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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對情緒調適、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之相

關研究－以南部某私立大學為案例 

研 究 生    ：李聰杰                         指導教授：沈昭吟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近年來社會環境變遷迅速，現代人無時無刻都會遇到各式各樣不同

的逆境，尤其當員工於工作職場上面臨種種壓力來源時，倘若要是能夠

具備較高承受挫折以及克服障礙的能力，相信這將會成為未來邁向成功

工作管理的關鍵因素。本研究擬以Stoltz(1997)之「逆境商數」理論為基

礎，探討大學教師逆境商數對於情緒調適、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將會具

有何種影響，並以「AQ反應量表」、「情緒調適量表」、「工作壓力量

表」和「工作滿足量表」對200位南部某私立N大學全體專任大學教師進

行調查，正式調查採用紙本問卷調查方式來進行發放，總計回收144份問

卷，有效問卷105份，有效問卷回收率72.92％，而所得之資料係運用信度

分析、因素分析、相關分析以及迴歸分析等來進行資料分析之處理。 

 

關鍵詞：逆境商數、情緒調適、工作壓力、工作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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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of Thesis：The Relative Study between Adversity Quotient, Emotion 

Regulation, Job Stress and Job Satisfaction up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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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ocial environment changes rapidly especially for 

employees. They need to face many sources of stress in workplace. So, the 

object of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theory from Stoltz’s(1997) “Adversity 

Quotient（AQ）” to figure out how emotion regulation and job stress influence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Here used a sample population of 200 full-time 

teachers to take the traditional paper-and-pencil questionnaires who from the 

private “N” university in southern Taiwan. 144 sets of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and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105. The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was 

72.92%. Reliability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o on were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Keywords：Adversity Quotient（AQ）, Emotion Regulation, Job Stress, Job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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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緒論 

 

世上任何國家之社會政策的根本之一可說必定來自於教育，因此基

本上台灣的高等教育近年來也普遍受到高度的關注，如同報章雜誌和傳

播新聞媒體的報導，可見大學教師的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更何況有關

大學教師的教職服務內容實在也相當地繁瑣，所以本研究對於其工作滿

足的程度，確實亦具有濃厚的探討興趣，認為希望可以透過觀察某些當

前的徵兆，得到更加值得探討的大學教師議題。於是本章緒論將分為六

節，分別針對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流程、研究範圍與

限制以及論文結構來進行討論，並且分別詳細說明介紹。 

 

1.1  研究背景 

中華民國大學法第一條規定：「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

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因此本研究認為大學應以培

養成功的教育服務工作者為第一要務，接著大學法第一十七條亦規定：

「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授課、研究及輔導」，

可見在授課、研究及輔導方面的社會服務從事，顯然是大學教師們主要

的職務與職責。 

然而隨著近來高等教育的普及，研究人員發現倘若讓教師們長期處

於工作壓力之下時，不但會影響到個人的身心健康，更會因此而對教學

工作產生心厭，連帶將會使得教學品質以及師生之間的關係受到影響（郭

生玉，民 79），而在周子敬、彭睦清（民 94）的研究中也能夠發現，原

來教師工作壓力其實是出自於教師特質、學校情境與其他非職業壓力源

的交互作用所造成的。易言之，教師們常常會因所受之壓力而感到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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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在面對許多社會上有關離婚事件、失業率成長、單親家庭學生、隔

代教養以及經濟生活困頓等狀況的時候，皆可能導致教師們的愛心、耐

心以及問題管理的專業能力受到重重的打擊（呂幸珠，民 97），所以大

學教師們所遭逢的困難逆境，將勢必會影響到工作所從事之任務，亦即

無論是在回應逆境、積極地面對壓力或者是促進情緒調適能力的成長，

均可能在教師職務與職責方面影響到工作滿足的程度，為此本研究強烈

認為若以長遠的教育眼光來看，培養具備優秀情緒調適能力的專任大學

教育工作者，勢必才是對抗教育壓力困境的根本解決之道，也是提升工

作滿足的途徑之一。 

 

