要

分布在 31~40 歲間有 40.9%其餘依序為 41~50 歲 27.5%、30 歲以下 16.1%、51 歲

以上為最少的 15.5%，而教師們的教育程度多數為研究所佔了樣本整體的 55%，

而次多的為大學教育程度為 44.2%，而薪資部份多為 40000~60000 居多占了 52%，

而樣本中有 55.8%於宗教創辦學校任職、另外 44.2%在一般學校任職，在工作年

資部份，有 34.1%的教師年資達到 16~20 年，另有 32.2%達到了 6~10 的教學年資，

在樣本中有 44%的教師是無任何信仰的，而 27.9%是具有佛教宗教信仰的。 
 

表一 研究對象基本資料之描述統計分析 （N=484） 

人口統計變項 次數 百分比 人口統計變項 次數 百分比 
性別   任職學校   
男 209 43.2 宗教創辦學校 270 55.8 
女 275 56.8 一般學校 214 44.2 
年齡   工作年資   
30 歲以下 78 16.1 5 年（含以下） 93 19.2 
31~40 歲 198 40.9 6~10 年 156 32.2 
41~50 歲 133 27.5 11 年~15 年 70 14.5 
51 歲以上 75 15.5 16~20（含以上） 165 34.1 

  128



嘉大體育健康休閒期刊  第十一卷二期  頁 125-126 
年 月 ：  2012 8   ISSN 1815-7319

 
續表一 研究對象基本資料之描述統計分析 （N=484） 

人口統計變項 次數 百分比 人口統計變項 次數 百分比

教育程度   目前信仰   
高中職（含以下） 1 0.2 天主教 33 6.8 
大專院校 214 44.2 基督教 44 9.1 
研究所 266 55.0 一貫道 6 1.2 
博士 3 0.6 佛教 135 27.9 
月收入（新台幣）   道教 48 9.9 
25000（含以下）（單位：元） 5 1 回教 0 0 
26000~40000 64 13 無 213 44.0 
41000~60000 256 52 其它 5 1 
60000 以上 159 32    

 
二、模型適配度標準 
    整體模式適配度主要是在評量整體模式與觀察資料的適配程度，SEM 應採用

多元的指標來檢驗模型的適配度，因模型可能會滿足某些項指標（范惟翔、張瑞

鉉，2008），卻無法在它項指標中得到支持，本研究採用 Hu 與 Bentler（1995）、

Wan（2002）等人所建議使用的指標，其中包含 CFI、GFI、RMR、RMSEA、AGFI、
NFI 指標作為整體模式配適度之驗證，結果發現，模式適配指標未達學者們之建

議標準值（Luarn & Lin, 2005；吳萬益，2008），因此必須針對模式進行修正。然

有學者認為研究者若遇到模式適配指標未達標準值的情況，也就是理論模式與資

料在適配度上有所不足時，可透過模式修正指標來進行模式修正，已提高整體適

配度（邱皓政，2003）。 
    表二中為修正過後整體適配度指標檢定結果，經修正適配度指標後，本研究

之整體適配度模型已良好之模式。 
 

表二 整體適配度模式檢定結果 
配適準則 判斷準則 本研究結果 配適準則 判斷準則 本研究結果

DF  183 GFI >.90 .933 
CMIN/DF <3 2.407 AGFI >.90 .900 

RMR <.05 .05 NFI >.90 .907 
RMSEA <.08  .054 CFI >.90 .943 

 

三、假設驗證 
    本研究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來估計本研究假設是否達

顯著水準。本研究建構逆境商數、人格特質、工作壓力、工作滿足之因果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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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模式均顯著且經修正模式並通過指標系數之標準並得統計支持。茲說明如下： 
    於表三中顯示，逆境商數與情緒敏感性經檢定 CR 值為不顯著，表示本研究

假設 H1：逆境商數對人格特質（情緒敏感性）存在顯著影響不成立：逆境商數對

與經驗開放性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1：逆境商數對人格特質（經

驗開放性）存在顯著影響成立：逆境商數與親和性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本

研究假設 H1：逆境商數對人格特質（親和性）存在顯著影響成立：逆境商數與嚴

謹性間經檢定 CR 值為不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1：逆境商數對人格特質（嚴謹

性）存在顯著影響不成立：逆境商數與外向性經檢定 CR 值為不顯著，表示本研

究假設 H1：逆境商數對人格特質（外向性）存在顯著影響不成立：逆境商數對工

作壓力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2：逆境商數對工作壓力存在顯著

影響成立：情緒敏感性對工作壓力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3：人

格特質（情緒敏感性）對工作壓力存在顯著影響成立：經驗開放性對工作壓力經

檢定 CR 值為不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3：人格特質（經驗開放性）對工作壓力

存在顯著影響不成立：親和性對工作壓力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3：人格特質（親和性）對工作壓力存在顯著影響成立：嚴謹性對工作壓力經檢

