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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高中教師之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相關研究：宗教創辦高中與一

般高中之比較 

研 究 生    ：葉欣哲            指導教授：釋知賢(沈昭吟)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在這快速變遷的環境中，社會整體結構與大環境的改變甚巨，教師

壓力議題近年來備受關注，無論是教育改革、少子化、家長態度的變遷

等重重壓力之下，教師面對逆境的能力與抗壓性逐漸受到重視。宗教信

仰常成為人精神生活重要的一部份，亦是安定人心，使人心幸福的重要

因素。宗教常在社會扮演利益眾生，教化人心的功能。本研究欲瞭解宗

教創辦高中與一般高中教師間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旨在探討高中教師之

宗教信仰、逆境商數、工作壓力、工作滿足間影響效果，並針對樣本特

性分析比較，希冀提供學校管理單位育才方向，提升教師回應逆境能力

之法。本研究針對台灣南部地區高中教師為研究對象，共計發出 700 份

問卷，扣除填答不完整、填答一致性與無效問卷，有效回收 484 份回收

率為 69.1%。利用結構方程模式進行分析。 

    本研究驗證結果顯示理論模型可獲得支持，進而分析整體高中教師

各構念間的影響關係，其結果於本研究內文中呈現。然而宗教創辦高中

教師與一般高中教師間確實存在著顯著差異，宗教創辦高中教師們對於

壓力與滿足的感受絕大部分是透過宗教信仰來達成顯著差異，對於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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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與滿足感受，宗教創辦高中的教師們是透過非自身的能力給予回

應，而一般學校高中教師則與宗教創辦學校的教師有著相反的特性，在

於宗教信仰方面並沒有顯著的影響他們對於壓力與滿足的感受與反應，

一般學校高中教師壓力與滿足的感受來自於本身能力，並不會由外在因

素而有所改變。 

 

 

 

 

 

 

 

 

 

 

 

 

 

 

 

 

 

關鍵詞：宗教信仰、逆境商數、工作壓力、工作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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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 the overall social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are facing a tremendous change, the issues of teacher stress is 

highly concerned during recent years, whether it is under the pressures of 

educational reform, the low birth rate and the change of attitude form parents, 

the ability for teachers to face adversity and resistance to stress is gradually 

taken seriously. While relig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n spiritual life for 

human beings, and an important factor to reassure and make people happy, 

and many religious schools' are founded by religious groups.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re is different between teachers in the religious 

founded high schools and general high schools' teachers, to discuss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dversity quotient, work stress, job 

satisfaction among high school teachers. This study hopes to provide schools 

a direction of training teachers and to improve the teacher's ability to answer 

to adversity. This study takes high schools' teachers in southern Taiwan as 

research objects in order to distribute 700 questionnaires, deducted 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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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lid questionnaires, 484 of which are retrieved and the valid ratio is 69.1%. 

SEM is used for the analysis.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verifies that the theoretical model has its 

support and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each 

aspect is shown in this study. The feeling of stress and satisfaction among 

teachers varies via religious believes. Religious foundrd high schools' 

teachers answered the feeling of stress and satisfaction with non-self-ability 

while general schools' teachers are totally opposite. Religious belief do not 

affect general school teacher's response to the feeling of stress and satisfaction; 

they answer it with their self-ability which will not be changed by external 

factors. 

 

 

 

 

 

 

 

 

 

 

 

 

 

Keywords: Religious Belief, Adversity Quotient(AQ), Job Stress,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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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節內容主要介紹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流程等三部分，

透過這三部分說明本研究的構思起源與流程。 

1.1 研究背景 

    全球近年來吹起一股少子化的旋風，全球生育率的下降已成了不爭

的事實，根據教育部主計處統計資料分析，2007 年台灣出生的人口數僅

20,4414 人，生育率僅 8.92%，以創當年新低，至今主計處統計 2010 年

台灣新生兒出生人口數僅僅只有 16,6886 人，生育率僅 7.21%，再創出

生率新低紀錄，可見國人的生育意願不斷的持續降低，此情況導致我國

總人口成長率由 10 年前的 8.34%持續萎縮到今年 1.83%的總人口成長

率，此情形若無適當辦法加以改善之下，在不久之後我國總人口成長率

將於未來數年間由正轉負(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民 99)，由於不婚化、

晚婚化的情形日趨嚴重，台灣未來的人口結構將有了改變，故老人化、

少子化的情形將成為我國未來社會不可避免之趨勢，進而影響未來總人

口之成長及人口結構之變遷。 

    面對少子化的衝擊，從幼等教育向上直到中高等教育無一不受影

響，但受到九年國民教育的保障下，國小、國中對於高中相形之下壓力

必然少了不少，而高中教育卻是首當其衝，在少子化的巨浪沖襲之下，

學校的經營，不管是招生還是教師去留都使得高中職場產生動盪，學校

的經營最主要的因素是學生的人數，當學生人數不斷減少時，私立學校

會比公立學校更加得難以生存，公立學校在少子化的海嘯中求的是學生

的質量，藉以保持傳統公立學校的名聲與質量，私立學校面對少子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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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求的是學生的數量，藉由學生的數量保持正常的財務狀況方得以生

存，倘若學生數量一直下滑，勢必使得學校在經營上面臨困難，爾後產

生種種不利私校的狀況，最終導致學校難掩虧損而關門大吉，長期以來，

公私立學校的學雜費差距過大，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導致學生人數長期

處於下滑的狀態，而其中生為招生主力的私校高中教師，面對課程與招

生和家長多重方的壓力之下，常上演情緒失控的場面。 

  過去學者曾研究指出教師工作壓力來源眾多，舉凡教師的班級經營與

管理、教師與家長的關係、教師與社區的關係等皆是其壓力來源，教師

的自我調適議題已逐漸的浮上檯面(Chaplain,2001;Holifield,1981)。 

    自民國八十三年教育改革至今已有十餘年之久，教育政策從師資多

元的綜合高中成立與高中學年學分制的實施，對於學校體制與校園教師

和行政人員的改變與衝擊巨大，學校因應教育政策的需求下必須做出些

許改變與調整，使其可更符合政府與社會的期待，使得原先單純的環境

須面臨許多不確定感與改變，而實施教改政策對於老師最大的衝擊與改

變則是教師們對於政策的不定與教學課程的變化，由原先單一教授國立

編譯館的課本到一綱多本的教學方式，使得原先單純的內容變得更加多

元與複雜化，教師必須花比以往更多的時間去備課與準備授課教材(教育

部民國 83 至 100 年度施政方針及計畫，1994-2010)。 

在邁入廿一世紀，教師除了扮演傳道、授業、解惑者的角色外，還得

面對一連串的教改措施， 並得配合社會期許、家長要求及社區辦理的各

項活動(楊麗香，民93)，學校是教導學生符合社會期望之場所，民眾心中

對於高中教師是有所期待的，教師的工作並非只是一個單純的職業，而

是須有責任與良知，教師除了專注學生課程上的學習安排，更須考量其

未來的發展，在學生升學率掛帥下，教師往往要符合學校、學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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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的期待，因應社會需求，教師在學校、學生和家長間的關係中扮演

其重要角色，教師工作內容以增加學生的競爭力為己任，而近年來教師

所面臨的問題，已不是單純的教學工作內容，其所面臨的壓力情境更是

與一般職業所不同的。對於高中教師而言長期處於工作壓力的情境下，

不僅影響個人身體健康，在工作職場來說，對教學品質、學生升學率，

皆有所影響，若經年累月的久處壓力狀態之中而無適當管理病症而影響

道與以紓發，勢必在生理、心理方面均產生不良的影響，嚴重者甚至導

致心教學品質，甚至引發社會問題。Stoltz (1997)研究提出「逆境商數」

(Adversity Quotient;AQ)是測量人們如何回應逆境的標準，換言之逆境商

數高的人可以有效的調節壓力並以正向的態度回應逆境。對於教育而

言，高AQ(Adversity Quotient)的教師是可以有效控制情緒，以正向的態度

尋求情緒的舒發，Bandura(1996)更指出積極正向的情緒能表示一個人的

自信與預測未來的成功。 

    因此本研究以逆境商數為出發探查高中教師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和

人格特質間之關係。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Sarros(1988)研究指出，在許多助人的專業性職業之中，其職業很少

能免於壓力情境，而在教育工作環境中則更加的日益嚴重，Epstein(1988)

曾提出，壓力本身即無優劣之分別，是依照個人對壓力的知覺與反應，

通常具也正面性的壓力，會增加自己日後解決問題的能力，負面性的壓

力則會引發生理變化，在面對社會快速變遷之下，每個人都會經歷壓力，

通常適當的壓力可以激發人的潛能，提升挑戰力與成就感，但是太大的

壓力則可引發生理疾病與心力交瘁的困境，現今的高中教師普遍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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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問題，由社會新聞時常出現老師失控事件與校園霸凌事件中可看

出端倪，教師壓力成因、休閒舒壓的議題在現行研究中占有極重要的分

量，但現行對於教師工作壓力的總研究中，較少有為教師抗壓能力做一

個量表性的分析，只都為教師對於工作壓力的感受為研究主軸，因此本

研究特為此因，使用 Stoltz(1997)所發表的 AQ 量表為本研究教師抗壓的

評量依據，再者 Borg and Riding(1991)曾研究指出工作壓力的大小與工作

滿足的情形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壓力可影響教師對工作的滿意度，本

研究企圖探討高中教師的 AQ 與工作滿足之關係，藉由高中教師的逆境

商數,以了解其 AQ 之高低差異，與對逆境的回應能力的強弱，在充滿逆

境的工作壓力之下，是否仍能保有其堅定信念，相信自己可以克服困難，

進而提供可增進提高逆境回應能力的方法進行訓練。然而，工作滿足是

組織積極管理的目標，Robbins(1994)工作滿足與員工之生產力之間有直

接關係，只要提高工作滿足度就能提升其工作績效，就教育而言，若能

有效的提升教師的工作滿足程度，教師也會較願意付出更多的心力去更

新教學內容且教學成效也較佳(郭振生，民 92；陳月滿，民 95)。 

    本研究將針對教師逆境商數與其宗教信仰、工作壓力和工作滿足做

深入的探討，並瞭解其構面間之相互影響性，以及信仰程度對壓力回應

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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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上述的的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研究其研究目的歸納如下： 

1.針對高中教師宗教信仰、逆境商數、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進行關連性探

討。 

2.探討高中教師之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是否具有影響。 

3.探討高中教師之逆境商數對工作滿足之關係，與其工作壓力是否具有中

介效果。  

4.宗教創辦高中教師與一般學校高中教師逆境商數及工作壓力之比較探

討。 

5.試圖提出提升高中教師逆境回應能力之建議。 

 

1.3 研究流程 

    首先確定本文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與研究的可行性後，

進行國內外相關文獻之蒐集，以宗教信仰、逆境商數、工作壓力、工作

滿足問卷探討等文獻為本研究之探討方向。根據研究動機、目的及文獻

探討建構出研究架構及研究方法。依據研究架構及方法設計問卷並進行

問卷調查，回收問卷、進行資料分析，並將分析結果歸納整理。根據統

計分析結果，最後針對結果做出結論與研究建議，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

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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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本研究之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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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根據上述所提出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探討過去學者對宗教信

仰、逆境商數、工作壓力、以及工作滿足的相關研究與文獻，並加以彙

整，以充實研究之理論架構。 

 

2.1 宗教信仰 

    宗教論題逐漸受到助人專業重視，此一新發展的原動力是來自於人

們在心靈上感到迫切的需要而造成的，靈性是宗教所特別關切的，心靈

是人類經驗中的一個基本狀況，考慮人們心靈上的需要可使人性完整的

尊嚴與潛能受到認知與尊重(引自蔡佩真 民96)，「宗教信仰」指的是一

個人於某類宗教，歷經其一定的宗教儀式，再而參與該宗教之活動及對

該宗教所抱持之態度；包含宗教類別、宗教活動以及宗教態度三個層面。 

1. 宗教類別：係指不同宗教的類別，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

一貫道、民間信仰…等等。 

2. 宗教活動：係指個體參與宗教活動的多寡；如禮拜、禮佛、祭拜、隨

喜、朝聖、法會、浴佛…等等，於不同信仰間經其長年不同發展所衍生

出其特殊之活動。 

3. 宗教態度：指的是個體對其所信仰之宗教所擁有之相關經驗、體悟和

感受；「宗教態度」有三個因素，分別為宗教體悟、宗教教化及宗教經

驗，玆界定其概念性定義如下：「宗教體悟」係指個體對宗教的體會與

瞭解程度。「宗教教化」係指個體受到宗教教義影響其行為的程度。而

「宗教經驗」係指個體在接觸宗教過程中，對其生活上所發生之有形、

無形作用的經驗。 



8 

2.1.1宗教信仰之定義 

   根據 1988 年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Book of the Year 的調查，全世

界信仰宗教的人佔了世界總人口的 80%(李安德，民 81)。國內的研究亦

指出，目前台灣地區的居民高達 91%都自我認定具有宗教信仰(李亦園，

民 88；瞿海源，民 86)，綜觀全球有多少大小不一的宗教存在就有其多少

種的宗教定義準則所在，而中西方對宗教的定義也大不相同。國內外有

很多學者以「宗教為一個複雜而多次元的現象」這樣的觀點來解析宗教，

並以因素分析法來進行其研究。英國學者 Muller 於 1989 研究中認為，宗

教是一種對神靈的信仰，具有三層面之意義，即信仰的對象、信仰的力

量與信仰的表現(陳觀勝、李培茱譯，民 93)。瞿海源(民 63)曾就宗教心理

學的觀點提出其看法，認為必須先澄清宗教究竟是否為單一的變項，如

果是的話，那麼下定義就容易多了。然而他認為宗教並非單一變項，「宗

教像大眾傳播，像小群體等現象一樣，有時被認為是單一的變項，通常

只指稱一個研究領域而已」然而宗教的產生是基於人的需要，人只要有

了生死的問題，便離不開宗教，因為宗教會領導生命的大方向，能與生

命之過去、現在、未來相連結。Glock(1962)指出宗教並不是一個單一的

變項，而是有五個獨立變項存在，他根據因素分析法發現宗教有五個相

互獨立的次元。這五個次元分別是：宗教信念(Religious beliefs)也就是意

識型態的次元；宗教實踐(Religious  practice)亦即是儀式的次元；宗教感

受(Religious feeling)，即經驗的次元；宗教知識(Religious knowledge)，也

就是心知的次元；宗教效果(Religious effects)，亦即結果的次元。(引自瞿

海源，民 63)所謂獨立之意是說明變項與變項之間並不是簡單的直線相

關，意即宗教信念強的人，其儀式行為未必較多；而宗教知識多的人在

宗教感受上也未必較強。薛保綸(民 84)認為宗教信仰常是人精神生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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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部份，也是安定人心，使人心幸福的重要因素；另外學者，William 

James 在 2003 年所著的《宗教經驗之種種》中，他認為宗教有著多元而

岐異的定義，並沒有單一的法則或本質，可說是一個集合的稱名，並就

宗教的領域分為制度的宗教和個人的宗教，對制度性宗教而言，崇拜與

犧牲、界定神之屬性的步驟、神學、儀式與教會組織等是其構成要素(蔡

宜佳、劉信宏譯，民 94)。也有學者認為宗教是人的終極關懷，宗教說明

了生命的原因和意義，是人們為了脫離不穩定、不安全、不完美的環境，

而達到自我平衡與精神安慰所形成的一種行為模式(蔡佩真，民 96)。馬

克思主義認為：宗教是支配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量在人們頭腦中的幻

想的反映。宗教本質上是一種「顛倒的世界觀」，是由對神靈的信仰和崇

拜來支配人們命運的一種意識形式。從其產生根源看，宗教是自然壓迫

和社會壓迫的產物。 

    每個宗教信仰無論是信仰上帝、阿拉、佛陀、乃至民間的信仰也好，

其實都是信者自己心中描繪出來的對象，其意義是相同的。人類的生活

除了物質所需外，還需心靈、藝術、信仰等精神糧食，有了信仰，人生

才有目標，心中才有主(星雲，民 95)。 

 

2.1.2宗教信仰之相關要素 

Glock(1962)研究指出，宗教不是一個單一變項，它是由五項要素所

組成，即為：1.宗教信念(意識形態)；2.宗教侍奉(儀式)；3.宗教感受(個

人經驗)；4.宗教知識(心知)；5.宗教效果(結果)。然而 Hill and Hood在1999

年回顧120種宗教性的心理測量量表，歸納17種類型：1.宗教信仰與實踐；

2.宗教態度；3.宗教組織；4.宗教承諾；5.宗教經驗；6.宗教發展；7.宗教

與道德價值或個人特質；8.多面向的虔誠度；9.宗教因應與問題解決；10.