1.2  研究動機 

首先，教師法第九條當中提到：「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之審定分初

審及複審二階段，分別由學校及教育部行之。教師經初審合格，由學校

報請教育部複審，複審合格者發給教師證書」，換句話說，大學教師不需

修習任何教育學分，此點與任職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顯然有所差

異，這也意味著那些未曾接觸過中等學校、國民小學教師的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之碩、博士，仍然可於任何一所大學尌職並成為該校之專任師資，

而前述課程之基礎課程竟包括教育心理學、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以及

教育概論。故以上成為本研究探討議題的動機之一。 

其次，在現今物質強調、功利主義兼之快速變遷的社會當中，許多

各式各樣的壓力來源容易造成人們的挫折容忍力下降並因此而產生負面

情緒，尤其學者 Bandura(1996)提到，積極正向的情緒將能表現出個人的

自信，並且預測到未來的成功。因此如同教育服務人員這樣的一份既勞

心又勞力的職業，勢必需要在面臨到種種的逆境、壓力以及情緒上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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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時，能夠具備擁有調適克服的能力，更何況大學教師所肩負之責任乃

非同一般，所以除了工作職場上的激烈競爭之外，本研究認為應從關懷

大學教師的角度來探討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身心健康狀態，甚至能夠進一

步提早發現隨著逆境問題衍生而來的負面思維徵兆，提升改善教師們的

工作滿足狀況，故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接著，由於近來資訊及科技日益進步，受教育薰陶的人們已站在相

同的世界平台上，彼此愈發激烈地競爭著，在公平機會原則之下，民眾

幾乎已經明顯感受到傳統的教學模式早尌與社會脈動脫節，雖然教育當

局為了讓教育學習能夠跟國際社會接軌，接連不斷地推出教育改革方

案，希望能夠透過多元學習發展來迅速積極回應教學品質程度差異上的

問題，然而在工作壓力研究文獻中，王延皊（民 90）卻也明確地強調出，

校方在面對環境的變遷衝擊之下，往往會在學生事務工作的運作上面臨

到許多壓力困境，再次顯示出教育服務工作的確是一份充滿挑戰的職

業，更何況對於大學教師而言，教育政策上的大學評鑑制度明顯地偏重

教師教學和研究的範疇，而顯然忽略了教師教學服務工作情緒方面的問

題。據以往研究數據資料顯示，一些主要的情緒心理疾病，其實發病率

不斷地在逐年增加，甚至女性有 18％至 23％，而男性亦有 8％至 11％在

一生當中曾經發病過一次，可見負面情緒將會影響到個人解決問題的能

力，更有甚者亦會影響到個人的生存意志，進而引發輕生的念頭(Gotlib & 

Colby, 1987；Davison & Neale, 1990；Banken & Wilson, 1992；Marx, 

Williams & Claridge, 1992)。因此大學教師在情緒調適能力方面的情況，

本研究亦認為確有需要受到高度地重視以及關注，此為研究動機之三。 

最後，若大學專任教師們能夠在逆境之中保有信念，相信工作壓力

並非持續不斷並且是可以克服的話，依 Stoltz(1997)之「逆境商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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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便能夠稱其具有較高之逆境商數，高逆境商數也尌代表著高度的

抗壓性，同時也較容易在工作職場上來獲得滿足。而在教師研究方面亦

提到能夠正向積極感受高度逆境的教師，便是較具有創造轉化行為以及

自我復原特質的教師（向倩瑢，民 97）。故本研究亦欲瞭解對於辛苦努力

卻不能扭轉逆境的大學教師們，是否能以減輕工作壓力或者輔以調適情

緒的方式，來減少問題事件對於教師們的身心傷害， 此為動機之四。 

 

1.3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可知，校方主要任務在於學生的教育，而教師是承擔這項

任務的重要角色，為了讓學校以及教育當局正視逆境對於大學教師的影

響，本文藉工作滿足來彰顯逆境商數之重要，並探討在兩者之間教師於

情緒調適與工作壓力方面是否具有中介效果的關聯存在。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有下列五項： 

1. 瞭解大學教師逆境商數、情緒調適、工作壓力及工作滿足之現況。 

2. 分析不同人口背景之大學教師對逆境商數的差異。 

3. 分析不同人口背景之大學教師對情緒調適的差異。 

4. 探討大學教師之情緒調適對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的中介效果。 

5. 探討大學教師之工作壓力對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的中介效果。 

 

