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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

之相關研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

意度間之關係。主要之研究目的為：一、瞭解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

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現況。二、探討初任與非初任之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間之差異情形。三、分析初任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間之相關情形。四、探討初任幼兒

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對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之預測情形。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台灣培育之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為研究對象，採用歐慧敏（2009）編製之「學前教師工作壓力量表」、「學前

教師因應策略量表」及李新民（2003）編製之「學前教師工作滿意度量表」

為研究工具，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寄發問卷共 300 份，回收有效問卷 276

份，其中包含 132 份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將所蒐集的資料以 SPSS 統計

分析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Pearson 積差相關、多元迴歸

分析進行資料分析與處理。 

茲將本研究結果摘要分述如下： 

一、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屬於中等程度。 

二、幼兒教保服務人員面臨工作壓力或困擾較常採用「改變策略」，較少採

用「逃避策略」。 

三、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滿意度屬於中偏高程度。 

四、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壓力之「外在環境政策」壓力顯著高於

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壓力之「專業成

長」顯著高於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五、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採用「解決問題策略」、「暫時擱置策略」、

「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頻率顯著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六、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

「外在工作滿意度」感受顯著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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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壓力」與「解決問題策略」、「改變

策略」有顯著負相關；「整體工作壓力」與「暫時擱置策略」、「逃避策

略」有顯著正相關。 

八、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壓力」與「整體工作滿意度」有顯

著負相關。 

九、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滿意度」與「解決問題策略」、「改

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有顯著正相關；「整體工作滿意度」與「逃

避策略」有顯著負相關。 

十、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暫時擱置策略」、「逃避策略」對整體工作

壓力具有正向預測力。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尋求支持策略」對

整體工作滿意度具有正向預測力；採用「逃避策略」對整體工作滿意度

具有負向預測力。 

關鍵字：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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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Beginn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job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and job satisfaction among beginn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The 

instruments used in the current study included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Job 

Stress Scale"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Coping Strategies Scale"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Job Satisfaction Scale".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was used to sample 300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276 participants who 

completed the instruments were selected, including 132 beginn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Results from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re as follows: 

1. The job stress for the participants is medium.

2. The participants more frequently used the coping strategy of “change” than

“escape”.

3. The jod satisfaction for the participants is medium.

4. Non-beginn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in this study repor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job stress in "exter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than beginning educators.

Meanwhile, beginn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repor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tress in "professional growth" than non-beginn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5. Non-beginn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in this study reported to employ

significantly more "problem solving ", "temporary shelving ", "change ", and

"support seeking" coping strategies than beginn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6. Non-beginn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in this study repor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job satisfactions than beginn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7.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job stress and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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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ing" and "change" coping strategies, whil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job stress and "temporarily shelving" as well as "escape" coping 

strategies among beginn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in the study. 

8.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job stress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tional job satisfactions were found among beginn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9.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job satisfaction and " problem 

solving," "change ", as well as "support seeking "coping strategies, whil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job satisfaction and 

"escape " coping strategy among beginn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10.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temporarily shelving" and "escap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job stress among beginn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support seeking " positively predicted job satisfaction while "escape" coping 

strategie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ed job satisfaction among beginn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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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

意度間之關係。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作為教育行政機關、師資培育

機構、幼兒園、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及未來研究的參考依據。本章共分為

五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研究問題；

第四節為名詞解釋；第五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幼兒成長過程中父母與老師都是幼兒重要影響人物（許錦雲，2008），

根據 Bronfenbernner 的生態系統理論，提及家庭、幼兒園（如：老師）、社

區都是影響幼兒發展的微系統，對幼兒的發展會有最直接的接觸、影響（盧

美貴，2014）。現今許多家長不希望自己孩子輸在起跑點，使得越來越多幼

兒在很小的年齡就進入幼兒園就讀。加上現在許多父母因為職場上的競爭，

其工作時間加長，使幼兒每天待在幼兒園的時間也變長，與老師的相處也增

加。因為現今社會變化及快速發展，促進幼兒教育的發展及重要性，因此，

幼兒教育是否成功，幼兒園教師扮演著重要角色（簡楚瑛，1995）。幼兒教

師對幼兒來說扮演著資源的提供者、教導者、遊戲支持者、觀察者、評量者

等角色（林惠娟，1996），盧美貴（2014）認為教保服務人員是幼兒學習的

引導著、生活與學習的夥伴。由此可知，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是幼兒教育的重

要資產，也是幼兒發展上的重要影響人物。 

在今年的六月八日參加 2018 台灣幼兒教育與照顧學術研討會，聆聽任

職教育部師資培育教育司鄭淵全司長的演講，他曾提及每年進入幼教系、幼

保系就讀約 7000 人，畢業修得學程約 4000 人，但實際有進入幼教職場約

1000 人。從司長這段話可發現剛畢業的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選擇進入幼

教職場少之又少，究竟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為什麼不進入幼兒園就職

呢？研究者從文獻發現初任教師會強烈沮喪、焦慮、孤獨、自信心喪失、自

我懷疑等情緒，此階段對於教師否會繼續留任教職是重要關鍵（陳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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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Katz，1972，引自饒見維，2003；Field，1979，引自饒見維，2003；

Burden，1990，引自饒見維，2003）。Clark（2012）發現初任階段是教師生

涯中最獨特的階段，這個階段會充滿艱難、挑戰與未知，是教師需要茁壯成

長和生存的最脆弱的一個階段（引自陳翠，2016）。Huberman（1989）指出

任教的前三年是新任教師極為關鍵的求生期和探索期，在這三年之間新任

教師由於欠缺足夠的先備經驗，一方面要面對複雜和不時發生的各種班級

管理問題時，難免會自我懷疑；另一方面，新任教師體會到理想與現實的差

距，強烈地感受到「現實的震撼」（引自陳翠，2016）。 

從國外研究發現，在教育相對發達的瑞典，教師的流失率依然很高，根

據瑞典政府關於教師離職率的統計，工作五年後還留在教師崗位上的只有

68%，也代表教師流失率高達 32%(引自陳翠，2016)。而在台灣，幼兒教保

服務人員的流失率也不容小覷，親子天下（2014）根據一○四人力銀行的統

計資料顯示，發現過去一年的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職缺大幅增加了一五％，這

是近四年來的高峰數字。現今社會少子化的影響，家長對幼兒的教育品質要

求更加嚴謹，造成現在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量增加、時間也增長，但薪資

卻不成正比，加上新加坡、中國大陸來台灣高薪挖腳，使得現今台灣對幼教

老師需求更佳迫切（李文生，2018）。黃儒傑（2007）發現初任幼兒教師其

教學工作繁重，班級經營與幼兒問題繁多，造成其過重的工作壓力與倦怠

感，呈現幼兒園教師高流失率情形。江麗莉（1995a）對新竹教育大學幼教

系畢業生的追蹤輔導發現，許多幼兒教師在初任教的第一年出現適應問題

和低成就感問題，更換工作幼兒園或離職的比例偏高。因此，當國家培育出

來的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不願到第一線工作，現場的工作者又無法獲得專業

提升，對幼教品質無疑是致命一擊，因為每位家長都渴望幼兒可以在人生第

一個學校裡，感受到與人相處的美好，在老師引導下體驗探索學習的樂趣

（親子天下，2012）。 

根據上述國內外學者指出，現場幼兒園離職率偏高，國家培育出來得初

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是目前現場幼兒園極為需要資產，但初任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能否成功度過初任階段是選擇留任幼兒教育行業的關鍵因素。初任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階段體驗的經驗是決定教師職業生涯成敗及專業發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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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與品質的關鍵，對其日後的教學品質和教學壽命有著深遠影響（江麗莉，

1995a；張弘勳、蔡淑苓、沈繻淯，2014）。因此，本研究認為初任幼兒教保

服務人員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 

貳、研究動機 

未來研究者也將進入幼教職場工作，卻發現身邊的朋友在剛踏入幼教

職場時，容易缺乏自信、覺得自己不適任，甚至已經有許多同學離開幼教體

系，另尋其他工作。與學姊、同學聊天也會提及薪水不高外，上班更猶如上

戰場，除了面對新生的情緒、家長的質疑與詢問、搭班的溝通協調外，更不

知如何進行教學。因此，研究者更想瞭解目前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現況，透過

閱讀相關文獻時發現，研究探討方向有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因應

策略之實徵性研究（如：黃淑嫆，2004；謝淑珺，2010；林芳瑜，2013；錢

玟妤，2014），或是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之實徵性研究

（如：林心怡，2010；高晶瑩，2017）。亦有探討初任幼兒教師，其研究方

向皆為工作困擾、工作適應、適應歷程等(如：江麗莉、鐘梅菁，1997；陳

珮蓉，1998；谷瑞勉，1998；彭欣怡，2000；邱佩玉，2015；吳佳蓉，2017)。

研究者發現鮮少學者探討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

滿意度之實徵性研究，目前唯有發現魏玉卿、陳淑芳、孫世嘉（1999）的研

究，但年代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因此，研究目前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

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現況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現在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是幼兒園重要資產，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

員除了在工作上有困擾或適應等問題，是否還有其他問題存在呢？初任幼

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工作滿意度？這些因素是否都會影

響呢？透過碩博士論文系統發現，有關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的工作壓力、

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實徵性研究明顯不足，研究者只能從各學者背景

變項「年資」發現（黃淑嫆，2004；謝淑珺，2010；林秀芳，2011；林于萱，

2011；林心怡，2011；林芳瑜，2013；林女滿，2016；楊佩蓉，2016；高晶

瑩，2017），服務年資較短的幼兒教師其工作壓力高於服務年資較久的幼兒

教師；服務年資較久的幼兒教師比較會採用因應策略來幫助自己解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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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或困境；服務年資較短幼兒教師其工作滿意度低於服務年資較久的幼

兒教師。所以服務年資較短的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背負沉重的工作壓力、在因

應方法裡不知所措、其工作滿意度因沉重的壓力、不知如何因應相對較為不

滿足，由此可知，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可能造成初任幼兒教保

服務人員不想留任的原因，由於有關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

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差異性研究明顯不足，只能透過背景變項

「年資」才能得知。因此，研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差異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黃淑嫆（2004）、謝淑珺（2010）研究發現幼兒教師工作壓力與因應策

略有負相關，林心怡（2011）、高晶瑩（2017）研究發現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有負相關，魏玉卿、陳淑芳、孫世嘉（1999）其研究發

現有關工作滿意度與因應方式有部分顯著正相關。研究者閱讀相關文獻未

發現以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研究對象，探討其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間之

關係、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間之關係及因應策略與工作滿意度間之關係。

因此，研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間之關係、工作壓

力與工作滿意度間之關係及因應策略與工作滿意度間之關係為本研究動機

之三。若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有相關、因應策略與

工作滿意度亦有相關存在，是否能預測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

略對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之情形？因此，研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

因應策略對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之預測力為本研究動機之四。 

綜合上述研究動機，研究者希冀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

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研究結果，能提供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面對工作壓

力時可以採用哪些因應策略，來降低自己的工作壓力及提升工作滿意度，增

加自己在幼教現場的信心與肯定。亦提供師資培育機構、幼兒園能明確瞭解

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的需求，給予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上所需的

資源，將優秀的人才留任在台灣幼兒園，讓生長在台灣的幼兒受到完善的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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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現況。 

二、比較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

意度之差異情形。 

三、分析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間之關係。 

四、分析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間之關係。 

五、分析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與工作滿意度間之關係。 

六、瞭解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對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之

預測情形。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所欲探討之問題為： 

一、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現況為何？ 

（一）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之現況為何？ 

（二）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之現況為何？ 

（三）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滿意度之現況為何？ 

二、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

是否有所差異？ 

（一）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是否有所差異？ 

（二）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因應策略是否有所差異？ 

（三）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滿意度是否有所差異？ 

三、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之間是否相關？ 

四、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之間是否相關？ 

五、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與工作滿意度之間是否相關？ 

六、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採用因應策略能否預測工作壓力、工作滿意

度？ 

（一）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採用因應策略能否預測工作壓力？ 

（二）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採用因應策略能否預測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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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壹、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本研究所謂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係指服務於台灣地區公立幼兒園及

私立幼兒園之幼教師、教保員以及助理教保員，且任教年資為三年(含)以內

者，不包含園長、實習教師。 

貳、工作壓力 

本研究之工作壓力定義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情境中，與外在

人、事、物互動歷程中，面對來自環境、工作情境及個人等因素，所產生

威脅及負面情感，而引起焦慮、挫折、壓抑等情緒反應或是身心方面等疾

病。而本研究所指工作壓力是指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研究者採用歐慧敏

(2009)編製之「學前教師工作壓力量表」的「外在環境政策」、「工作負

荷」、「工作回饋」、「教保與管教」、「園所人際關係」、「專業成長」等六個

層面反應情形，量表得分愈高，表示感受到的工作壓力愈高；反之，得分

愈低，表示感受到的工作壓力愈低。 

參、因應策略 

本研究之因應策略定義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情境中，當面臨超

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能力範圍，而為了調適、避免產生壓力時，所採取之

策略及方式，以舒緩、減輕壓力。而本研究所指因應策略是指幼兒教保服務

人員在研究者採用歐慧敏(2009)編製之「學前教師因應策略量表」的「解決

問題策略」、「暫時擱置策略」、「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逃避策略」

等五個層面反應情形。量表得分愈高，表示愈常採用該因應策略；反之，得

分愈低，表示愈少採用該因應策略。 

肆、工作滿意度 

本研究之工作滿意度定義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對於工作本身、工作環

境的冀望且親身經歷後，而對工作感受之滿意程度。而本研究所指工作滿意

度是指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研究者採用李新民(2003)編製之「學前教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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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滿意度量表」的「內在工作滿意度」與「外在工作滿意度」等兩個層面反

應情形。量表得分愈高，表示在工作滿意度愈高；反之，得分愈低，表示在

工作滿意度愈低。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對象僅包含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幼教師、教保

員、助理教保員），且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任教年資三年以下（含）

為調查對象，不包含園長、實習教師。 

二、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的變項為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現況與差異，

即三者之相關情形。工作壓力此一變項包含外在政策環境、工作負荷、

工作回饋、教保和管教、園所人際關係及專業成長等層面；而因應策略

包含解決問題策略、暫時擱置策略、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及逃避策

略等層面；則工作滿意度包含內在、外在等兩個層面。 

三、研究法方面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 

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限於人力、預算及能力上的限制，僅能以台灣培育之初任

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進行調查，因此，本研究結果僅能推論至

台灣培育之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二、研究變項的限制 

本研究探討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等三變項間之現況、

差異與相關。因此，僅能針對此三變項之各層面與整體進行統計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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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文獻中曾論及之層面，因人力與精力上的限制，則無法兼顧。 

三、研究法的限制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為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進行填答時可能會受

到個人認知、情緒等主客觀因素影響，基於防衛心而有保留性作答的可

能，使填答結果可能與受試者原本之感受不同。因此，在填寫問卷前，

會告知受試者問卷絕對保密且不具名，讓受試者放心作答，增加受試者

信任度，利於問卷作答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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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究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三

者間之關係，並分析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來建立本研究之理論基礎。本

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工作現況分析；第二節

為工作壓力之概念、理論及相關研究；第三節為因應策略之概念、理論及

相關研究；第四節為工作滿意度之概念、理論及相關研究。 

第一節  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工作現況分析 

壹、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定義 

在國內外研究探討「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定義的相關研究匱乏，本

研究為能清楚界定「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定義，依過去研究對「初任

教師」定義去探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定義。大部分研究對於「初

任教師」的界定，多從教師「任教年資」作為判斷的標準。而國內外研究者

對於初任教師應所具備的任教年資，則因研究目的或研究設計不同而有所

差異，至今尚未有一致性的看法。因此，研究者進一步查閱相關文獻如何定

義初任教師，並以前人研究為基礎界定本研究對象「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

員」之意涵。 

Katz（1972）將擔任教職的前三年視為求生存與鞏固的階段，在這期間

教師會發覺到自己所預期的成功與教室內的現實之間有所差距，甚至感覺

自己尚未準備好成為一位教師，非常需要學校人員的支持與協助，此時期的

教師關注焦點在於自我的生存問題（引自饒見維，2003）。Burden（1990）

認為任教的第一年為生存的階段，在這期間教師因對整體教學環境尚不熟

悉，僅能對教學科目之熟稔，且容易缺乏自信，不願嘗試新事物（引自饒見

維，2003）。 

國內研究對於初任教師也各有其不同年資的定義，國內學者蔡培村

（1995）在中小學教師生涯進階與等級劃分可行性之研究提到初任教師為

服務 3 至 5 年，且將初任教師界定為：「當實習教師晉用為合格教師時，便

可任用為初任教師，其主要任務為執行班級日常教學工作，且可獨立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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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決定班級事務，進行學校輔導工作，但仍須接受校長、主任或資

深教師的指導」。陳美玉（1999）提到新任教師存活階段為任教前三年，是

教師嶄新專業學習與發展的開始，此階段對於教師否會繼續留任教職是重

要關鍵。吳春滿（2009）則將初任教師定義為幼教、幼保相關科系畢業，初

次任教於幼稚園擔任幼教教學工作三年之內之教師。陳翠（2016）將初任教

師定義為已經正式取得教師資格，任教年資在三年（含）內，實務經驗不足、

專業需要成長之任教者，即處於求生存、適應和努力於穩固發展階段的新手

教師。吳佳蓉（2017）認為初任教師係指依據師資培育法取得正式合格之教

師，且任教年資為三年以下者，但不含教育實習之年資。而研究者檢視相關

教育部資訊時發現，教育部表示，初任教師（即初考取正式教職的教師）雖

然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且有教學實習與教育實習的經驗，惟初任教職時

仍會有學校生活適應、教學發展、班級經營，以及親師溝通等問題，必須加

以調適，才能勝任教職（教育部，2013）。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對初任教師之不同定義可知，許多文獻對初任教

師只有做出釋義，乃在初任教師的年資上就沒有明確的規範或說明。可從上

述的學者研究發現教師任教年資在五年以下即可為初任教師。綜合各學者

的見解，本研究的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將定義為任教於幼兒園之幼教師、

教保員以及助理教保員，且任教年資為三年（含）以內之任教者。 

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發現，國內以初任幼兒教師為研究之對象內容多為工作困擾為

主（江麗莉、鐘梅菁，1997；陳珮蓉，1998；谷瑞勉，1998；彭欣怡，2000）。

極少提到以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為研究對象之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

作滿意度相關論文。為了尋找有關初任幼兒教師之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

作滿意度相關研究，必須從各學者研究幼兒教師背景變項「服務年資」、「任

教年資」去探究，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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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教師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黃淑嫆 

（2004） 
幼稚園教師 

任教年資在 21–25 年的教師，採用「理

性思考」、「情緒調適」、「尋求支持」策

略頻率高於年資在 5 年以下的教師。 

歐慧敏 

、曾玉芳

（2009） 

幼稚園教師 

任教年資在 21–25 年的教師，採用「理

性思考」、「情緒調適」、「尋求支持」策

略頻率高於年資在 5 年以下的教師。 

謝淑珺

（2010） 
幼稚園教師 

1. 任教年資在 1 年內的教師，其「班

級教學」壓力高於超過 1 年至 21 年

以上的教師。 

2. 任教年資在 21 年以上的教師較常

採用「尋求支持」策略。 

林秀芳

（2011） 
幼稚園教師 

任教年資 3–9 年的教師，其「整體工

作壓力」、「人際關係」、「工作回饋壓力

高於任教年資 10 年以上的教師 

林于宣

（2011） 
幼稚園教師 

任教年資 1–5 年的教師，其「整體工

作壓力」、「人際關係」壓力高於任教年

資 11–15 年的教師。 

林心怡

（2011） 
幼稚園教師 

1. 任教年資在 5 年（含）以下的教師，

其「家長參與」壓力高於任教年資

在 21 年以上。 

2. 任教年資在 26 年以上，其「整體工

作滿意」、「進修升遷」滿意度高於

年資在 5 年（含）以下的教師。 

李雅雯

（2011） 
學前教師 

任教年資越高，其「工作回饋」、「教保

與管教」、「園所人際關係」、「專業成長」

壓力越低。 

鄭靜妹

（2013） 

幼兒園教保

服務人員 

資淺的教師其「工作壓力」高於資深得

教師。 

林芳瑜

（2013） 

幼兒園現任

教保人員 

任教年資在 1–5 年的教師，其「整體

工作壓力」、「人際關係」壓力高於任教

年資 11–15 年。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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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教師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研究一覽表（續）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林女滿

（2016） 
學前教師 

1. 任教年資在 1–5 年的教師，其「整

體工作壓力」高於任教年資 21 年以

上的教師。 

2. 任教年資在 11–15 年的教師，其

「外在政策環境」壓力高於任教年

資 1–5 年、21 年以上的教師。 

3. 任教年資在 1–5 年的教師，其「專

業成長」壓力高於任教年資 16–20

年、21 年以上的教師。 

楊佩蓉

（2016） 
學齡前教師 

任教年資在 15 年以上的教師，其「整

體工作滿意度」高於年資 5 年以下的教

師。 

高晶瑩

（2017） 

托育中心托

育人員 

服務年資 5 年以下的教師，其「整體工

作滿意度」高於年資滿 1 年–未滿 2 年

的教師。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可發現，在工作壓力方面，服務年資較短的幼兒教師其工作壓

力高於服務年資較久的幼兒教師。在因應策略方面，服務年資較久的幼兒教

師比較會採用多元的因應策略來幫助自己解決工作壓力或困境。在工作滿

意度方面，服務年資較短幼兒教師其工作滿意度低於服務年資較久的幼兒

教師。上述的研究結果，其研究對象都不是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而是從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的不同背景所得到的研究結果，從這可發現其有關初任