靈性與神祕感；11.神的概念；12.宗教的基本教義；13.死亡或來生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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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實踐或宗教歸因；15.寬恕；16.宗教制度性；17.宗教相關建構等。 

    蔡佩真(民96)研究指出，弗洛依德認為宗教是依人們的願望而投射

的；社會學者則認為宗教是信念、符號、價值和行動的制度化所形成的

一種有價值取向的結合體，它可幫助信仰此結合體的人們解決最終意義

的問題；神學家Paul Tillich(1950)則認為宗教是人的終極關懷，宗教說明

了生命的原因和意義，巨視的觀點來看宗教時，宗教是一個社會現象，

是由許多人所共享而非僅是個人的行為，宗教的功能如下：1. 提供精神

的支持和安撫；2. 提供社會控制；3. 提供認同；4. 預言功能；5. 尊崇

生命事件。 

    鄭書青(民89)研究宗教信仰防治青少年偏差行為上，從社會控制理

論、社會緊張理論與社會學習理論觀點，提出宗教信仰要素為：1.宗教態

度；2.宗教活動；3.宗教抱負；4.宗教理想；5.宗教舒緩功能；6.宗教學習

功能等六個變項來了解青少年宗教信仰的情況。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情境僅針對「宗教態度」與「宗教功能」兩

個層面來作為本研究宗教信仰所要探討的內涵。 

 

2.1.3 宗教信仰之相關研究 

瞿海源(民91)在《臺灣新興宗教信徒之態度與行為特徵》研究中指

出，近幾年台灣社會的宗教發展非常迅速，不但各種新興教派不斷出現

與擴張，傳統佛教也有快速的成長。這種現象不管是稱之為宗教熱潮或

是社會亂相，或是真實的填補了現代人心靈的空虛也好，宗教發展迅速

的擴展、信教人口持續的增加、越來越多人從宗教上尋求心靈的寄託，

是台灣社會不爭的事實，然而瞿海源(民86)研究中也曾指出，大部份民眾

對於宗教的社會功能具有較正面的評價。而國外學者 Mikhail(1998)在蘇

俄以年齡在17 歲至26 歲的1974位年青人為樣本，發現只有少數人對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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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持否定的態度；國內一些與宗教議題相關的學位論文研究顯示，

具有宗教信仰的教師，在教學信念、教育方法、教學情緒、生涯規劃方

面等方面，都有可能受到宗教信念的影響而改變，Seybold and Hill (2001) 

回顧有關宗教的文獻發現，有為數眾多的文獻指出宗教與生理、心理健

康具有正向的關係。宗教對於心理健康有所助益的一些機制如社會工作

網、健康的生活型態、因應策略、正向情緒與壓力評估，Koenig and 

Cullough.(2001)，也都發現宗教具有減低壓力，並促進心理健康的功能。

Mickley(1998);Pargament(1998)和Tix(1998)的研究都發現，正向的宗教因

應，可以增進生活的滿意度、降低情緒痛苦。他們的研究也發現，一般

人使用正向的宗教因應多於負向的因應，其帶來的心理健康，在社會支

持、認知重建、覺察控制的益處高過於其他的任何因應的方式。 

當人們遇到挫折、飢荒、疾病、動亂或種種天然災害，無論是什麼

的挫折、失敗，人們通常都會飽受折磨、身心俱疲，許多宗教信仰都發

揮相當重要的救援角色。絕大多數人會尋求信仰寄託，亦希望能藉由信

仰的力量脫離困境，獲得救贖。著名心理學家Pruyser(1968)表示，宗教就

好比是個救難員，當有人喊救命時，它就會挺身相助。而維繫人類生存

的力量之ㄧ，就是「盼望」，人們盼望藉助信仰的力量能夠超越生命的有

限性，克服生存環境中所帶來的挑戰。透過信仰，即使身體的傷痛與生

活的挫敗仍在，人們往往變得可以理解生命中的挫敗，甚至認為這樣的

遭遇是上天給予他們的考驗與磨練，因為這樣的信念就能激起逆境向上

的力量。Michael(2004)發現宗教信仰與社會信賴之間有所關聯，經常參

與宗教活動的人，比一般無宗教信仰者具有較高的社會信賴，透過宗教

活動，促進了人際間的交往，凝聚團體內的力量。 

當我們的社會充斥著各種災難和危機，而人類的科技理性不但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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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解決、甚至可能更加沉淪的時候，此時人們失去信心，缺乏能力，

往往會去找神，從宗教尋求精神支持和安慰。Susan 學者於 2004 年研究

中指出，聖經建議人們把信念交給上帝，就可以減少煩惱與憂慮；雖然

宗教無法提供具體實質的保護，但是對於精神的支持，卻有正向的結果。

或許人們並無宗教信仰，但在面臨災難和危機時，還是會求助於宗教。

許多心靈受到創傷的人，往往在進行了宗教儀式，得到神父、牧師的協

談輔導或是出家師父的開示之後，果然重新得到了生存的勇氣(陳耀成

譯，民 93)。林萬億(民 91)從九二一震災獲得啟示，發現宗教信仰在社會

工作人員扮演殯葬處理、悲傷輔導、災民安置、傷亡撫育、就業輔導、

家庭重建、就學輔導、社區重建、心理輔導、社會照顧等角色，都給予

正面肯定。在心靈上，我們能清楚的暸解自己和生活週遭的環境，而選

擇適合自己的生命方向，然而，我們會面臨考驗與痛苦的經驗，每一個

生命都會經過痛苦，這些的痛苦可能會導致我們毀滅，這對解放神學來

說，是非常重要的現象，因為可以讓我們學會，如何從痛苦深淵解放出

來，邁向人生命的圓滿(武金正，民 98)。 

 

2.2 逆境商數 

    由於現今生活與工作的腳步加快，社會快速變遷，在凡事要求迅速

的年代，生活中面對的多方壓力的機會漸增，生活中的壓力不計其數，

在這樣的負面環境中，面對逆境的能力與抗壓性逐漸受到重視(沈昭吟、

鄭寶菱，民 99)。施惠琪(民 90)研究中指出，人生無法避免遭遇逆境、工

作不順心、大環境的不順利、各種生活中的突發事件不斷的干擾著我們，

在我們尚未準備好的時候蒞臨。所謂的逆境商數指的就是在於測量人們

回應逆境時所參考的指標，同時也能夠預測到個體是否具備有面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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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逆境的能力，藉此來決定個人在生活或者工作等其他方面的成功與

失敗，也就是當人們在遭受困境考驗的時候，能否堅持克服困難、發揮

潛能的關鍵重要因素(Stoltz, 2000)。Homes and Rahe 在 1967 年曾研究提

出，十四項生活事件易造成人們逆境衝擊，DeFrain and Olson 於 1999 年

也提出這些生活事件包括個人的、家庭的、財務的、工作方面，都可能

形成我們生活中的逆境事件，心理學者 Cacioppo(1986)發現：腦部再遭遇

壓力、挫折等的負面事件時的反應會較正面事件來的更強烈。回應逆境

的能力，逆境影響的持續時間長短的能力，是現今人們必須學習的必備

技能 

逆境商數(Adversity Quotient, AQ)的理論基礎是由美國心理學博士

Stoltz(1997)提出，他是以數十個頂尖學者所做的研究和全球五百餘個調

查結果為基礎的成果，依據心理學中的認知心理學、精神神經免疫學和

神經生理學三種科學為基礎，歷經十九年研究和十年的應用，所提出的

AQ(Adversity Quotient)逆境商數，並印證學習生涯與學習滿意程度，大部

分取決於 AQ，所謂逆境商數是測量人們回應逆境的標準，以及人們面對

逆境與超越逆境的能力，並預測人們面對逆境是否會突破以往、重新出

發或是逆來順受，且能決定人們工作與生活的成敗與否，也就是面對逆

境時能否依然適應，或者被淘汰的重要因素(Stoltz, 1997)。陳書梅(民 97)

也表示，適度的情緒壓力，可以對個人的工作效率有所助益，但過度的

負面情緒會容易導致身體免疫力下降及產生心理疾病。AQ 能預測自己面

對困境和超越困境的能力，克服困境，才會禁不起考驗，發揮潛能超越

期待，誰無法達到目標，誰會半途而廢，誰又能堅持到底；換言之，AQ

是測量人們遭遇挫折橫逆時回應的能力與態度，也就是抗壓力指數，並

以量化的方法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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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逆境商數理論基礎 

     逆境商數理論有三大基石如圖 2.1，分別是認知心理學、神經生理

學以及精神神經免疫學說明如下： 

 

(1) 認知心理學 

     認知心理學是一門研究認知及行為背後之心智處理的心裡科學，包

括思維、決定、推理和動機與情感的程度。人們對於挫折有不同的認知

與面對的方式，認為挫折是因自己而起、不是自己能控制、範圍擴大到

自己的生活並且時間持久，這樣的人往往會受到逆境的不順遂所折磨；

反之，認為挫折是來自一時不順遂，絕得能夠控制並且影響有限、只是

原於外在原因，這樣的人能夠在挫折中站起來，繼續向前(Stoltz, 1997)。 

     社會心理學家 Rotter(1966)提出以下想法：若依個人擁有內在控制

力量(internalcontrol)者，較能夠掌控自己的成敗，認為成功是自己的努

力，較少沮喪憂鬱，他们在面對逆境也能主動採取行動，另外，將成敗

歸諸於外在力量，即為外控制者(external control)，他們往往較容易被動

地接受成敗，將成敗歸諸於運氣、機會等等外在因素。 

     不同的人對於事情發生的好壞程度，有其一套習慣的解釋方式，有

人採取樂觀態度，有人則是悲觀相對，這正是 Abrasmson et al.(1978)所提

出的「解釋型態(explanatory sytle)」理論。 

     社會心理學家 Rotter(1966)提出以下想法：若依個人擁有內在控制

力量(internalcontrol)者，較能夠掌控自己的成敗，認為成功是自己的努

力，較少沮喪憂鬱，他们在面對逆境也能主動採取行動，另外，將成敗

歸諸於外在力量，及是外控制者(external control)，他們往往較容易被動

地接受成敗，將成敗歸諸於運氣、機會等等外在因素。研究自我效能

(generalized self efficacy)的知名學者 Bandura(1986)認為，具有高度自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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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人相信自己能有效處理所面臨的事情與處境。他們對自己的能力充

滿信心，將困難視為挑戰並勇敢於接受試驗，由於他們處事態度堅忍不

拔，因此會有高水準的表現。這樣的概念，亦是 Stoltz(1997)逆境商數理

論的一部份，他根據這些理論因而下結論，成功與否取決於對人生的控

制感。 

 

(2) 精神神經免疫學 

     這部份以 Stoltz(1997)神經免疫學的研究發現作為 AQ 理論之基礎。

精神神經免疫學證實思想、感覺、情緒與身體的健康友直接關聯。

Stoltz(1997)的「Adversity quotient:Turning Obstacles into Opportunities」一

書內提到一位 Locke 醫師針對一群哈佛大學學生做壓力實驗，研究對逆

境的反應與免疫力。他發現無法應付壓力(逆境的一種)者，在壓力之下高

度沮喪焦慮的人，防護身體的細胞較少，在研究證實了思想模式在身心

健康的重要性，人在回應逆境的態度會影響免疫功能與效力。 

 

(3) 神經生理學 

Stoltz(1997)在其著作「Adversity Quotient：Turning Obstacles into 

Opportunities」引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醫學中心的醫生 Larry Squire

的說法：在重複同一個思想或行為時，腦部的神經元的連結就會增加，

因此形成更多傳送和接受的細胞，在開始與重複思想或行為時，大腦皮

質也會隨之變化。 

此理論可以解釋大腦如何形成一個「習慣」、「思想」、「行為」。這種

大腦自我神經建立新連結的能力，稱為大腦的可塑性(Brain Plasticity)。因

此，在 AQ 的提升上，可以透過學習的方式，去強化 AQ 的分數，透過

正確的回應逆境方式，在良好的習慣養成，來提升自我的 AQ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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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瞭解到了其 AQ 形成的三大基石是由，認知心理學、精神神

經免疫學、神經生理學所組成，在下段章節中我們探討其 AQ 的構成

要素。 

 

逆境 

商數 

認知心理學認為挫折是源於自己、無法控

制、範圍擴大而時間持久的人，往往會受到

逆境折磨，思維、決定、推理和動機與情感

的程度；而認為挫折屬於一時不順，影響有

限、是源自外在的原因，努力便能影響改變

的人，則能夠繼續向前。對逆境的反應會影

響個人的效率表現和成功。人以持續的下意

識地反映回應逆境。如果未經阻止，這些模

式一生中都會保持不變。 

神經生理學認為腦部有理想的結構，能夠形

成習慣，稱為大腦的可塑性。習慣可以立即

地被打斷，並解改變。個人對逆境反映的習

慣可以被打斷，並且立即改變。如果經過刻

意改變，就可以揚棄舊習慣，接納新習慣。

可以透過學習的方式，去強化 AQ 分數。 

精神神經免疫學認為如何回應挫折和身心

健康有直接關係。控制力事件開長壽之鑰。

如何回應挫折，(AQ)會影響免疫功能、手

術後的恢復能力、以及罹患重病的機率。對

逆境的消極反映，會造成沮喪。 

圖 2.1 逆境商數之理論三大基石 
資料來源：Stoltz,P.G.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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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AQ 的構成要素 

AQ 由 C、O2、R、E 四種要素組成，而這四要素是 Stoltz(1997)結合

了 Seligman(1991)等人習得無助修正理論和自我掌控力理論並加入歸因

責任的概念所構成。C 就是控制力(control)，O2就是起因和歸因責任(origin 

& ownership)，R 就是影響力(reach)，而 E 就是持續(endurance)。CO2RE

的成分決定 AQ 的分數高低，而且除了 AQ 的成績，進一步檢視 CO2RE，

還能了解原因並告訴你如何提升自己的 AQ。 

本研究逆境商數的構成 CO2RE 要素如表 2.1 所示： 

 

表 2.1 逆境商數的構成 CO2RE 要素 

要素 代表意義 
Control 對逆境的掌控能力，認為學習成果與本身的努力有關 

O2(Origin+Ownership) 逆境的起因和歸因責任，面對逆境勇於承擔責任而非自責 

Reach 逆境對自己影響層面範圍 

Endurance 逆境造成受挫的深度與持續時間長短 

 

 
(一) C代表控制(control) 

Ｃ代表控制(Control)，顯示出「你覺得自己對逆境與挫折有多大控制

能力？」重要的關鍵在於「覺得」。我們無法測量某個特定情況下究竟

能掌控情況到何種程度，所以自己的感覺更重要，若沒有控制能力，對

於逆境將不存在希望無法採取行動，若有控制能力，便可以掌握逆境，

了解現在的處境，進而學習去面對挑戰。內外控取向(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又稱為制握信念，Rotter (1966)，他認為由於個人早年經

驗和當前環境的綜合效果，同一件事情對不同的人產生的效果可能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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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Robbins (2001)提出內外控取向指的是個人自認控制命運的程度，認