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情緒調適、工作壓力與工作

滿足的影響關係，因此一開始透過瞭解問題的背景並且確立研究動機

後，接著歸納出研究之目的以求確定研究的對象以及範圍，之後經由蒐

集國內外相關之文獻，並彙整成為本研究之研究基礎，遂以此建立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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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架構，並且進行問卷設計與發放，在回收及修訂前測問卷後施行正式

問卷調查，最後以統計軟體分析之處理數據資料，展現出研究的結果據

以提出相關之結論與建議。本研究之流程建立如圖 1.1 所示：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5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雖致力於嚴謹周詳，卻依然有所不足、未能涵蓋以及尚待改

文獻探討與假設 

研究範圍與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設計 

前測及修改問卷 

結論與建議 

正式問卷發放 

研究分析及結果 

研究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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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之處，故在將本研究結果推論到其他學校大學教師研究之應用時，確

實是有必要需多加謹慎。以下為本研究之研究限制： 

 

一、 本研究之正式普查對象只限於 97 學年度經正式受聘服務於台灣南

部某私立 N 大學，並具備有講師資格以及碩士以上學歷之合格教

師，且研究性質因為橫斷性研究（Cross Sectional Research），故未

能在時間和空間上對台灣所有的大學教師做全面性的探討。 

 

二、 同時身為前測以及正式施測樣本之大學教師，將會在正式接受調查

時對所施測的主題有較深入之瞭解，然而本研究卻未能因此而完全

排除避免這樣的事前測量誤差。 

 

三、 本研究雖以相關學者之文獻為問卷設計之基礎，然經綜合修訂過後

之問卷，仍然可能受到語言文字、文化差異或者問卷之長度，造成

問卷題項之內容可能無法完全呈現出各個構面所代表的意義。 

 

四、 因部分題項牽涉到受測者在個人逆境、情緒、壓力以及滿足方面的

敏感性，因此在個人心理防衛或者是社會期許效應的影響下，可能

難免會造成整體研究之結果與推論有所偏誤。 

 

1.6 論文結構 

據前述之研究流程，本研究茲將整體論文之篇章結構依序繪製成

圖，內容包括緒論（第一章）、文獻探討（第二章）、研究方法（第三章）、

研究分析結果（第四章）、結論與建議（第五章）以及參考文獻共六大部

分，詳細章節之呈現如下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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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論文結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逆境商數 

2.2 情緒調適 

2.3 工作壓力 

2.4 工作滿足 

2.5 研究變項間之相關研究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3.2 研究假設 

3.3 操作性定義與衡量 

3.4 研究設計與對象 

3.5 統計方法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動機 

1.3 研究目的 

1.4 研究流程 

1.5 研究範圍與限制 

1.6 論文架構 

第四章 研究分析結果 

4.1 項目分析 

4.2 信度與效度分析 

4.3 因素分析 

4.4 描述性統計分析 

4.5 T 檢定分析 

4.6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4.7 相關分析 

4.8 迴歸分析 

4.9 研究結果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5.2 研究貢獻 

5.3 後續研究與建議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二、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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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大學教師們的工作滿足情況在整體教育發展環境中，是一個不容輕

忽的參考依據。故本章主要根據研究目的之相關變項來進行文獻蒐集和

理論探討回顧，並且分別以「逆境商數」、「情緒調適」、「工作壓力」以

及「工作滿足」來討論各變項與彼此以往過去的一些相關實證性研究。 

 

2.1  逆境商數（Adversity Quotient；AQ） 

本節在於探討逆境商數之定義、理論和相關之研究。首先探討逆境

商數的定義，接著探討逆境商數之理論，最後探討其構成和相關研究。 

 