幼兒教師的相關實徵性研究略顯不足，實在需要有更多專家學者深入探討

之必要。因此，初任與非初任的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

工作滿意度是否有差異，值得本研究加以探討。 

第二節  工作壓力之概念、理論及相關研究 

本節旨在探討工作壓力的概念、教師工作壓力理論與教師工作壓力來

源相關研究。本節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工作壓力之概念；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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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教師工作壓力之理論；第三部分探討教師工作壓力來源之相關研究，茲

分述如下： 

壹、工作壓力之概念 

工作壓力是經由壓力定義衍生而來，意指個人在工作環境下所感受到

的壓力感（吳清山、林天佑，2005）。在工作壓力的定義上，有多位國內外

學者提及，茲將學者對工作壓力之定義整理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國內外研究者對工作壓力之定義 

研究者（年代） 工作壓力的定義 

陳慶盛(2004) 個體與工作環境的互動過程中，為因應工作環

境要求與自我期望，在心理、生理與認知上產

生失衡的狀態，而有緊張、焦慮、挫折、壓迫

或苦惱的反應，即為工作壓力。 

黃淑嫆(2004) 個人無法負荷社會環境或自我要求時，產生緊

張、焦慮、憤怒、挫折、苦惱及不愉快的負面

情緒或心理感受，這些反應改變工作者正常的

生理與心理上的狀態，引起身心方面的損害。 

吳清山、林天佑(2005) 個人於工作情境中，精神與身體對內在和外在

事件的一種生理及心理反應，而這種反應會導

致個人在心理不舒服或有壓迫感受。 

張嘉茹(2009) 個體面對工作環境的變化，既有的認知、經驗

能力不足以應付工作的需求與變化，造成心

理、生理方面的緊張狀態，因而產生焦慮、挫

折、壓抑等情緒反應。 

歐慧敏、曾玉芬(2009) 個體在工作上相關的情境，個人的能力或資源

無法應付外在環境或個體內在身心的需求，而

對個體產生的負面影響。 

林信安(2010) 個體與工作環境互動歷程中，當面對工作挑戰

與威脅時，透過認知與經驗的評估，而產生主

觀度不愉快的知覺感受。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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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國內外研究者對工作壓力之定義（續） 

研究者（年代） 工作壓力的定義 

李雅雯（2011） 個體無法負荷社會環境或自我要求時，產生緊

張、挫折、苦惱及不愉快的負面情緒與心理感

受，這些反應改變工作者正常的生理與心理上

的狀態，引起身心方面損害。 

錢玟妤（2014） 個體在工作環境中，面對各種壓力源，與個體

人格特質交互作用後，個人無法調適、消除產

生一種壓迫的感受與緊張狀態。 

林女滿（2016） 個體在工作情境中，與周遭的人、事、物互動

過程中，產生不愉快的、具威脅性的事件或焦

慮、煩惱、沮喪等負面情緒，導致身心失衡的

狀態。 

Steers（1988） 

（引自錢玟妤，2014） 

當個體在工作情境中，面臨到某種工作性質的

威脅時，所引起的反應。 

Pearson 與 Moomaw

（2005） 

（引自林女滿，2016） 

當個體在工作所產生不愉快的情緒，其情緒包

含緊張、憤怒、憂慮、焦躁、沮喪、挫折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對工作壓力之不同定義可知，大多國內外學者普

遍將工作壓力視為一種反應取向，此觀點學者認為：工作壓力會對個人產生

內外在的壓力源、威脅性及脅迫性，其會產生心理或生理上的反應，多半是

較為負面且不舒服的（Streers，1988；黃淑嫆 2004；吳清山、林天佑 2005；

張嘉茹 2009；歐慧敏、曾玉芬，2009；李雅雯，2011；林女滿，2016）。另

外，也有部分學者將工作壓力視為一種中介歷程，此觀點學者認為：工作壓

力會促使外在環境的要求與個人本身的能力產生交互作用，進而導致個體

在心理與生理層面上產生不平衡的狀態（陳慶盛，2004；林信安，2010；錢

玟妤，2014）。整體來說，可發現工作壓力來源為複雜性且個人對壓力的影

響是因人而異。 

綜合各學者的見解，本研究將工作壓力定義為個體在工作情境中，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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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事、物互動歷程中，面對來自環境、工作或個人等壓力源，造成生理、

心理狀態改變，因而產生焦慮、挫折、壓抑等情緒反應。 

歐慧敏、曾玉芬（2009）提及在現今社會裡教師相較於一般工作者，是

高壓力、高危險的工作，且是國際間普遍現象。由此可知「教師」在工作上

的壓力亦不容忽視，Kyriacou 與 Sutcliffe（1978）指出「教師工作壓力」是

在教師工作角色中，將要求施加於教師身上，所產生教師負面的情感反應

（如憤怒、焦慮或沮喪），而反應症狀可能伴隨病理及生理有所改變（引自

李雅雯，2011）。在教師工作壓力定義上，各學者論述的定義大同小異，各

學者依自己研究所需，而專注於不同的項目上，故本研究將「教師工作壓力」

定義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情境中，與外在人、事、物互動歷程中，

面對來自環境、工作情境及個人等因素，所產生威脅及負面情感，而引起焦

慮、挫折、壓抑等情緒反應或是身心方面等疾病。 

貳、教師工作壓力之理論 

工作壓力是各行各業的人員都能深受感受到的，為了瞭解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其工作壓力理論，本研究將藉由教師工作壓力理論來探討。教師工作

壓力理論模式先由 Kyriacou 與 Sutcliffe 於 1978 年提出，之後 Moracco 與

McFadden（1982）以及 Tellenback、Brenner 與 Lofgren（1983）再延伸 Kyriacou

與 Sutcliffe 的理論而建立另外兩個教師工作壓力理論模式，茲將此三種教

師工作壓力理論模式分述如下： 

一、Kyriacou 與 Sutcliffe 之教師工作壓力理論模式 

Kyriacou 與 Sutcliffe 兩位學者在 1978 年開始以教師為對象，探究教師

面對工作壓力時之適應歷程。此理論模式認為各種壓力來源是否對教師發

生作用，需視其知覺到的威脅而定，而影響教師知覺的因素包含教師的人格

特質、信念、態度、價值系統等（郭生玉，1989；黃淑嫆，2004；歐慧敏、

曾玉芬，2009；洪婷琪，2011；林女滿，2016），如圖 2–1 所示。其教師工

作壓力產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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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潛在壓力源：教師工作壓力來源包含心理、物理因素，當教師感受

到壓力源對其造成威脅，才會產生壓力。 

(二)個人認知評估：評估此壓力是否會對個人自尊、福祉等造成威脅，

從教師個人特質與知覺的交互作用而定，包括兩種情形，個體感覺

沒有能力適應環境的要求以及環境的要求與個人需求衝突。而潛在

壓力源是否會發展成實際的壓力源，則有待評估的結果而定。 

(三)實際壓力源：如環境中的人、事、物等實境壓力。 

(四)透過適應機轉因應之歷程：對壓力情境的評估與反應，透過情緒、

認知及行為等壓力因應策略，減少對壓力源對自我所造成的威脅。 

(五)產生壓力反應：若壓力持續存在，將對教師心理與生理上隱含負面

情感的反應。 

(六)形成慢性疾病：長期壓力影響導致慢性壓力症狀，如身心症、心臟

病及心理疾病等。 

(七)教師人格特質：教師工作壓力的產生過程中，會受到其個人人格特

質的影響，包括教師的背景變項、適應因應能力、信念、態度與價

值系統。 

其次，Kyriacou 與 Sutcliffe 的教師工作理論模式有四條回饋線： 

A 線：代表教師為了處理實際壓力源，所採取的因應策略會影響對潛在壓力

源的評估，若成功使用因應策略，則「實際壓力源」會減輕至潛在壓力源之

程度。 

B 線：代表教師壓力本身的反應可以直接或間接影響到評估 

C 線：在直接影響方面，當教師在自己工作產生極度不滿意時，其對威脅自

尊的知覺可能會提高，另外，在間接影響方面，教師本身壓力會引起身體健

康問題，終而變成可能的非工作本身壓力源。 

D 線：代表教師如果在過去無法適應環境的要求，則可能影響自己對未來適

應新環境要求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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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Kyriacou 與 Sutcliffe 的教師工作壓力之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林女滿（2016）。彰化縣學前教師工作壓力與幸福感關係之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頁 11），南華大學，嘉義縣。 

二、Moracco 與 McFadden 之教師工作壓力理論模式 

Moracco 與 McFadden（1982）根據 Kyriacou 與 Sutcliffe 之教師工作理

論模式稍作修正，提出綜合性的教師工作壓力理論模式，此理論模式說明學

校、學校在外的社會環境，以及家庭等方面，均會構成教師潛在的壓力來源

（鄧柑謀，1990；林純文，1996；葉龍源，1998；紀翠玲，2002；黃淑嫆，

2004；歐慧敏、曾玉芬，2009；洪婷琪，2011），如圖 2–2 所示。其理論要

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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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潛在壓力源：來自學校、學校外在之社會環境（即社會、工作、家

庭），如政治情勢、社區水準、工作負荷、教師角色衝突、家庭狀況

等，都會直接或間接造成教師不同程度的壓力，且這些壓力也會因

中介因素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壓力感受。 

(二)潛在工作壓力源（potential stressors）和實際工作壓力源（actual 

stressors）是不同層面的概念。前者是客觀的存在現象，後者則是主

觀評估的結果，亦即潛在壓力源若經教師個人評估後，會對教師自

尊、幸福產生威脅時，才會感受到工作壓力，故潛在工作壓力源不

僅是一種概念性的名詞，還會因不同的學校或外在環境而有所不

同。如 Kyriacou（1987）根據因素分析結果，認為學生違規、不良

的工作環境、時間壓力、學校氣氛不佳等均為潛在工作壓力；

Tellenback（1983）等人則認為師生關係不良、同事缺乏合作關係、

缺乏影響力、與學校行政人員關係欠佳、缺乏價值感等，均為潛在

的工作壓力。 

(三)中介因素：包含評估機轉、因應機轉及教師個人特質（包括過去的

經驗、人格特質與價值觀等），評估的結果無論正確、客觀與否，都

將影響之後的各項反應。 

(四)因應機轉則在於減少或緩和壓力，當所承受的工作壓力過重或過久

時，可能會引起暫時的壓力徵兆（如疲倦、挫折、憤怒、緊張），也

可能引起慢性的壓力症狀（如心臟病、胃潰瘍）。 

(五)若壓力持續長久卻無法得到適當紓解，則將形成慢性身心疾病及職

業倦怠的現象。 

其次，Moracco 與 McFadden 的教師工作理論模式有四條回饋線： 

A 線：表示壓力與因應策略的關係，如果因應策略無法減低壓力事件的發

生，則其會被評估更具有威脅性。 

B 線：表示教師正處於壓力症狀時，易知覺更多壓力事件。 

C 線：表示當教師長期處於壓力下的倦怠階段，可能會需要家庭與親人的支

持與協助。 

D 線：表示教師會因壓力症狀來檢視個人的特質，是否會影響他未來對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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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特質 

人格特質 過去經驗 價值系統 

社會 

(如：政

治、社區

水準) 

工作 

(如：工作

負荷、教

師角色衝

突) 

家庭 

(如：婚

姻狀況、

子 女 問

ˋ提) 

潛在 

壓力 

評估機制 

威脅自尊 

實際壓力 

教師知覺 

因應機制 

減底壓力 

壓力顯現 長期倦怠 

身心疾病 

A 

B 

C 

D 

的評估及因應。 

 

 

 

 

 

 

 

 

 

 

 

 

 

 

 

 

 

 

圖 2–2  Moracco 與 McFadden 的教師工作壓力之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洪婷琪（2011）。學前教師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之研

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頁 17），國立政治大學，臺北市。 

三、Tellenback、Brenner 與 Lofgren 之教師工作壓力理論模式 

Tellenback、Brenner 與 Lofgren(1983)提出教師工作壓力理論模式，相

較與前述兩種教師工作壓力模式不同之處在於「學校鄰近社區之特質」對壓

力源的影響，也同時顯示出教師個人特質扮演的中介角色，經由評估及適應

機轉來解釋壓力的重要性(黃淑嫆，2004；歐慧敏、曾玉芬，2009；林于萱，

2011)，如圖 2-3所示。其教師工作壓力模式至少包含下列三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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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鄰

近社區

之特質 

教師 

特質 

可能的

壓力來

源 

實際的

壓力來

源 

一般性

緊張 

健康與

福祉 

退出 

工作 

非職業

性的壓

力來源 

評估 因應 

機制 

（一）學校壓力源和教師壓力反應的關係：即學校鄰近社區之特質所形

成的可能壓力源，如學校位於哪一地區、學校班級規模、上級領

導風格、學校組織氣氛，都會導致教師工作壓力的來源。 

（二）教師特質的影響：依教師個人本身的特質、性格採取適當與否的

因應策略，而導致增強壓力反應或減輕實際的壓力源。 

（三）評估、適應轉機和非職業性壓力源對壓力的關係。 

 

 

 

 

 

 

 

 

 

 

 

圖 2–3  Tellenback、Brenner 與 Lofgren 的教師工作壓力之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林女滿(2016)。彰化縣學前教師工作壓力與幸福感關係之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頁 13)，南華大學，嘉義縣。 

根據以上三種教師工作壓力理論模式，可歸納以下結論： 

（一）教師工作壓力來源是多向度，可能包含工作本身、教師本身個人

特質、外在環境因素(如學校、社會)、家庭及非職業性壓力源，

均可能形成實際的工作壓力。 

（二）教師本身個人屬性(如：人格特質、信念及價值觀等)在知覺、評

估、因應工作壓力方面，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即使在相同的環

境，對工作壓力的反應也會有個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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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在面對工作壓力時，會產生因應機制，若採取有效的因應策

略，能降低對身、心理所造成壓力及實際壓力源，否則會出現較

大的壓力徵兆。 

（四）壓力並非都對身、心理有害，如果缺乏有效因應策略，長期處於

持續的工作壓力，將導致身心疾病及工作倦怠，甚至退出職場。 

綜合以上教師工作壓力的理論模式，可以提供本研究理論依據參考，清

楚瞭解教師工作壓力的狀態。此外，可從結論發現：壓力程度過高或過低時，

個人本身可能會出現壓力的症狀，對個人而言並非是件好事，但本身能有效

採取策略調節，對自己本身或心理是有很大的幫助，所以工作壓力的影響並

非全是負面性，適度的工作壓力會促使自己督促自己，將自己的缺失進而改

善，有助於良好的工作表現，激發工作潛能且增加動力。 

參、教師工作壓力來源之相關研究 

產生工作壓力來源可能來自職場人際關係問題；福利、薪水的問題；前

途發展問題；工作缺乏安全的問題；工作量過重的問題；工作時間過長的問

題；對工作適應的問題；角色衝突問題；身體暴露於危險環境（吳清山、林

天佑，2005）。Kyriacou 與 Sutcliffe（1978）、Moracco 與 McFadden（1982）、

Tellenback 等人（1983）的教師工作壓力理論模式亦指出教師工作壓力來源

是多向度，包含工作本身、教師本身個人特質、外在環境因素（如學校、社

會）、家庭及非職業性壓力源。從事幼教工作內容繁瑣、壓力來源眾多紛雜

裡，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們在工作上會面臨什麼工作壓力來源，茲將各學者對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來源彙整如表 2–3，以確立本研究有關幼兒教

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來源，提升本研究工作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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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來源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工作壓力來源 

陳淑

芳、孫

世嘉與

魏玉卿

(1999) 

台東地區幼教教

師工作壓力、工

作滿意及其因應

方式之調查研究 

台東地區

幼稚園、

托兒所教

師 

問卷調查

法 

(1)時間壓力(2)園

長壓力(3)家長壓力

(4)人際關係(5)園

所行政 

孫立葳

(2000) 

幼兒教師工作壓

力之研究 

民國 88

學年度國

立新竹師

範學院暑

期幼兒教

育學系學

士班的幼

兒教師 

問卷調查

法 

(1)時間上的壓力

(2)許多不確定性造

成的壓力(3)雜物太

多而產生的壓力(4)

保持幼教專業品質

產生的壓力(5)人際

關係上的壓力(6)個

人生活上的壓力 

林佳蓉

(2002) 

幼兒教師任教職

志、工作壓力及

社會支持之質性

研究 

任職幼教

工作後不

曾離開幼

教崗位、

六位不同

條件背景

教師 

半結構式

深度訪談 

(1)人際關係(2)工

作負荷(3)個人發展

(4)行政組織(5)角

色壓力(6)班級教學 

陳佩汝

(2002) 

台北地區托兒所

保育人員工作壓

力與工作滿意度

之研究 

台北縣市

托兒所合

格保育人

員與助理

保育人員 

問卷調查

法 

(1)工作負荷(2)家

長需求(3)人際關係

(4)行政配合(5)工

作回饋 

李新民

(2003) 

幼兒教師薪資滿

足感、工作壓力

與工作滿足感之

研究 

高高屏地

區立案的 

私立幼稚

園及托兒

所教師 

問卷調查

法 

(1)做不完的事(2)

工作要求不合理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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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來源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工作壓力來源 

劉妙真

(2004) 

幼稚園教師工作

壓力、社會支持

與職業倦怠之研

究 

高雄縣市

公私立幼

稚園教師 

問卷調查

法 

(1)人際關係(2)工

作負擔(3)時間支配

(4)班級教學(5)報

酬與心理需求 

黃淑嫆 

(2004) 

幼稚園教師工作

壓力及其因應策

略之研究 

台南市及

台南縣之

公、私立

幼稚園教

師 

問卷調查

法 

(1)人際關係(2)教

學自主(3)工作負荷

(4)工作回饋 

馬文華

(2006) 

學前教師壓力之

研究-以台北縣私

立幼兒園帶班

教、保人員為例 

台北縣之

私立幼稚

園、托兒

所學前教

保人員 

問卷調查

法 

(1)工作負擔(2)教

保成效(3)人際關係

(4)薪資福利(5)專

業成長/升遷(6)政

策環境 

張淑貞

(2007) 

台中市幼兒園工

作壓力與職業倦

怠之研究 

台中市公

私立幼稚

園及托兒

所之教師 

問卷調查

法 

(1)工作回饋(2)工

作負擔(3)班級經營

及教學(4)人際關係 

林芳菁

(2009) 

幼兒教師工作壓

力與離職傾向之

研究—以台南地

區為例 

台南縣私

立幼稚園

與托兒所

教師 

問卷調查

法 

(1)教保成效(2)工

作負荷(3)人際回饋

(4)工作回饋 

謝淑珺

(2010) 

花蓮地區幼稚園

教師工作壓力與

因應策略之調查

研究 

花蓮地區

幼稚園教

師 

問卷調查

法 

(1)班級教學(2)工

作負荷(3)人際關係

(4)政策環境(5)生

涯發展 

李雅雯

(2011) 

學前教師工作壓

力與工作倦怠之

相關研究 

北部地區

(基隆市

至新竹縣

市)學前

教師 

問卷調查

法 

(1)外在政策環境

(2)工作負荷(3)工

作回饋(4)教保與管

教(5)園所人際關係

(6)專業成長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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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來源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工作壓力來源 

林秀芳

(2011) 

台中縣公私立幼

稚園教師工作壓

力與健康情形之

相關研究 

台中縣立

案之公私

立幼稚園

教師 

問卷調查

法 

(1)人際關係(2)工

作負荷(3)班級教學

(4)報酬與福利(5)

政策環境 

林心怡

(2011) 

教師工作壓力與

工作滿意度關係

之研究-以彰化縣

幼稚園為例 

彰化縣

公、私立

幼稚園教

師 

問卷調查

法、訪談

法 

(1)工作負荷(2)班

級教學(3)家長參與

(4)人際關係 

林于萱

(2011) 

幼稚園教師工作

壓力、社會支持

與生活滿意度之

研究 

嘉義市公

私立幼稚

園教師 

問卷調查

法 

(1)工作負荷(2)人

際關係(3)教學自主

(4)工作回饋 

林芳瑜

(2013) 

花蓮縣國民小學

附設幼兒園教保

服務人員工作壓

力與因應策略之

研究 

花蓮縣

101學年

度國小附

幼兒園現

任教保服

務人員 

問卷調查

法 

(1)人際關係(2)工

作負荷(3)行政工作

(4)知能與專業知能

(5)上級壓力(6)內

在衝突 

鄭靜妹

(2013) 

幼兒教保服務人

員工作壓力、人

格特質與幸福感

之研究 

嘉義縣市

公私立幼

兒園教保

服務人員 

問卷調查

法 

(1)工作負荷(2)人

際關係(3)教學自主

(4)工作回饋 

林女滿

(2016) 

彰化縣學前教師

工作壓力與幸福

感關係之研究 

彰化縣學

前教師 

問卷調查

法 

(1)外在政策環境

(2)工作負荷(3)工

作回饋(4)教保與管

教(5)園所人際關係

(6)專業成長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表 2–3 各學者研究結果，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工作壓力來源大致

可分為政策環境、工作負荷、工作回饋、人際關係、班級教學、行政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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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需求、上級壓力、專業成長、報酬與心理需求等構面，研究者依據上述

歸類，將工作壓力來源分類為：「外在環境政策」、「工作負荷」、「工作回饋」、

「教保與管教」、「園所人際關係」、「專業成長」等六大層面，其相關層面內

涵茲分述如下： 

一、外在環境政策（馬文華，2006；謝淑珺，2010；李雅雯，2011；林

女滿，2016）：指在現今教育政策不明確，時常令老師們無所適從，

加上整體教育環境條件上限制（如：空間、經費不足）以及教師名

額不足，時常讓老師們在工作不穩定的教學環境中備感無力感，而

現今少子化趨勢，老師們在招生、教學必須付出更大心力，進而形

成莫大壓力的來源。 

二、工作負荷（陳淑芳、孫世嘉與魏玉卿，1999；孫立葳，2000；林佳

蓉，2002；陳佩汝，2002；李新民，2003；劉妙真，2004；黃淑嫆，

2004；馬文華，2006；張淑貞，2007；林芳菁，2009；謝淑珺，2010；

李雅雯，2011；林秀芳，2011；林心怡，2011；林宇萱，2011；林

芳瑜，2013；鄭靜妹，2013；林女滿，2016）：指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對於園所、同儕或家長的工作量要求過多而產生工作壓力，其工作