為可以自己控制者，稱為「內控者」(Internal Control)、聽天由命者則稱

之為「外控者」(External Control)。內控者則因認為學習成果與本身的努

力有關，對於學習抱持較多熱誠，因而學習滿意度較高，Wolk and Bllom 

(1978)認為內控者遇到壓力時比較懂得應對。 

當個人認為他可以控制己身的命運，且認為事件的發生，是由於自

己行為的後果，是個人的能力及屬性所造成，可由自己加以控制或預測

時，此人便是傾向於內控傾向的人格特質者。反之，若將事件的發生歸

因於其他外在因素的結果，或此人認為周遭的環境太過複雜，致使他無

法預測事件的後果，則抱持此種看法者則稱做外控傾向者。(陳增朋，民

90；鄭臻妹，民90)。 

Robbins (2001)提出知覺自己的控制能力非常重要，沒有控制能力，

希望就化為烏有，行動也完全停頓；有了控制能力，人生就可以改變，

命運也得以實現。簡單來說，在控制方面的能力越強，在自身的感覺就

如同:「我能掌握的事情很多」、「事情是可以改變的」、「一定有辦法

度過的」，均是對於事件抱持著正向的回應，反之在控制方面的能力越

弱，在自身的感覺就如同: 「這…我應該沒有辦法處理」、「我沒有辦法

申任」、「不行…我真的不行!」、「我能力不及」，均是對於此事件抱

持著反向的回應。沒有控制的知覺，任何事都不可能發生。因此在這方

面，AQ的高低可能造成極大差異。AQ高的人覺得能掌控生活中發生的

種種事件，因此會採取行動，於是更有掌控的力量，如是良性循環。 

AQ和C分數越高，就越可能覺得自己能掌控大部分的逆境。越覺得

自己有掌控能力，就越可能創造改變。C分數越高，就越有可能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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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解決方法，度過逆境，同時保持靈活的反應。 

 

(二) O2代表起源和責任 

O2代表起因(origin, Or)和責任歸屬(ownership, Ow)。其意義在：「逆

境與挫折的起因是什麼人或什麼事？」以及「我對逆境與挫折應負多大

責任？」。 

針對「起因」的部份。AQ低的人時常會把逆境與挫折歸咎自己，自

認是造成逆境的唯一原因例如:「全都是因為我」、「都是我事情才會變

成這樣」、「都是我的錯」。自認缺乏控制能力，再加上過度自責，會

削弱自己的能力如果在日常生活中過的順利，有可能會歸咎於自己，會

後可能會造成對任何事情都失去了自信，導致放棄。而不必要的自責會

破壞士氣、動機和自尊，也使你喪失由錯誤中學習的能力。適度的自責

能創造良性循環，由錯誤中學習改進，評估每一次錯誤是如何產生，如

何發展，這樣才會有改進的空間與動力。而起因Or分數低的人，可能因

過度自責，而破壞這樣的良性循環。 

另一方面，Or分數越高的人，越可能解析造成逆境與挫折的其他外

在因素，也能更明白看出自己的角色，藉著檢討評估自我行為，而能在

下次遇到同樣狀況時，有更快、更好、更有效率的反應。 

「承擔責任而非一味自責。在某個程度下，自責的確很重要，能使

自己反省造成挫折的原因，以及下次遭逢同逆境時，該如何反應。然而，

過度自責卻具有破壞性。而且除了責備之外，更重要的是自我願意承擔

多少責任。」(張瑞真，民98)，責任歸屬Ow分數越高，代表願意勇於承

擔結果，Ow分數高的人能夠看清自己的角色，因而發揮更好的效果，明

辨哪些責任真正屬於他們，並且勇於承擔責任。願意擔負責任使他們能

採取行動，因而獲得更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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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R代表影響(Reach) 

AQ低，就會讓挫折影響人生其他層面，例如：失戀，對導致1~2個

星期心情不佳，食慾低落，喪失生活目標，考試成績不佳，導致心情不

佳，脾氣暴躁易怒，學習環境雜亂，心情低落，學習效率低下。R要素提

出如下問題：「逆境與挫折對自己其他生活領域會有多大影響？」 

R分數越低，就越可能誇大挫折。這種作法非常危險，如果持續下去，

就會造成嚴重破壞。另一方面，R分數較高，越可能抑制問題發展。當面

拒絕只不過是拒絕，不多也不少。考試成績不好也只是考試成績不好，

不會影響及其他。環境雜就只是環境雜亂，如果多花一點心思，整理乾

淨，就不會產生心情低落，脾氣易怒。 

AQ和R分數越高，就越可能把挫折視為特定事件，而越限制逆境範

圍，就越覺得自己有能力處理，不會驚惶失措，有信心可以處理眼前所

遇到的難關、挑戰。限制挫折的範圍，能讓自己更容易處理生活中的困

難、挫折和挑戰。在R分數高的人眼中，考試成績不好就只是考試這部分

而已，不會再將考試不好的情緒牽連到家人或朋友的身上，更不會產生

遷怒的情形；雜亂的環境也只是雜亂的環境罷了，動動手快整理一樣可

以很舒服的；和所喜愛的人起衝突不過是個誤會，並不會造成關係瓦解。

不會把挫折誇大成為災難，僅止於事件本身的挫敗。 

AQ和R的分數越低，越會覺得逆境遍佈生活的其他領域。老師的斥

責，在自己看來可能會變成該科期末成績全毀；小小感冒，變成死亡的

先兆；朋友沒找出去玩樂，意味著友誼破裂。另一方面，自己也可能會

把好事當成特定而範圍受限的事件。讓挫折侵犯到生活中的各個領域，

可能會大幅增加自己的負擔，得更努力才能補救。挫折造成的扭曲觀點

可能會使你無能採取必要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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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挫折的範圍非常的重要。如果容許挫折擴展到其他領域，就更

容易感受到無助挫折，在潛意識的深淵中滋養茁壯，就會變成災難。 

 

(四) E代表持續(Endurance) 

E為AQ的最後一個層面，其中有提到的包含兩個問題：「逆境與挫

折會持續多久？」或「逆境與挫折的原因會持續多久？」。也就是把失

敗歸因於自己能力不足的人，這是一個把問題設定為永久性的想法例

如：「我天生就是不行呀!」、「不行!我沒有游泳的天賦」，還是把失敗

是為自己努力不夠，這是一個把問題設定為暫時性的想法例如：「我現

在成績不好，但是我覺得花時間去學習應該會變得更好」，「對這間學

校我現在不是很滿意，但給我一段時間我相心我會愛上這裡」這是不屈

不撓的人的情緒表現。E分數越低，就越可能認為挫折會持續很長的時

間，縱使不會是永遠。 

AQ和E分數越高，就越可能視成功為持久的結果，因此也會視挫折

為暫時現象，不久就會消失，而且不太可能再現。這增加自身的活力、

樂觀和積極的生活態度。逆境總會過去的想法會支持自己不屈不撓，迎

接最大的挑戰，衝破難關。 

AQ和E分數越低，越可能視逆境為持久發生，也視正面的事件為一

時走運，這代表這類的人會較容易感到無助或喪失希望的反應。長久下

來，也許會對生活中的某些層面憤世嫉俗例如: 「我討厭這個世界」、「為

什麼老師就一定要當我」，這種想法的產生，之後會對自己產生放棄，

更不可能對自己覺得是永久的逆境採取積極正面的行動。 

在AQ之組成架構中，包含了構成其根本的三大基石，其AQ的構成

是由C、O2、R、E四種要素組成，上段章節中我們清楚的解到C、O2、R、

E四項構面之定義，在瞭解AQ的組成因素之後，在下段章節中，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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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對AQ其分數意涵做一詳細說明。 

 

2.2.3 逆境商數分數意涵 

    Stoltz(1997)使用逆境商數量表，訪問 7,500 位受訪者，其結果呈現「鐘

型分配」，平均值大約在 114.5 分。例如，逆境商數 134 與 135 分，並沒

有什麼差異，不過，低 AQ、中 AQ、高 AQ 之間確存在著差異。 

  茲將各區域的分數意義說明如下： 

〈1〉「高 AQ」，166~200 分 

     目情可能存在著挫折且擁有持續向上的能力。 

〈2〉「中高 AQ」135~165 分 

     在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各項挑戰均能奮力堅持與發揮了潛能。 

〈3〉「中 AQ」，95~134 分 

     在沒有碰到挫折的日常生活中均能順遂，但卻無法承受一些較大的

難關，常會覺得在生活碰到的挑戰中累積的挫折感到難過。 

〈4〉「中低 AQ」，60~94 分 

     逆境對你有嚴重的影響，使你難有所發揮，你的潛力還有發揮的空

間，你可能將面對生活中的挑戰帶給你的無助感與絕望感。 

〈5〉「低 AQ」，59 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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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已經忍受長久的痛苦。逆境對你的生活影響相當大。 

圖 2.2 為上述研究中本研究綜合整理之圖示： 

 

 
圖 2.2 正常逆境商數分佈圖 

資料來源：Stoltz, P.G.(1997) 

    在瞭解逆境商數之組成架構後，本研究其研究目的欲探討教師職場

工作壓力與其逆境回應程度之因果關係，而在下段章節中，本研究將探

討工作壓力之定義與教師與工作壓力之相關性。 

 
2.3 工作壓力 

    根據行政院勞委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調查顯示，從 2001 年到 2011

年的十年間，國人感受到工作壓力大的比例有逐年升高之趨勢，據 TVBS

與台灣教師會合作進行調查台灣教師的不快樂、憂鬱指數，其研究結果

發現高達四成八大台北地區的高中教師有憂鬱傾向，高於總人口有憂鬱

傾向的人 7.3%來的許多，而這項研究結果卻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其討論

向來被視為「高工作保障、低淘汰率、少責任性、多假日」的教師工作

族群，發生了什麼事？到底是什麼事另這些被外界解讀擁有好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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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們產生如此的壓力反應？他們到底在憂慮些什麼事？ 

    工作壓力是現今文明社會所產出的副產品，同時無時無刻的影響著

現代人，影響範圍由日常生活作息至工作效率之間，淺而易見其影響範

圍之大，近年研究顯示其影響範圍有逐步擴大之跡象，據過去已完成的

關於工作壓力的研究(Roberts & Levenson,2001;Brewer & McMahan, 2003; 

Norton, 2003; Rayle, 2006)中可了解，教師或其他的職業者，他們均面臨

各式不同的壓力，且使得個人生活產生的諸多改變。若個人持續承接著

過重的工作壓力，漸漸的工作壓力會使個人產生各種心理、生理各方面

的不適狀況(Curtis, 2000 ; Stanford & Salmon,1993; Taylor, 1999)。 

 

2.3.1 壓力定義 

「壓力」(stress)其來由源自拉丁文 strictus，意思只為「緊繃」，最早的概

念源於物理學及工程學，意指將充分的力量加諸到某一種物體或系統

上，使其扭曲形變(引自林心怡，民 90)。1929 年任職於哈佛商學院的心

理學家 Walter Canon 首次使用「有壓力的生活事件」此名詞，形容個體

面對壓力時身體會出現不能控制的呼吸、出汗、肌肉緊繃等一連串變化，

從此「壓力」不僅是一物理學的名詞，也被視為一個威脅身體健康的因

子，更成為一般研究者經常使用的名詞(蔡嘉慧，民 87；陳柏齡，民 89)。

壓力係指當個體對於生活情境中的某些事物產生不適的反應，無法及時

地調適因應，對其身心產生影響的一種經驗(田蘊祥，民 96；Adriaenssens 

et al., 2006)。壓力的理論模式，大多是以生物學和社會心理學為主要觀點

的傳統研究(Fleming et al.,1984)，Selye(1983)首先在社會科學領域中深入

探討壓力，他將壓力研究彙整為四大類：(1)過度的壓力(2)過低的壓力(3)

良性、快樂的壓力(4)不好的、痛苦的壓力。他認為壓力是對任何要求所

產生的一種非預期反應。在定義「壓力」一詞時，必須先釐清兩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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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分別是「壓力因子」以及「壓力反應」，因為此兩者是定義「壓

力」的關鍵。首先就「壓力因子」而言，是指可能激發「戰或逃」反映

的一種刺激。人的一生中會遭受許多不同類型的壓力因子，有生理上、

有心理上、有社會性的、甚至是哲學上的。而遭遇這些「壓力因子」時，

身體會藉由改變生理或心理狀況，對「壓力因子」做出立即之反應──「戰

或逃」反應就是「壓力反應」。一般的「壓力反應」包括：肌肉張力增

加、心跳加速、心博輸出增加、血壓升高、神經亢奮性、血糖升高、胃

分泌增加、尿量增加等等(劉寶，民 92)。Robert(1986)綜合了各種看法將

壓力歸納為三種定義取向：(一)刺激取向(二)反應取向(三)相關性取向，

以下依照此分法分別說明各學者對壓力的看法(李志強，民 88；鄒浮安，

民 86；林銘宗,，民 88)。 

 
一、刺激取向 

  這是一般心理學家經常採用的定義，例如Morris(1990)認為壓力是指

任何會以起緊張和威脅的環境事件。將壓力視為隱含在個體中的刺激。

所以，壓力是一種個體的主觀不舒服狀態，而此一狀態是由外在刺激所

引起的；此觀點的學者較強調造成壓力的壓力因子，重視壓力的來源，

生活的某種情境對個體威脅或過度要求時，個體就會處於壓力狀態(黃琪

媚，民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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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應取向 

反應取向的壓力模式是指壓力是個體在壓力源下的某種特定反應。在生

物或醫學領域裡經常採用此定義。這模式主要是受Selye(1983)的影響。 

Selye(1983)認為壓力是個體對各種要求所產生的非特定反應，不論壓力

來源是生理(如熱、冷)、心理的(如失去自尊、失望)、社會的(如失業、親

人死亡)、哲學的(如時間應用、人生目的)，皆可能引起個體的生理反應。

Selye(1983)將有機體面對壓力因子所產生之非特殊反應稱為「一般性適

應症候群」，此一歷程分為三階段：(一)驚覺反應期：當有機體暴露在不

適應之有害刺激環境下，所產生的生理反應；(二)抗拒期：有機體完全適

應壓力因子而使症候改善或消失，同時減少對其他刺激之反抗；(三)耗竭

期：因有機體適應力有限，當壓力因子強烈或持續時間過長，若有機體

無法有效適應壓力，當能量耗損殆盡，有機體將面臨疾病或死亡。 

  從Selye(1983)的論點來看，個體對壓力適應力或適應能量是有限度

的，在不斷的壓力下，浩竭必將發生；只要個體產生了某種被認為是壓

力的反應(不管是生理或是心理的)就可認定為個體處在壓力狀態。 

  所以在反應取向中，「壓力」被視為一種反應狀態，是個體在面對

外在威脅情境時，所產生應對威脅情境的反應，這種反應會受到個人特

質以及心理歷程的影響。 

 

三、相關性取向 

  相關性取向壓力模式認為壓力是個體與環境間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

果，強調壓力形成於刺激與反應之間的過程，且此過程是個體主動的認

知評估和因應。也就是說並非所有個體在相同刺激下，都會產生壓力反

應。相關性取向的觀點是統整了刺激取向與反應取向兩觀點，強調個體

知覺的重要性。當個體對於壓力因子加以辨識後，會進一步評估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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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運用資源來加以調適，使之與環境達成平衡。 

  從刺激面定義壓力的問題是個別差異，因為並非所有的個體在相同

的刺激下都會產生壓力反應。反應面的壓力定義問題則是如何界定某種

生理或心理反應模式叫做壓力狀態。基於此，有些學者就提出壓力是個

體對生活中各種刺激時的主觀評估之後所產生的反應，亦即同時考慮到

刺激面與反應面，而刺激與反應的關係則經由認知評估。(劉寶，民92；

蔡素美，民93) 

  其實不論是「刺激面」、「反應面」或「互動面」的壓力定義，其

實基本面都包括「刺激---反應」的關係，只是強調的不同而已。 

 