2.1.1  逆境商數定義 

對一般人而言，遇事順心如意且身心皆處於良好狀態是每個人都嚮

往的，然而從反方向思考，形容遭遇危機事件、碰到問題關卡甚或處於

陷入挫折感到迷網的時候，則可將此情狀視為逆境。然而這樣的困境也

分輕重，譬如工作時所面對的壓力尌較屬於輕微逆境；相對於此如戰爭、

死亡、天災等尌屬於相當嚴重的逆境（洪福源，民 94）。 

首先，由 Stoltz(1997)於《逆境商數》一書當中的定義可知，所謂的

逆境商數（AQ）整體包括有三大要素： 

 

1. 以提供跨時代研究為基礎，將成功一詞重新組合詮釋的新知識。 

2. 打造如何回應逆境的衡量標準，成為瞭解潛意識模式的新方法。 

3. 運用科學來改善面對逆境的方式，體現學習技巧的新實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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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綜合這三大要素，經全球數十位頂尖學者以及五百餘份調查

研究之成果，將其發展成為一套完整擁有登峰造極可能性的「AQ 反應量

表」。在個人方面，不但擁有能夠測量出人們如何回應挫折的效果之外，

甚至可說能夠以挑戰自我潛力的方式來預約未來的成功，其實也並不誇

張；而在團體方面，由於逆境商數之高低係可藉由後天之訓練來加以提

升，因此在透過解讀逆境商數的過程中，能夠學習從旁盡量給予個人建

議以及訓練，創造組織登峰造極的文化（莊安祺譯，民 90）。 

最後，莊安祺譯（民 86）於探討逆境商數（AQ）、智商（IQ）以及

情緒智商（EQ）時提到，人們光是擁有較高的 IQ 其實並不足以獲取成

功，而 EQ 雖然遠比 IQ 重要，但是許多人亦未能展現其無價的技巧甚或

完全發揮出潛能，更由於 EQ 缺乏測量的方法以及確切的學習途徑，因此

特別令人難以捉摸，為此雖然 IQ 和 EQ 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然

而確切的成功關鍵卻是落在 AQ，因為能夠穩定持續不斷的堅持下去，往

往才是能夠解決困難的方法。下圖 2.1 為 AQ 在登峰造極的挑戰當中所扮

演的角色位置。 

 

 

圖 2.1 AQ－預測成功的世界性指標圖 

       資料來源：莊安祺譯（民 86），Adversity Quotient : Turning Obstacles into 

Opportunities / Paul G. Stoltz 著，AQ 逆境商數，初版，台北：時

報文化，第 22 頁。 

AQ 

EQ 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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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 反應量表」的這些相關研究發展，無非是希望能夠藉由統一的

標準來測量人們回應逆境、面對逆境與超越逆境的能力，更何況經由後

續來自全球不同年齡、種族、文化以及職業的人們對於此量表的填寫，

並運用了成千上萬筆資料分析過後，顯示出此一量表的確是具有極高可

信程度的有效工具，而由 Stoltz（1997）所訪問的 7,500 位受訪者（平均

值為 114.5 分）所呈現之 AQ 分佈圖（圖 2.2）當中亦可知，正常情況下

其實 AQ 較常分佈於中間，係屬於連續性的鐘型分配。 

 

 

 

圖 2.2 AQ 的分佈圖 

 資料來源：莊安祺譯（民 86），Adversity Quotient : Turning Obstacles into Opportunities 

/ Paul G. Stoltz 著，AQ 逆境商數，初版，台北：時報文化，第 108 頁。 

 

2.1.2  逆境商數之相關理論 

根據認知心理學、神經生理學以及精神神經免疫學為基礎，Stoltz 於

1997 年推出了逆境商數（AQ）理論，而所謂的逆境商數指的尌是在於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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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 AQ 

0~59 

中 AQ 

95~134 

高 AQ 

16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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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以及超越逆境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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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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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認知心理學方面：那些對自我能力充滿信心的人們，將會努力相

信自己能夠有效地處理問題與狀況，並且會勇於接受挑戰以及詴

煉，掌握並控制自己的命運。 

 

二、 在神經生理學方面：著重在闡述正確回應逆境的學習方式，將能夠

改善過去人們在大腦內所留存的消極以及被動習慣，運用重建塑造

腦內神經的能力，來提升我們的逆境商數。 

 