壓力來源包含兼任行政雜物、作息時間、園所教學外活動量、教保

工作。 

三、工作回饋（陳珮汝，2002；劉妙真，2004；黃淑嫆，2004；馬文華，

2006；張淑貞，2007；林芳菁，2009；李雅雯，2011；林秀芳，2011；

林心怡，2011；林宇萱，2011；林芳瑜，2013；鄭靜妹，2013；林

女滿，2016）：指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對於幼兒學習成效表現、工作

上的各項認同與合作支持、工作聲望與薪資福利等回饋無法成比例

而形成的工作壓力來源。 

四、教保與管教（孫立葳，2000；林佳蓉，2002；劉妙真，2004；馬文

華，2006；張淑貞，2007；林芳菁，2009；謝淑珺，2010；李雅雯，

2011；林秀芳，2011；林心怡，2011；林芳瑜，2013；林女滿，2016）：

指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對於教保技巧的不足或幼兒個人因素，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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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教保技巧、幼兒學習與行為、課程設計、班級經營及應對個別幼

兒的需求等，所產生的工作壓力來源。 

五、園所人際關係（陳淑芳、孫世嘉與魏玉卿，1999；孫立葳，2000；

林佳蓉，2002；陳佩汝，2002；劉妙真，2004；黃淑嫆，2004；馬

文華，2006；張淑貞，2007；林芳菁，2009；謝淑珺，2010；李雅

雯，2011；林秀芳，2011；林心怡，2011；林宇萱，2011；林芳瑜，

2013；鄭靜妹，2013；林女滿，2016）：指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

作情境中，與他人互動之各種關係，包括與幼兒互動、家長的溝通、

同事園所主管及行政人員相處氣氛等，所感受的工作壓力來源。 

六、專業成長（孫立葳，2000；林佳蓉，2002；黃淑嫆，2004；馬文華，

2006；謝淑珺，2010；李雅雯，2011；林于萱，2011；鄭靜妹，2013；

林女滿，2016）：指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職業上的發展性、個人專

業成長，其中包含教學自主、進修機會、個人需求的滿足等方面，

所產生的工作壓力來源。 

綜合上述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的性質與來源，本研究將「外在政

策環境」、「工作負荷」、「工作回饋」、「教保和管教」、「園所人際關係」與「專

業成長」此六個層面，作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來源研究變項之參考

依據，進一步瞭解其工作壓力感受之情形。 

第三節  因應策略之概念、理論及相關研究 

本節旨在探討因應策略的概念、因應策略的理論及教師因應策略類型

相關研究。本節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因應策略之概念；第二部分探

討因應策略之理論；第三部分探討教師因應策略類型之相關研究，茲分述如

下： 

壹、因應策略之概念 

歐慧敏、曾玉芬（2009）指出現今社會裡許多研究均顯示教師是高壓力、

高危險的工作。若教師長期工作壓力過大且時間不斷持續，造成教師會以消

極、逃避心態面對，此時工作壓力將影響教師身心健康及工作效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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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壓力時個體的心態與因應策略將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採取適當的因應

策略，將能有效解除或降低壓力，若減輕壓力所造成的負面效應，將維持良

好的工作品質（張嘉茹，2009）。 

在因應策略的定義上，有多位國內外學者提及，茲將學者對因應策略之

定義整理如表 2-4 所示。 

表 2–4 

國內外研究者對因應策略之定義 

研究者(年代) 因應策略的定義 

鄭照順(1999) 個人在與環境的互動過程中，當面臨個人超出

其能力範圍的壓力，而為了重新建立生理與心

理的平衡，所採取的處理或解決方式。 

陳慶盛(2003) 當個體在面對超過其本身所能負荷的程度範

圍，為緩衝或避免產生壓力、焦慮、威脅或其

身心疾病，而在認知、行為、情緒上所採取的

紓解方式。 

黃淑嫆(2004) 當遭遇到困擾或壓力事件時，個人內在認知、

情緒及外在行動上所做調適的努力情形。 

張嘉茹(2009) 壓力因應為一種面對壓力時的動態歷程，個體

知覺外在環境的改變與威脅，經過認知評估與

調適，所採取的處理方式與態度，以減輕壓力

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歐慧敏、曾玉芬(2009) 教師在面對其所有資源和能力的內外在情境或

問題時，為免於產生壓力、焦慮、威脅、害怕

或其他身心疾病，而透過認知改變或行為努力

去處理情境或問題的動態歷程。 

林信安(2010) 個體與環境互動過程，面對威脅與挑戰時，藉

由認知評估後，所採取面對及處理情境或問題

的反應模式。 

錢玟妤(2014) 幼兒園教師在從事教學工作而感到壓力時，所

採取的處理策略，其目的在於調適或避免個體

在面對壓力時所產生負面的感受或身心疾病，

並尋求有效解決問題的策略及方法，以紓解減

輕壓力。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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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國內外研究者對因應策略之定義（續） 

研究者(年代) 因應策略的定義 

楊子羚(2014) 公立幼兒園教保員在面對工作壓力時，尋求外

力協助或透過自我調適等方式來排解工作壓

力；而壓力因應策略的揀擇是一種動態過程，

個體會透過不斷評估與反應，選擇最適切的因

應方式，以達到工作環境中適應良好的目的。 

Folkmam(1984) 

（引自蔡玉董，2006） 

個人面對危機時，為了保持身心之完整性，減

輕不適應的感受，恢復補償衰弱的功能，所採

取的任何方法，其本身是動態的，包括認知、

行動、評價與再行動等步驟。 

Gmelch(1988) 

（引自李思宏，2006） 

因應的行程是經由個人對壓力事件的認定之後

所採取的策略，其使壓力感受減輕或減低壓力

的負向結果，以維持個人身心健康和幸福。 

Auerbach 與

Gramling(1998) 

（引自林信安，2010） 

經常使用於處理壓力情境與減低本身壓力的思

考與行動。 

Ryan 與 Twibell

（2000） 

（引自錢玟妤，2014） 

個體因應壓力之方式，其包含過去的經驗、個

人價值觀及個人目標。壓力因應策略之方法是

個體依自己而選擇，其過程包含初級評估到次

級評估之因應。 

Moskovita（2004） 

（引自蔡玉董，2006） 

為個體因應壓力時，認知與情感的反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對因應策略之不同定義，可歸納以下幾點特性： 

一、因應策略是一種動態過程取向。為個人努力去處理內在、外在的要

求，其結果是獨立的，而不管其努力的成功與否，亦無所謂因應的

好與壞。 

二、因應策略是調適壓力的措施，個人所採壓力因應，會受個人及環境

而有所不同。 

三、因應策略是一種處理壓力上或情緒上的方式。其使壓力感受減輕或

減低壓力，以維持個人身心健康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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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各學者的見解，本研究將因應策略之定義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

工作情境中，當面臨超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能力範圍，而為了調適、避免

產生壓力時，所採取之策略及方式，以舒緩、減輕壓力。 

貳、因應策略之理論 

有關壓力因應策略的理論，根據鄭照順(1999)綜合心理與社會學家的

研究，目前較具體的分類為：人格特質導向之因應、壓力認知評估之因應、

互動方式之因應及整合性之因應。茲就其內涵說明如下： 

一、人格特質導向因應模式 

此學派認為人格特質決定個體行為的型態，Pervin(1984)指出個人人格

的形成因素極為複雜，將人格特質歸納為四種主要特徵（引自鄭照順，1999）： 

（一）先天遺傳的人格特徵：個人的情緒性、活動性及攻擊性均隱藏於

胚質中，特質、習性與偏好也來自遺傳。如基因、智商、種族、

性別、身材、容貌等，皆會影響一個人的獨特作為。 

（二）環境性的人格：民族性、個人生活史及環境競爭經驗等，皆會影

響因應的行為。生存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人格的心理症狀，如緊張、

焦慮、壓力，大多是來自生存競爭的環境經驗所造成。 

（三）社會性的人格：社會階層實質的由先天基因及後天的努力所決定，

當代人格特質明顯的朝向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因應行為模式。 

（四）教育性的人格：教育性人格改變有助於增進人際關係，具樂觀進

取、積極主動的人格特質者，較能去迎接壓力的挑戰，也較能化

解壓力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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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壓力認知評估因應模式 

此學派主張對個人資源、社會資源、個人因應能力，問題解決難度的了

解、評估後，才會產生壓力之反應，如果認知評估後認為不必要的，壓力就

會解除。 

（一）Lazarus 壓力因應認知理論 

Lazarus（1984）認為個體面臨生活改變的壓力源時，會對產生的壓

力加以評估（appraisal），即評估壓力引發的傷害性、威脅性及挑戰性（引

自鄭照順，1999），如圖 2–4所示。 

 

 

 

 

  

 

 

 

 

 

 

 

 

 

 

 

 

圖 2–4  Lazarus 壓力因應認知模式圖 

資料來源：陳青勇(2001)。國民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工作壓力與因應方

式之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頁 68)，國立台中師範學院，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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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ooper 壓力認知評估模式 

Cooper（1976）提出壓力之認知歸因分析，即是一種認知評估模式。

由圖 2–5 可知「認知評估」是一切因應的基礎，如評估錯誤當然會產

生不正確的因應，Cooper 認為主觀認知評估過程，應考慮事件的重要性

（importance）、欲求（desirability）與可控制性（controllability）（引自

鄭照順，1999）。 

 

 

 

 

 

 

 

 

 

 

 

 

 

 

 

 

 

 

圖 2–5  壓力知覺回饋與因應實力的評估模式 

資料來源：鄭照順(1999)。青少年生活壓力與輔導(111頁)。臺北市：心

理。 

（三）Meichenbaum 壓力認知評估理論 

Meichenbaum（1985）提出壓力評估的種類有：(1)初級評估（primary 

appraisal）：對壓力事件直接評估，是否引發危險之後果；(2)次級評估

（secondary appraisal）：針對如何因應壓力事件的途徑加以評估，以了

解自己有沒有能力因應；(3)再次評估（reappraisal）：個體經過調適後，

針對因應效果在評估，以修正差錯，提出更好的因應策略（引自鄭照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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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三、互動方式之因應模式 

此學派主張因應行為決定於個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其間有一種動力，

是交互的與雙向的關係。 

Folkmam（1984）認為因應行為是個體與其環境互動過程中的一種結果；

換句話說，個體會影響環境、環境也會影響個體。Lewin（1935）提出行為

(B)，是個人因素(P)與環境因素(E)的函數，如圖 2-6所示。Bandura（1977）

亦指出：行為、認知與環境間有交互影響，也有相互抑制的關係（引自鄭照

順，1999）。 

 

 

 

 

 

 

 

 

 

 

 

 

 

 

 

 

 

 

 

圖 2–6  互動方式與因應方式 

資料來源：鄭照順(1999)。青少年生活壓力與輔導(113頁)。臺北市：心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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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zarus(1984)的「互動模式」指出環境因素，即壓力事件的性質，與個

人因素、因應資源，皆會影響因應策略的選擇。認知能力較高者，對壓力的

知覺較高，也較能形成結構式的知覺，因此會傾向「處理問題」的因應策略；

反之認知較差者，則不易掌握壓力刺激的關係，故傾向選擇「逃避問題」的

因應策略。Folkmam 與 Lazarus(1988)針對因應的互動模式，提出八種不同

的因應策略，分別為（引自鄭照順，1999）： 

（一）面對問題(confrontive coping)：站穩自己立場爭取自己想要的，

試圖改變對方的心意。 

（二）疏遠(distancing)：繼續過自己的生活，當作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三）自我控制(self-control)：把自己的感情隱藏起來，不讓別人知道

事情有多糟。 

（四）尋求社會支持(seeking social support)：找對事情有影響力的人協

助，讓他人了解與支持。 

（五）接受責任(accepting responsibility)：自省、了解自己所惹來的麻

煩。 

（六）逃避(escape-avoidance)：希望事情全過去，藉吃東西、喝酒、抽

菸、服用藥物使自己好過些。 

（七）有計畫地解決問題(planful problem-solving)：知道要做什麼，擬

一個行動計畫並確實遵循，加倍努力以求事情成功。 

（八）正向再評估（positive reappraisal）：尋找新的信念，經過此事變得

更加成熟。 

四、整合式之因應模式 

Moss（1992）提出統整式之因應思考方式，他認為因應的行為、思考及

認知不可採取單一取向，應考慮全面性、全盤性的瞭解問題，再整合可能得

到的資源加以一一克服。他歸納因應方式應考慮整合三個範圍：（一）認知

評估取向的因應：旨在努力釐清情境對個體的意義；（二）問題取向的因應：

旨在如何有效解除壓力源；（三）情緒控制取向的因應：旨在控制壓力與情

緒的關係，保持情緒的平衡（引自鄭照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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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理論模式可知，教師會因個人不同的人格特質，產生不同的壓

力因應方式。教師在工作壓力情境中，因為個人對認知評估方式及環境互動

不同，而對壓力刺激產生不同的因應策略，來減輕壓力所造成的負面效應。

乃是，教師面對外來的壓力刺激，會因其人格特質、認知評估方式、問題取

向方式、情緒取向方式及環境互動之差異，而採取不同的壓力因應策略，以

調適自我，將壓力所帶來的威脅與焦慮降至最低。 

參、教師因應策略類型之相關研究 

教師工作壓力的來源感受不同，所能承受的壓力程度不全然相同，因應

的方式亦會有所差異。當個體處於壓力的情境下會採取哪些因應策略來幫

助自己，國內外學者進行許多研究，其最終目的是希望透過有效的因應策略

能夠解除壓力及身心負荷感受（錢玟妤，2014）。在幼教工作內容繁瑣、壓

力來源眾多紛雜裡，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們在工作上會採取哪些因應策略類

型，茲將各學者對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類型彙整如表 2-5，以確立本

研究有關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類型，提升本研究工作可信度。 

表 2–5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類型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因應策略類型 
陳淑
芳、孫
世嘉與
魏玉卿
(1999) 

台東地區幼教教
師工作壓力、工
作滿意及其因應
方式之調查研究 

台東地區
幼稚園、
托兒所教

師 

問卷調查
法 

(1)尋求支持(2)解
決問題(3)逃避忍受
(4)不良功能行為 

黃淑嫆 
(2004) 

幼稚園教師工作
壓力及其因應策

略之研究 

台南市及
台南縣之
公、私立
幼稚園教

師 

問卷調查
法 

(1)理性思考(2)尋
求支持(3)情緒調適 

周俊
良、李
新民與
許籃憶
(2005) 

學前階段特殊教
育教師因應策略
與工作壓力之相

關研究 

台灣地區
學前特教
教師 

問卷調查
法 

(1)延宕處理(2)情
緒調適(3)尋求支持

(4)解決問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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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類型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因應策略類型 

丁姿伶 

(2007) 

私立幼稚園園長

工作壓力與其因

應策略研究 

雲林縣、

嘉義縣

市、台南

縣市等私

立幼稚園

園長 

問卷調查

法 

(1)面對問題(2)尋

求支持(3)延宕逃避

(4)情緒調適 

歐慧

敏、曾

玉芬

(2009) 

學前教師工作壓

力與因應策略之

相關研究 

全國學前

教師(含

公私立幼

稚園之教

師) 

問卷調查

法 

(1)理性思考(2)尋

求支持(3)情緒調適 

謝淑珺 

(2010) 

花蓮地區幼稚園

教師工作壓力與

因應策略之調查

研究 

花蓮地區

幼稚園教

師 

問卷調查

法 

(1)問題解決(2)理

性思考(3)自我調適

(4)尋求支持(5)延

宕逃避 

林芳瑜 

(2013) 

花蓮縣國民小學

附設幼兒園教保

服務人員工作壓

力與因應策略之

研究 

花蓮縣

101學年

度國小附

幼兒園現

任教保服

務人員 

問卷調查

法 

(1)問題解決(2)理

性思考(3)自我調適

(4)尋求支持(5)延

宕逃避 

錢玟妤 

(2014) 

臺南市公立國小

附設幼兒園教師

工作壓力與因應

策略之研究 

102學年

度任教於

台南市公

立國小附

設幼兒園

教師 

問卷調查

法 

(1)問題解決(2)理

性思考(3)自我調適

(4)尋求支持(5)延

宕逃避 

楊子羚 

(2014) 

台南市公立幼兒

園教保員的工作

壓力及其因應策

略 

五位台南

市公立幼

兒園教保

員 

半結構式

訪談法 

(1)解決問題(2)邏

輯分析(3)尋求支持

(4)情緒調適(5)逃

避忽略(6)忍受妥協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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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各學者研究發現，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因應策略類型大致可

分為解決問題、理性思考、自我調適、尋求支持、延宕逃避、情緒調適等幾

個構面，研究者根據上述歸類，將因應策略類型分類為：「解決問題策略」、

「暫時擱置策略」、「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逃避策略」等五個層面，

其相關層面內涵茲說明如下： 

一、解決問題策略(陳淑芳、孫世嘉與魏玉卿，1999；黃淑嫆，2004；周

俊良、李新民與許籃憶，2005；丁姿伶，2007；歐慧敏、曾玉芬，

2009；謝淑珺，2010；林芳瑜，2013；錢玟妤，2014；楊子羚，2014)：

指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面對工作壓力時或挫折時，直接採取行動，

其包含理性思考、積極態度、控制情境等方法，以克服障礙解決問

題。 

二、暫時擱置策略(周俊良、李新民與許籃憶，2005；丁姿伶，2007；謝

淑珺，2010；林芳瑜，2013；錢玟妤，2014；楊子羚，2014)：指幼

兒教保服務人員在面對工作壓力時或挫折時，接納壓力與挫折、自

我負責、並且稍作擱置調整，其中包含轉移注意力、接納責任、順

其自然等方法，來解決問題。 

三、改變策略(黃淑嫆，2004；周俊良、李新民與許籃憶，2005；丁姿

伶，2007；歐慧敏、曾玉芬，2009；謝淑珺，2010；林芳瑜，2013；

錢玟妤，2014；楊子羚，2014)：指幼兒教保服務人員面對工作壓力

時或挫折時，正向評估自己的認知和情緒狀態，藉由增強其本身所

擁有的資源，調整認知和情緒狀態，其中亦包含增強自我、改變認

知及重新評估等方法，來解決問題。 

四、尋求支持策略(陳淑芳、孫世嘉與魏玉卿，1999；黃淑嫆，2004；周

俊良、李新民與許籃憶，2005；丁姿伶，2007；歐慧敏、曾玉芬，

2009；謝淑珺，2010；林芳瑜，2013；錢玟妤，2014；楊子羚，2014)：

指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面對工作壓力時或挫折時，尋求他人支持，

藉由他人增強所擁有的資源和情緒狀態，其中包含尋求外在專家支

持、同儕支持、園所主管支持等方法，來解決問題。 

五、逃避策略(陳淑芳、孫世嘉與魏玉卿，1999；丁姿伶，2007；謝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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珺，2010；林芳瑜，2013；錢玟妤，2014；楊子羚，2014)：指幼兒

教保服務人員在面對工作壓力時或挫折時，採取逃避問題、責怪他

人等行動，或引發負向情緒產生身心疾病，亦包含壓抑逃避、負向

情緒或症狀、攻擊他人或自己等行為，來逃避問題。 

綜合上述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的性質與類型，本研究將「解決問

題策略」、「暫時擱置策略」、「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逃避策略」此

五個層面，作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類型研究變項之參考依據，

進一步瞭解其面對工作壓力採用因應策略紓解之情形。 

第四節  工作滿意度之概念、理論及相關研究 

本節旨在探討工作滿意度的概念、工作滿意度的理念及工作滿意度來

源相關研究，本節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工作滿意度之概念；第二部

分探討工作滿意度之理論；第三部分探討教師工作滿意度來源之相關研究，

茲分述如下： 

壹、工作滿意度之概念 

工作滿意度（job satisfaction）又稱工作滿意。工作滿意的概念起源於

1930 年代，當時企業界偏重於組織需求的滿足，相對忽略員工個人工作方

面的滿足，因此管理學者開始積極探討有關員工心理與社會因素對組織、工

作效率之影響，開始大量提出員工工作滿意之重要性與不同論點（吳清山、

林天佑，2010）。 

在工作滿意度的定義上，有多位學者提及，茲將學者對工作滿意度之定

義整理如表 2-6 所示。 

表 2–6 

國內外研究者對工作滿意度之定義 

研究者(年代) 工作滿意度的定義 

張春興（1998） 認為工作滿意度是個人或多數員工對其所任工作

感到滿意的程度。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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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國內外研究者對工作滿意度之定義（續） 

研究者(年代) 工作滿意度的定義 

陳佩汝(2002) 指個體對其所從事的工作，主觀上所產生的一種

情意態度，這種情意態度可以是正面的(工作滿

意)亦可以是負面的(工作滿意)，而正負面態度則

取決於個人自工作中實際所獲得的價值與其期望

獲得的價值之間所產生的差距。 

李新民(2003) 指員工對於工作本身及工作環境的期望與自己親

身體會感受，加以評估比較後所呈現的反應態度。 

李英蘭(2006) 指個人對其工作感受的情形，對工作整體、各個層

面的情感反應，包括堆工作及對個人所扮演的角

色所抱持的態度，是一種主觀的認定，具有一種積

極參與程度。 

童雅華(2007) 指幼稚園教師對其工作環境所抱持之感受或情感

性反應，亦即其對工作之滿意程度。 

邱蓮春(2010) 工作者對其工作中各項影響因素所產生之一種主

觀性的感覺。 

林心怡(2011) 指教師在工作情境中，個體主觀感受及情感反應

程度。 

朱美錡(2014) 指個人或多數的工作者對工作的滿意程度。 

劉順美(2016) 指個體在工作過程中，因工作本身及工作環境、工

作狀態、工作方式、工作壓力、挑戰性、工作中的

人際關係等因素影響，所產生的各種心理狀態與

情感反應。 

楊佩蓉(2016) 指工作者對所從事的工作感到滿足的程度，是一

種感受或情感應反應。 

Vroom（1964） 

(引自秦夢群，2006) 