2.3.2 壓力的影響 

壓力被認為是造成生理與心理疾病的一個因素，環境、社會和心理

的壓力因素皆在個人的健康上扮演重要的角色(Chandler,1985)。以下將分

生理、心理及社會等方面來詳述壓力對人是如何造成影響。 

 
一、生理方面 

壓力會使個人產生「戰或逃」的反應，至少能以兩種不同方式來傷

害身體的健康(一)可能直接傷害組織，特別是循環系統，大部份而言，這

些影響是漸進；(二)可能抑制身體對抗疾病的自然防衛，(Duncan, 1983；

Schafer, 1981)。 

  壓力會使人產生失去胃口、高血壓、潰瘍、消化不良、身體疲累、

哮喘、頭痛、心臟疾病、暈眩、腹痛、增加傳染病的感染性，容易得到

感冒等生理方面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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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方面 

壓力被認為會導致精神創傷後的壓力行為失常(PDSD)症狀的特徵出

現(即再度經驗精神創傷)如心理的麻木、增多的激動狀況、更易出現奇幻

的想法、緊張、失眠症、飲食習慣失調、對學校產生負向態度、失去注

意力、不專注、沮喪、低自尊及自殺、低學習興趣等。 

 

三、社會方面 

  在社會層面這一方面，壓力會使人容易在人際關係中退縮、孤立、

不願去承擔責任、表現出違法的行為、侵略性增加、容易攻擊他人、脾

氣暴躁進而妨礙社交功能、對活動失去興趣、在學校表現不良、和父母

發生衝突、朋友間出現問題。 

  綜合上述見解，可知壓力對個人生理、心理及社會方面會直接造成

影響，而個人感受到壓力後的反應(生理、行為、認知)又共同造成疾病，

但期間關係會受個人所具有之調節性因素所影響。 

    在瞭解壓力的定義後，在壓力中又細分為多種不同的分類，如心理

壓力、環境壓力種種不同的壓力分類，依本研究其研究目的，欲探討教

師職場中的工作壓力狀況，本研究將運用其相關研究與文獻，並加以彙

整，而後將對工作壓力與工作壓力與教師間的關聯性做一研究探討。 

 

2.3.3 工作壓力定義 

    工作壓力是現今文明社會所產出的副產品，同時無時無刻的影響著

現代人，影響範圍由日常生活作息至工作效率之間，淺而易見其影響範

圍之大，工作壓力與工作者的身心健康已密切的關係，已是既定的事實，

若身處於工作壓力之中，察覺到工作情境中發生某種狀況，威脅心理健

康、平衡，即造成工作壓力，壓力將引發若干心裡、認知、生理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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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造成身心俱疲之工作現象(林幸台，民75)，工作壓力的定義，大致上

分為二個方向：環境導致個人身心失衡以及個人的能力和技巧無法與工

作配合(葉桂珍、汪美香，民92)。Lazarus and Folkman(1984)強調工作壓

力因個人與外在環境產生交互作用，因個人評估事件對其造成負荷，而

導致個人極度承受負擔病危及身體健康，產生不安，French(1974)認為工

作壓力是個人能力及其可運用的資源，與其環境對於其工作需求之間無

法調適、配合所導致的現象。MacNeil(1981)認為工作壓力是工作情境中

許多內外變相與個人人格特質交互作用下所產生的現象，若個人察覺到

工作情境中，發生某種情境狀況，以至於影響其心理平衡，此種狀況即

稱之為工作壓力。Caplan and Jones(1975)認為工作壓力是工作環境的特性

對於個人所造成的認為威脅性之現象，它可能超過自身其可負荷的要求

或無法滿足自身其需要的匱乏狀態。Kreitner and Kinicki(2000)綜合學者

論述將壓力源分為個人、團體、組織內、組織外等四個來源。林昭男(民

90)和朱明謙(民90)認為工作壓力是指當工作因素促使個體與環境產生交

互作用，而工作者對工作環境無法適應，對工作者造成的直接衝擊與影

響，而產生一種被壓迫的感受或緊張狀態，所引發個人生理、心理及行

為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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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本研究將近期國內、外學者對於「工作壓力」之定義，整理如

下表 2.2： 

 

表 2.2 工作壓力的定義 
學者 年份 定義 

French et al. 1974 將工作壓力定義為：個人能力、外在可用資源、工作需求

與工作環境間，不能適度配合所導致的現象。 

周嘉明 民90 

認為工作壓力是工作者在工作中，因外在工作環境要求，

個人能力與差異性間交互作用後產生的不同反應，其反應

的結果使個體在心理、生理上產生一種緊張或脫離正常狀

態之現象。 

吳清山 
林天祐 民94 

定義工作壓力係指個人於工作情境中，精神與身體對內在

和外在事件的一種生理和心理反應，而這種反應會導致個

人心裡不舒服會有壓迫感受。 

官湘玲 民94 
指出工作壓力係由於自身的工作因素所引起的，個體與內

外在環境交互作用產生身心不平衡之狀態，且引起其不愉

悅的感覺，並產生緊張、被壓迫、焦慮不安及倦怠的狀態。 

徐嘉均 民98 
指出若個人覺察到工作情境中發生某種狀況，威脅心 
理平衡，即構成壓力。 

資料來源：引自林國芳，民 101 

 

2.3.4 教師工作壓力 

    工作壓力就是指長期教師處於工作壓力之下，個人無法適應這些壓

力而產生情緒上、態度上及生理上的耗竭，終而表現出缺乏工作的熱誠、

情感及成就感(Kyriacou,1987)。教師工作壓力是指教師在面對教育工作環

境、教育政策法令的改變時，因為無法承受、負擔，導致生理或心理感

受到威脅，而產生緊張、挫折、焦慮、壓迫、煩惱…等負向情緒反應，

使得影響工作投入的一種現象，簡言之，即為個人於教學工作環境下所

覺知的壓力感(林國芳，民 101)。教師工作壓力是指由教師工作而產生之

負向情感(如失落、緊張、焦躁)的反應症狀；亦即教師的職業壓力，是教

師應其職務所感受到的責任、期許、要求的壓力，此種壓力在教師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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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工作，對潛在的工作情境因素或要求評估為威脅，或有礙工作的表

現所產生負面情感反應(周立勳，民 75)，Kyriacou(2001)認為教師是目前

許多工作壓力較高的職業之一，因此教師工作壓力常出現在教師與校園

情境間的互動過程中，在教學、行政、學生、家長、校務、同事間之關

係方面產生個人無法適應的情感。教師的工作量，除課程的教學外，尚

有作業的批改、學生問題各方面問題的處理、學校各種活動的配合或兼

任行政工作，可說工作繁重(黃宏建，民 91)；工作壓力是影響教師身心

健康及對工作熱忱的主要原因。Moracco and Mcfadden(1982) 教師工作壓

力係指教師的工作和教師知覺工作的要求威脅其自尊和幸福，以及用以

維持穩定狀態的因應機轉等方面，引發心理穩定狀態的改變以及生理的

變化。李樑吉(民 94)教師於工作情境中，個體與外在環境交互作用下，

促使個體產生負面情緒反應，並產生不安、焦慮、壓抑的心理感受。呂

美玲(民 97)對教師工作壓力的定義為：教師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對於

教學、行政工作，與同事及家長、學生互動的過程以及外在環境變遷，

因無法適應而產生消極、壓迫性的負面情感，並影響其工作表現，造成

生理與心理的不平衡狀態。 

 

2.3.5 教師工作壓力之相關研究 

    Blase(1982) 提 出 教 師 工 作 ─ 動 機 理 論 (Teacher 

Performance─Motivation Theory, TP─M)，說明教師依學生需求，努力從

事教學工作時，如果無法克服工作上的壓力，不管是情緒上、態度上及

生理上的情況時，長期積累的結果，就會產生工作壓力的現象。Kyriacou 

and Sutcliffe(1978)是教師工作壓力研究的先軀，認為教師工作壓力是教師

從事與教學有關工作時，對工作的負面反應。針對教師工作壓力提出理

論模式，其教師工作壓力模式，有四條回饋路線。如圖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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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路線表示因應策略對壓力源評估的影響，若因應策略使用得當，則實

際壓力源的程度可減至最小；反之，則會被評估為具有威脅性。 

2.B路線表示教師對壓力的反應，此處的教師易知覺到更多的壓力事件，

會影響教師對壓力的評估。 

3.C與B有關，C路線表示長期處於壓力下所產生的慢性症狀，可能會使教

師將事件評估得更有壓力，而造成非職業的壓力源。 

4.D路線表示教師過去處理壓力的成功或失敗經驗及個人特質，以及其社

會資源支持與否，均會影響目前評估的結果與對於壓力事件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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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章節中，本研究探討了其壓力的形成、定義與工作壓力與教師

間的相關性研究，瞭解到壓力是由多方因素的複合型要素的影響所組

成，壓力影像的範圍相當的廣泛、且影響的層面會依個人對壓力的回應

程度有所區別，在 Blase(1982)提出教師工作─動機理論中，我們看到教師

的個人特質會影響其對壓力的感受程度與回應能力，其壓力的個人特質

圖 2.3 Kyriacou and Sutcliffe(1978)教師工作壓力模式 

資料來源：出自呂美玲(民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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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了人格特質、信仰能力、適應能力種種，其中用於判對其回應能

力的標準本研究使用了工作滿足程度為其衡量，本研究欲探討不同 AQ

對於壓力的回應能力的強弱與其工作滿足間是否有其關聯性或以其相關

性的影響，在下段章節中，本研究收集過去學者對於工作滿足的諸多文

獻，彙整並分析工作滿足的形成與其定義藉以強化本研究之論文架構。 

 

2.4 工作滿足 

    當今的職場管理者，應在投資報酬率、工作績效、風險評估外，更

需要的著重於「人性」面的探究，在其人性範疇之測量指標方面，「工作

滿足」又為其翹楚，其原因除了工作滿足與員工身心健康有確切相關外，

對於工作意願、工作態度、作業方式皆有其影響(黃同圳，民 95)。「工作

滿足」是由情感、認知與行為三因素所組成，且在強度(Intensity)與一致

性(Consistensy)上有程度的差別，並能經由各種管道來源獲取，其對工作

者提供許多功能。1935 年 Hoppock 所著「Job Satisfaction」一書問世後(引

自 Michel Hersen,2004)，對於工作滿足這樣研究議題，頓時謂為風行，有

關於工作滿足的研究文獻相當的豐富多樣(Vecchio,1991)，這些研究結果

使得研究者對於工作滿足之成因及其所產生之效果已有相當清楚的認知

與瞭解其中以 Schaffer (1953), Brayfield and Crochett(1955),Herzberg (1957)

等人之研究較為著名。有關工作滿足之研究文獻可以其探討的主題作一

粗略區分為：(1)工作滿足概念之建構與測量(2)影響工作滿足之因素(3)工

作滿足所導致之員工行為效果等三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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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工作滿足定義 

在探討工作滿足理論前，須先了解「激勵理論」(motivation theory)，

因為與工作滿足相關的研究中，多從已需求滿足的觀點開始，而激勵作

用即可視為滿足需求的一種過程。多數學者依其研究探討方向之不同，

將工作滿足理論區分為內容模式(content theory)、程序模式(process theory)

和強化模式(reinforcement theory)三種(林誠、張芳梓，民97)。工作滿足是

工作者對工作本身、工作環境，或對此兩者的一種情感反應(affective) 或

認知(cognitive) 的(Schleicher et al.,2004)。而徐承毅、李文雄、許志賢(2007)

提到Hoppock 發展工作滿意一書中，首先對工作滿意進行有系統的研

究，結果發現工作滿意和職業階層有關，且研究發現在性別、職等、職

位等對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差異。且大部份研究發現，男性工作滿意度

高於女性(莊榮霖，民83；黃麗華，民85)，現代組織行為學大師Robbins(1995)

認為，工作滿足為個人對工作所抱持的一般性態度，也就是員工認為從

工作中應得的與實際報酬間的差距，員工之工作滿足度高，表示對他的

工作抱持正面態度，反之，則表示員工對工作不滿，有著負面態度。張

文智、張鎮雄、許言(民94)曾對工作滿足定義提出三類看法，本研究引用

所提出之綜合性的工作滿意(overall satisfaction)，意指工作滿意只是一個

單一的概念，工作者能夠將其在不同工作構面上的滿足與不滿足平衡，

形成集體的滿足，重點益於工作者對工作情境所抱持的一種態度，以及

工作者對其全部工作角色的情感性反應)。Locke(1976)將工作滿意定義為

個人評價其工作或工作經驗而產生的正向或愉悅的情緒狀態，工作滿足

含括工作者對其工作本身或工作的某些特定層面之各種態度或感覺 

(Hoppock, 1977; Campbell and Pritchard, 1976)，而工作者在各種不同構面

上的態度或感覺將形成整體的工作滿足 (Kalleberg, 1977)。徐光正(民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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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工作滿足之定義歸納為三類，包含綜合性定義(overallsatisfaction)、差

距性的定義(expectation discrepancy)以及參考架構說(frame ofreference)。

綜合性定義的特性在於將工作滿足的概念作一般性的解釋，不涉及工作

滿足的面向、形成之原因與過程。換句話說，便是個人對工作整體的情

緒反應，或者是個人對於工作所抱持的一種態度。差距性定義由著名的

工業心理學家Porter(1963)所主張。他認為滿足的程度是一個人實得的報

酬與他所認為應得的報酬差距而定。在工作中，一個人的實得與應得報

酬間的差距愈小，其對工作的滿足程度會愈大，反之，倘若其實際得到

的與期望報酬間的差距愈大，則滿足感愈小。McCormick and Ilgen(1980)

將工作滿足視為是一種工作者對工作的態度。Smith and Cooper(1985)則

從工作本身、薪資、升遷、上司、同事其五個構面進行研究探討，將重

點放在教師對其工作的情感性反應。Seahore and Taber(1975)提出工作滿

意度可視為組織健康與否的一項早期警戒指標，經由對員工工作滿意度

之持續觀察，可及早發現組織之問題並提供組織管理一項重要的參考變

項。 

 

2.4.2 工作滿足之相關理論 

   需求層次理論Maslow(1943)認為人類的行為係由需求引發動機，動機

進而產生了行為。Maslow(1943) 認為人類的需求由低而高分為五個層

次，依次為： 

1. 生理需求：人最基本的需求如：口渴、飢餓以及性等生理需要。 

2. 安全需求：一種追求安全，免於被他人侵犯與威脅的需求。 

3. 社會需求：在社會中希望得到別人的接受、情感、友誼與愛。 

4. 自尊需求：希望獲得別人對自己的尊重，及個人對自己的尊重。 

5. 自我實現需求：經由了解自己、接受自己，進而發揮自己的才能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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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理想的需求。 

    Maslow(1954)的需求理論特色是某一層次需求達到部份程度滿足之

後，就會開始追求較高層次的需求。 

 

表 2.3 Maslow 需求理論 

需求層次  階段 工作情境具體說明 

 

高 

 

 

 

 

 

 

 

 

低 

自我實現  自我成長，期待自己成為希望成為的人，即是人類的

最高需求。 

自尊需求 員工與工作場所中，有自尊與被尊重的需求。包括地

位、自信、升遷機會等需求。 

社會需求 愛與被愛、友誼與歸屬感，是員工在工作場所中與其

他同事互動時所渴望得到的，進而得到接納與認同。 

安全需求 避免不良之工作環境，危害到身心的健康與生命安

全，同時需要工作穩定所帶來的安全感。 

生理需求 生理需求的滿足通常與金錢有關，在此的金錢是指金

錢所能購買的事物，對於員工而言，生理的需求在於

追求溫飽，要求薪資以維持人類基本生存需求。 

資料來源：引用 白景文(民86) 

    在前述章節中，本研究將過去學者對工作滿足所做出做一彙整並加

以探討，在瞭解到工作滿足理論的形成的成因，在下段章節中，本研究

欲探討工昨滿足的衡量方法，工作滿足有許多不同的衡量方法，適用於

不同的職業別或樣本取向或研究主題，在下段章節中本研究將對多種的

工作滿足衡量方法做一介紹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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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工作滿足之衡量 