定 CR 值為不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3：人格特質（嚴謹性）對工作壓力存在顯

著影響不成立：外向性對工作壓力經檢定 CR 值為不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3：

人格特質（外向性）對工作壓力存在顯著影響不成立：逆境商數對工作滿足經檢

定 CR 值為不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4：逆境商數對工作滿足存在顯著影響不成

立：情緒敏感性對工作滿足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5：人格特質

（情緒敏感性）對工作滿足存在顯著影響成立：經驗開放性對工作滿足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5：人格特質（經驗開放性）對工作滿足存在顯著影

響成立：親和性對工作滿足經檢定 CR 值為不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5：人格特

質（親和性）對工作滿足存在顯著影響不成立：嚴謹性對工作滿足經檢定 CR 值

為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5：人格特質（嚴謹性）對工作滿足存在顯著影響成立：

外向性對工作滿足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5：人格特質（外向性）

對工作滿足存在顯著影響成立：工作壓力對工作滿足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

本研究假設 H6：工作壓力對工作滿足存在顯著影響成立。 
 

表三 為整體結構化模式路徑係數彙整表 
結構關係 路徑係數 CR 值 實驗結果 

逆境商數→情緒敏感性 .069 1.357 不顯著 
逆境商數→經驗開放性 .110 2.982* 稍微顯著 
逆境商數→親和性 .237 4.164*** 極顯著 
逆境商數→嚴謹性 .063 2.064 不顯著 
逆境商數→外向性 .000 0.008 不顯著 
逆境商數→工作壓力 -.223 -3.225** 顯著 
情緒敏感性→工作壓力 .225 3.291*** 極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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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三 為整體結構化模式路徑係數彙整表 
結構關係 路徑係數 CR 值 實驗結果 

經驗開放性→工作壓力 -.012 -0.125 不顯著 
親和性→工作壓力 -.394 -3.971*** 極顯著 
嚴謹性→工作壓力 .468 2.021 不顯著 
外向性→工作壓力 -.057 -0.788 不顯著 
逆境商數→工作滿足 -.104 -2.182 不顯著 
情緒敏感性→工作滿足 .239 4.110*** 極顯著 
經驗開放性→工作滿足 .289 3.614*** 極顯著 
親和性→工作滿足 -.071 -0.846 不顯著 
嚴謹性→工作滿足 .640 2.886* 稍微顯著 
外向性→工作滿足 -.179 -2.877* 稍微顯著 
工作壓力→工作滿足 -.460 -7.126*** 極顯著 
 
圖一為本研究路徑係數模型，模型中所表示自變數與依變數間係數值的程度，其 
研究結果於表三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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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本研究路徑係數模型 

自變數：逆境商數 
依變數：人格特質、工作壓力、工作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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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介效果討論 
    為驗證研究架構模式之中介效果，本研究提出逆境商數、人格特質、工作壓

力為前因變項，工作壓力與工作滿足為為結果變項介已驗證其模式完整性。依據

Baron 與 Kenney（1986）指出所謂中介變項係指在自變項與依變項間，加入第三

個重要變項來解釋其間的關係，其中介效果分為兩類，部分中介效果與完全中介

效果，而部份中介效果係指加入中介變項後，使原來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係

變為較弱及不顯著，而完全中介效果是指加入中介變項後，使原來自變項與依變

項之間的關係變為較不顯著，所謂的總效果係指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的加總（林

震岩，2010），本研究實證整體中介效果資料顯示，逆境商數對經驗開放性的直接

效果達及顯著水準，逆境商數對親和性的直接效果達及顯著水準，逆境商數對工

作壓力的直接效果達及顯著水準，情緒敏感性對工作壓力的直接效果達及顯著水

準，親和性對工作壓力的直接效果達及顯著水準，情緒敏感性對工作滿足的直接

效果達及顯著水準，經驗開放性對工作滿足的直接效果達及顯著水準，嚴謹性對

工作滿足的直接效果達及顯著水準，外向性對工作滿足的直接效果達及顯著水

準，工作壓力對工作滿足的直接效果達及顯著水準，由表四分析結果顯示，逆境

商 數 對 經 驗 開 放 性 對 工 作 滿 足 之 間 具 有 中 介 效 果 ， 其 間 接 效 果 值 為 .032
（.11x.289），總效果則為.032，高於逆境商數對工作滿足之直接效果 0，此結果表