指個人對其目前所扮演的工作角色所持的情感取

向，如對工作持正向態度則工作滿意度較高；反

之，若對工作持負向態度則表示工作滿意度較低。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綜合上述學者對工作滿意度的定義可知：工作滿意度主要是個人在工

作本身或是工作環境時，主觀的心理感受或情意取向。當個人所預期的工作

報酬與實際所獲得的愈接近，其工作滿意度愈高；反之，則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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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各學者的見解，本研究將工作滿意度之定義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對於工作本身、工作環境的冀望且親身經歷後，而對工作感受之滿意程度。 

貳、教師工作滿意度之理論 

自 1940 年代起，有關工作滿意度的理論層出不窮，且對其研究角度的

不同而有所不同，秦夢群（2011）綜合各家學者（如 English，2011；Hanson，

2002）的看法提出對教育行政有影響力之理論，將分為為「內容理論」

（Content Theory）與「過程理論」（Process Theory）兩種類型。前者注重促

進動機增強的因素與內容，後者則注重動機產生行為的過程。其中內容理論

包含兩種代表性理論，即需求層次理論、雙因子理論；而過程理論亦包括三

種代表性理論，分別為公平理論、期望理論及差距理論。，研究者將五種理

論整理如表 2–7，茲將此五種理論分別敘述如下： 

表 2–7 

工作滿意度理論一覽表 

類型 內涵 工作滿意度之理論 

內容理論 

(Content Theory) 

滿足個人需求或是

產生激勵的內在動機與

外在環境因素，例如：

心理、生理、自我實現

等需求。 

需求層次理論 

雙因子理論 

過程理論 

(Process Theory) 

由需求導致行為的

過程中，產生交互作用

的因素，例如：工作投

入、績效表現及報酬知

覺。 

公平理論 

期望裡論 

差距理論 

資料來源：謝文全(2005)。教育行政學(頁 284)。台北：高等教育 

一、需求層次理論(Need Hierarchy Theory) 

心理學家 Maslow 於 1954 年提出需求層次論，認為人類之需求分為五

個層次。低層次的需求滿足後，個人才會追求高層次的需求，如圖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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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就基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與隸屬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

需求五個需求（由低而高）層次說明之（引自張春興，1996；謝文全，2005；

秦夢群，2006）： 

(一)基本生理需求（basic physiological needs） 

包括人類賴以維生的各種需求，例如：食物、空氣、水、性及睡眠

等。此等需求，其普遍性大，變化性少，是所有其他需求的基礎。 

(二)安全需求（safety needs） 

主要偏向於人類心理上的需求。個人需要免於威脅、免於孤獨、希

求保障、免於別人侵犯，從而獲得安全感及穩定的需求。其中包括

工作的保障、免於疾病、災難或是意外事件等。 

(三)愛與隸屬需求（love and belongingness needs） 

愛與隸屬需求是社會性的動機，指能在隸屬團體中得到認同、愛護、

關注、鼓勵及支持，能友愛人並能被人友愛， 是屬於與周圍的人

互動後，產生的社會關係需求。 

(四)尊重需求（esteem needs） 

分為自尊與別人對己身的尊重兩種。前者指對自己的信心、成就、

與獨立性的評價；後者為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認可與讚許。 

(五)自我實現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 

指個人為追求完美，或成為理想中的典範，因而不斷自我發展、自

我創造的過程。此一需求最難獲得滿足，卻能引發個體不斷發展以

追求極致的表現，此需求愈滿足，個人愈會覺得受到肯定，並更加

努力精益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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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實現需求 

尊重需求 

愛與隸屬需求 

安全需求 

基本生理需求 

 

 

 

 

 

 

 

 

 

 

 

 

 

 

 

 

 

 

 

 

圖 2–7  Maslow 之需求層次理論 

資料來源：引自秦夢群(2006)。教育行政-理論部分(頁 386)。台北市：五

南 

二、雙因素理論(Two-factor Theory) 

雙因素理論由心理學家 Herzberg 於 1966 年時所提出，又稱激勵-保健

理論(motivation hygiene theory)。Herzberg 認為人類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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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人們認為工作

滿足的反面就是工作不滿足，因此只要去除使工作不滿足的因素，就會使員

工感到滿足。而 Herzberg 把「滿足」的反面定義為「無滿足」（no satisfaction），

而「不滿足」的反面卻是「無不滿足」（no dissatisfaction），滿足與不滿足分

別由兩種不同因素來控制（引自秦夢群，2006），如圖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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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理論 

 

 

Herzberg 理論 

 

 

 

 

圖 2–8  傳統與 Herzberg 理論對滿足與不滿足兩者間之不同看法 

資料來源：引自秦夢群(2006)。教育行政-理論部分(頁 387)。台北市：五南 

Herzberg（1959）研究會計師與工程師之工作滿意度發現，影響工作滿

意與不滿意的因素是兩組不同的因素，一組是較趨內在性的（intrinsic），與

個人本身有關的因素，稱之為激勵因素（motivating-factors）。另一組是屬於

較外在性（extrinsic，來自外界的）的因素，稱之為保健因素（hygienefactor），

亦稱之為維持因素(maintenance-factors)，如圖 2-9 所示。將影響工作滿意度

激勵與保健因素整理如下(引自秦夢群，2011)： 

(一) 激勵因素（motivating factors） 

1. 成就感 

2. 認同感 

3. 工作本身的挑戰性 

4. 晉升 

5. 個人與專業成長 

(二) 保健因素（hygienefactor） 

1. 公司政策與行政體系 

2. 上級視導是否正確或公平 

滿足 不滿足 

滿足 

不滿足 

無滿足 

無不滿足 

激勵因素 

保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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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滿意度 

激勵因素 
 

1.成就  2.認可 

3.工作本身  4.晉升 

5.責任  6.成長可能性 

保健因素 

1.上級領導 2.政策與管理 

3.薪資  4.上級關係 

5.同事關係  6.部屬關係 

7.工作條件  8.地位 

9.工作保障  10.私人生活 

工作滿意 無工作滿意 無工作不滿意 工作不滿意 

工作態度 

內
在
性
之
工
作
因
素 

外
在
性
之
工
作
因
素 

需
求
滿
足 

 

需
求
滿
足 

 

需
求
未
滿
足 

需
求
未
滿
足 

3. 工作環境是否良好 

4. 與上級之關係 

5. 與同僚間之關係 

6. 與部屬間之關係 

7. 個人生活 

8. 工作地位 

9. 工作之穩定度 

 

 

 

 

 

 

 

 

 

 

 

 

 

 

 

 

 

圖 2–9  Herzberg 之雙因素理論架構圖 

資料來源：邱蓮春(2010)。新竹縣幼稚園教師情緒智慧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

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頁 33)，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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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平理論（Equity Theory） 

公平理論之主要倡導者為 Adams（1963），主張個人之工作滿意的感受

是來自與他人的比較，亦稱社會比較論（Social Comparison Theory）。一個

人的滿足程度取決於在工作上的投入（如自己的經驗、年紀、教育、地位、

努力）與報酬（如薪水、地位、晉升機會）間平衡的感受，此種感受的衡量

特別強調與他人的比較，如圖 2-10 所示。上述所談為水平比較，即是與同

地位員工相比。此外，垂直比較也很重要，即是高低職位間的報酬差異是否

合理。若差異太小，則不足以使低職位之人產生強烈動機向上晉升；反之，

則會造成所得太低之抱怨（引自秦夢群，2011）。可見，公平理論認為個人

之工作滿意，取決於對「公平」、「不公平」之主觀感受，因而會因個別觀點

之差異，影響其滿意程度。 

 

 

 

 

 

 

 

 

 

 

 

 

 

 

 

 

 

 

圖 2–10  個人對所獲公平度的評量 

資料來源：引自秦夢群（2006）。教育行政-理論部分(頁 394)。台北市：五

南 

輸出(與他人比較) 輸入(與他人比較) 

薪資與收入 

社會報酬 

心理報酬 

工作努力 

教育程度 

年資 

工作表現 

工作難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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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望理論(Expectancy Theory） 

期望理論由 Vroom 於 1964 年提出，其主要建構理念以吸引力、實用

性、期望三者關係為主。Vroom 認為個人之行為動機取自於個人期望獲得

之成果及其相信此成果可達成。期望理論的假設有三（引自秦夢群，2006）： 

（一）每個人有各自不同的慾望、需要與目標。且隨著環境的改變與自

身經驗的增長，個人的慾望、需要與目標也隨之改變。 

（二）人們在遭遇不同的抉擇時，常以理性的態度來處理之。 

（三）人們會自過去的經驗中學習。面臨抉擇時，會根基於「如果這樣

行動（behavior），有多少期望（expectation）可以得到所要結果」

的程度而定。換句話說，即是先問自己，此次獲勝的機率有多少，

然後再據以做選擇。 

五、差距理論(Discrepancy Theory） 

由 Locke（1969）與 Porter（1969）提出此理論，差距理論亦稱為「期

望差距理論」。本理論之提出，乃是為了修正 Vroom「期望理論」之不足，

而發展出的另一套期望理論，其精神與 Vroom 的理論極為相似。此理論主

張員工之工作滿意度，取決於員工本身認為其「應獲得」的報酬與待遇，與

其「實際獲得」的報酬與待遇之間的差距而定。若此兩者間的差距愈小時，

愈感到滿意；反之，差距愈大時，則愈感到不滿意（引自秦夢群，2006）。 

根據以上五種工作滿意度理論，可歸納以下結論： 

一、需求層次理論強調個體需求達到心理滿足之層次愈高，其工作滿意度

將相對提高，此理論之內容僅以個人心理需求為出發點，較缺乏個人

與環境間互動之影響因素。 

二、雙因子理論認為影響個人本身動機與滿足非傳統認知僅包含組因素，

應具備個人滿意因素之內、外在因素，兩者互相影響，考量內容較為

完整。 

三、公平理論、期望理論與差距理論最大特點，乃在強調「動機」與「報

酬」之間關係。 

綜合以上工作滿意度的理論，可以提供本研究理論依據參考，清楚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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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因素可以探討教師工作滿意度之高低。此外，可從結論發現：各理論各

有所異，但對工作滿意度之評量皆以個人自身感受來評定，所以教師工作滿

意度愈高，不僅有積極效應，亦有較正面的評價；反之，當工作滿意度愈低，

不僅會出現對工作不利之誘因，會提升負面的評價，甚至讓教師出現辭職或

轉行的念頭。 

參、教師工作滿意度來源之相關研究 

吳清山、林天佑(2010)指出工作滿意度這項議題至今仍是熱門議題。有

關工作滿意度相對來說五花八門，但會因研究對象、方法不同而有所不同的

工作滿意度來源。在幼教工作內容繁瑣、壓力來源眾多紛雜裡，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們在工作滿意度上會有哪些來源，茲將各學者對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工作滿意度來源彙整如表 2-8，以確立本研究有關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滿

意度來源，提升本研究工作可信度。 

表 2–8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滿意度來源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工作滿意度來源 

陳淑

芳、孫

世嘉與

魏玉卿

(1999) 

台東地區幼教教

師工作壓力、工

作滿意及其因應

方式之調查研究 

台東地區

幼稚園、

托兒所教

師 

問卷調查

法 

(1)進修求知(2)教

學表現(3)整體工作

滿意 

陳佩汝

(2002) 

台北地區托兒所

保育人員工作壓

力與工作滿意度

之研究 

台北縣市

托兒所合

格保育人

員與助理

保育人員 

問卷調查

法 

(1)自身滿足度(2)

環境滿足度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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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滿意度來源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工作滿意度來源 

李新民

(2003) 

幼兒教師薪資滿

足感、工作壓力

與工作滿足感之

研究 

高高屏地

區立案的 

私立幼稚

園及托兒

所教師 

問卷調查

法 

(1)內在工作滿足

(包括對工作自主

性、完整性、成就

感、重要性之滿意) 

(2)外在工作滿足

(包括在工作環境受

到他人給予肯定、

支持、獎勵而感到

滿意) 

李英蘭

(2006) 

托兒所保育人員

工作價值觀、社

會支持與工作滿

意度之研究－以

高高屏地區為例 

高高屏地

區立案的

572家公

私立托兒

所之保育

人員 

問卷調查

法 

(1)工作環境(2)工

作本身(3)幼兒及幼

兒家人 

童雅華

(2007) 

台中縣市私立幼

稚園園長經營理

念與教師工作滿

意度之相關研究 

70位幼

稚園園長

及 420位

幼稚園教

師 

問卷調查

法 

(1)與同事關係(2)

與上司關係(3)工作

本質(4)工作環境

(5)薪資與進修 

邱蓮春

(2010) 

新竹縣市幼稚園

教師情緒智慧與

工作滿意度之相

關研究 

新竹縣市

立案幼稚

園之教師 

問卷調查

法 

(1)工作環境(2)工

作報酬(3)人際關係

(4)教學工作(5)決

策參與 

林心怡

(2011) 

教師工作壓力與

工作滿意度關係

之研究-以彰化縣

幼稚園為例 

彰化縣

公、私立

幼稚園教

師 

問卷調查

法、訪談

法 

(1)工作環境(2)行

政領導(3)進修升遷

(4)薪資福利(5)工

作回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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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滿意度來源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工作滿意度來源 

朱美錡

(2014) 

嘉義縣幼兒教保

服務人員幸福

感、工作價值觀

與工作滿意度之

研究 

嘉義縣公

私立幼兒

園之教保

服務人員 

問卷調查

法 

(1)工作環境(2)行

政領導(3)薪資福利

(4)工作回饋(5)升

遷進修 

劉順美

(2016) 

臺中市教保服務

人員工作價值

觀、工作滿意度

與工作幸福感之

關係 

台中市立

案公私立

幼兒園之

教保服務

人員 

問卷調查

法 

(1)工作本身(2)人

際關係(3)自我實現 

楊佩蓉

(2016) 

彰化縣學齡前教

師情緒智力與工

作滿意度之相關

研究 

彰化縣學

齡前教師 

問卷調查

法 

(1)工作環境(2)工

作回饋(3)人際關係

(4)薪資福利與待遇 

高晶瑩

(2017) 

新北市公共托育

中心托育人員工

作壓力與工作滿

意度之探討 

新北師之

45家公

共托育中

心托育人

員 

問卷調查

法 

(1)個人內在滿意度

(2)工作福利滿意度

(3)環境資源滿意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各學者研究發現，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工作滿意度來源大致

可分為教學表現、工作回饋、自身內在工作滿足、工作環境、與同事關係、

與上司關係、薪資與進修等構面，研究者根據上述歸類，將工作滿意度來源

分類為：「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兩大層面，其相關層面內

涵茲說明如下： 

一、內在工作滿意度（陳淑芳、孫世嘉與魏玉卿，1999；陳佩汝，2002；

李新民，2003；李英蘭，2006；童雅華，2007；邱蓮春，2010；劉

順美，2016；高晶瑩，2017）：指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對工作本身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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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完整性、成就性、重要性之滿意程度。 

二、外在工作滿意度（陳佩汝，2002；李新民，2003；李英蘭，2006；

童雅華，2007；邱蓮春，2010；林心怡，2011；朱美錡，2014；劉

順美，2016；楊佩蓉，2016；高晶瑩，2017）：指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在工作環境受到他人給予肯定、支持、獎勵之滿意程度。 

綜合上述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滿意度的來源與性質，本研究將「內在

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此兩個層面，作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

滿意度來源研究變項之參考依據，進一步瞭解其工作滿意度之情形。 

第五節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

相關研究 

魏玉卿、陳淑芳、孫世嘉（1999）以台東地區幼教教師為研究對象，研

究發現台東地區幼教教師的工作壓力為偏中等程度，工作滿意為中等程度，

較常使用解決問題、尋求支持的壓力因應方式。幼教教師的工作壓力與因應

方式間（尋求支持、逃避忍受、不良功能行為）部分有顯著正相關；其工作

滿意與因應方式間（尋求支持、逃避忍受、不良功能行為）部分有顯著正相

關。 

黃淑嫆（2004）以台南縣/市之公、私立幼稚園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

發現幼稚園教師對工作壓力的感受以「工作回饋」的壓力最大，其「整體工

作壓力」感受屬於中等程度。幼稚園教師面對工作壓力時，能有效運用因應

策略以紓解壓力，最常採用的因應策略為「理性思考」。幼稚園教師工作壓

力與因應策略呈顯著負相關之關係。 

林心怡（2010）以彰化縣公私立幼稚園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教師

之整體工作壓力感受程度中等偏低，其中以「工作負荷」層面的壓力最高；

其工作滿意度感受中間程度，其中以「工作回饋」層面的滿意度較高。彰化

縣幼稚園教師之工作壓力與其工作滿意度的相關情形呈負相關。 

謝淑珺（2010）以花蓮地區的幼稚園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花蓮地

區幼稚園教師之整體工作壓力感受略低於中等程度，其中以「政策環境」層

面的壓力感受度最高；花蓮地區幼稚園教師之整體因應策略最常採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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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策略。花蓮地區幼稚園教師，在「整體工作壓力」與「整體因應策略」

達到顯著的負相關，顯示花蓮地區幼稚園教師在因應策略運用愈適當，其整

體工作壓力感受度愈低。花蓮地區幼稚園教師工作壓力對因應策略具有預

測力。 

林芳瑜（2013）以花蓮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現任教保服務人員為調查

對象，研究發現花蓮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的工作壓力屬於

中等程度以上的壓力，以「上級壓力」 層面為感受到最大的壓力；其幼兒

園教保工作壓力因應策略採用情形，以「尋求支持」策略採用程度為最高。

教保服務人員於「整體工作壓力」之壓力感受度愈高時，則愈常採用「延宕

逃避」之因應策略；反之，當花蓮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於「整

體工作壓力」之壓力感受度愈低時，則愈常採用「解決問題」、「情緒調適」

等因應策略。 

錢玟妤（2014）以台南市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發

現臺南市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之整體工作壓力感受度為中等程度，其

中以「工作負荷」層面的壓力感受度最高；其整體因應策略最常採用的因應

策略為「理性思考」之因應策略。幼兒園教師在工作壓力中的「工作負荷」

層面與「整體因應策略層面」達到顯著的正相關；而工作壓力中的「班級教

學」、「人際關係」層面與「整體因應策略層面」，達到顯著負相關。幼兒園

教師在工作壓力中的「工作回饋」層面與因應策略中的「解決問題」層面之

間，達顯著的正相關，且幼兒園教師工作壓力對因應策略具有預測力。 

高晶瑩（2017）以為新北市公共托育中心托育人員研究對象，其研究發

現新北市公共托育中心托育人員的整體工作壓力平均數為 1.92，介於沒有

壓力到有點壓力之間，其中以「教學工作壓力」構面壓力感受程度最高；其

整體工作滿意度平均數為 2.68，介於滿意到非常滿意之間；其中以「個人內

在滿意度」的構面滿意感受程度最高。新北市公共托育中心托育人員其「工

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兩者間呈現負相關。 

綜合上述可發現，在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間有顯著負相關（黃淑嫆，

2004；謝淑珺，2010；林芳瑜，2013；錢玟妤，2014），亦有研究發現工作

壓力與因應策略間有顯著正相關（魏玉卿、陳淑芳、孫世嘉，1999；林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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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錢玟妤，2014）。在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有顯著負相關（林心怡，

2010；高晶瑩，2017）。魏玉卿等人（1999）其研究發現工作滿意度與因應

策略有顯著正相關。從整理出研究幼兒教師其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相關

研究、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研究、工作滿意度與因應策略之相關研

究真的不多見。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進一步探討其工

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相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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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參酌相關文獻後，本章旨在說明研究設計與實

施的過程。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

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實施程序與步驟；第五節為資料分析方法。茲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本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結果，將本研究各變項間之關係，提出研究

架構圖，如圖 3–1 所示。此外，本研究想進一步瞭解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

員採用因應策略對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之預測情形，而提出第二個研究架

構圖，如圖 3–2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研究架構路徑說明： 

路徑 A：探討初任與非初任之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工

作滿意度間之差異情形。 

路徑 B：瞭解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工作滿意度間

之相關情形。 

 

工作壓力 

1. 外在環境政策 

2. 工作負荷 

3. 工作回饋 

4. 教保與管教 

5. 園所人際關係 

6. 專業成長 

因應策略 

1. 解決問題策略 

2. 暫時擱置策略 

3. 改變策略 

4. 尋求支持策略 

5. 逃避策略 

工作滿意度 

1. 內在滿意度 

2. 外在滿意度 

教師特質 

1. 初任 

2. 非初任 

B B A 

A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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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架構圖 

研究架構路徑說明： 

路徑 C：瞭解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對工作壓力、工作滿意

度之預測情形。  

工作壓力 

1.外在環境政策 

2.工作負荷 

3.工作回饋 

4.教保與管教 

5.園所人際關係 

6.專業成長 

因應策略 

1.解決問題策略 

2.暫時擱置策略 

3.改變策略 

4.尋求支持策略 

5.逃避策略 

工作滿意度 

1.內在滿意度 

2.外在滿意度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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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文獻探討歸納統整之結果，提出本研究之研

究假設，茲分述如下： 

假設一：初任與非初任之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工作滿

意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一–1：初任與非初任之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壓力有顯著差異。 

假設一–2：初任與非初任之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因應策略有顯著差異。 

假設一–3：初任與非初任之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滿意度有顯著顯

異。 

假設二：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有顯著相關。 

假設三：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相關。 

假設四：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與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相關。 

假設五：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因應策略之表現對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 

具有顯著預測力。 

假設五–1：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因應策略之表現對工作壓力具有

顯著預測力。 

假設五–2：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因應策略之表現對工作滿意度具

有顯著預測力。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台灣培育之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為研究對象，