在概念之建構與測量方面，工作滿足通常被界定為：「個人對於工作

或工作經驗評價後所產生的一種愉快的或正面的情緒性狀態」

(Locke,1976)，在工作滿足的測量上，有些研究採單一全面性的評等方式

(Bagozzi & Phillps,1982) 、等級評比 (Rating Scale) 、問卷調查表

(Questionnaire)、關鍵事件(Critical Incident)以及訪談(Interview)被認為是

較具有信度及效度的衡量員工滿足的方法。其中最常用來衡量員工滿足

的方法為問卷調查法，藉由工作滿足量表來瞭解工作滿足的構面，國內

外常用的工作滿足量表有：(一)工作描述量表(Job Description Index，簡稱

JDI)(二)明尼蘇達滿意問卷(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簡稱

MSQ)(三)需求滿足問卷(Nee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NSQ)(四)工作診

斷量表(Job Diagnostic Survey，簡稱 JDS)。(五)工作滿意度調查(The Job 

Satisfaction Survey，簡稱 JSS) (六)一般性工作量表(The Job in General 

Scale，簡稱 JIG)目前國外相關工作滿足的量表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 工作描述指數(Job Descriptive Index, JDI)最常被引用者為工作說

明量表(Job description index; JDI) (Smith et al., 1989)，是一種由員工指出

針對工作特定觀點的描述是否為真的問卷。此類問卷包含五個方面，包

含：工作本身、薪資、升遷、上司、工作伙伴。每個分量表可提供一個

向度的滿足分數，全部向度相加則代表整體工作滿足的分數。在量表中

每一個項目以一句形容詞或一段句子來串連，受訪者只需對每一句形容

詞或句子，依其符合、不符合或不能決定而已。(楊牧青，民89)Hartline and 

Ferrell (1996)以整體工作、同事主管、組織政策、組織支持、薪資報酬、

升遷機會及組織顧客等構面來衡量工作滿足。Tzeng et al. (2002)則以薪

資、升遷、主管、同事來衡量工作滿足，鄭伯壎(民66)將Smith et al.(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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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工作敘述量表，翻譯成中文，每個構面由9個至18個形容詞構成，

共有58題問項。工作敘述量表能深入瞭解員工在工作情境中不同面向的

感受，以及個人與組織間的關係。 

 

二、 明尼蘇達滿足問卷(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MSQ)問

卷分為長題本、短題本兩種，MSQ由Weiss et al.(1967)發展而來。測量員

工對工作整體的滿意程度、內在滿足(intrinsic satisfaction) 及外在滿足

(extrinsicsatisfaction)。長題本包括二十個分量表，每個分量表有五題題

目，共寄一個題目。短題本則是由長題本每個分量表中，選出相關性最

高的一個題目，代表該分量表，共計二十題，可以測出受試者內在滿足、

外在滿足及一般滿足。內容包括有關工作各種方面(包括：薪給、晉升管

道…)滿足與不滿足的等級評量，分數越高表示滿足程度越高。(楊牧青，

民 89) 

 

三、 需求滿足問卷(Nee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NSQ) 

Porter 於 1963 年根據滿足的差距性定義而設計發展的，每一項目都有其

相對應的兩個題目，一個題目測量受試者認為其工作某方面的特性主觀

上「應該」獲得的滿足程度；另一題目則測量受試者認為在此特性方面

「目前」所獲得的滿足程度。在每項目上，將受試者選取「應該」所得

之數值減其選取「目前」所獲得的數值，即可得知其滿足程度。(楊牧青，

民 89) 

 

四、 工作診斷調查表(Job Diagnostic Survey, JDS)由 Hackman and 

Lawler (1971)編制而成，用來測量員工對其工作之情感性反應，由受試者

填答，可測量其一般滿(指工作者對其工作感到滿足、愉快的程度)、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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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動機(指工作者能自我激勵以有效的完成工作的程度)及特定滿足(包

括工作安全感、待遇、社會滿足、督導、成長滿足等五方面的滿足程度)。

(Jerald & Robert,1995)。事實上，目前並無任何一個工作滿足量表可以用

來測量所有的變項，什麼才是工作滿足的最佳構面分類，至今並無定論，

不同的樣本構成，或不同的量表項目，都會導致不同的因素結構。研究

者在選擇與職業別有關工作滿足的問卷時，需考量其是否能夠測出研究

者最需要的層面，以及其對工作滿足的測量是否能做信度與效度的評估。 

 

五、 工作滿意度調查(The Job Satisfaction Survey，簡稱 JSS)由 Spector 

(1987)所編制而成，共包含薪水、升遷、直屬上司、福利、獎賞、工作狀

況、同事、工作特性、溝通等九個構面，每一構面有四種選項，正向意

見予以正分，負向意見予以負分表示。Spector (1987) 將各種量表中曾提

及的衡量因素彙整成薪資、升遷、溝通、自我實現、同事、褒獎、特別

福利、賞識、訓練、工作本身、組織、組織政策與程序等構面。其中工

作本身、組織、組織政策與程序等因涉及政府體系之規定，因此較難成

為公部門主管單位提高公務人員工作滿足之可行因素。而薪資、升遷、

自我實現、激勵制度(包含褒獎、特別福利、賞識)與訓練等構面與員工或

公部門主管單位的關係較密切，為公部門主管單位可提高員工工作滿足

之可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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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般性工作量表(The Job in General Scale，簡稱 JIG)由 Ironson et 

al.(1989)等人編製而成，為一全面性的量表，形式與 JDI 相同，共包含 18

個題像，包含三個選項：「是」、「不確定」、「否」。 

 
    本研究係針對高中教育在工作環境上所感受到的滿足情形進行調

查，綜合上述所言，本研究採用填答容易、時間經濟的方法，亦使用明

尼蘇達滿足問卷(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MSQ)之二十題像

短量表問卷，測得受測者的滿足程度。而將工作滿足歸納為二個構面，

分別為： 

（一） 內在滿足：係指造成滿足感的增強物(reinforces)與工作本身有密

切的關係。亦即，個人對於目前工作的活動性、變化性、運用能力的機

會、工作上職權的大小、工作上所能給予的成就感、責任感、工作穩定

性、安全感、工作上對社會的服務性、在社會上的地位等方面感覺滿足

的程度。包括自我成長滿意、情感滿意、自我肯定滿意。例如，從工作

中獲得的成就感、自尊、自主等等。 

 

(二)外在滿足：係指造成滿足感的增強物與工作本身無關。換言之，個人

對於目前工作的升遷性、所得報酬與讚賞、工作環境、組織的政策與實

施方式、技術上的督導以及人際關係的好壞等方面感覺滿足的程度。包

括工作表現滿意、主管關係滿意、社會地位滿意。例如，主管的讚美、

同事間的良好關係、良好的工作環境。 

 

    在前述章節中有提到教師的特質會影響對其逆境的回應程度、壓力

的感受、與滿意度的高低，而其教師特質中又包括：人格特質、信仰、

回應能力不同的特質，在本節文獻探討中，對工作滿足主要是對「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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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探討，工作滿足就是一種工作者與工作環境、工作本身中情感反應

與認知，在本章節中利用過去學者所提出對工作滿足的衡量方式做一彙

整，並將本研究所使用的衡量方式的原因做一概述。 

 

2.5 各變數間關係之探討 

 

2.5.1 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之關係 

    在嚴景惠、蔡明昌(民 98)的研究中提到，在宗教經驗上程度越高者，

其對宗教的信仰程度也越強烈，再者釋慧開學者(民 98)在其研究中曾表

示，心理上的焦慮、精神上的徬徨、心靈上不知何去何從，才是最為無

助的恐懼，面對如此逆境，也唯有藉由信仰方能給予正念，而

Levinson(1978)年研究亦發現，宗教信仰程度會影響人們的自我認同感，

有虔誠宗教信仰的的人教可以擁有健康的自我概念。而擁有宗教信仰的

人，較能從逆境中給予回應和接受(Tedeschi,1996)，然而諸多學者(葉重

新，民 90；蔡維民，民 93；莊淑灣、呂錘卿，民 94)認為，宗教信仰是

有效對付壓力的方式，宗教信仰可使具有信仰的人們得到壓力上的釋放

與紓解，由上述眾多學者研究中發現，宗教信仰與逆境回應能力是具有

關連性的，然而在上述學者們研究中其研究樣本，大多以學生族群居多，

本研究認為在現今教師處於高壓力強度的工作，探究其逆境回應的能

力，亦有其研究價值，故以高中教師作為本研究之研究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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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宗教信仰與工作滿足之關係 

    黃韞臻、林淑惠(民 97)曾研究指出，具有宗教信仰和投入宗教行列

的人，擁有較高的整體幸福感，其較易達成工作上的滿足感，可見適度

的接觸宗教信仰有助於滿足的達成，然而 Price(2001)認為工作滿足是工

作者對其工作所具有的感覺或情感反應，工作者是基於心理與生理上的

感受而達成滿足的結果(王美慧，民 96)，由於國內學者對於宗教信仰與

工作滿足的相關研究較為不足，故本研究將此納入研究架構中，欲探討

其構面間之相關性。 

 

2.5.3 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之關係 

    近年來的研究議題中，壓力的研究佔有其重要的部分，其多集中於

探討壓力、痛苦、憂鬱的負面意題上，希望藉由研究尋探其不快樂的因

素，針對這些層面進行改善(黃韞臻、林淑惠，民 97)，薛寶綸(民 84)認為

宗教信仰是人們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安定人心、使人心感

受幸福的重要因素，宗教的力量能提升成年人對幸福的感受力。學者 Mark 

and Richard(1991)於一份對 710 位教師的研究中，呈現出高達 32.6％的教

師表示非常或極度具有工作壓力。因此可以知道高中教師在校園的工作

環境中，所必需面臨的多方面壓力因素來源衝擊情況依然十分嚴峻，而

且張志剛學者(民 92)認為宗教能讓人回覆快樂的心態，舒坦人心中的焦

躁不安，使人心靈獲得依靠而有所慰藉。宗教信仰使教師擁有正向的情

緒發展，與促進教師的心理健康與靈性需求，更為教師帶來快樂的教學

情緒使他們以正向的情緒、健康的心理面對教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徐孟

弘，民 95)，以上文獻足以顯示，工作壓力的情緒、心理、生理反應能透

過宗教信仰的催化，而達到了正向的發展，然而近年來受到教改、招生

不足、青少年問題的日益嚴重，教師對於工作環境的壓力已不可同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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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基於上述研究者中研究樣本的特性，本研究便以現今教師所處工作

壓力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2.5.4 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之關係 

    對身處二十一世紀的人們，其生活模式與生活壓力的轉變影響著人

們的生活型態，工作壓力已成為現代社會的附屬品，同時也是影響現代

人日常生活作息以及工作效率的重要因素(黃開義，民98)，從過去已完成

的相關研究(Brewer & McMahan, 2003; Norton, 2003; Rayle,2006)均顯

示，不論研究對象是諮商人員、老師或是警察，他們均面臨著各種壓力，

例如，教師感受到更多來自家長對其子女教育方式的關注，使得教育工

作越顯棘手，站在教育第一線的教師們其壓力感受越發強烈(Mearns & 

Cain,2003)。生活與社會逆境逐漸慢慢形成了所謂生活困擾以及工作壓力

(DeFrain & Olson,1999)，此外Stoltz(1997)針對壽險公司員工調查的研究結

果中也顯示，逆境商數較高的員工，因為感受到的工作壓力相對較小，

於是無論是在生產力或者是其他表現上，都遠高於逆境商數較低的員工。 

Goleman(1998)研究認為個體擁有的韌性程度會抑制挫折所帶來的壓力，

當逆境出現在他們生活中時，會立刻思考如何緩和逆境帶來的影響，然

而學者李亦園(民95)其研究結果認為壓力的因應策略對壓力過程具有緩

衝作用在其研究中得到支持，即採取正向的因應策略有助於緩和壓力過

程，與其爆發壓力之後再收拾殘局，不如防範於未然，先做好初級預防

避免壓力累積。上述文獻中我們探討到了近年來教師工作壓力的產生情

況與工作壓力逐漸的滲透於日常生活中，然而據學者的研究壓力的回應

能力足見的受到的重視，舒解壓力的方法已逐漸的成為民眾所關心的議

題，前述研究顯示工作壓力與逆境商數是具有影響性的，然而Stoltz(2002)

的研究樣本中並無類似台灣教師的工作壓力樣本，故本研究試著將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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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數與台灣高中教師進行研究，探索其工作壓力與逆境商數之關係。 

 

2.5.5 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之關係 

    工作滿足的概念，首先由Hoppock(1977)提出，當時乃意指個人對工

作情緒的態度或取向，若從工作滿足的相關理論來看，有不少學者

(Fournet et al., 1966; Locke, 1976; Wernimont, 1972)將影響工作滿足的因

素分成內外二大因素；而Seahore and Taber(1975)學者提出工作滿足 可視

為組織健康與否的一項早期警戒指標，經由對員工工作滿足之持續觀

察，可及早發現組織之問題並提供組織管理一項重要的參考變項。良好

的工作滿足有助於提升教師教學的品質，也會增加其留任意願，減少職

場流動率(Castle & Engberg, 2005)。 

    學者林俊雄(民90)的研究指出提高員工對逆境之處理能力，來增加工

作滿足的程度，並改善組織的營運績效。然而學者沈昭吟、張瑞真(民98)

在針對南部署立醫院抽樣289位醫療從業人員時，在逆境商數對工作壓

力、社會支持與工作滿足關係之研究中發現，逆境商數和工作滿足間呈

現著顯著相關，且學者李聰杰(民99)在AQ後續研究中，針對南部某私立

大學抽樣105份大學教師後發現，逆境商數對工作滿足有顯著正向影響，

由上述文獻中足以證明，工作滿足的重要性在職場中淺而易見，而強化

工作滿足的方式也相當多元，本研究為了驗證Stoltz(1997)學者提出的逆

境商數學說能在各職業別中使用，故本研究將工作滿足和逆境商數納入

研究架溝中，試著探討兩構面間的相關性會不會因為樣本特性轉變而產

生不同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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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之關係 

    工作壓力是現代社會的副產品，同時也是影響現代人日常生活作息

以及工作滿足的重要因素，從過去已完成的相關研究(Brewer & McMahan, 

2003; Norton, 2003; Rayle, 2006; Roberts & Levenson,2001)均顯示，然而工

作滿足是指個人對工作所表現的態度，當員工對工作產生滿足感受與正

向情緒反應時，會更加投入心力(林梅香、黃慈心，民98)。在諸多的研究

(王琡棻、張英鵬，民93；吳楦晴，民94；李亦園，民88；杜昌霖，民93；

Brewer & McMahan, 2003; Rayle,2006)顯示，個人所承受的工作壓力越

大，工作滿足感越低；相對的，個人所承受的工作壓力較低時工作滿足

也較高。當個人面對工作壓力時，是否能承擔工作壓力進而完成工作；

或是無法負荷工作壓力，為壓力所折，個人的主觀感受將是關鍵因素之

一。此時，個人對於自己工作中各向度的滿足與否，將是更為重要(黃寶

園，民98)。雖說上述研究中對於工作滿足與工作壓力均有了正向關係的

文獻支持，然而現今環境與過去的差異、壓力源的多變、職業種類等因

素上的差異，都會使其產生與過去不同的研究結果，故促使本研究將此

構面納入研究架構中。 

 

2.5.7 宗教信仰、逆境商數、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之關係 

    宗教在目前社會中人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其為人類心理與生活需

求的反應，它可以直接影響人類生活，間接的與其壓力釋放有著連結，擁

有宗教信仰的人，較能夠從逆境中得到利益，較不會與人計較(Tedeschi & 

Calhoun,1996)，諸多學者(葉重新，民 90；莊淑灣、呂錘卿，民 94；蕭雅

竹、黃松元、陳美燕，民 96)認為，宗教信仰是有效對付壓力的方式之ㄧ，

個人擁有積極且正向的宗教信仰可以有效解決壓力，使壓力獲得舒緩，有

宗教信仰的人們，具有較佳的壓力調適能力，看待事物也較為正向；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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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個人面對工作壓力時，是否能承擔工作壓力進而完成工作；亦或是無法