示經驗開放性對逆境商數對工作滿足之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另外逆境商數對工

作壓力對工作滿足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其間接效果值為.103（-.223 x-.460），總效

果則為.103，高於逆境商數對工作滿足之直接效果 0，此結果表示工作壓力對逆境

商數對工作滿足之間具有完全部分中介效果，而其它的中介式並無成立。 
 

表四 整體中介效果 

變數關係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中介 
效果 

逆境商數→情緒敏感性→工作壓力 -.223 0x.225=0 -.223 不成立 
逆境商數→經驗開放性→工作壓力 -.223 .11x0=0 -.223 不成立 
逆境商數→親和性→工作壓力 -.223 .237x-.394=-.0

93 -.316 不成立 

逆境商數→嚴謹性→工作壓力 -.223 0x0=0 -.223 不成立 
逆境商數→外向性→工作壓力 -.223 0x0=0 -.223 不成立 
逆境商數→情緒敏感性→工作滿足 0 0x.239=0 0 不成立 
逆境商數→經驗開放性→工作滿足 0 0.11x.289= 

.032 .032 完全中介 

逆境商數→親和性→工作滿足 0 .237x0=0 0 不成立 
逆境商數→嚴謹性→工作滿足 0 0x.64=0 0 不成立 
逆境商數→外向性→工作滿足 0 0x-.179=0 0 不成立 
逆境商數→工作壓力→工作滿足 0 -.223x-.460=.1

03 .103 完全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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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與建議 

一、結果 
    本研究主要欲瞭解高中教師之逆境商數、人格特質、工作壓力與工作滿足的

情況。經由問卷調查或得以下結果： 
（一） 整體結構化模式路徑係數分析發現，逆境商數對人格特質（經驗開放性）

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逆境商數對人格特質（親和性）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逆