不包含實習教師、專任園長及職員。為了提高樣本的代表性，本研究以台灣

培育之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為母群體，而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方法，從台灣西部

地區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抽取 300 位，其中包含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150

位，其抽取人數分配以台灣行政區劃分北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

園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中部（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

縣）、南部（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外島（金門縣、

連江縣、澎湖縣）為單位，並依據行政院主計部 105 學年度幼兒園概況之各

地區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做比例分配，按照比例分配問卷數量，正式問卷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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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份。 

依據行政院主計部 105 學年度幼兒園概況之各地區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做比例分配，共抽取 300 位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填寫問卷，其中包含初任幼

兒教保服務人員 150 位，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150 位。初任與非初任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抽取人數分別為：北部地區共 20124 人，占四區人數

的 47％，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為總問卷數的 70 份，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

人員為總問卷數的 70 份、中部地區共 10794 人，占四區人數的 25％，初任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為總問卷數的 38 份，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為總問卷

數的 38 份、南部地區共 11451 人，占四區人數的 27％，初任幼兒教保服務

人員為總問卷數的 40 份，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為總問卷數的 40 份、

外島地區共 379 人，占四區人數的 1％，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為總問卷數

的 2 份，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為總問卷數的 2 份，總計為 300 份。 

本研究正式問卷實際發放之問卷總數為 310 份，回收 286 份，其回收

率為 92％，在研究者刪除無效問卷後，實際有效問卷為 276，其中初任幼兒

教保服務人員為 132 份，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為 144 份。在近年許多

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為新加坡幼兒園來台灣高薪徵選華文老師，造成

許多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離開台灣到新加玻工作，這些老師亦算台灣培

育之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此，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問卷有 10 份是來自

新加坡初任老師填寫亦納入本研究樣本裡，詳情見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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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問卷發放數量及回收率統計表 

地區 

幼兒教保

服務人員

人數 

幼兒教保

服務人員

比例 

初任幼兒

教保服務

人員 

實際發放

之問卷數 

初任幼兒

教保服務

人員 

實際回收

之問卷數 

初任幼兒

教保服務

人員回收

率 

非初任幼

兒教保服

務人員 

實際發放

之問卷數 

非初任幼

兒教保服

務人員 

實際回收

之問卷數 

非初任幼

兒教保服

務人員回

收率 

台灣地區 

北部地區 20124 人 47％ 70 份 40 份 57％ 70 份 49 份 70％ 

中部地區 10794 人 25％ 38 份 28 份 73％ 38 份 22 份 58％ 

南部地區 11451 人 27％ 40 份 53 份 100％ 40 份 73 份 100％ 

外島地區 397 人 1％ 2 份 1 份 50％ 2 份 0 份 0％ 

海外地區 新加坡   10 份 10 份     

 總計 42766 人 100％ 150 份 132 份 88％ 150 份 144 份 9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部 105 學年度幼兒園概況、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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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象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個人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年齡、婚姻狀

況、是否就讀教保相關科系、最高學歷、目前職位、服務年資、園所類別、

幼兒園所在地、幼兒園規模、任教班別等十一項目，茲將本研究施測之個人

基本資料分布情形彙整如表 3–2，以確立本研究樣本涵蓋各種背景均勻分

布，因此，本研究之樣本具有代表性。 

表 3–2 

個人基本資料分布情形 

類別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生 5 1.9％ 

女生 271 98.1％ 

年齡 

29 歲以下 115 41.7％ 

30 歲～39 歲 64 23.2％ 

40 歲～49 歲 70 25.4％ 

50 歲以上 27 9.7％ 

婚姻狀況 

未婚 151 54.7％ 

已婚 119 43.1％ 

其他（離婚、分

居、喪偶） 
6 2.2％ 

是否就讀教保相

關科系 

是 252 91.3％ 

否 24 8.7％ 

最高學歷 

高中/職 10 3.6％ 

專科 29 10.5％ 

大學 218 79％ 

研究所 19 6.9％ 

目前職位 

幼教師 73 26.4％ 

教保員 174 63％ 

助理教保員 29 10.5％ 

服務年資 

3 年以下（含 3

年） 
132 47.8％ 

3 年以上 144 52.2％ 

園所類別 

公立 44 15.9％ 

私立 216 78.2％ 

其他 16 5.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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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個人基本資料分布情形（續） 

幼兒園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89 32.2％ 

中部地區 50 18.1％ 

南部地區 126 45.7％ 

外島地區 11 4％ 

幼兒園規模 

小型（3 班以下） 54 19.6％ 

中型（4～6 班） 102 36.9％ 

大型（7 班以上） 120 43.5％ 

任教班別 

幼幼班 32 11.6％ 

小班 65 23.5％ 

中班 56 20.3％ 

大班 59 21.4％ 

混齡班 64 23.2％ 

合計  276 1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係透過文獻探討建構層面，依照層面內涵尋找合適題目，集

結成本研究「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與工作滿意度之調查問

卷」，其問卷內容包含：基本資料、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量表、幼兒

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量表、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滿意度量表，茲分述如

下： 

壹、基本資料 

本量表的基本資料共有十二題。 

一、性別：男生、女生 

二、年齡：由受試者自行填寫 

三、婚姻狀況：未婚、已婚、其他(離婚、分居、喪偶) 

四、是否就讀教保相關科系：是、否 

五、最高學歷：高中/職、專科、大學、研究所 

六、目前職位：幼教師、教保員、助理教保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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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務年資：由受試者自行填寫 

八、園所類別：公立、私立、其他 

九、幼兒園所在地區：由受試者自行填寫 

十、幼兒園規模：小型（3 班以下）、中型（4~6 班）、大型（7 班以上） 

十一、任教班別：幼幼班、小班、中班、大班、混齡班 

貳、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量表 

本研究採用之歐慧敏(2009)所編製「學前教師工作壓力量表」，此量表

旨在協助學前教師瞭解自己在面對各種教學相關的情境中所知覺到的壓力

狀況。茲將量表內容、計分方式及信效度說明如下： 

一、量表內容 

本量表分為外在政策環境、工作負荷、工作回饋、教保和管教、園

所人際關係與專業成長等六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各有 6 題，總量表共

36 題，其意義分別敘述如下： 

(一)外在政策環境：在協助學前教師瞭解其在外在的環境變動下，對其

未來面對的工作環境所知覺的工作壓力。其中包含幼教政策、少子

化的競爭性、整體的幼教生態等。包括第 1-6題，其得分愈高，表

示愈知覺到此構面的工作壓力。 

(二)工作負荷：在協助學前教師瞭解其對於園所、同儕或家長的工作量

要求過多，致使無法在一定時間內完成任務，而承受超過個人能力

的心理負擔，所知覺的壓力。其中包含作息時間、園所教學外活動

量、教保工作、行政雜務等。包括第 7-12 題，其得分愈高，表示

愈知覺到此構面的工作壓力。 

(三)工作回饋：在協助學前教師瞭解其對於工作的付出與所獲得有形或

無法的回饋不成比例，所知覺的壓力。其中包含薪資、各項福利、

外在重要他人的肯定等。包括第 13-18題，其得分愈高，表示愈知

覺到此構面的工作壓力。 

(四)教保與管教：在協助學前教師瞭解其對於教保技巧的不足或幼兒個

人因素，所產生在教保或管教上所知覺的壓力。其中包含教保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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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學習與行為、課程設計、班級經營及應對個別幼兒的需求等。

包括第 19-24題，其得分愈高，表示愈知覺到此構面的工作壓力。 

(五)園所人際關係：在協助學前教師瞭解其對於園所內與他人互動之各

種關係中所知覺的壓力。其中包含園所、同儕、家長及幼兒等。包

括第 25-30題，其得分愈高，表示愈知覺到此構面的工作壓力。 

(六)專業成長：在協助學前教師瞭解其對於其職業的發展性及個人專

業、及其成長所知覺的壓力。其中包含教學自主、進修機會、個人

需求的滿足等。包括第 31-36題，其得分愈高，表示愈知覺到此構

面的工作壓力。 

二、計分方式 

本量表作答方式採 Likert 式六點量表，全部題目題為正向題，分別

為「非常符合」、「符合」、「有些符合」、「有些不符合」、「不符合」及「非

常不符合」，其計分方式依次為「6、5、4、3、2、1」。將各分量表所屬

的題目得分相加即為分量表的得分，將分量表的分數相加為工作壓力總

分。分數愈高，表示受試者所知覺到的工作壓力愈高。 

三、量表信度與效度 

本量表隔三週重測信度係數介於.636 至.753 之間；隔六週重測信

度係數介於.601 至.723 之間，可見本量表之穩定性頗佳。本量表內部

一致性介於.879 至.932 之間。本量表採內容效度、校標關聯效度、建構

效度來驗證本量表的效度。 

參、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量表 

本研究採用之歐慧敏(2009)所編製「學前教師因應策略量表」，此量

表旨在在協助學前教師瞭解自己在面對各種教學相關的情境中的壓力狀況

所採取的因應策略。茲將量表內容、計分方式及信效度說明如下： 

一、量表內容 

本量表分為解決問題、暫時擱置、改變、尋求支持及逃避等五個分

量表，每個分量表各有 8 題，總量表共 40 題，本問卷將因應策略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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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其解決問題策略 8 題，修改為 7 題，其他因應策略維持原先題數 8

題，本問卷共 39 題，其意義分別敘述如下： 

(一)解決問題策略：在協助學前教師瞭解其在面對工作壓力或挫折時，

直接採取行動以克服障礙解決問題的頻率。其中包含理性思考(擬

訂計畫、探索原因、客觀分析)，積極態度(主動、立即處理、自我

肯定)，控制情境(控制情境)等三個細類。包括第 1-7 題，其得分

愈高，表示愈常採用問題解決策略。 

(二)暫時擱置策略：在協助學前教師瞭解其在面對工作壓力或挫折時，

接納壓力與挫折、自我負責、並且稍作擱置調整以解決問題的頻率。

其中包含轉移注意力、接納責任、順其自然等三個細類。包括第 9-

16題，其得分愈高，表示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略。 

(三)改變策略：在協助學前教師瞭解其在面對工作壓力或挫折時，正向

評估自己的認知和情緒狀態，藉由增強其本身所擁有的資源，調整

認知和情緒狀態以解決問題的頻率。包含增強自我、改變認知及重

新評估等三個細類。包括第 17-24題，其得分愈高，表示愈常採用

改變策略。 

(四)尋求支持策略：在協助學前教師瞭解其在面對工作壓力或挫折時，

尋求他人支持，藉由他人增強所擁有的資源和情緒狀態以解決問題

的頻率。包含尋求外在專家支持、同儕支持、園所主管支持等三個

細類。包括第 25-32題，其得分愈高，表示愈常採用尋求支持策略。 

(五)逃避策略：在協助學前教師瞭解其在面對工作壓力或挫折時，採取

逃避問題、責怪他人、訴諸天命和訴諸宗教的行動，或引發負向情

緒產生身心疾病以逃避問題的頻率。包含壓抑逃避、負向情緒或症

狀、攻擊他人或自己等三個細類。包括第 33-40題，其得分愈高，

表示愈常採用逃避策略。 

二、計分方式 

本量表作答方式採 Likert 式六點量表，全部題目題為正向題，分別

為「非常符合」、「符合」、「有些符合」、「有些不符合」、「不符合」及「非

常不符合」，其計分方式依次為「6、5、4、3、2、1」，然後將各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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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的題目得分相加即為分量表的得分。分數愈高，表示受試者在面臨

工作壓力時，所採取此項因應策略頻率愈高。 

三、量表信度與效度 

本量表隔三週重測信度係數介於.545 至.683 之間；隔六週重測信度

係數介於.521 至.652 之間，可見本量表之穩定性尚佳。原本量表內部一

致性介於.850 至.956 之間，後來修改後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介於.733

至.898 之間。本量表採內容效度、校標關聯效度、建構效度來驗證本量

表的效度。 

肆、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滿意度量表 

本研究採用之李新民(2003)所編製「學前教師工作滿意度量表」，藉以

瞭解幼兒教師在實際工作中與工作環境上的親身感受，加以評估比較後所

呈現對工作滿意之反應態度。茲將問卷內容、計分方式及信效度說明如下： 

一、量表內容 

整份量表共分兩個構面，為內在工作滿意(包含工作教學的自主性、

完整性、成就性、重要性)與外在工作滿意(包含工作環境裡受到他人給

予肯定、支持、獎勵制度)，每一構面各五題，各有一題反向計分題，一

共 10 題。 

二、計分方式 

本量表作答方式採 Likert 式四點量表，其選項分別就「完全同意」、

「多數同意」、「少數同意」及「不同意」，其計分方式依次為「4、3、2、

1」；針對反向計分題則從「完全同意」、「多數同意」、「少數同意」及「不

同意」，，其計分方式依次為「1、2、3、4」。量表所得分數愈高，表示

受試者在工作滿意程度越高。 

三、量表信度與效度 

本量表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41.7%、26.1%，Cronbach α係數分別

為.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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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施程序與步驟 

本研究實施過程可分為七個階段：確定主題方向、閱讀相關文獻、確定

研究架構、選擇研究工具、問卷正式施測、資料彙整與分析處理及完成論文

撰寫。其研究流程如圖 3-2 所示，茲將七個實施階段分述如下： 

壹、確定研究方向（2017 年 7 月至 2017 年 9 月） 

研究者在研究所畢業後將到幼兒園工作，想對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有更深入的瞭解，但查閱相關文獻，其研究僅限於工作困擾，且依研究對象

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的研究不多，因此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將主題訂為

「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貳、閱讀相關文獻（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6 月） 

確定研究主題後，研究者先蒐集碩博士相關論文、期刊、書籍與主題相

關之文獻，加以綜合整理分析相關文獻以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參、確定研究架構（2017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1 月） 

確定研究主題後，即開始整理歸納本研究的內涵及層面，確認研究變

項：自變項為教師特質初任與非初任；依變項為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工作

滿意度三項。根據文獻資料統整結果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確定本研究的目

的、問題及研究架構。 

肆、選擇研究工具（2017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為了達成研究目的，研究者根據文獻及研究架構，以進行問卷量表的設

計，本研究選擇歐慧敏（2009）編製之「學前教師工作壓力量表」、「學前教

師因應策略量表」及李新民（2003）編製之「學前教師工作滿意度量表」為

研究工具，以瞭解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

度的相關。 

伍、問卷正式施測（2018 年 2 月至 2018 年 4 月） 

本研究以台灣培育之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為母群體，採分層抽樣，從台灣



 

64 
 

培育之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共抽 300 位，本研究依台灣培育之初任與非初任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為研究對象，其 300 位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中有 150 位初

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進行問卷調查。採用郵寄問卷、網路問卷方式，將調

查問卷寄到各地區幼兒園，事先委託同學、學姊、園長代為發放，並再請同

學、學姊、園長於 2018 年 2 月下旬進行正式施測，於 2018 年 3 月中旬開

始以電話、訊息通知委託同學、學姊、園長將正式問卷回收，在 2018 年 4

月初將所有問卷回收完畢。在蒐集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樣本過程發現，

其數量無法順利蒐集，因此，透過網路問卷方式並且請同學、學姊幫忙分享，

完成蒐集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樣本。 

陸、資料彙整與分析處理（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4 月） 

將所有問卷回收完畢後，隨即進行資料檢視工作及整理編碼，在輸入

SPSS for windows 22.0統計軟體進行現況分析、差異分析、相關分析及預

測分析。 

柒、完成撰寫論文（2018 年 5 月至 2018 年 6 月） 

根據資料分析之結果進行討論，綜合歸納其研究結果，提出具體結論與

相關建議，完成論文初稿，與指導教授討論並修改，確定後提出論文口試。

最後，經由本研究論文口試委員及指導教授之建議，進行修改，完成論文撰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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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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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節旨在調查問卷資料的處理與分析方法，進行說明。本研究採問卷調

查法，經問卷施測回收後，刪除不適用之無效問卷，其刪除無效問卷標準為：

填寫對象不符、服務年資未填寫、各分量表有兩題未填寫或多重選擇，均視

為無效問卷。將刪除 10 份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有 276 份，包括初任幼兒

教保服務人員 132 份，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144 份進行編碼以 SPSS 

22.0 套裝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採α=.05 為顯著水準進行統計分

析。主要統計方法如下： 

壹、描述性統計 

運用平均數、標準差，分析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

作滿意度之現況。 

貳、獨立樣本 t 考驗 

主要用於分析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

及工作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參、Pearson 積差相關 

主要用於探討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

度之相關情形。 

肆、多元迴歸分析 

主要用於瞭解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對工作壓力、工作

滿意度之預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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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探討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

度之關係，將調查所得結果進行統計分析，在依據分析結果與其相關文獻

作進一步得綜合討論。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

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現況分析；第二節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與工作滿意度之差異情形；第三節初任幼兒

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第四節初

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對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之預測分析。 

第一節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

現況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

現況，以完成目的一「瞭解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

意度之現況」，並回答問題一「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

作滿意度之現況為何？」，茲分述如下： 

壹、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之現況分析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與各層面之工作壓力現況如表 4–1。本研究

工具為六點量表，每題以一至六分表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的工作壓力程度。

因此，分數愈高，表示該層面的壓力愈高；反之，則愈低。 

由表 4–1 可知，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壓力」之平均數為

113.72，標準差為 28.53，題數為 36 題，單題平均數為 3.16。就各層面得分

情形為：「外在政策環境」之平均數為 21.87，標準差為 5.54，題數為 6 題，

單題平均數為 3.65；「工作負荷」之平均數為 20.29，標準差為 6.95，題數為

6 題，單題平均數為 3.38；「工作回饋」之平均數為 19.54，標準差為 7.84，

題數為 6 題，單題平均數為 3.26；「教保與管教」之平均數為 19.99，標準差

為 5.49，題數為 6 題，單題平均數為 3.33；「園所人際關係」之平均數為

16.04，標準差為 6.19，題數為 6 題，單題平均數為 2.67；「專業成長」之平

均數為 15.99，標準差為 5.70，題數為 6 題，單題平均數為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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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結果可知： 

一、就整體工作壓力而言，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整體工作壓力」單題

平均數為3.16，代表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壓力」感受程

度趨近於中等程度。 

二、就工作壓力六個層面而言，各層面單題平均數介於2.67~3.65之間，

其感受程度由高至低排序等級依序為：「外在政策環境」、「工作負

荷」、「教保與管教」、「工作回饋」、「園所人際關係」、「專業成長」，

代表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外在政策環境」層面之壓力感受程度最

高，而在「園所人際關係」、「專業成長」層面之壓力感受程度最低。 

表 4–1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之現況分析摘要表(N=276) 

層面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單題 

平均數 

外在政策環境 6 21.87 5.54 3.65 

工作負荷 6 20.29 6.95 3.38 

工作回饋 6 19.54 7.84 3.26 

教保與管教 6 19.99 5.49 3.33 

園所人際關係 6 16.04 6.19 2.67 

專業成長 6 15.99 5.70 2.67 

整體工作壓力 36 113.72 28.53 3.16 

貳、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之現況分析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各層面之因應策略現況如表 4–2。本研究工具為

六點量表，每題以一至六分表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的採用因應策略頻率。因

此，分數愈高，表示採用該種策略的頻率愈高；反之，則愈低。 

由表 4–2 可知，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因應策略各層面得分情形為：「解

決問題策略」之平均數為 31.88，標準差為 4.33，題數為 7 題，單題平均數

為 4.59；「暫時擱置策略」之平均數為 32.99，標準差為 5.04，題數為 8 題，



 

69 
 

單題平均數為 4.12；「改變策略」之平均數為 37.41，標準差為 4.85，題數為

8 題，單題平均數為 4.68；「尋求支持策略」之平均數為 36.86，標準差為

4.86，題數為 8 題，單題平均數為 4.61；「逃避策略」之平均數為 18.18，標

準差為 6.71，題數為 8 題，單題平均數為 2.27。 

由上述分析結果可知，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五個層面，各層

面單題平均數介於 2.27~4.68 之間，其採用頻率由高至低排序等級依序為：

「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解決問題策略」、「暫時擱置策略」、「逃避

策略」，代表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工作壓力或困擾時，愈常採用「改變策

略」，而愈少採用「逃避策略」。 

表 4–2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之現況分析摘要表(N=276) 

層面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單題 

平均數 

解決問題策略 7 31.88 4.33 4.55 

暫時擱置策略 8 32.99 5.04 4.12 

改變策略 8 37.41 4.85 4.68 

尋求支持策略 8 36.86 4.86 4.61 

逃避策略 8 18.18 6.71 2.27 

參、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滿意度之現況分析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與各層面之工作滿意度現況如表 4-3。本研究

工具為四點量表，每題以一至四分表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的工作滿意程度。

因此，分數愈高，表示該層面的滿意度愈高；反之，則愈低。 

由表 4–3 可知，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滿意度」之平均數為

29.75，標準差為 4.69，題數為 10 題，單題平均數為 2.98。就各層面得分情

形為：「內在工作滿意度」之平均數為 15.22，標準差為 2.53，題數為 5 題，

單題平均數為 3.04；「外在工作滿意度」之平均數為 14.53，標準差為 2.73，

題數為 5 題，單題平均數為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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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結果可知： 

一、就整體工作滿意度而言，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整體工作滿意度」

單題平均數為 2.98，代表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滿意度」

屬於中偏高的程度。 

二、就工作滿意度兩個層面而言，各層面單題平均數介於 2.53~2.73 之

間，其感受程度由高至低排序等級為：「外在工作滿意度」、「內在

工作滿意度」，代表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外在工作滿意度」(包含

工作環境裡受到他人給予肯定、支持、獎勵制度)層面感受程度較

高，而在「內在工作滿意度」(包含工作教學的自主性、完整性、成

就性、重要性)層面感受程度較低。 

表 4–3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滿意度之現況分析摘要表(N=276) 