負荷工作壓力，為壓力所折，個人的主觀感受為其關鍵因素之一個人對於

自己工作中各向度的滿足與否，將是更為重要(黃寶園，民 98)。Stoltz(2000)

研究員工個人逆境商數與生產力的比較；結果顯示，員工的表現和他如何

回應逆境有極大關聯。高逆境商數的人生產力遠高於低逆境商數的人，此

時對於 Stoltz 的研究，我們可以為其研究解釋為過度的壓力，不但無法使

人全力以赴，反而會使人降低工作效率，相對的突顯 AQ 的重要性，其對

逆境的回應有助於幫助對抗其工作壓力的回應能力。學者黃寶園(民 98)更

於其研究結果中得到；工作壓力對職業倦怠的影響將受到工作滿足的舒

緩，亦即工作滿足將扮演著二者之間的中介變項，其言就針對職業倦怠作

一詮釋，然他研究中清楚的提到工作壓力的舒緩來自於工作滿足程度高

低；然而學者 Brewer and McMahan, 2003 研究即指出，工作滿足程度較低

者，將產生較為快速的人事變更，生活品質也較相對較差；反之工作滿足

程度較高者，將較能安心於自己的工作上，生活品質也較佳；而學者林俊

雄(民 90)在其研究「探討逆境回應與工作態度、工作滿足、薪酬滿足、離

職意圖、組織承諾的相關性」，結果發現逆境商數整體部分與離職意圖有

顯著負相關，並且逆境商數愈高者對工作的抗壓性愈強，而與組織承諾方

面呈顯著的正相關；然而學者沈昭吟、張瑞真(民 98)研究中發現逆境商數

與工作滿足具有顯著相關；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有顯著負相關，逆境商數

與工作壓力包括工作負荷、角色模糊、角色衝突之交互作用，對工作滿足

呈現部份負相關；在沈昭吟、鄭寶菱(民 99) 的研究：「大學生的逆境商數

與學習壓力、成就動機之相關研究-以宗教信仰為干擾變數」中，其研究結

果證實，宗教信仰在逆境商數與學習壓力間是具有干擾效果的，故此本研

究將逆境商數列入中介效果研究中，欲尋求其中介效果是否會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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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文獻得知，宗教信仰、逆境商數、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間有

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關於AQ的研究在國內外文獻雖不至於缺少，但

研究的數量並無其他研究主題般豐富，尤其是國內更為缺乏之，故基於

上述多項因素，本研究將上述研究構面作一系統性的彙整為本研究之研

究架構，本研究希望藉由研究樣本的特性與社會環境的差異，瞭解研究

構面間的作用關係並作一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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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研究方法與設計，首先建立研究架構與提出研究假設，並釐清

各研究變相的操作型定義，更進一步進行問卷之題項設計，描述資料分

析與統計方法分述如後。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僅針對構面內涵與相互關聯性作分析，並針對宗教信仰、逆

境商數如何影響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進行深入討論。依據前述第二章文

獻回顧假設推論與探討，歸納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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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問卷題項設計發展 

 
3.2.1 問卷研擬過程 

    在問卷設計方面，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建立研究假設與研究架構

後，依據相關文獻發展本研究問卷變項構面及問項內容，並請相關專家

學者檢視問卷內容並加以修訂，以確保問卷內容的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以及問卷題亦清晰易懂。爾後並進行問卷前測(pilot test)，共計回

收到 86 份問卷。初步檢定衡量問項的信度，所有量表的 Cronbach’s α 值

皆高於 0.7，顯示問卷的信度皆為可接受的狀態(Nunnally,1978)。 

 

3.2.2 各構面操作型定義與題項內容 

    由於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高中教師對宗教信仰、逆境商數、工作壓力

與工作滿足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來蒐集資料，便於分

析各構面間關係。本問卷內容共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為宗教信仰量表；

第二部分為逆境商數量表；第三部分為工作壓力量表；第四部分為工作

滿足量表；第五部分為人口統計特徵。下列各變項的衡量方式，除了人

口統計特徵和逆境商數之外，其餘均以 Likert 5 點量表來衡量，針對各衡

量問項，以其主觀認知勾選最適當的答案，每個子題包含五個尺度，依

序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分別給

予 1、2、3、4、5 分，並依所得分數高低作為該變項分數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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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 則就各構面之操作性定義間作探討。 

表 3.1 各構面操作型定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構面 衡量變數 構面解釋 衡量工具來源 

宗 
教 
信 
仰 

宗教功能 

宗教功能認為宗教可以帶給人在心靈

上、情緒上的力量，給予人無窮的正向

力，相信透過做好事等正向力來改變命

運。 

鄭青書(民 89)；瞿海

源(民 86)；鄭寶菱(民
99)之量表。 

宗教態度 宗教態度認為宗教是每個人都需要的，

在生命過程中都與宗教息息相關。 

逆 
境 
商 
數 

C 控制能力 逆境事件的掌握與控制能力。 
Stoltz(1997) 所發展

之「AQ 反應量表」

和林俊雄(民 90)；張

瑞真(民 98)；李聰杰

(民 99)；鄭寶菱(民
99) 之修改翻譯量

表。 

O2歸因能力 逆境原因以及責難之面對，承擔逆境以

及責任之勇氣。 

R 影響層面 界定逆境影響的層面，決定感受逆境的

強度。 

E 持續時間 逆境讓人受挫深度與持續低潮的時間長

短。 

工 
作 
壓 
力 

生理壓力 指當面對壓力時所產生的生理不適之現

象。 洪朱璋(民 93)；陳素

惠(民 94)；陳安妮(民
99)之量表。 心理壓力 指當面對壓力時所產生的負面情緒與感

受。 

工 
作 
滿 
足 

內在滿足 係指造成滿足感的增強物(reinforces)與
工作本身有密切的關係。 

Weiss et al. (1967)所
編制之「明尼蘇達滿

意問卷」之量表和張

舒涵(民 93)；盧志榮

(民 97)；范華容(民
97) 和其翻譯量表。 

外在滿足 係指造成滿足感的增強物與工作本身無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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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分析方法 

本研究於問卷回收後，即進行資料的篩選、編碼、登錄與統計分析

等工作，本研究以 SPSS for Windows 12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的處理與分

析，應用的統計方法有敘述統計分析、信度分析、Pearson 相關分析。另

外，在效度分析與整體模式分析方面，本研究採用 AMOS17.0 統計軟體

來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與路徑分析。 

在模式分析方面，本研究採用 AMOS17.0 統計軟體來進行結構方程

式模型的分析。SEM 分析應採取多元的指標來檢驗模型的配適度，有關

模式適配度的評鑑有許多不同的主張，但以學者 Bagozzi and Yi(1988)的

論點比較周延，他們認為假設模式與實際資料是否契合，必須同時考慮

到三個指標：基本適配度指標(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體模式適配度

指標 (Overall Model Fit)與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指標 (Fit of Internal 

Structural Model)。 

本研究除了採納 Mueller (1996)與 Thomas (2002)等人所建議使用的

指標，包含卡方檢定 (Chi-Square Statistic)、卡方自由度比 (Normed 

Chi-Square)、CFI(Comparative Fit Index)、GFI(Goodness-of-Fit Index)、

RMR(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以及 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等，另外在評量整體模式適配度方面則是採用 Hair et al. 

(1998) 的研究，增加 AGFI(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NFI(Normed 

Fit Index)指標作為整體模式配適度之驗證，以其展現理想之配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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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假設 

H1：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具有正向影響。 

H2：宗教信仰與工作滿足具有正向影響。 

H3：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具有負向影響。 

H4：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具有負向影響。 

H5：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具有正向影響。 

H6：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具有負向影響。 

H7：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具有中介效果。 

H8：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具有中介效果。 

H9：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具有中介效果。 

H10：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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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析結果 

 
4.1 樣本結構描述 

    問卷設計共分為逆境商數、工作壓力、工作滿足、宗教信仰等四個

構面，變項之衡量皆依據相關文獻之量表及問項發展而來。本研究欲探

討之議題為高中教師逆境商數與宗教信仰對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之影

響，所以在前測時利用便利抽樣，於嘉義地區四間高中職教師為問卷發

放之對象，前測共發出 130 份問卷，扣除填答不完整、填答一致性與無

效問卷，有效回收 86 份回收率為 66.1%，藉此來檢測本研究問卷之信度，

結果 Cronbach’s α 皆超過 0.7，KMO 皆超過 0.5。 

    正式抽樣部分，取樣方式依據本次研究之條件，針對台灣南部地區，

採用非隨機抽樣下之判斷抽樣法的方式，針對宗教創辦學校和一般學校

的高中教師為研究樣本。本研究共計發出 700 份問卷，扣除填答不完整、

填答一致性與無效問卷，有效回收 484 份回收率為 69.1%，由表 4.1 可看

出，樣本男性為 43.2%而女性為 56.8%，而教師們的年齡層主要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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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以上為最少的 15.5%，而教師們的教育程度多數為研究所佔了樣本整體

的55%，而次多的為大學教育程度為44.2%，而薪資部份多為40000~60000

居多占了 52%，而樣本中有 55.8%於宗教創辦學校任職、另外 44.2%在一

般學校任職，在工作年資部份，有 34.1%的教師年資達到 16~20 年，另有

32.2%達到了 6~10 的教學年資，在樣本中有 44%的教師是無任何信仰的，

而 27.9%是具有佛教宗教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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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模式內在結構模式分析 

    表 4.2 為模式內在結構模式，在模型分析方面，本研究採用 AMOS5.0

統計軟體進行結構方程式模型之分析，模式內在結構配適度主要在評量

模式內估計參數的顯著成度、各指標及潛在變項的信度等，乃是分析模

式之內在品質，表 4.2 中顯示為整理之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其模式適合

度指標中 GFI、NFI、CFI、RMR 均符合準則，故整體模式各題項之信度

是擁有良好的信度。 

表 4.1 敘述性統計表 

人口統計變項 次數 百分比 人口統計變項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任職學校   
男 209 43.2 宗教創辦學校 270 55.8 
女 275 56.8 一般學校 214 44.2 
年齡   工作年資   
30 歲以下 78 16.1 5 年(含以下) 93 19.2 
31~40 歲 198 40.9 6~10 年 156 32.2 
41~50 歲 133 27.5 11 年~15 年 70 14.5 
51 歲以上 75 15.5 16~20(含以上) 165 34.1 
教育程度   目前信仰   
高中職(含以下) 1 0.2 天主教 33 6.8 
大專院校 214 44.2 基督教 44 9.1 
研究所 266 55.0 一貫道 6 1.2 
博士 3 0.6 佛教 135 27.9 
月收入(新台幣)   道教 48 9.9 
25000(含以下)(單位：元) 5 1 回教 0 0 
26000~40000 64 13 無 213 44.0 
41000~60000 256 52 其它 5 1 
60000 以上 159 3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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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模式內在結構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變項 
MLE 的估計參數 

題項信度
2R (SMC) 

構面成分

信度 

平均抽 
取變異 因素負荷

量(λ) 
衡量誤差 

逆境商數      
P2092 0.538 0.86 0.854 

0.84 0.68 P20172 0.792 0.47 0.629 
P20181 0.640 0.68 0.751 
工作滿足      
P504 0.842 0.58 0.709 

0.79 .078 P505 0.541 0.4 0.839 
P507 0.648 0.15 0.420 
P510 0.812 0.16 0.659 
工作壓力      
P402 0.704 0.43 0.783 

0.89 0.60 P404 0.713 0.37 0.508 
P406 0.559 0.67 0.854 
P415 0.619 0.55 0.785 
宗教信仰      
P601 0.391 0.61 0.689 

0.91 0.62 
P605 0.728 0.28 0.531 
P607 0.892 0.11 0.796 
P608 0.916 0.10 0.839 
P609 0.893 0.11 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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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結構模型分析 

 

4.3.1 模型適配度標準 

    整體模式適配度主要是在評量整體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程度，

SEM 應採用多元的指標來檢驗模型的適配度，因模型可能會滿足某些項

指標(范惟翔、張瑞鉉，民 96)，卻無法在它項指標中得到支持，本研究

採用 Hu and Bentler(1995)、Wan(2002)等人所建議使用的指標，其中包含

CFI、GFI、RMR、RMSEA、AGFI、NFI 指標作為整體模式配適度之驗

證，結果發現，模式適配指標未達學者們之建議標準值(Luarn & 

Lin,2005：吳萬益，民 97：郭幸萍、呂信億，民 99)，因此必須針對模式

進行修正。然有學者認為研究者若遇到模式適配指標未達標準值的情

況，也就是理論模式與資料在適配度上有所不足時，可透過模式修正指

標來進行模式修正，已提高整體適配度(邱皓政，民 92)。 

    表 4.3 中為修正過後整體適配度指標檢定結果，經修正適配度指標

後，本研究之整體適配度模型已良好之模式。 

表 4.3 整體適配度模式檢定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配適準則 判斷準則 
本研究 
結果 

配適準則 判斷準則 
本研究 
結果 

DF  92 GFI >0.9 0.945 
CMIN/DF <3 2.433 AGFI >0.9 0.918 

RMR <0.05 0.038 NFI >0.9 0.933 
RMSEA <0.08 0.054 CFI >0.9 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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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根據研究樣本特性拆分為兩個部份進行探討，分別為宗教創

辦高中與一般高中做比較研究，而其宗教創辦高中樣本中有 89 份為佛教

創辦學校，其百分比為 41.5，另有 73 份為天主教創辦學校，其百分比為

34.1，而 52 份則為基督教創辦學校，其百分比為 24.2，見表 4.4。 

表 4.4 宗教創辦高中樣本組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5 中宗教創辦高中整體適配度模式修正過後整體適配度指標檢

定之結果，經修正適配度指標後，本研究之整體適配度模型已良好之模

式。 

表 4.5 宗教創辦高中整體適配度模式 

檢定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統計變項 次數 百分比 

宗教創辦學校 
(信仰類別) 

  

佛教 89 41.5 
天主教 73 34.1 
基督教 52 24.2 

配適準則 判斷準則 
本研究 
結果 

配適準則 判斷準則 
本研究 
結果 

DF  179 GFI >0.9 0.936 
CMIN/DF <3 2.625 AGFI >0.9 0.912 

RMR <0.05 0.048 NFI >0.9 0.931 
RMSEA <0.08 0.080 CFI >0.9 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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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6 為一般高中整體適配度模式檢定結果修正過後整體適配度指

標檢定結果，經修正適配度指標後，本研究之整體適配度模型已良好之

模式。 

表 4.6 一般高中整體適配度模式檢定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配適準則 判斷準則 本研究結果 配適準則 判斷準則 本研究結果 

DF  124 GFI >0.9 0.908 

CMIN/DF <3 2.055 AGFI >0.9 0.912 

RMR <0.05 0.05 NFI >0.9 0.921 

RMSEA <0.08 0.064 CFI >0.9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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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假設驗證 

    圖 4.1 為本研究路徑係數模型，模型中所表示自變數與依變數間係數

值的程度，其研究結果於表 4.7，表 4.8 及表 4.9 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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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本研究路徑係數模型 

潛在自變項：宗教信仰 
潛在依變項：逆境商數、工作壓力、工作滿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來估計本研究假設

是否達顯著水準。本研究建構宗教信仰、逆境商數、工作壓力、工作滿

足之因果模適，整體模式均顯著且經修正模式並通過指標系數之標準並

得統計支持。茲說明如下： 

    於表 4.7 中顯示，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本

研究假設 H1：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間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成立：宗教信

仰與工作滿足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2：宗教信仰與逆

.21*** 

-.23*** 
.08 

-.16*** 

-.22***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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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商數間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成立：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經檢定 CR 值為

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3：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成

立：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間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4：

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間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成立：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

經檢定 CR 值為不顯著，表示本研究之假設 H5；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存

在顯著正向影響不成立：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

本研究假設 H6：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間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成立。 

 

表 4.7 為整體結構化模式路徑係數彙整表 

註：***表示顯著(α<.001)，C.R.=Check Regression Weights 檢定統計量(wald 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將研究樣本拆分為兩個部份進行探討，拆分為宗教創辦高中