境商數對工作壓力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人格特質（情緒敏感性）對工作壓力呈

現顯著的正向影響，人格特質（親和性）對工作壓力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人格

特質（情緒敏感性）對工作滿足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人格特質（經驗開放性）

對工作滿足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人格特質（嚴謹性）對工作滿足呈現顯著的正

向影響，人格特質（外向性）對工作滿足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工作壓力對工作

滿足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逆境商數對人格特質（經驗開放性、親和性）間呈現

顯著的影響，其表示經驗開放性的人喜歡聆聽新的想法，也願意改變自己的看法、

信念和態度，而親和性高的人基本上是利他主義者，會同情他人且熱心助人，並

相信別人亦會同樣回報他。（吳復新，2002），此類型的人對於逆境的產生較能

以正向的方式思考，對於逆境也有較好的抵對抗性，再者工作壓力對於逆境商數、

人格特質（情緒敏感性、親和性）間呈現顯著的影響，工作壓力其旨個人覺察到

工作情境中發生某種狀況，威脅心理平衡，即構成壓力、而逆境商數為對抗壓力

的反應能力，能力越高抗壓的程度也越高（Stoltz, 2000），而情緒敏感性的人的

個體通常較難控制自己的衝動與情緒，而且對壓力的處理能力較差，高負面情緒

化者的情緒反應為容易感到興奮或焦慮不安，故其對工作壓力產生顯著的負向影

響，然而親和性的人格特質有信賴、坦率、順從、謙遜的特質，對於職場的壓力

它們也能善用其人格特點增其抗性，工作滿足對人格特質（情緒敏感性、經驗開

放性、嚴謹性、外向性）、工作壓力間呈現顯著的影響，工作滿足是指個人對工作

所表現的態度，當員工對工作產生滿足感受與正向情緒反應時，會更加投入心力，

在人格特質部分除了親和性人格無顯著影響外，均有顯著影響，而親和性的人他

們比較強調和諧的人際關係，對於工作上的環境並沒有特別的要求，故在問卷分

析上，並無與工作滿足有顯著效果。 
（二） 整體中介效果分析發現，人格特質（經驗開放性）對逆境商數對工作滿

足之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工作壓力對逆境商數對工作滿足之間具有完全中介效

果。路徑分析結果顯示逆境商數與人格特質（經驗開放性）與工作滿足具有完全

中介效果。因此逆境商數會透過人格特質（經驗開放性）對工作滿足造成顯著的

影響。本研究推論，經驗開放性人格特質通常被認為是藝術家或詩人所具有的人

格特質，他們不受傳統思想的束縛，擁有與眾不同的靈敏思維，情感豐富而深具

想像力與創造力，逆境工作與工作滿足間的路徑係數為不顯著，但其透過經驗開

放性會另其達成顯著性的差異，可解釋為經驗開放性的人喜歡聆聽新的想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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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改變自己的看法、信念和態度，較易改變對環境的熟悉度與適應力，應它善

於改變自我的特性，較能成為逆境商數對工作滿足間達成顯著差異的橋梁。路徑

分析結果顯示逆境商數與工作壓力與工作滿足具有完全中介效果。因此逆境商數

會透過工作壓力對工作滿足造成顯著的影響。本研究推論，在逆境工作與工作滿

足間的路徑係數為不顯著，但在兩者之間透過工作壓力能達到完全中介的效果，

其可解釋為，回應逆境的能力無法透過滿意度直接呈現，需透過逆境環境突顯逆

境回應能力的差異，來達到與滿足程度的差異性，由於工作滿足是由情感、認知

與行為三因素所組成，且在強度與一致性上有程度上的區別，並能經由許多管道

來源獲取提升的方式。 

二、研究建議 
    由於處在充滿逆境的社會上，管理者要如何在激烈競爭的環境有效的制定管

理策略、提升教師們對於逆境回應能力，是個重要的議題，本研究之研究貢獻，

除了在學術上建構了逆境商數與人格特質、工作壓力、工作滿足的結構模型外，

在實務上亦對管理者在人才甄選上以及提升教師逆境回應方面提供了管理建議，

分述如下： 
（一）根據本研究發現提出以下幾點作為教育單位管理階層建議 
    1. 逆境商數的高低會影響到個體承受的工作壓力大小。由於工作壓力是會造

成生理壓力與心理壓力上的影響，逆境商數越高或許會減低個體心理壓力方面所

承受之壓力，因此工作壓力會對個體造成生理壓力的影響，反之逆境商數越高能

使心理壓力部分達到有效的降低，而心理壓力的降低能有效降低生理上的不適感

受。工作壓力會對其身心健康產生影響，然管理階層可藉由強化教師們對於自我

的認同，方能有效的減低對工作壓力的產生，如可舉辦與提升自我相關講座、卡

內基等許多自我認同相關課程，有效的逆境回應能力，有助於教師職場上的表現

與身心靈的健康。 
    2.然而人格特質也會影響教師對於工作壓力上的感受程度，建議教育單位管

理階層可以在人才甄選時，對其資格審核時多納入人格特質的檢測，對工作壓力

有較好抗壓性的人格特質給予評鑑加分，在任用時能確認該名教師對工作壓力有

較好的抵抗性。 
    3.路徑分析結果顯示逆境商數與工作壓力與工作滿足具有完全中介效果。因

此逆境商數會透過工作壓力對工作滿足造成顯著的影響。本研究推論，在逆境工

作與工作滿足間的路徑係數為不顯著，但在兩者之間透過工作壓力能達到完全中

介的效果，其可解釋為，回應逆境的能力無法透過滿意度直接呈現，需透過逆境

環境突顯逆境回應能力的差異，來達到與滿足程度的差異性，由於工作滿足是由

情感、認知與行為三因素所組成，且在強度與一致性上有程度上的區別，並能經

由許多管道來源獲取提升的方式。由結果得知工作壓力與工作滿足是具有顯著的

負向影響，若管理階層可藉由提升教師之工作滿足，來達到工作壓力的降低此方

式也適用於校園中推廣，可以藉由改變教師工作環境來增加其工作滿足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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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範圍限於台灣南部地區高中教師為樣本，且以隨機抽樣進行問卷調

查，所以蒐集的樣本資料僅能代表本研究抽樣期間之樣本特性，無法推論到全國

之高中教師工作行為與逆境商數特徵。故在未來的調查可以針對全國的不同地區

的高中教師進行調查研究，未來學者若能透過訪談高中教師，對於其逆境商數與

人格特質的現況，或瞭解其對於工作壓力與工作滿足的回應能力與感受。此種做

法能更深入議題核心，提升樣本特性準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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