層面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單題 

平均數 

內在工作滿意度 5 15.22 2.53 3.04 

外在工作滿意度 5 14.53 2.73 2.91 

整體工作滿意度 10 29.75 4.69 2.98 

肆、綜合討論 

有關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現況，茲分

述如下： 

一、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方面 

本研究結果顯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趨近於中等程度，

此與陳淑芳、孫世嘉與魏玉卿（1999）、謝淑珺（2010）、林女滿（2016）

的研究結果相似。綜合以上研究可推論多數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

作壓力趨近於中等。而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外在政策環境」層面壓力

感受程度較高，與馬文華（2006）、謝淑珺（2010）、林女滿（2016）的

研究結果一致。綜合上述研究發現可推論多數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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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教育政策的改革，使得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外在政策環境」感受較

大的壓力。根據本研究發現可推論其原因為現今教育政策的改革，教育

政策不明確，讓多數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可能覺得無所適從，加上現今的

社會環境面臨少子化，使得多數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可能在招生上多花心

思，進而形成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無法負荷的壓力。 

二、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方面 

本研究結果顯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工作壓力或困擾時，較常

採用「改變策略」，此與楊子羚（2014）的研究結果相似；而較少採用

「逃避策略」，此與魏玉卿等人（1999）、丁姿伶（2007）、謝淑珺（2010）、

林芳瑜（2013）、錢玟妤（2014）、楊子羚（2014）的觀點一致。綜合上

述研究發現共同顯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面臨工作壓力或困擾，較常採用

「改變策略」，而較少採用「逃避策略」，由此可推論多數幼兒教保服務

人員在面臨工作壓力或困擾時，較常會採取正向、積極的策略，如：增

強自我、改變認知等策略來調適自己所面臨的工作壓力或困擾，而比較

不常採用負面且消極的策略，如：壓抑逃避、負向情緒或症狀等策略來

調適自己所面臨的工作壓力或困擾。 

三、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滿意度方面 

本研究結果顯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滿意度屬於中偏高的程

度，此與陳珮汝（2002）、陳永純（2010）、朱美錡（2014）、高晶瑩（2017）

的研究結果相似。綜合以上研究可推論多數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

作滿意度感受屬於中偏高。而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外在工作滿意度」

感受較為滿意，與童雅華（2007）、林心怡（2011）、朱美錡（2014）的

研究結果相似。綜合上述研究發現可推論多數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

環境中受到他人的肯定、支持及獎勵制度，對於外在的滿意度感受較為

滿意。根據本研究發現可推論多數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可能對於顯露在外

的工作滿意度，如：與主管同事相處融洽、受到園所公開表揚或物質獎

勵及園所會提供升遷或學習成長的機會等工作滿意度，較能讓多數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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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服務人員對於幼教工作感受較為滿意。 

第二節  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

與工作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本節旨在探究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

及工作滿意度之差異，以完成目的二「比較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差異情形」，並回答問題二「初任與

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是否有所差

異？」，茲分述如下： 

壹、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之差異分析 

表 4–4 為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壓力平均數差異之獨

立樣本 t 考驗結果，根據表 4-4，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在「整體工作壓力」層面：由表可知，t 值為 0.23（p>0.05），並未

達 0.05 顯著水準，表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壓力，沒有因

為初任與非初任而有顯著差異，二組呈現相當一致的反應。 

二、在「外在政策環境」層面：由表可知，t 值為 - 2.12（p < 0.05），已

達 0.05 顯著水準，表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外在政策環境層面，會

因初任與非初任而有顯著差異。進一步由二組平均數來看，非初任

組之平均數為 22.54，顯著高於初任組平均數 21.14，也就是說非初

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外在政策環境」層面的壓力顯著高於初任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三、在「工作負荷」層面：由表可知，t 值為 - 1.30（p > 0.05），並未達

0.05 顯著水準，表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負荷層面，沒有因為

初任與非初任而有顯著差異，二組呈現相當一至的反應。 

四、在「工作回饋」層面：由表可知，t 值為 0.22（p > 0.05），並未達

0.05 顯著水準，表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回饋層面，沒有因為

初任與非初任而有顯著差異，二組呈現相當一致的反應。 

五、在「教保與管教」層面：由表可知，t 值為 0.13(p > 0.05)，並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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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顯著水準，表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教保與管教層面，沒有因

為初任與非初任而有顯著差異，二組呈現相當一致的反應。 

六、在「園所人際關係」層面：由表可知，t 值為 1.24（p > 0.05），並

未達 0.05 顯著水準，表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園所人際關係層面，

沒有因為初任與非初任而有顯著差異，二組呈現相當一致的反應。 

七、在「專業成長」層面：由表可知，t 值為 3.04（p < 0.05），已達 0.05

顯著水準，表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專業成長層面，會因初任與非

初任而有顯著差異。進一步由二組平均數來看，初任組之平均數為

17.06，顯著高於非初任組平均數 15.00，也就是說初任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在「專業成長」層面的壓力顯著高於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

員。 

表 4–4 

初任與非初任之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之獨立樣本 t考驗分析摘要表 

層面 
初任(n=132) 非初任(n=144)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外在政策環境 21.14 5.71 22.54 5.30 -2.12* 

工作負荷 19.73 6.72 20.81 7.13 -1.30 

工作回饋 19.65 7.47 19.44 8.19 0.22 

教保與管教 20.03 5.61 19.94 5.39 0.13 

園所人際關係 16.52 6.35 15.60 6.03 1.24 

專業成長 17.06 5.78 15.00 5.46 3.04** 

整體工作壓力 114.13 28.04 113.34 29.06 0.23 

*p<0.05，**p<0.01 

貳、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因應策略之差異分析 

表 4–5 為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因應策略平均數差異之獨

立樣本 t 考驗結果，根據表 4-5，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在「解決問題策略」層面：由表可知，t 值為 - 3.64（p < 0.001），

已達 0.05 顯著水準，表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解決問題策略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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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初任與非初任而有顯著差異。進一步由二組平均數來看，非初

任組之平均數為 32.77，顯著高於初任組平均數 30.91，也就是說非

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因應工作壓力或困擾時，採用「解決問題

策略」頻率顯著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二、在「暫時擱置策略」層面：由表可知，t 值為 - 2.27（p < 0.05），已

達 0.05 顯著水準，表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暫時擱置策略層面，會

因初任與非初任而有顯著差異。進一步由二組平均數來看，非初任

組之平均數為 33.65，顯著高於初任組平均數 32.28，也就是說非初

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因應工作壓力或困擾時，採用「暫時擱置策

略」頻率顯著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三、在「改變策略」層面：由表可知，t 值為 - 2.24（p < 0.05），已達

0.05 顯著水準，表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改變策略層面，會因初任

與非初任而有顯著差異。進一步由二組平均數來看，非初任組之平

均數為 38.03，顯著高於初任組平均數 36.73，也就是說非初任幼兒

教保服務人員在因應工作壓力或困擾時，採用「改變策略」頻率顯

著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四、在「尋求支持策略」層面：由表可知，t 值為 - 2.27（p < 0.05），已

達 0.05 顯著水準，表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尋求支持策略層面，會

因初任與非初任而有顯著差異。進一步由二組平均數來看，非初任

組之平均數為 37.49，顯著高於初任組平均數 36.17，也就是說非初

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因應工作壓力或困擾時，採用「尋求支持策

略」頻率顯著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五、在「逃避策略」層面：由表可知，t 值為 1.11（p > 0.05），並未達

0.05 顯著水準，表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逃避策略層面，沒有因為

初任與非初任而有顯著差異，二組呈現相當一致的反應。 

表 4–5 

初任與非初任之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之獨立樣本 t考驗分析摘要表 

層面 
初任(n=132) 非初任(n=144)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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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策略 30.91 3.89 32.77 4.53 -3.64*** 

暫時擱置策略 32.28 4.86 33.65 5.13 -2.27* 

改變策略 36.73 4.41 38.03 5.16 -2.24* 

尋求支持策略 36.17 4.96 37.49 4.69 -2.27* 

逃避策略 18.64 6.78 17.75 6.65 1.11 

*p<0.05， ***p<0.001 

參、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表 4–6 為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滿意度平均數差異之

獨立樣本 t 考驗結果，根據表 4-6，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在「整體工作滿意度」層面：由表可知，t 值為 - 4.23（p < 0.001），

已達 0.05 顯著水準，表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滿意度，會

因初任與非初任而有顯著差異。進一步由二組平均數來看，非初任

組之平均數為 30.85，顯著高於初任組平均數 28.54，也就是說非初

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滿意度」顯著高於初任幼兒教保

服務人員。 

二、在「內在工作滿意度」層面：由表可知，t 值為 - 5.21（p < 0.001），

已達 0.05 顯著水準，表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內在工作滿意度層

面，會因初任與非初任而有顯著差異。進一步由二組平均數來看，

非初任組之平均數為 15.94，顯著高於初任組平均數 14.42，也就是

說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內在工作滿意度」顯著高於初任幼

兒教保服務人員。 

三、在「外在工作滿意度」層面：由表可知，t 值為 - 2.44（p < 0.05），

已達 0.05 顯著水準，表示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外在工作滿意度層

面，會因初任與非初任而有顯著差異。進一步由二組平均數來看，

非初任組之平均數為 14.91，顯著高於初任組平均數 14.11，也就是

說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外在工作滿意度」顯著高於初任幼

兒教保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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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初任與非初任之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滿意度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

表 

層面 
初任(n=132) 非初任(n=144)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內在工作滿意度 14.42 2.49 15.94 2.35 -5.21*** 

外在工作滿意度 14.11 2.70 14.91 2.70 -2.44* 

整體工作滿意度 28.54 4.61 30.85 4.49 -4.23*** 

*p<0.05，***p<0.001 

肆、綜合討論 

有關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

意度之差異情形，茲分述如下： 

一、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差異 

本研究結果與林女滿（2016）共同顯示，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在「外在環境政策」層面壓力顯著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由此可

推論，因為現今教育政策的改革、教育政策的不明確，使得非初任幼兒

教保服務人員壓力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馬文華（2006）、謝淑

珺（2010）、李雅雯（2011）的研究發現「外在環境政策」在年資上無顯

著差異，與本研究發現不一致。綜合上述研究發現可推論其原因為馬文

華（2006）其研究對象為台北縣私立幼稚園、托兒所學前教保人員，且

研究時間在幼托整合試辦期間，由此可知，可能是因為研究地區、研究

時間的不同造成與本研究結果有所差異。謝淑珺（2010）其研究對象為

花蓮地區幼稚園教師，由此可知，可能是因為研究地區的不同與本研究

發現有所差異。李雅雯（2011）其研究對象為北部地區學前教師，且年

資界定與本研究不同，可能因為上述原因造成與本研究結果有所差異。 

根據本研究結果可推論其原因是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外在

政策環境」方面壓力較大，可能是面對現今幼教政策的搖擺、在轉型變

革的幼教情境中、現今家長的掌控性增加、少子化等壓力，心中難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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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想轉換跑道，但想要轉換跑道二度就業對於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

員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為了避免工作不穩定，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可能在「外在政策環境」面對沉重的壓力繼續在幼兒園工作。初任幼兒

教保服務人員在「外在政策環境」方面壓力較小的原因，可能是其年齡

還年輕，想轉換其他性質的工作對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可能較為容

易，所以「外在政策環境」對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可能不易感受其壓

力。 

本研究結果與林女滿（2016）共同顯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

「專業成長」層面壓力顯著高於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由此可推論，

因為教學自主、進修機會、個人需求滿足等因素，使得初任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在專業成長壓力高於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根據本研究結果

可推論其原因是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教學經驗可能較為不足，幼兒園

主管會去干涉其教學狀況，可能導致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容易缺乏教

學自主權，漸漸會去懷疑自己的專業能力，使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

「專業成長」壓力感受較為明顯。黃淑嫆（2004）、馬文華（2006）、謝

淑珺（2010）、李雅雯（2011）、林于萱（2011）、鄭靜妹（2013）的研究

發現「專業成長」在年資上無顯著差異，與本研究發現不一致。綜合上

述研究發現可推論，黃淑嫆（2004）、馬文華（2006）、謝淑珺（2010）、

李雅雯（2011）、林于萱（2011）、鄭靜妹（2013）的研究地區均為局部

地區，而本研究之區域涵蓋台灣北部、中部、南部及外島，可能是因為

研究區域的不同造成與本研究結果不同。 

二、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因應策略差異 

本研究結果與黃淑嫆（2004）、歐慧敏與曾玉芳（2009）、謝淑珺

（2010）共同顯示，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因應工作壓力或困擾時，

採用「解決問題策略」、「暫時擱置策略」、「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

頻率顯著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由此可推論，當非初任幼兒教保

服務人員面臨工作壓力或困擾時，較常採用正向、積極的因應策略，如：

主動探索原因、立即處理困擾、增強自我、改變認知及尋求他人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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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幫助自己調適工作壓力或困擾，其採用正向、積極的因應策略頻率

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根據本研究結果可推論其原因為，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教學

經驗較為豐富，在面對工作壓力或困擾時，可能比較知道現階段面臨壓

力或困擾該採取哪些策略來幫助自己，相對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

為經驗不足，能面臨壓力與困擾該採取哪些策略幫助自己比較茫然，使

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採用因應策略頻率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

人員。 

三、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滿意度差異 

本研究結果與李英蘭（2006）、林心怡（2011）、楊佩蓉（2016）、高

晶瑩（2017）共同顯示，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滿意度」、

「外在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顯著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

員。由此可推論，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教學的自主性、成就

性、重要性及工作環境裡受到他人給予肯定、支持、獎勵制度等滿意度

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根據本研究發現推論其原因，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教學經驗

較為豐富且服務年資較長，在教學因為經驗、資深可能容易獲得教學自

主權、園所對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需求極為重要、與主管及同事間

相處融洽、教學經驗豐富的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薪資較為優渥， 進而

在「整體工作滿意度」感受較為滿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是新進人

員且教學經驗較為不足，可能在工作教學不容易獲得教學自主權、大部

分幼兒園沒有完善制度培育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且同事間可能經常

有競爭心態，使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滿意度感受較為不滿足。 

第三節  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與工作滿

意度之相關分析 

本節旨在探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

意度之相關，以完成目的三「分析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因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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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間之關係」、目的四「分析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

間之關係」、目的五「分析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與工作滿意度間

之關係」，並回答問題三「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之間

是否相關？」、回答問題四「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

之間是否相關？」、回答問題五「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與工作滿

意度之間是否相關？」。 

壹、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表 4–7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相關矩陣，

根據表 4–7，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整體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相關分析 

「整體工作壓力」與「暫時擱置策略」（r=0.23，p < 0.01）、「逃

避策略」（r =0.48，p < 0.001）皆達到顯著正相關；「解決問題策略」

（r = - 0.24，p < 0.01）、「改變策略」（r = - 0.20，p < 0.05），皆達

顯著負相關。由此可知：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整體工作壓力」

愈高時，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略」、「逃避策略」；反之，當初任幼

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略」、「逃避策略」，其「整體

工作壓力」愈高。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整體工作壓力」愈高

時，愈少採用「解決問題策略」、「改變策略」；反之，當初任幼兒教

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解決問題策略」、「改變策略」，其「整體工作

壓力」愈低。 

二、工作壓力各層面與因應策略之相關分析 

（一） 工作壓力之「外在政策環境」層面，與「暫時擱置策略」（r =0.18，

p < 0.05）、「逃避策略」（r =0.27，p < 0.01），皆達到顯著正相關。

由此可知：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外在政策環境」層面壓力愈

高時，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略」、「逃避策略」；反之，當初任幼兒

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略」、「逃避策略」，其「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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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環境」層面壓力愈高。 

（二） 工作壓力之「工作負荷」層面，與「逃避策略」（r=0.21，p < 0.05），

達到顯著正相關。由此可知：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負荷」

層面壓力愈高時，愈常採用「逃避策略」；反之，當初任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愈常採用「逃避策略」，其「工作負荷」層面壓力愈高。 

（三） 工作壓力之「工作回饋」層面，與「暫時擱置策略」（r=0.18，

p < 0.05）、「逃避策略」（r=0.25，p < 0.01），皆達到顯著正相關。 

由此可知：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回饋」層面壓力愈高時，

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略」、「逃避策略」；反之，當初任幼兒教保

服務人員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略」、「逃避策略」，其「工作回饋」

層面壓力愈高。 

（四） 工作壓力之「教保與管教」層面，與「逃避策略」（r=0.38，p < 

0.001），達到顯著正相關；與「解決問題策略」（r= - 0.44，p < 0.001）、

「改變策略」（r= - 0.23，p < 0.01）、「尋求支持策略」（r= - 0.20，

p < 0.05），皆達顯著負相關。由此可知：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教保與管教」層面壓力愈高時，愈常採用「逃避策略」；反之，當

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逃避策略」，其「教保與管教」層

面壓力愈高。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教保與管教」層面壓力愈

高時，愈少採用「解決問題策略」、「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

反之，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解決問題策略」、「改變

策略」、「尋求支持策略」，其「教保與管教」層面壓力愈低。 

 

（五） 工作壓力之「園所人際關係」層面，與「暫時擱置策略」（r=0.19，

p < 0.05）、「逃避策略」（r=0.58，p < 0.001），皆達到顯著正相關；

「解決問題策略」（r= - 0.23，p < 0.01）、「改變策略」（r= - 0.27，

p < 0.01）、「尋求支持策略」（r= - 0.31，p < 0.001），皆達顯著負相

關。由此可知：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園所人際關係」層面壓

力愈高時，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略」、「逃避策略」；反之，當初任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略」、「逃避策略」，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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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人際關係」層面壓力愈高。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園所人際

關係」壓力愈高時，愈少採用「解決問題策略」、「改變策略」、「尋

求支持策略」；反之，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解決問

題策略」、「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其「園所人際關係」層面

壓力愈低。 

（六） 工作壓力之「專業成長」層面，與「暫時擱置策略」（r=0.28，

p < 0.01）、「逃避策略」（r=0.49，p < 0.001），皆達到顯著正相關。

「解決問題策略」（r= - 0.24，p < 0.01）、「改變策略」（r= - 0.24，

p < 0.01）、「尋求支持策略」（r= - 0.21，p < 0.05），皆達顯著負相

關。由此可知：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專業成長」壓力愈高時，

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略」、「逃避策略」；反之，當初任幼兒教保

服務人員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略」、「逃避策略」，其「專業成長」

層面壓力愈高。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專業成長」壓力愈高時，

愈少採用「解決問題策略」、「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反之

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解決問題策略」、「改變策略」、

「尋求支持策略」，其「專業成長」層面壓力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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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相關矩陣(N=132) 

層面 
外在 

環境政策 
工作負荷 工作回饋 教保與管教 

園所 

人際關係 
專業成長 

整體 

工作壓力 

解決問題策略 0.02 -0.12 -0.08 -0.44*** -0.23** -0.24** -0.24** 

暫時擱置策略 0.18* 0.13 0.18* 0.05 0.19* 0.28** 0.23** 

改變策略 -0.01 -0.03 -0.11 -0.23** -0.27** -0.24** -0.20* 

尋求支持策略 0.04 0.02 0.03 -0.20* -0.31*** -0.21* -0.13 

逃避策略 0.27** 0.21* 0.25** 0.38*** 0.58*** 0.49*** 0.48*** 

*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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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表 4–8 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矩

陣，根據表 4–8，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整體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整體工作壓力」與「整體工作滿意度」（r= - 0.62，p < 0.001）、

「內在工作滿意度」（r= - 0.48，p < 0.001）、「外在工作滿意度」（r= 

- 0.64，p < 0.001），皆達顯著負相關。由此可知：當初任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整體工作壓力」愈高時，其「整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

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感受愈低。 

二、工作壓力各層面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一） 工作壓力之「外在環境政策」層面，與「整體工作滿意度」（r= 

- 0.34，p < 0.001）、「內在工作滿意度」（r= - 0.23，p < 0.01）、「外

在工作滿意度」（r= - 0.36，p < 0.001），皆達顯著負相關。由此可

知：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外在環境政策」層面壓力愈高時，

其「整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感

受愈低。 

（二） 工作壓力之「工作負荷」層面，與「整體工作滿意度」（r= - 0.37，

p < 0.001）、「內在工作滿意度」（r= - 0.19，p < 0.05）、「外在工作

滿意度」（r= - 0.46，p < 0.001），皆達顯著負相關。由此可知：當

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負荷」層面壓力愈高時，其「整體工

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感受愈低。 

（三） 工作壓力之「工作回饋」層面，工作滿意度的「整體工作滿意

度」（r= - 0.31，p < 0.001）、「內在工作滿意度」（r= - 0.54，p < 0.001）、

「外在工作滿意度」（r= - 0.48，p < 0.001），皆達顯著負相關。由

此可知：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回饋」層面壓力愈高時，

其「整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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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愈低。 

（四） 工作壓力之「教保與管教」層面，工作滿意度的「整體工作滿意

度」（r= - 0.40，p < 0.001）、「內在工作滿意度」（r= - 0.38，p < 0.001）、

「外在工作滿意度」（r= - 0.33，p < 0.001），皆達顯著負相關。由

此可知：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教保與管教」層面壓力愈高時，

其「整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感

受愈低。 

（五） 工作壓力之「園所人際關係」層面，工作滿意度的「整體工作滿

意度」（r= - 0.64，p < 0.001）、「內在工作滿意度」（r= - 0.46，p < 

0.001）、「外在工作滿意度」（r= - 0.67，p < 0.001），皆達顯著負相

關。由此可知：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園所人際關係」層面壓

力愈高時，其「整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

滿意度」感受愈低。 

（六） 工作壓力之「專業成長」層面，工作滿意度的「整體工作滿意

度」（r= - 0.53，p < 0.001）、「內在工作滿意度」（r= - 0.46，p < 0.001）、

「外在工作滿意度」（r= - 0.48，p < 0.001），皆達顯著負相關。由

此可知：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專業成長」層面壓力愈高時，

其「整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感

受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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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矩陣(N=132) 