與一般高中做比較，於表 4.8 為宗教創辦高中修正結構化模式路徑係數彙

整表，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經檢定 CR 值為不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1：

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間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不成立：宗教信仰與工作滿

足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2：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間存

在顯著的正向影響成立：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

本研究假設 H3：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成立：逆境商

結構關係 路徑係數 CR 值 實驗結果 

宗教信仰→逆境商數 0.21 4.259*** 顯著 
宗教信仰→工作滿足 0.16 3.570*** 顯著 
宗教信仰→工作壓力 -0.22 -4.514*** 顯著 
逆境商數→工作壓力 -0.23 -3.621*** 顯著 
逆境商數→工作滿足 0.08 1.264 不顯著 
工作壓力→工作滿足 -0.61 -7.631*** 顯著 



62 

數與工作壓力間經檢定 CR 值為不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4：逆境商數

與工作壓力間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不成立：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經檢定

CR 值為不顯著，表示本研究之假設 H5；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存在顯著

正向影響不成立：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本研究

假設 H6：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間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成立。 

 

表 4.8 為宗教創辦高中修正結構化模式路徑係數彙整表 

註：***表示顯著(α<.001)，C.R.=Check Regression Weights 檢定統計量(wald 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9 為一般高中修正結構化模式路徑係數彙整表，宗教信仰與逆境

商數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1：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間

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成立：宗教信仰與工作滿足經檢定 CR 值為不顯著，

表示本研究假設 H2：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間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不成

立：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經檢定 CR 值為不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3：

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不成立：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

間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4：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間存

在顯著的負向影響成立：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經檢定 CR 值為不顯著，表

示本研究之假設 H5；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存在顯著正向影響不成立：工

結構關係 路徑係數 CR 值 實驗結果 

宗教信仰→逆境商數 0.60 1.930 不顯著 
宗教信仰→工作滿足 0.25 3.341*** 顯著 
宗教信仰→工作壓力 -0.36 -4.319*** 顯著 
逆境商數→工作壓力 -0.68 -1.728 不顯著 
逆境商數→工作滿足 1.04 2.251 不顯著 
工作壓力→工作滿足 -0.61 -6.060***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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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壓力與工作滿足經檢定 CR 值為顯著，表示本研究假設 H6：工作壓力

與工作滿足間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成立。 

 

表 4.9 為一般高中修正結構化模式路徑係數彙整表 

註：***表示顯著(α<.001)，C.R.=Check Regression Weights 檢定統計量(wald 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3 中介效果討論 

    為驗證研究架構模式之中介效果，本研究提出以宗教信仰、逆境商

數、工作壓力為三個前因變項，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為兩個結果變項介

已驗證其模式完整性。依據 Baron and Kenney(1986)指出所謂中介變項係

指在自變項與依變項間，加入第三個重要變項來解釋其間的關係，其中

介效果分為兩類，部分中介效果與完全中介效果，而部份中介效果係指

加入中介變項後，使原來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係變為較弱及不顯

著，而完全中介效果是指加入中介變項後，使原來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

的關係變為較不顯著，所謂的總效果係指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的加總(林

震岩，民 95)，本研究實證整體中介效果資料顯示，宗教信仰對逆境商數

的直接效果達及顯著水準，宗教信仰對工作滿足的直接效果達及顯著水

準，宗教信仰對工作壓力的直接效果達及顯著水準，逆境商數對工作壓

結構關係 路徑係數 CR 值 實驗結果 

宗教信仰→逆境商數 0.58 5.237*** 顯著 
宗教信仰→工作滿足 0.19 2.496 不顯著 
宗教信仰→工作壓力 -0.4 -0.673 不顯著 
逆境商數→工作壓力 -0.26 -3.982*** 顯著 
逆境商數→工作滿足 -0.08 -1.070 不顯著 
工作壓力→工作滿足 -1.00 -5.665***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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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直接效果達及顯著水準。由表 4.10 整體中介效果之分析結果顯示，

宗教信仰對逆境商數對工作壓力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其間接效果值為

0.2683(0.21x-0.23)，總效果則為 0.2683，高於宗教信仰對工作壓力之直接

效果-0.22，此結果表示宗教信仰對逆境商數對工作壓力之間具有部分中

介效果，另宗教信仰對工作壓力對工作滿足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其間接

效果值為 0.2942(-0.22x-0.61)，總效果則為 0.2942，高於宗教信仰對工作

壓力之直接效果 0.16，此結果表示宗教信仰對逆境商數對工作壓力之間

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另逆境商數對工作壓力對工作滿足之間具有中介效

果，其間接效果值為 0.1403(-0.23x-0.61)，由於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其直

接效果並不顯著，因此總效果則為 0.1403，此結果表示宗教信仰對逆境

商數對工作壓力之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表 4.10 整體中介效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變數關係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中介效果 
宗教信仰→逆境商數 0.21    

宗教信仰→工作滿足 0.16    

宗教信仰→工作壓力 -0.22    

逆境商數→工作壓力 -0.23    

逆境商數→工作滿足 0    

工作壓力→工作滿足 -0.61    

宗教信仰→逆境商數→工作滿足 0.16 0.21x0=0 0.16 不成立 

宗教信仰→逆境商數→工作壓力 -0.22 0.21x-0.23=-0.0483 0.2683 部分中介 

宗教信仰→工作壓力→工作滿足 0.16 -0.22x-0.61=0.1342 0.2942 部分中介 

逆境商數→工作壓力→工作滿足 0 -0.23x-0.61=0.1403 0.1403 完全中介 



65 

    本研究實證宗教創辦高中之中介效果資料顯示，宗教信仰對工作滿

足的直接效果達及顯著水準，宗教信仰對工作壓力的直接效果達及顯著

水準。由表 4.11 宗教創辦高中之中介效果之分析結果顯示，宗教信仰對

工作壓力對工作滿足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其間接效果值為

0.2196(-0.36x-0.61)，總效果則為 0.4696，高於宗教信仰對工作壓力之直

接效果 0.25，此結果顯示宗教信仰對逆境商數對工作壓力之間具有部分

中介效果。 

 

表 4.11 宗教創辦高中之中介效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實證一般高中之中介效果資料顯示，宗教信仰對逆境商數的

直接效果達及顯著水準，逆境商數對工作壓力的直接效果達及顯著水

準，由表 4.12 一般高中之中介效果之分析結果顯示，宗教信仰對逆境商

數對工作壓力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其間接效果值為 0.1508(0.58x-0.26)，

變數關係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中介效果 
宗教信仰→逆境商數 0    

宗教信仰→工作滿足 0.25    

宗教信仰→工作壓力 -0.36    

逆境商數→工作壓力 0    

逆境商數→工作滿足 0    

工作壓力→工作滿足 -0.61    

宗教信仰→逆境商數→工作滿足 0.25 0x0=0 0.25 不成立 

宗教信仰→逆境商數→工作壓力 -0.36 0x0=-0 -0.36 不成立 

宗教信仰→工作壓力→工作滿足 0.25 -0.36x-0.61 

=0.2196 

0.4696 部分中介 

逆境商數→工作壓力→工作滿足 0 0x-0.61=0 0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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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其直接效果並不顯著，因此總效果則為 0.1508，

此結果表示宗教信仰對逆境商數對工作壓力之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另

逆境商數對工作壓力對工作滿足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其間接效果值為

0.26(-0.26x-1)，由於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其直接效果並不顯著，因此總效

果則為 0.26，此結果表示宗教信仰對逆境商數對工作壓力之間具有完全

中介效果。 

 

表 4.12 一般高中之中介效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變數關係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中介效果 
宗教信仰→逆境商數 0.58    

宗教信仰→工作滿足 0    

宗教信仰→工作壓力 0    

逆境商數→工作壓力 -0.26    

逆境商數→工作滿足 0    

工作壓力→工作滿足 -1.00    

宗教信仰→逆境商數→工作滿足 0 0x0=0 0 不成立 

宗教信仰→逆境商數→工作壓力 0 0.58x-0.26 

=0.1508 

0.1508 完全中介 

宗教信仰→工作壓力→工作滿足 0 0x-1=0 0 不成立 

逆境商數→工作壓力→工作滿足 0 -0.26x-1=0.26 0.26 完全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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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對宗教創辦高中與一般高中的教師之問卷調查，欲瞭解

高中教師逆境商數與宗教信仰對工作滿足與工作壓力之影響力，並進而

探討宗教創辦高中與一般學校的高中教師其逆境商數與宗教信仰對工作

滿足與工作壓力之影響力是否有差異。根據本研究的結果，與過去文獻

研究結果做比較、並討論其管理意涵與研究貢獻，以及針對未來研究方

向與建議，詳細內容如下所述。 

5.1 整體研究結果 

    本研究透過對宗教創辦高中與一般學校的高中教師之問卷調查，探

討高中教師逆境商數與宗教信仰對工作滿足與工作壓力之影響力，並進

一步探討宗教創辦高中與一般學校的高中教師其逆境商數與宗教信仰對

工作滿足與工作壓力之影響力是否因為學校是宗教創辦與非宗教創辦而

有所差異，與逆境商數與宗教信仰對工作滿足與工作壓力間是否有中介

效果存在，表 5.1 為本研究之整體研究假說與實證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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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整體研究假說與實證分析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2 研究討論 

    綜合本研究分析之結果，加以與文獻交叉比較討論，可彙整以下幾

點結論： 

 

(一)假設一：在整體模式中，在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的關係上，由於宗教

信仰與逆境商數路徑分析之迴歸係數為 0.21 顯著，本研究分析結果宗教

信仰與逆境商數呈現顯著正向的影響關係，其表示現今高中教師其信仰

程度越高對於逆境的回應能力也會越強，換言之，高中教師如具有宗教

信仰，其對於逆境事件的產生時，具有快速回應逆境的能力，在前述文

獻探討中提及擁有宗教信仰的人，較能從逆境中給予回應和接受

(Tedechi,1996)，現今高中教師教師其工作環境需長時間接觸逆境事件，

信仰會有效的幫助回應逆境。 

假說 內容 實證分析 

H1 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具有正向影響。 成立 

H2 宗教信仰與工作滿足具有正向影響。 成立 

H3 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具有負向影響。 成立 

H4 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具有負向影響。 成立 

H5 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具有正向影響。 不成立 

H6 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具有負向影響。 成立 

H7 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具有中介效果。 不成立 

H8 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H9 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H10 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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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設二：在整體模式中，在宗教信仰與工作滿足的關係上，由於宗教

信仰與工作滿足路徑分析之迴歸係數為 0.16 顯著，本研究分析結果宗教

信仰與工作滿足呈現顯著正向的影響關係，其表示高中教師會因為其信

仰程度而影響工作滿足的感受，黃韞臻、林淑惠(民 97)曾研究指出，具

有宗教信仰和投入宗教行列的人，擁有較高的整體幸福感，其較易達成

工作上的滿足感。 

 

(三)假設三：在整體模式中，在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的關係上，由於宗教

信仰與工作壓力路徑分析之迴歸係數為-0.22 顯著，本研究分析結果宗教

信仰與工作壓力呈現顯著負向的影響關係，其表示，信仰的程度越高，

其對壓力的感受也會相對減低，可解釋為，工作壓力區分為心理壓力與

生理壓力，信仰能適時的釋放壓力，故心理壓力能有效的透過信仰達到

釋放，因此較不會因心理壓力的累積導致生理疾病的產生。 

 
(四)假設四：在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的關係上，由於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

路徑分析之迴歸係數為-0.23 顯著，本研究分析結果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

呈現顯著負向的影響關係。此結果表示，逆境商數的高低會影響到個體

承受的工作壓力大小。由於工作壓力是會造成生理壓力與心理壓力上的

影響，逆境商數越高或許會減低個體心理壓力方面所承受之壓力，因此

工作壓力會對個體造成生理壓力的影響，反之逆境商數越高能使心理壓

力部分達到有效的降低，而心理壓力的降低能有效降低生理上的不適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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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假設五：在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的關係上，由於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

路徑分析之迴歸係數為 0.08 不顯著，此結果表示，逆境商數的高低雖能

影響心理感受程度，但工作滿足區分為內在滿足與外在滿足，在分析結

果中可看出，有部分高中教師對其工作環境、外在滿足部分有諸多的不

滿之處，Price(2001)認為工作滿足是工作者對其工作所具有的感覺或情感

反應，工作者是基於心理與生理上的感受而達成滿足的結果，其工作滿

足程度與其逆境商數程度產生了差異，故無法有趨勢產生，近而導致無

法出現顯著差異。 

 

(六)假設六：在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的關係上，由於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

路徑分析之迴歸係數為-0.61 顯著，本研究分析結果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

呈現顯著負向的影響關係，此結果表示，工作壓力程度越低其工作滿足

程度會越高，換言之，高中教師的工作壓力感受程度越高，對其滿足感

受相對的減低，林昭男(民 90)、朱明謙(民 90)認為工作壓力是指，當工作

因素促使個體與環境產生交互作用，而工作者對工作環境無法適應，對

工作者造成直接衝擊與影響。因此工作滿足是工作者對工作本身、工作

環境，或對此兩者的一種情感反應(affective) 或認知(cognitive) (Schleicher 

et al.,2004)。對工作環境越無法適應其滿足程度也會遞減。 

 

(七)假設七：路徑分析結果顯示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不具有中

介效果。宗教信仰與工作滿足透過逆境商數不會造成顯著的影響。本研

究推論，在本研究的樣本中，逆境商數對工作滿足的迴歸係數已不顯著，

其證明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並非直接相關，故透過逆境商數來達成強化

宗教信仰與工作滿足間的關係其分析結果為不顯著影響，其可能歸因

為，現今社會的工作環境充滿變化與逆境，其工作滿足中具有內在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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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在滿足兩個部份，故個體須具備克服壓力與戰勝逆境的能力，唯有

如此才能有效的提升工作滿足程度。 

 

(八)假設八：路徑分析結果顯示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具有部分

中介效果。因此宗教信仰會透過逆境商數對工作壓力造成顯著的影響。

本研究推論若高中教師希望降低其工作壓力，除了需加強本身的宗教信

仰外，亦需藉由逆境商數之提升，達到降低其工作壓力感受之目的。本

項實證資料顯示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透過逆境商數達到有效的提升。 

 

(九)假設九：路徑分析結果顯示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具有部分

中介效果。因此宗教信仰會透過工作壓力對工作滿足造成顯著的影響。

本研究推論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透過工作壓力達到了強化的現象，其可

以解釋為：若處於逆境中，透過心靈力量達到工作滿足的比處於順境狀

況透過心靈力量達到工作滿足現象來的顯著，其透過工作壓力較能體現

宗教信仰能有效的提升工作滿足。 

 

(十)假設十：路徑分析結果顯示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具有完全

中介效果。因此逆境商數會透過工作壓力對工作滿足造成顯著的影響。

本研究推論，在逆境工作與工作滿足間的路徑係數為不顯著，但在兩者

之間透過工作壓力能達到完全中介的效果，其可解釋為，回應逆境的能

力無法透過滿意度直接呈現，需透過逆境環境突顯逆境回應能力的差

異，來達到與滿足程度的差異性，由於工作滿足是由情感、認知與行為

三因素所組成，且在強度與一致性上有程度上的區別，並能經由許多管

道來源獲取提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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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宗教創辦高中與一般高中教師之結果比較 

表 5.2 宗教創辦高中與一般高中教師之結果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宗教創辦高中 一般高中 
H1：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具有正向影響。 