層面 
外在 

環境政策 
工作負荷 工作回饋 

教保 

與管教 

園所 

人際關係 
專業成長 

整體 

工作壓力 

內在工作滿意度 -0.23** -0.19* -0.31*** -0.38*** -0.46*** -0.46*** -0.45*** 

外在工作滿意度 -0.36*** -0.46*** -0.54*** -0.33*** -0.67*** -0.48*** -0.64*** 

整體工作滿意度 -0.34*** -0.37*** -0.48*** -0.40*** -0.64*** -0.53*** -0.62*** 

*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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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表 4–9 為初任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因應策略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矩

陣，根據表 4–9，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因應策略之「解決問題策略」層面與「整體工作滿意度」（r=0.35，

p < 0.001）、「內在工作滿意度」（r=0.34，p < 0.001）、「外在工作滿

意度」（r=0.28，p < 0.01），皆達顯著正相關。由此可知：當初任幼

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解決問題策略」因應工作壓力或困擾時，

其「整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感

受愈高。 

二、因應策略之「暫時擱置策略」層面與「整體工作滿意度」（r= - 0.07，

p > 0.05）、「內在工作滿意度」（r= - 0.03，p > 0.05）、「外在工作滿

意度」（r= - 0.05，p > 0.05），並未達 0.05 顯著水準，表示初任幼兒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暫時擱置策略與工作滿意度無顯著相關。 

三、因應策略之「改變策略」層面與「整體工作滿意度」（r=0.30，p < 

0.001）、「內在工作滿意度」（r=0.27，p < 0.01）、「外在工作滿意度」

（r=0.26，p < 0.01），皆達顯著正相關。由此可知：當初任幼兒教

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改變策略」因應工作壓力或困擾時，其「整

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感受愈高。 

四、因應策略之「尋求支持策略」層面與「整體工作滿意度」（r=0.35，

p < 0.001）、「內在工作滿意度」（r=0.35，p < 0.001）、「外在工作滿

意度」（r=0.27，p < 0.01），皆達顯著正相關。由此可知：當初任幼

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尋求支持策略」因應工作壓力或困擾時，

其「整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感

受愈高。 

五、因應策略之「逃避策略」層面與「整體工作滿意度」（r= - 0.37，p 

< 0.001）、「內在工作滿意度」（r= - 0.32，p < 0.001）、「外在工作滿

意度」（r= - 0.34，p < 0.001），皆達顯著負相關。由此可知：當初

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逃避策略」因應工作壓力或困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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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整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感

受愈低。 

表 4–9 

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矩陣(N=132) 

層面 
解決問

題策略 

暫時擱

置策略 

改變 

策略 

尋求支

持策略 

逃避 

策略 

內在工作滿意度 0.34*** -0.07 0.27** 0.35*** -0.32*** 

外在工作滿意度 0.28** -0.03 0.26** 0.27** -0.34*** 

整體工作滿意度 0.35*** -0.05 0.30*** 0.35*** -0.37*** 

**p<0.01，***p<0.001 

肆、綜合討論 

有關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相

關情形，茲分述如下： 

一、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的關係 

本研究結果顯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壓力」與「解

決問題策略」、「改變策略」有顯著負相關；「整體工作壓力」與「暫時擱

置策略」、「逃避策略」有顯著正相關。黃淑嫆（2004）的研究發現整體

工作壓力與理性思考、情緒調適策略有顯著負相關；謝淑珺（2010）的

研究結果顯示整體工作壓力與問題解決、理性思考、自我調適策略有顯

著負相關；魏玉卿等人（1999）的研究發現逃避忍受策略有顯著正相關。

因此，本研究與黃淑嫆（2004）、謝淑珺（2010）、魏玉卿等人（1999）

雖然研究對象不同，其研究結果一致。綜合以上研究發現可推論當初任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越常採用正向、積極的因應策略，如：理性思考、立

即處理、增強自我、改變認知等因應策略，其工作壓力越低；若初任幼

兒教保服務人員越常採用負向、消極的因應策略，如：轉移注意力、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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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然、壓抑逃避、負向情緒或症狀等策略，其工作壓力越高。 

二、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 

本研究結果顯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整體工作壓力」愈高時，

其「整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感受愈

低。此與李新民（2003）、林心怡（2011）雖然研究對象不一樣，其研究

結果一致。由此可推論，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上壓力越大，

其在工作教學的自主性、成就性、重要性及工作環境裡受到他人給予肯

定、支持、獎勵制度等滿意度越低；反之，若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

工作壓力越小，其在工作教學的自主性、成就性、重要性及工作環境裡

受到他人給予肯定、支持、獎勵制度等滿意度越高。 

三、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因應策略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 

本研究結果顯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面臨工作壓力或困擾

時，愈常採用「解決問題策略」、「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其「整

體工作滿意度」感受愈高；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面臨工作壓力或困

擾時，愈常採用「逃避策略」，其「整體工作滿意度」感受愈低。此與魏

玉卿、陳淑芳、孫世嘉（1999）雖然研究對象不同，其研究發現相似。

由此可推論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較常採用正向、積極的因應策略，

如：理性思考、立即處理、增強自我、改變認知及尋求他人支持等策略

解決工作壓力或困擾，其工作滿意度愈高。若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較

常採用負向、消極的因應策略，如：壓抑逃避、負向情緒或症狀等策略

解決工作壓力或困擾，其工作滿意度愈低。 

第四節  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對工作壓力、工作

滿意度之預測分析 

本節旨在探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對工作壓力、工作滿意

度之預測分析，以完成目的六「瞭解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對

其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之預測情形」，並回答問題六「初任幼兒教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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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之採用因應策略能否預測其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茲分述如下： 

壹、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對工作壓力之多元迴歸分析 

表 4-10是預測變項因應策略對整體工作壓力之多元迴歸分析結果。根

據表 4-10，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因應策略對整體工作壓力之多元迴歸分析 

由表可知，預測變項因應策略對整體工作壓力已達顯著水準

(F=9.37，p < 0.001)，由 R2值可知，在因應策略五個自變項共可解釋依

變項總變異量為 27%。其中有效變項為「暫時擱置策略」及「逃避策略」，

其自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分別為 0.21(t 值=2.39，p < 0.05)、0.38(t 值

=4.17，p < 0.001)，此結果表示，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較常採用「暫

時擱置策略」及「逃避策略」，其整體工作壓力愈高。 

二、因應策略對工作壓力各層面之多元迴歸分析 

（一） 在「外在政策環境」層面：由表可知，預測變項因應策略對外在

環境政策已達顯著水準(F=2.92，p < 0.05)，由 R2值可知，在因應

策略五個自變項共可解釋依變項總變異量為 10%。其中有效變項為

「逃避策略」，其自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0.29(t 值=2.92，p < 

0.01)，此結果表示，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較常採用「逃避策

略」，其外在政策環境壓力愈高。 

（二） 在「工作負荷」層面：由表可知，預測變項因應策略對工作負荷

未達顯著水準(F=1.79，p > 0.05)，表示預測變項因應策略在工作負

荷不具有預測力。 

（三） 在「工作回饋」層面：由表可知，預測變項因應策略對工作回饋

已達顯著水準(F=1.79，p < 0.05)，由 R2值可知，在因應策略五個

自變項共可解釋依變項總變異量為 7%。其中有效變項為「暫時擱

置策略」，其自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0.20(t 值=2.05，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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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結果表示，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較常採用「暫時擱置策略」，

其工作回饋壓力愈高。 

（四） 在「教保與管教」層面：由表可知，預測變項因應策略對教保與

管教已達顯著水準(F=8.53，p < 0.001)，由 R2值可知，在因應策略

五個自變項共可解釋依變項總變異量為 25%。其中有效變項為「解

決問題策略」、「逃避策略」，其自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0.37(t 值

=-3.83，p < 0.001)、0.29(t 值=2.25，p < 0.05)，此結果表示，當初

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較常採用「逃避策略」，其教保與管教壓力愈

高；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較常採用「解決問題策略」，其教保與

管教壓力愈低。 

（五） 在「園所人際關係」層面：由表可知，預測變項因應策略對園所

人際關係已達顯著水準(F=16.12，p < 0.001)，由 R2值可知，在因

應策略五個自變項共可解釋依變項總變異量為 39%。其中有效變項

為「尋求支持策略」、「逃避策略」，其自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0.16(t 值=-1.99，p < 0.05)、0.51(t 值=6.16，p < 0.001)，此結果表

示，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較常採用「逃避策略」，其園所人際

關係壓力愈高；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較常採用「尋求支持策略」，

其園所人際關係壓力愈低。 

（六） 在「專業成長」層面：由表可知，預測變項因應策略對專業成長

已達顯著水準(F=11.98，p < 0.001)，由 R2值可知，在因應策略五

個自變項共可解釋依變項總變異量為 32%。其中有效變項為「暫時

擱置策略」、「逃避策略」，其自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0.29(t 值

=3.39，p < 0.01)、0.35(t 值=4.00，p < 0.001)，此結果表示，當初

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較常採用「暫時擱置策略」、「逃避策略」，其

專業成長壓力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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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表 4–10 

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壓力之多元迴歸分析結果(N=132) 

層面 
解決問題 

策略 

暫時擱置 

策略 
改變策略 

尋求支持 

策略 
逃避策略 F 值 R2值 

外在 

政策環境 

0.14 

(0.10)a 

(0.92)b 

0.13 

(0.11) 

(1.10) 

-0.08 

(-0.07) 

(-0.61) 

0.12 

(0.10) 

(1.04) 

0.25 

(0.29) 

(2.92**) 

2.92* 0.10 

工作負荷 

-0.20 

(-0.11) 

(-1.06) 

0.17 

(0.12) 

(1.25) 

-0.04 

(-0.03) 

(-0.25) 

0.15 

(0.11) 

(1.15) 

0.16 

(0.16) 

(1.55) 

1.79 0.07 

工作回饋 

-0.04 

(-0.02) 

(-0.18) 

0.31 

(0.20) 

(2.05*) 

-0.32 

(-0.19) 

(-1.79) 

0.24 

(0.16) 

(1.63) 

0.21 

(0.19) 

(1.91) 

3.18* 0.11 

教保 

與管教 

-0.54 

(-0.37) 

(-3.83***) 

0.11 

(0.10) 

(1.07) 

-0.05 

(-0.04) 

(-0.40) 

0.02 

(0.02) 

(0.19) 

0.17 

(0.21) 

(2.25*) 

8.53*** 0.25 

園所 

人際關係 

0.14 

(0.09) 

(0.99) 

0.16 

(0.12) 

(1.49) 

-0.22 

(-0.15) 

(-1.74) 

-0.20 

(-0.16) 

(-1.99*) 

0.48 

(0.51) 

(6.16***) 

16.12*** 0.39 

專業成長 

-0.08 

(-0.05) 

(-0.55) 

0.34 

(0.29) 

(3.39**) 

-0.28 

(-0.21) 

(-2.31) 

-0.03 

(-0.02) 

(-0.29) 

0.30 

(0.35) 

(4.00***) 

11.98***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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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壓力之多元迴歸分析結果(N=132) (續) 

層面 
解決問題 

策略 

暫時擱置 

策略 
改變策略 

尋求支持 

策略 
逃避策略 F 值 R2值 

整體 

工作壓力 

-0.56 

(-0.08) 

(-0.81) 

1.21 

(0.21) 

(2.39*) 

-1.00 

(-0.16) 

(-1.63) 

0.29 

(0.05) 

(0.59) 

1.55 

(0.38) 

(4.17***) 

9.37*** 0.27 

*p<0.05，**p<0.01，***p<0.001 

註：a 代表標準化迴歸係數；b 代表迴歸係數顯著性檢定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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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對工作滿意度之多元迴歸分析 

表 4-11是自變項因應策略對整體工作滿意度之多元迴歸分析結果。根

據表 4-11，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因應策略對整體工作滿意度之多元迴歸分析 

由表可知，預測變項因應策略對整體工作滿意度已達顯著水準

(F=7.85，p < 0.001)，由 R2值可知，在因應策略五個自變項共可解釋依

變項總變異量為 24%。其中有效變項為「尋求支持策略」及「逃避策略」，

其自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分別為 0.18(t 值=2.05，p < 0.05)、-0.21(t

值=-0.21，p < 0.05)，此結果表示，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較常採用

「暫時擱置策略」，其整體工作滿意度感受愈高；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

員較常採用「逃避策略」，其整體工作滿意度感受愈低。 

二、 因應策略對工作滿意度各層面之多元迴歸分析 

（一） 在「內在工作滿意度」層面：由表可知，預測變項因應策略對內

在工作滿意度已達顯著水準(F=6.80，p < 0.001)，由 R2值可知，在

因應策略五個自變項共可解釋依變項總變異量為 21%。其中有效變

項為「尋求支持策略」，其自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0.20(t 值=2.21，

p < 0.05)，此結果表示，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較常採用「尋求

支持策略」，其內在工作滿意度感受愈高。 

（二） 在「外在工作滿意度」層面：由表可知，預測變項因應策略對外

在工作滿意度已達顯著水準(F=5.24，p < 0.001)，由 R2值可知，在

因應策略五個自變項共可解釋依變項總變異量為 17%。其中有效變

項為「逃避策略」，其自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0.23(t 值=-2.43，

p < 0.05)，此結果表示，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較常採用「逃避

策略」，其外在工作滿意度感受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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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滿意度之多元迴歸分析結果(N=132) 

層面 
解決問題 

策略 

暫時擱置 

策略 
改變策略 

尋求支持 

策略 
逃避策略 F 值 R2值 

內在工作

滿意度 

0.11 

(0.18)a 

(1.79)b 

-0.06 

(-0.12) 

(-1.36) 

-0.06 

(-0.11) 

(-1.09) 

0.10 

(0.20) 

(2.21*) 

-0.05 

(-0.14) 

(-1.47) 

6.80*** 0.21 

外在工作

滿意度 

0.06 

(0.09) 

(0.89) 

-0.02 

(-0.04) 

(0.42) 

0.07 

(0.12) 

(1.15) 

0.07 

(0.13) 

(1.37) 

-0.09 

(-0.23) 

(-2.43*) 

5.24*** 0.17 

整體工作

滿意度 

0.18 

(0.15) 

(1.52) 

-0.09 

(-0.09) 

(-1.00) 

0.13 

(0.13) 

(1.30) 

0.17 

(0.18) 

(2.05*) 

-0.14 

(-0.21) 

(-0.21*) 

7.85*** 0.24 

*p<0.05， ***p<0.001 

註：a 代表標準化迴歸係數；b 代表迴歸係數顯著性檢定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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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綜合討論 

從謝淑珺（2010）研究發現「整體工作壓力」與「整體因應策略」有顯

著的負相關，顯示花蓮地區幼稚園教師在因應策略運用愈適當，其整體工作

壓力感受度愈低。由此可知，若採用合適的因應策略有助於降低工作壓力。

因此，本研究結果顯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以「暫時擱置策略」、「逃避

策略」對整體工作壓力具有正向預測力，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越常採

用負向、消極的因應策略，如：轉移注意力、順其自然、壓抑逃避、負向情

緒或症狀等策略，其工作壓力越大；反之，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越少採用

負向、消極的因應策略，其工作壓力越小。此外，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與

「尋求支持策略」對整體工作滿意度具有正向預測力；其與「逃避策略」對

整體工作滿意度具有負向預測力，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越常採用正

向、積極的因應策略，如：尋求專家、主管、同儕支持等策略，其工作滿意

度越高。若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越常採用負向、消極的因應策略，如：壓

抑逃避、負向情緒或症狀等策略，其工作滿意度越低。因此，可推論初任幼

兒教保服務人員若採用負向、消極的因應策略，會提升工作壓力亦會降低工

作滿意度，若能增加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正向、積極的因應策略的頻

率，將有助於降低其工作壓力及提升其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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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旨在為本研究作整體之敘述，並依據研究的結果提出具體建議。本

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結論；第二節為依據本研究的結論所提供之研究建

議，能做為未來研究者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節旨在統整調查問卷之統計分析結果，並針對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歸納本研究的結論，茲分述如下： 

壹、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之現況 

一、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感受度趨近於中等程度，以「外在政策

環境」壓力最大。 

二、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較常採用「改變策略」，而較少採用「逃避策略」。 

三、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滿意度感受度屬於中偏高程度，以「外在工

作滿意度」感受度最高。 

貳、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與工作滿意度

之差異情形 

一、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有顯著差異 

（一）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外在政策環境」層面有

顯著差異，且「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外在政策環境」

的壓力顯著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二）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專業成長」層面有顯著

差異，且「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專業成長」的壓力顯

著高於「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二、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因應策略有顯著差異 

（一）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解決問題策略」層面有

顯著差異，且「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因應工作壓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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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時，採用「解決問題策略」頻率顯著高於「初任」幼兒教

保服務人員。 

（二）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暫時擱置策略」層面有

顯著差異，且「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因應工作壓力或

困擾時，採用「暫時擱置策略」顯著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 

（三）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改變策略」層面有顯著

差異，且「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因應工作壓力或困擾

時，採用「改變策略」顯著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四）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尋求支持策略」層面有

顯著差異，且「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因應工作壓力或

困擾時，採用「尋求支持策略」顯著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 

三、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一）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滿意度」有

顯著差異，且「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滿

意度」感受顯著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二）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內在工作滿意度」層

面有顯著差異，且「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內在工

作滿意度」感受顯著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三）初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外在工作滿意度」層

面有顯著差異，且「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外在工

作滿意度」感受顯著高於「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參、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情

形 

一、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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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壓力」與「暫時擱置策

略」、「逃避策略」有顯著正相關，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在「整體工作壓力」愈高時，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略」、「逃

避策略」；反之，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

略」、「逃避策略」，其「整體工作壓力」愈高。與「解決問題策

略」、「改變策略」有顯著負相關，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在「整體工作壓力」愈高時，愈少採用「解決問題策略」、「改

變策略」；反之，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解決問題策

略」、「改變策略」，其「整體工作壓力」愈低。 

（二）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外在政策環境」層面與「暫時擱

置策略」、「逃避策略」有顯著正相關，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

人員在「外在政策環境」壓力愈高時，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

略」、「逃避策略」；反之，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暫

時擱置策略」、「逃避策略」，其「外在政策環境」層面壓力愈高。 

（三）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負荷」層面與「逃避策略」

有顯著正相關，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負荷」壓

力愈高時，愈常採用「逃避策略」；反之，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

員愈常採用「逃避策略」，其「工作負荷」層面壓力愈高。 

（四）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回饋」層面與「暫時擱置策

略」、「逃避策略」有顯著正相關，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在「工作回饋」壓力愈高時，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略」、「逃

避策略」；反之，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

略」、「逃避策略」，其「工作回饋」層面壓力愈高。 

（五）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教保與管教」層面與「逃避策略」

有顯著正相關，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教保與管教」

壓力愈高時，愈常採用「逃避策略」；反之，初任幼兒教保服務

人員愈常採用「逃避策略」，其「教保與管教」層面壓力愈高。

與「解決問題策略」、「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有顯著負

相關，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教保與管教」壓力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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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愈少採用「解決問題策略」、「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

反之，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解決問題策略」、「改

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其「教保與管教」層面壓力愈低。 

（六）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園所人際關係」層面與「暫時擱

置策略」、「逃避策略」有顯著正相關，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

人員在「園所人際關係」壓力愈高時，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

略」、「逃避策略」；反之，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暫

時擱置策略」、「逃避策略」，其「園所人際關係」層面壓力愈高。

與「解決問題策略」、「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有顯著負

相關，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園所人際關係」壓力愈

高時，愈少採用「解決問題策略」、「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

略」；反之，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解決問題策略」、

「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其「園所人際關係」層面愈低。 

（七）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專業成長」層面與「暫時擱置策

略」、「逃避策略」有顯著正相關，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在「專業成長」壓力愈高時，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略」、「逃

避策略」；反之，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

略」、「逃避策略」，其「專業成長」層面壓力愈高。與「解決問

題策略」、「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有顯著負相關，亦即

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專業成長」壓力愈高時，愈少採用

「解決問題策略」、「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反之，出任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解決問題策略」、「改變策略」、「尋

求支持策略」，其「專業成長」層面壓力愈低。 

二、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相關 

（一）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壓力」與「整體工作滿

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有顯著負相關，

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壓力」愈高時，其「整



 

100 
 

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感受

愈低。 

（二）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外在政策環境」層面與「整體工

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有顯著負

相關，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外在政策環境」壓力愈

高時，其「整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

滿意度」感受愈低。 

（三）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負荷」層面與「整體工作滿

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有顯著負相關，

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負荷」壓力愈高時，其「整

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感受

愈低。 

（四）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回饋」層面與「整體工作滿

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有顯著負相關，

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回饋」壓力愈高時，其「整

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感受

愈低。 

（五）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教保與管教」層面與「整體工作

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有顯著負相

關，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教保與管教」壓力愈高時，

其「整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

感受愈低。 

（六）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園所人際關係」層面與「整體工

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有顯著負

相關，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園所人際關係」壓力愈

高時，其「整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

滿意度」感受愈低。 

（七）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專業成長」層面與「整體工作滿

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有顯著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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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專業成長」壓力愈高時，其「整

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感受

愈低。 

三、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與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相關 

（一）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解決問題策略」層面與「整體工

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有顯著正

相關，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解決問題策略」

因應工作壓力或困擾時，其「整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

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感受愈高。 

（二）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改變策略」層面與「整體工作滿

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有顯著正相關，

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改變策略」因應工作壓

力或困擾時，其「整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

在工作滿意度」感受愈高。 

（三）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尋求支持策略」層面與「整體工

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有顯著正

相關，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尋求支持策略」

因應工作壓力或困擾時，其「整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

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感受愈高。 

（四）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逃避策略」層面與「整體工作滿

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在工作滿意度」有顯著負相關，

亦即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逃避策略」因應工作壓

力或困擾時，其「整體工作滿意度」、「內在工作滿意度」、「外

在工作滿意度」感受愈低。 

肆、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對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之預測