由於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路徑分析之

迴歸係數為 0.60 不顯著。 
由於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路徑分析之

迴歸係數為 0.58 顯著。 
H2：宗教信仰與工作滿足具有正向影響。 

由於宗教信仰與工作滿足路徑分析之

迴歸係數為 0.25 顯著。 
由於宗教信仰與工作滿足路徑分析之

迴歸係數為 0.19 不顯著。 
H3：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具有負向影響。 

由於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路徑分析之

迴歸係數為-0.36 顯著。 
由於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路徑分析之

迴歸係數為-0.4 不顯著。 
H4：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具有負向影響。 

由於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路徑分析之

迴歸係數為-0.68 不顯著。 
由於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路徑分析之

迴歸係數為-0.26 顯著。 
H5：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具有正向影響。 

由於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路徑分析之

迴歸係數為 1.04 不顯著。 
由於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路徑分析之

迴歸係數為-0.08 不顯著。 
H6：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具有負向影響。 

由於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路徑分析之

迴歸係數為-0.68 不顯著。 
由於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路徑分析之

迴歸係數為-1.00 顯著。 
H7：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具有中介效果。 

具路徑分析結果顯示宗教信仰與逆境

商數與工作滿足不具有中介效果。 
具路徑分析結果顯示宗教信仰與逆境

商數與工作滿足不具有中介效果。 
H8：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具有中介效果。 

具路徑分析結果顯示宗教信仰與逆境

商數與工作壓力不具有中介效果。 
具路徑分析結果顯示宗教信仰與逆境

商數與工作壓力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H9：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具有中介效果。 

具路徑分析結果顯示宗教信仰與工作

壓力與工作滿足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具路徑分析結果顯示宗教信仰與工作

壓力與工作滿足不具有中介效果。 
H10：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具有中介效果。 

具路徑分析結果顯示逆境商數與工作

壓力與工作滿足不具有中介效果。 
具路徑分析結果顯示逆境商數與工作

壓力與工作滿足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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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5.2 宗教創辦高中與一般高中教師之結果比較的資料中可得

知，宗教創辦的學校與一般高中間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更進一步來看，

宗教創辦的學校教師們對於壓力與滿足的感受絕大部分是透過著宗教信

仰來達成顯著差異，對於壓力感受與滿足感受他們是透過非自身的能

力，把一切歸究於外在因素，非本身可控制的方式，在有關於宗教的文

獻中可得知，蔡佩真 (民 96)學者研究中指出，宗教說明了生命的原因和

意義，是人們為了脫離不穩定、不安全、不完美的環境，而達到自我平

衡與精神安慰所形成的一種行為模式。換言之信仰的原動力，來自於人

們的心靈，生活上有許多事情是無法掌握主控權，當這類事情的發生時

有人稱之為壓力，有些被人稱之為意外，當生活中遇到類似的事件很多

人轉而向宗教信仰尋求解答與安慰。然而在一般高中的高中教師則與宗

教創辦的高中教師有著相反的特性，在表 5.2 的資料中可看出一般高中的

教師們對於壓力與滿足的感受，是來自於本身對於壓力的反應能力，而

宗教信仰方面並沒有顯著的影響他們對於壓力與滿足的感受與反應。在

此可解釋為，一般高中的教師普遍的認為，壓力與滿足的感受來自於本

身能力，並不會由外在因素而有所改變，對於逆境產生，多就本身能力

做其思考的依據，再者，其兩者的工作環境多有差異，對於滿足的感受

也會達到些許的影響，Robbins (1982)提出內外控取向指的是個人自認控

制命運的程度，認為可以自己控制者，稱為「內控者」，當個人認為他

可以控制己身的命運，且認為事件的發生，是由於自己行為的後果，是

個人的能力及屬性所造成，可由自己加以控制或預測時，此人便是傾向

於內控傾向的人格特質者。我們可解釋為一般高中的教師，因缺乏精神

的外在支持，意外發生時多歸因為自我能力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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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管理意涵與研究貢獻 

    由於處在充滿逆境的社會上，管理者要如何在激烈競爭的環境有效

的制定管理策略、提升教師們對於逆境回應能力，是個重要的議題，本

研究之研究貢獻，除了在學術上建構了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工作壓力、

工作滿足的結構模型外，在實務上亦對管理者在人才甄選上以及提升教

師逆境回應方面提供了管理建議，分述如下： 

    以學術意涵而言，由許多學者研究中(Glock,1962；瞿海源，民 86；

李安德，民 81；李亦園，民 88；陳觀勝、李培茱，民 93；蔡佩真，民

96)，方可發現宗教效果，有效的提升感受的能力，如幸福感、滿足感受，

降低與舒解壓力的產生。本研究在探討宗教信仰與工作壓力和工作滿足

之效果時，也有相同的發現，具有宗教信仰的教師有效的降低其工作壓

力感受，並提升工作滿足感受，再者本研究也以宗教信仰對逆境商數對

工作壓力，宗教信仰對工作壓力對工作滿足進行中介效果研究，其結果

證實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對於宗教信仰對工作壓力、宗教信仰與工作滿

足是具有部分中介效果的，研究結果也符合預期的假設推論，此方面在

學術界上較少被廣泛的討論。在逆境商數與工作壓力間的研究也符合過

去學者(Brewer & McMahan, 2003；Norton, 2003； Rayle,2006；沈昭吟、

張瑞真，民 98；李聰杰，民 99；沈昭吟、鄭寶菱，民 99)的研究結果，

然而在中介效果討論中發現，逆境商數對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之間呈現

完全中介的效果，在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的關係研究中，兩者並無呈現

顯著相關，但在中介效果中，透過工作壓力，逆境商數和工作滿足可達

到完全中介的效果，對於過去文獻比較較少討論到此種狀況，因此，本

研究之證實結果對未來有意從事此類研究的學者提供一個基礎的思考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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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實務管理意涵來看，本研究之貢獻，可提供宗教創辦高中與一般

高中的管理單位，在進行人才培訓時之參考依據。本研究可以顯示在一

般高中其教師對於逆境事件思考邏輯著重於本身，若能強化其信仰能

力，藉由宗教能有效的施緩逆境產生時的效果，可藉由與宗教團體舉辦

相關教師成長營活動或在校園內創辦與宗教相關之社團活動，提供其紓

解壓力新的管道。於宗教創辦的高中，其對於逆境反應時過度的將事件

本身歸因至不可抗拒的外力因素，較少認為回應逆境能力是來自於本身

的能力，在管理單位須強化教師們對於自我的認同，如可舉辦與提升自

我相關講座、卡內基等許多自我認同的課程，有效的逆境回應能力，有

助於教師職場上的表現與身心靈的健康。 

 

5.5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有以下兩點： 

(一)問卷的發放 

    由於在研究樣本抽樣上有所限制，區域性或不同屬性之高中教師不

在本研究的樣本範圍，故在實證分析結果有一部分的結果不如預期，其

結果運用應有所限制。有待未來研究者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研究高中教

師、宗教信仰、逆境商數此項議題。另外，本次問卷回收實施於南部地

區，是否會造成本研究結果有所差異性仍需進一步驗證。 

(二)問卷填答之主觀性 

    本研究以資料收集方法為問卷調查法，因無客觀標準之實際量化比

較，且無法全排除填答者所處填答環境所造成之影響，所以仍有與實際

狀況相意之誤差存在，此外，填答者在回答時，可能因為對逆境商數概

念的不了解，對於問題持保留態度，造成故意忽略或不符實情的回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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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5.6 未來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成果與相關議題，提供後續研究者研究方向，茲

將說明如下： 

(一)未來學者若能透過訪談宗教創辦高中與一般高中的教師，對於其宗教

信仰與逆境商數的現況，或瞭解其對於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的回應能力

與感受。此種做法能更深入議題核心，提升樣本特性準確度。 

(二)未來學者可針對高中教師建置提升回應逆境能力模式，做一接續性深

入研究，研究經過提升回應能力模式的過程之後，是否呈現顯著性的提

升教師們對於逆境回應與滿足感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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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逆境商數量表 

填寫說明： 

以下有二十個事件，請您在第一個直覺反應當下寫出答案。 

一、 您想像正面臨下面的這些事件的情境狀況，不論這些事件看起來是否實際。 

二、 問卷題目沒有所謂「對或錯」的答案；每個事件之後會有兩個問題。 

三、 針對這兩個問題，在1到5的數字間選出一個強弱反應數字，來表示您的反應程

度。如果這個原因非常接近右邊的描述，請勾選5，其次請勾選4或3；如果這個

原因非常接近左邊的描述，請勾選1，其次請勾選2或3。每題只能勾選一個數字。 

以下為問卷範例: 

事件： 你從ㄧ個重大的投資案中獲得很多金錢。 

QA： 我獲得很多金錢的原因，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如果您認為這個事件影響範圍涉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勾選 1  

會影響生活並非生活各方面            勾選 2 

普通偶爾會影響生活                  勾選 3 

些微會影響生活                      勾選 4 

僅於此事件，不會影響到我的生活      勾選 5 

依照您的反應程度不同在1到5的數字間選出一個數字。 

QB： 我獲得到很多金錢的原因，將會： 

總是會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如果您認為這事件會發生的原因： 

總是會存在著                        勾選 1 

會存在但並非永遠存在                勾選 2 

普通偶爾存在                        勾選 3 

些微會存在                          勾選 4 

僅止於此，往後不會再發生            勾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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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遇到下列情境時，請依照您的反應程度不同在 1到 5的數字間選出一個數字。 

下列共有20題，請您模擬事件發生做答(請單選)： 

1. 同事不易於接受你的想法。 

Q1A. 我的同事對我的想法不易於接受的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1B. 我的同事對我的想法不易於接受，與何者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是其他人或因素造成 

2. 會議當中大家對你的報告毫無反應。 

Q2A. 大家對我的報告毫無反應的原因，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2B. 大家對我的報告毫無反應的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3. 當你和你所愛的人隔閡越來越深。 

Q3A. 我們隔閡越來越深的原因，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3B. 我們隔閡越來越深的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4. 你和你的伴侶(對你意義非凡的人)起了激烈爭執。 

Q4A. 我們激烈爭執的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4B. 我們激烈爭執的結果，我覺得： 

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我得負完全責任 

5. 你被要求調職才能保住工作。 

Q5A. 我被要求調職的原因，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5B. 我被要求調職的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6. 你很重視的朋友在你生日當天沒有來電。 

Q6A. 我的朋友沒有來電的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6B. 我的朋友沒有來電的原因，與何者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是其他人或因素造成 

7. 親密的朋友得了重病。 

Q7A. 我親密的朋友得了重病的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7B. 這事件的結果我覺得，我： 

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我得負完全責任 

8. 你被拒絕參與一項重要的任務。 

Q8A. 我被拒絕參與這項任務的原因，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8B. 我被拒絕參與這項任務的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請繼續往下一頁填寫，謝謝！】 

【請繼續往下一頁填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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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當你遭受到所重視的同事批評你。 

Q9A. 我受到批評的原因，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9B. 我受到批評的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10.  你最親愛的人被診斷罹患癌症。 

Q10A. 我最親愛的人罹癌的原因，影響所及：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10B. 我最親愛的人罹癌的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11.  你最近的投資策略失敗。 

Q11A. 我策略失敗的原因，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11B. 我策略失敗的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12.  你錯過了班機。 

Q12A. 我錯過班機的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12B. 我錯過班機的原因，與何者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是其他人或因素造成 

13.  你負責的工作失敗了。 

Q13A. 負責的工作失敗的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13B. 這事件的結果我覺得： 

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我得負完全責任 

14.  你的老闆要你減薪三成來保住你的工作。 

Q14A. 我被要求減薪的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14B. 我被要求減薪的原因，與何者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是其他人或因素造成 

15.  當你開車赴約的途中車子拋錨了。 

Q15A. 我的車子拋錨，這原因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15B. 我的車子拋錨，這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16.  你的醫師來電告知，你的膽固醇過高。 

Q16A. 我的膽固醇過高，這原因的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16B. 我的膽固醇過高，這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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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你打了好幾通電話給朋友，但都沒有回電。 

Q17A. 我的朋友沒回電，這原因的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17B. 我的朋友沒回電話，這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18.  健康檢查時，醫師警告你要注意健康。 

Q18A. 醫生警告我，這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18B. 這事件的結果我覺得： 

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我得負完全責任 

19.  你的工作評價不被肯定。 

Q19A. 我遭受這種評價，這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19B. 這事件的結果我覺得： 

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我得負完全責任 

20.  你沒有獲得期盼已久的升職。 

Q20A. 我沒有獲得升職，這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20B. 我沒有獲得升職的原因，與何者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是其他人或因素造成 

【請繼續往下一頁填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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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工作壓力 
下列的問題要瞭解您目前的工作壓力程度，請您仔細閱讀每個題目後，在適當的□打「ˇ」。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覺得我的工作地點經常需要改變 □ □ □ □ □ 
2. 我覺得我的工作太單調 □ □ □ □ □ 
3. 我覺得工作單位福利不好 □ □ □ □ □ 
4. 我覺得我的工作場所不安全 □ □ □ □ □ 
5. 我覺得工作需要應付突發狀況或緊急交辦的事務 □ □ □ □ □ 
6. 我覺得學生學習意願低落，讓我感到力不從心 □ □ □ □ □ 
7. 我覺得我對工作沒有成就感 □ □ □ □ □ 
8. 我覺得我常擔心工作時會犯錯 □ □ □ □ □ 
9. 我覺得我對我目前的工作缺乏興趣 □ □ □ □ □ 
10. 我覺得我沒有進修或再成長的機會 □ □ □ □ □ 
11. 我覺得我的工作需要輪班 □ □ □ □ □ 
12. 我覺得我的工作時間不夠用 □ □ □ □ □ 
13. 我覺得自己不適合目前的工作 □ □ □ □ □ 
14. 我覺得我常因為擔心工作而睡不著 □ □ □ □ □ 

15. 我覺得我因工作的關係常需要使用藥物 □ □ □ □ □ 

16. 我覺得我常把工作的不愉快帶回家 □ □ □ □ □ 

17. 我覺得我常在工作時覺得腸胃不舒服 □ □ □ □ □ 

18. 我覺得我常在工作時覺得頭暈目眩 □ □ □ □ □ 

19. 我覺得我常在工作時有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的情形 □ □ □ □ □ 

20. 我常覺得胸口有壓迫感 □ □ □ □ □ 

 
 

【請繼續往下一頁填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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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工作滿足 

下列的問題要瞭解您目前的工作滿足程度，請您仔細閱讀每個題目後，在適當的□打「ˇ」。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 我覺得目前的工作讓我覺得非常光榮 □ □ □ □ □ 

2. 我覺得我滿意工作中能有運用自己判斷力做事的機會 □ □ □ □ □ 

3. 我覺得我在工作中我有用自己方式做事的機會 □ □ □ □ □ 

4. 我覺得我由目前的工作中，可以獲得成就感 □ □ □ □ □ 

5. 我覺得我上司的領導方式令我感到滿意 □ □ □ □ □ 

6. 我覺得我上司的決策能力令我感到滿意 □ □ □ □ □ 

7. 我覺得學校的休假及福利令我感到滿意 □ □ □ □ □ 

8. 我覺得學校所頒佈的政策令我感到滿意 □ □ □ □ □ 

9. 我覺得我在工作中經常可以獲得讚美 □ □ □ □ □ 

10. 我覺得我的工作環境令我感到滿意 □ □ □ □ □ 

【請繼續往下一頁填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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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宗教信仰 
下列的問題要瞭解您目前的宗教信仰程度，請您仔細閱讀每個題目後，在適當的□打「ˇ」。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我相信做好事或修行可以改變命運 □ □ □ □ □ 
2.我相信宇宙中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神 □ □ □ □ □ 
3.我認為宗教信仰是每個人都需要的 □ □ □ □ □ 
4.我認為生命中各層面與宗教息息相關 □ □ □ □ □ 
5.我認為一些宗教行為(禱告、懺悔、靜坐、冥想等)，可以緩和 

焦慮或緊張感 
□ □ □ □ □ 

6.宗教信仰會給人勵志的作用 □ □ □ □ □ 
7.我覺得宗教信仰會讓人心靈感到滿足 □ □ □ □ □ 
8.我認為宗教信仰可以讓人內心不會感到空虛與寂寞 □ □ □ □ □ 
9.我覺得宗教信仰可以讓人抒發壓力 □ □ □ □ □ 
10.宗教信仰讓人生活可以更有意義更有目標 □ □ □ □ □ 

 

 

本問卷到此全部結束，請您重新檢查一遍，以確定沒有遺漏任何一項。 

您的協助是本研究的一大助力，再次謝謝您的參與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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