情形 

一、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對工作壓力具有預測力 



 

102 
 

（一）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中，「暫時擱置策略」、

「逃避策略」能有效預測「整體工作壓力」，其「暫時擱置策略」、

「逃避策略」為正值，此結果表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

採用「暫時擱置策略」及「逃避策略」，其「整體工作壓力」愈

高。 

（二）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中，「逃避策略」能有效

預測「外在政策環境」層面，其「逃避策略」為正值，此結果

表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逃避策略」，其「外在政

策環境」壓力愈高。 

（三）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中，「暫時擱置策略」能

有效預測「工作回饋」層面，其「暫時擱置策略」為正值，此

結果表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暫時擱置策略」，其

「工作回饋」壓力愈高。 

（四）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中，「解決問題策略」、

「逃避策略」能有效預測「教保與管教」層面，其「解決問題

策略」為負值、「逃避策略」為正值，此結果表示初任幼兒教保

服務人員愈常採用「解決問題策略」，其「教保與管教」壓力愈

低；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逃避策略」，其「教保與

管教」壓力愈高。 

（五）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中，「尋求支持策略」、

「逃避策略」能有效預測「園所人際關係」層面，其「尋求支

持策略」為負值、「逃避策略」為正值，此結果表示初任幼兒教

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尋求支持策略」，其「園所人際關係」壓

力愈低；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逃避策略」，其「園

所人際關係」壓力愈高。 

（六）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中，「暫時擱置策略」、

「逃避策略」能有效預測「專業成長」層面，其「暫時擱置策

略」、「逃避策略」為正值，此結果表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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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常採用「解決問題策略」、「逃避策略」，其「專業成長」壓力

愈高。 

二、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對工作滿意度具有預測力 

（一）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中，「尋求支持策略」、

「逃避策略」能有效預測「整體工作滿意度」，其「尋求支持策

略」為正值、「逃避策略」為負值，此結果表示初任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愈常採用「尋求支持策略」，其「整體工作滿意度」感受

愈高；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逃避策略」，其「整體

工作滿意度」感受愈低。 

（二）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中，「尋求支持策略」能

有效預測「內在工作滿意度」層面，其「尋求支持策略」為正

值，此結果表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尋求支持策

略」，其「整體工作滿意度」感受愈高。 

（三）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中，「逃避策略」能有效

預測「外在工作滿意度」層面，其「逃避策略」為負值，此結

果表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愈常採用「逃避策略」，其「外在

工作滿意度」感受愈低。 

第二節  建議 

本節旨在依據研究發現與研究結論，進一步提出相關建議，以提供教育

行政機關、幼兒園、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與未來研究之參考。 

壹、對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一、教育政策要明確且完整 

依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壓力的「外在環境

政策」層面壓力感受最大，其感受度高於整體工作壓力，由此可知，幼

兒教保服務人員對於外在環境政策不是很滿意。現今教育政策讓幼兒教

保服務人員覺得無所適從、不穩定甚至想轉換跑道，因此，建議教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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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在實施教育政策時，應該要明確且肯定的進行實施，將教育政策

的概念、訊息不斷向現場的教育相關人員宣導或傳達，讓在現場的教育

相關人員可以充分的做好準備且配合教育政策的實施。 

貳、對師資培育機構之建議 

一、培養學生正向的因應策略，提升進入職場的自信 

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對工作

壓力、工作滿意度具有預測力。由此可知，若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面

臨工作壓力時，採用正向的因應策略來解決壓力，其工作壓力不但會降

低，工作滿意度亦會提升。因此，若在培育階段能培養初任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正向的因應策略，如：理性思考（擬訂計畫、探索原因、客觀分

析）、積極態度（主動、立即處理、自我肯定）、增強自我、改變認知、

主動尋求外在專家支持、同儕支持、主管支持，且提供初任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有實際應用的機會，讓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透過這樣的職前培

育，熟練面臨工作壓力的因應方式及提升自我的自信心，以增加初任幼

兒教保服務人員進入幼兒園就職的人數。 

參、對幼兒園之建議 

一、尊重教師專業自主權，以鼓勵態度支持教師 

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專業成長」層面

壓力高於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由此可知，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認為自己在教學上，缺乏專業自主權，在教學過程中會受到主管的干涉，

讓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會懷疑自己的專業、缺乏自信心，導致在「專

業成長」層面壓力感受較大。因此，建議幼兒園主管可以多以尊重和鼓

勵方式支持幼兒教保服務人員，讓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教學方面勇

於表現自己的教學理念，從中獲得成長，發現自己在教學能力上有好的

價值。 

二、建立完善的培訓機制，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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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解決問題策略」、

「暫時擱置策略」、「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層面採用頻率低於非

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且「解決問題策略」與「整體工作滿意度」有

顯著正相關，由此可知，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上面臨壓力或困

擾時，時常不知道該用什麼方法來幫助自己，相較於非初任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在職場上經驗豐富，較能知道面臨壓力或困擾可用什麼方法幫

助自己，且若有正向、積極的策略，如：理性思考、積極態度、增強自

我及改變認知等，皆能幫助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提升整體工作滿意

度。因此，建議幼兒園主管可建立一套完善培訓機制，和經驗豐富的幼

兒教保服務人員帶領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促使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

員加速對工作環境的瞭解，並讓自己的專業迅速展現，面臨困境時不害

怕獨自面對，提升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幼教職場上的留任。 

三、建立熱情合作的工作環境 

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因應策略對工作

壓力與工作滿意度具有預測力，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採用「尋求支

持策略」有效降低「園所人際關係」層面壓力，且「整體工作滿意度」

感受較為滿意，由此可知，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面對幼兒狀況、

親師溝通、同儕間人際關係不知所措時，若能得到幼兒園能給予初任幼

兒教保服務人員支持、幼兒園能尋找專家一起協同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

員，或是經驗豐富的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主動協助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

員，可降低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提升其工作滿意度。因

此，建議幼兒園應建立熱情合作的工作環境，適時提供初任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情緒管理技巧、溝通協調技巧，減輕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園

所人際關係的壓力，提升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職場上的工作滿意

度。 

肆、對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建議 

一、善用正向且積極的因應策略，減輕工作的壓力及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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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壓力」

與「解決問題策略」、「改變策略」有顯著負相關；與「暫時擱置策略」、

「逃避策略」有顯著正相關，由此可知，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面臨壓

力或困擾採用正向、積極因應策略，其整體工作壓力感受愈低，若是採

用負向、消極的因應策略，其整體工作壓力感受愈高。因此，建議初任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勇於選擇正向、積極的因應策略，如：主動解決問題

策略、增強自我策略、改變認知策略等，實際運用在教學上，才能有效

降低工作壓力的負荷。 

二、多進修幼兒教育相關課程或研習，提升自我專業能力 

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壓力之「教保

與管教」層面與「解決問題策略」、「改變策略」、「尋求支持策略」有顯

著負相關；與「逃避策略」有顯著正相關，由此可知，初任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在教保技巧或幼兒個人因素，會產生壓力，當初任幼兒教保服務

人員有正向、積極面對此壓力感受愈低。因此，建議初任幼兒教保服務

人員可以多進修與幼兒教育相關課程或研習，從中學習來提升自己在教

保與管教的專業能力，進而降低在教保與管教的壓力，提升工作滿意度。 

三、保持對幼兒教育的教學熱忱，別輕易放棄 

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在「整體工作壓力」

與「整體工作滿意度」有顯著負相關，由此可知，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

員在整體工作壓力愈高，其整體工作滿意度愈低，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

員在進入幼教職場難免會面臨壓力或困擾，加上經驗不足，心中自然會

評估自己是否適合這項工作。因此，建議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應保有

當初踏入幼兒園高度教育熱忱，勇敢且不放棄精神尋找適合自己的策略

幫助自己，讓自己在艱辛的初任階段有所成長，也讓幼兒們能得到最佳

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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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限於人力、預算及能力上的限制，僅以台灣地區西部地區初

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為研究對象，因此，本研究結果僅能推論至台灣西

部地區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未來研究者若能克服上述的限制，並且

能掌握確切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的人數，建議以全國性的初任幼兒教

保服務人員為主要研究對象，深入瞭解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的現況，

以及瞭解出任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的差異情形，獲得更具代表性

的結果與推論，提升研究價值。 

二、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結果發現，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

工作滿意度與非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有差異，但影響初任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應該有個人背景變項。因此，

建議未來研究可從不同背景變項納入研究，瞭解不同背景初任幼兒教保

服務人員的差異，從中獲得不同的研究結果，創造新的研究議題。 

三、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是採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以量化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與分

析，對研究結果僅能瞭解一般現象，無法探究影響初任幼兒教保服務人

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的深層因素。因此，建議未來研

究者可以保留問卷調查法，亦可以加入訪談方式，瞭解初任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因應策略及工作滿意度實際情形，使研究結果更為

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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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與工作滿意度問卷 

 

敬愛的幼教老師，您好： 

首先，非常感謝您撥冗填寫這份問卷，本問卷大約需佔用您十五至二十

分鐘的寶貴時間，謝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本研究問卷之目的在於瞭解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們平日所感受的工作壓

力、工作滿意度以及所採取的因應策略情形，希望藉由您的回答結果，

提供教育單位改進的參考，並期許本研究結果對您日後的教學生涯，有

所助益。 

本研究採無記名的方式，答案無對錯之分，所得資料與結果僅供學術研

究之用，絕不做個人分析，且研究結束問卷將會銷毀，敬請放心填答。

本問卷共包括四個部分(個人基本資料、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量

表、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量表、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滿意度量

表)，請您仔細閱讀各部分的〈填寫說明〉之後，依據您真實的感受與

經驗作答。 

您的寶貴意見，對於本研究深具意義，再次對您於百忙之中的鼎力協

助，敬上十二萬分之感謝！ 

敬祝 

平安健康、幸福快樂！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張筱雯博士 

研究生：章嘉文 

E-mail：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填寫說明〉：請您依據個人實際情形，在□中打勾(ˇ)或填寫之 

一、性別：1.□男生  2. □女生 

二、年齡：(請直接填寫)        歲 

三、婚姻狀況：1.□未婚  2.□已婚  3.□其他(離婚、分居、喪偶) 

四、是否就讀教保相關科系：1.□是    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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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高學歷：1.□高中/職  2.□專科  3.□大學  4□研究所 

六、目前職位：1.□教師  2.□教保員  3.□助理教保員 

七、服務年資：(請直接填寫)        年 

八、幼兒園類別：1.□公立  2.□私立  3.□其他(請註明)            

九、幼兒園所在地區：(請直接填寫縣市)        縣/市 

十、幼兒園規模：1.□小型(3班以下)  2.□中型(4~6班)   

                3.□大型(7班以上) 

十一、任教班別：1.□幼幼班  2.□小班  3.□中班   

            4.□大班    5.□混齡班 

【第二部分：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量表】 

 

〈填答說明〉： 

    此部分量表共 36小題，主要是想瞭解您在擔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後

面對工作壓力真實情形。下列每一小題均有六個選項，依序代表非常符合

(100%)；符合(80%)；有點符合(60%)；有點不符合(40%)；不符合(20%)；

非常不符合(0%)。請您依據對該題的第一個反應，在最適當的一個空格中

打勾(ˇ)。每一題都只能勾選一個答案，請勿勾選兩個以上的答案或遺漏

作答。謝謝您！ 

 

題目內容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有

點

符

合 

有
點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1. 我覺得在私立園所工作常會因經營日趨

困難而感到威脅。 
□ □ □ □ □ □ 

2. 我的園所受到出生率降低的影響，而經

營困難。 
□ □ □ □ □ □ 

3. 教育政策的搖擺，使我覺得無所適從。 □ □ □ □ □ □ 

4. 在轉型變革的學前教育情境中，我有改

換跑道的矛盾心情。 
□ □ □ □ □ □ 

5. 在日趨競爭的幼教生態，讓我感覺家長

的掌控性增加。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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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內容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有

點

符

合 

有
點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6. 重視流行勝於幼教理念的幼教生態，讓

我感覺無奈。 
□ □ □ □ □ □ 

7. 園所內舉辦的活動太多，造成我的負擔。 □ □ □ □ □ □ 

8. 我需要處理教保無關的工作，造成我的

負擔。 
□ □ □ □ □ □ 

9. 在午休時間內，我無法有一段安靜休息

的時刻。 
□ □ □ □ □ □ 

10. 園所的事務太多，我需要犧牲午休或下

班時間去處理。 
□ □ □ □ □ □ 

11. 與家長聯絡佔用我很多私人的時間。 □ □ □ □ □ □ 

12. 園所有很多交代期限內要完成的事務、

表冊，讓我感到負擔沉重。 
□ □ □ □ □ □ 

13. 我覺得我的工作付出和得到的薪資時在

不相稱。 
□ □ □ □ □ □ 

14. 我覺得園所的福利制度不夠清楚完善。 □ □ □ □ □ □ 

15. 我覺得園所不太重視老師的休閒生活。 □ □ □ □ □ □ 

16. 我覺得園所給於的各種假，數量不足。 □ □ □ □ □ □ 

17. 我會想轉行找薪資福利好一點的工作。 □ □ □ □ □ □ 

18. 我覺得我付出和回饋不成比例。 □ □ □ □ □ □ 

19. 我處理幼兒行為偏差時，感到束手無策。 □ □ □ □ □ □ 

20. 我的教學活動常因幼兒的干擾而中斷。 □ □ □ □ □ □ 

21. 我用心去教幼兒，可是成果卻不如理想。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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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內容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有

點

符

合 

有
點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22. 我擔心幼兒生活習慣表現不好，有失面

子。 
□ □ □ □ □ □ 

23. 幼兒學習進度不如期望，我會感到著急。 □ □ □ □ □ □ 

24. 我覺得自己無法適度地控制教保環境。 □ □ □ □ □ □ 

25. 同事之間會為了求表現而有競爭或勾心

鬥角的狀況。 
□ □ □ □ □ □ 

26. 在教學上，我缺乏來自主管或同事間的

支持和協助。 
□ □ □ □ □ □ 

27. 我覺得受到家長的肯定是一件困難的

事。 
□ □ □ □ □ □ 

28. 我在園所無法表現出真實的自己。 □ □ □ □ □ □ 

29. 我覺得園所教師間彼此缺乏溝通互動。 □ □ □ □ □ □ 

30. 我覺得園所裡的工作氣氛不佳，影響我

的工作情緒。 
□ □ □ □ □ □ 

31. 我覺得我的專業知能不足，無法達到理

想的教保品質。 
□ □ □ □ □ □ 

32. 我覺得我的能力難以勝任學前教師的工

作。 
□ □ □ □ □ □ 

33. 我覺得我難以建立教師的專業形象和權

威。 
□ □ □ □ □ □ 

34. 園方會干涉我對幼兒問題的輔導方式，

讓我有壓力。 
□ □ □ □ □ □ 

35. 園方會干涉我的學習環境規劃，讓我有

壓力。 
□ □ □ □ □ □ 

36. 園方會干涉我的教學方法，影響我的專

業自主權。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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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因應策略量表】 

 

〈填答說明〉： 

    此部分量表共 40小題，主要是想瞭解您在擔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後

面對各種教學相關的情境中的壓力狀況所採取的因應策略真實現況。下

列每一小題均有六個選項，依序代表非常符合(100%)；符合(80%)；有點

符合(60%)；有點不符合(40%)；不符合(20%)；非常不符合(0%)。請您依

據對該題的第一個反應，在最適當的一個空格中打勾(ˇ)。每一題都只能

勾選一個答案，請勿勾選兩個以上的答案或遺漏作答。謝謝您！ 

 

題目內容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有

點

符

合 

有
點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1. 在與家長溝通時，我會冷靜思考問題可

能的發展。 
□ □ □ □ □ □ 

2. 面對各種工作壓力時，我會深入思考引

發問題的原因及解決之道。 
□ □ □ □ □ □ 

3. 我會參考之前類似的經驗來解決問題，

以減少困擾。 
□ □ □ □ □ □ 

4. 面對幼兒的各種問題時，我會立刻解決。 □ □ □ □ □ □ 

5. 面對各種棘手的親師問題時，我會盡最

大的努力去解決問題。 
□ □ □ □ □ □ 

6. 遭遇任何困難的問題時，我會以充滿信

心的態度來處理。 
□ □ □ □ □ □ 

7. 遭遇任何困難的問題時，我會以充滿信

心的態度來處理。 
□ □ □ □ □ □ 

8. 面對班級人數太多或級務太雜時，我會

向園所反應以減輕負擔。 
□ □ □ □ □ □ 

9. 當工作遇到一時無法解決的問題時，我

會把它擺在一邊，先處理其他事，避免在

問題上打轉。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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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內容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有

點

符

合 

有
點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10. 碰到問題時，我會休息一下或去散散心。 □ □ □ □ □ □ 

11. 我會先省思自己的缺失，再分析他人的

缺失。 
□ □ □ □ □ □ 

12. 當我發現自己無法改變的問題時，我會

勉強自己接納它。 
□ □ □ □ □ □ 

13. 當我碰到難以解決的親師問題時，我會

接受事實現況。 
□ □ □ □ □ □ 

14. 碰到問題時，我會以時間來沖淡一切。 □ □ □ □ □ □ 

15. 遭遇難以解決的問題時，我會告訴自己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 □ □ □ □ □ 

16. 遇到自己無法掌握的問題時，我會走一

步算一步，一切順其自然。 
□ □ □ □ □ □ 

17. 我會做好個人的情緒管理，來面對工作

上的挑戰。 
□ □ □ □ □ □ 

18. 遇到教學或輔導幼兒的問題時，我會努

力蒐集與問題有關的資訊，以解決問題。 
□ □ □ □ □ □ 

19. 我會從壓力的挫折中，改變自己的想法，

讓自己重新振作起來。 
□ □ □ □ □ □ 

20. 遭遇問題時，我會儘量往好的方向想。 □ □ □ □ □ □ 

21. 遭遇重大問題時，我會重新評估自己對

問題的看法。 
□ □ □ □ □ □ 

22. 我會從不同的角度冷靜客觀去思考遇到

的問題。 
□ □ □ □ □ □ 

23. 我會用協商的方式使情況更有利。 □ □ □ □ □ □ 

24. 遭遇難以解決的問題時，我會讓自己換

個角度來思考解決問題的策略。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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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內容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有

點

符

合 

有
點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25. 我會求助於有相同經驗的人或團體的支

持。 
□ □ □ □ □ □ 

26. 在教學或輔導遇到問題時，我會尋求師

長的協助與支持。 
□ □ □ □ □ □ 

27. 在處理幼兒問題時，我會尋求家長的合

作。 
□ □ □ □ □ □ 

28. 我會向園內的其他教師尋求協助及建

議。 
□ □ □ □ □ □ 

29. 在面對家長的無理取鬧事件，我會向園

所長尋求協助或支持。 
□ □ □ □ □ □ 

30. 我會和朋友討論遭遇到的困難問題及解

決方法。 
□ □ □ □ □ □ 

31. 遭遇到工作壓力時，我會找知心好友共

商對策。 
□ □ □ □ □ □ 

32. 在遭遇無法解決的問題時，我會去算命、

求神問卦、禱告或祈求上天保佑。 
□ □ □ □ □ □ 

33. 在面對無法處理的同儕關係時，我會退

縮，封閉自己，拒絕溝通。 
□ □ □ □ □ □ 

34. 在面對工作的挫折時，我會認為將來沒

有希望。 
□ □ □ □ □ □ 

35. 當我和家長處得不好時，遇到家長，我會

驚慌失措。 
□ □ □ □ □ □ 

36. 只要一想到工作的事，我會精神恍惚，腦

袋一片空白。 
□ □ □ □ □ □ 

37. 只要一想到工作的事，我會以哭泣來發

洩情緒。 
□ □ □ □ □ □ 

38. 在所服務的園所面對無法解決的人際問

題時，我會覺得都是別人刻意排擠自己。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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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內容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有

點

符

合 

有
點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39. 在面對責任劃分不清的問題時，我會設

法將責任推給別人。 
□ □ □ □ □ □ 

40. 在面對人際衝突時，我會和別人爭吵，把

責任推給對方，以保護自己。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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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滿意度量表】 

 

〈填答說明〉： 

    此部分量表共 10小題，主要是想瞭解您在擔任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後

對幼兒教育工作滿意度。下列每一小題均有四個選項，依序代表完全同

意；多數同意；少數同意；不同意。請您依據對該題的第一個反應，在最

適當的一個空格中打勾(ˇ)。每一題都只能勾選一個答案，請勿勾選兩個

以上的答案或遺漏作答。謝謝您！ 

 

題目內容 

完

全

同

意 

多

數

同

意 

少

數

同

意 

不 
 
同 
 
意 

1. 我對工作有自主性，能自己決定怎樣教學。 □ □ □ □ 

2. 我能參與一件教學工作的全部處理過程，並得知結

果如何。 
□ □ □ □ 

3. 我的工作對整個園所而言，很重要，有很大的影響。 □ □ □ □ 

4. 這份工作讓我能發揮所長，使自己感到很有成就

感。 
□ □ □ □ 

5. 我的工作內容刻板單調，一點挑戰性也沒有。 □ □ □ □ 

6. 上司跟我相處融洽，經常給予我工作時所需的一切

協助與資源。 
□ □ □ □ 

7. 我和同事互動良好，它們也經常給予我精神上與實

質上的支持。 
□ □ □ □ 

8. 我經常受到園所公開表揚或者物質獎勵。 □ □ □ □ 

9. 園所會提供我升遷或者學習成長的機會，來鼓勵我

用心教學。 
□ □ □ □ 

10. 同事之間經常處於彼此競爭的狀態，大家並不願意

真心分享彼此看法。 
□ □ □ □ 

 

  
~本問卷到此全部填答結束，煩請您檢視是否有遺漏的選項~ 

再次感謝您熱心及耐心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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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研究工具授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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