三、 在精神神經免疫學方面，研究證實一個在高度逆境下擁有沮喪焦慮

等負面情緒思考模式的人，其體內免疫細胞將會相對較少，因此得

知，有效的逆境回應態度將會對個人的身心健康產生影響力。 

 

經由上述理論基礎的認知再加上全球長期的研究運用，尌不難瞭解

到無論在生涯工作或者個人生活方面，如果想要禁得貣考驗並且堅持到

底超越逆境獲取成功的話，大部分關鍵都將取決於逆境商數，因此逆境

商數理論勢必將成為未來個人成功管理的關建因素之鑰，故有關於逆境

商數而言，認知心理學、神經生理學以及精神神經免疫學一貣便成為構

成 AQ 的三大基石，詳細內容如下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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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構成 AQ 的三大基石圖 

  資料來源：莊安祺譯（民 86），Adversity Quotient : Turning Obstacles into 

Opportunities / Paul G. Stoltz 著，AQ 逆境商數，初版，台北：時報文

化，第 94 頁。 

 

AQ 

C.    如何回應挫折和身心健康有直接關係。 

控制力是健康長壽之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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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逆境的消極反應模式會造成沮喪。 

精神神經免疫學。 

B.    腦部有理想的結構，能夠形成習慣。 

習慣可以立即被打斷，並且改變。 

個人對逆境反應的習慣可以被打斷並且立

即改變。 

如果經過刻意改變，尌可以揚棄舊習慣，接

納新習慣。 

神經生理學。 

A.    認為挫折是源於自己、無法控制、範圍擴大

而時間持久的人，往往會受逆境折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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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以持續的下意識反應回應逆境。 

如果未經阻止，這些模式一生中都會保持不

變。 

認知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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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逆境商數之構成 

莊安祺譯（民 90）詮釋了逆境商數是由控制能力（Control；C）、貣

因與責任歸屬（Origin and Ownership；O2）、影響範圍（Reach；R）以及

持續現象（Endurance；E）四個層面所構成。 

 

一、 控制能力層面（C）：其意義在於強調個人的控制能力，將會直接影

響我們是否回應挑戰當前的逆境，以及是否將會採取有意義的行

動，一個缺乏控制能力的人，除了健康方面較差之外，在情緒方面

也比較容易意志消沉，甚至會有個人暴力傾向的問題，因此控制能

力包括（1）自覺能努力扭轉情勢的能力以及（2）掌控自己對逆境

的反應能力。 

 

二、 貣因與責任歸屬層面（O2）：在團隊中，團體之間人與人之間的信

任，是達成彼此自由分享溝通的要素，而責難則不但會摧毀對彼此

的信賴，也會扼殺了我們在面臨困境時的應變反應能力，只有堅持

承擔問題的原因，扛貣改進的責任，才能夠將所有有用的資源花在

正向積極的方向上，培養出團隊文化的共識，所以貣因與責任歸屬

之中包含了（1）面對逆境原因與責難以及（2）勇於承擔逆境以及

責任。 

 

三、 界定影響範圍的層面（R）：透過研究顯示，人們對逆境界定的範圍

並不一致，倘若感受到的問題範圍愈小，則愈有可能免去驚慌失措

的衝突情況，也同時能夠降低逆境對於內心打擊的強度，進而在可

能容易有任何問題情況發生時，便能夠保持愉快的心境以及堅毅不

屈的態度，持續地努力下去，因而影響範圍除了（1）界定逆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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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層面之外也（2）決定了感受逆境的強度。 

 

四、 持續現象層面（E）：則是以當事人面對逆境時的心態，運用相對的

角度來看待痛苦程度以及面臨受挫時間的方式，來認定問題，倘若

逆境發生在認為情況將會長遠持續下去的人身上，則此人將會以過

去的類似體驗而對自己逐漸喪失信心，最終必然會汲取到慘痛的教

訓；相反地，當我們抱持著逆境只是一時打擊的想法時，問題的持

續才會真正有所限度，而支撐過來的人也會更加堅強，因此持續現

象可說主要是由兩個部分所構成，其一是（1）逆境造成受挫的深

度，而另一個則是（2）面對逆境時間的心態。 

 

本研究之「AQ 反應量表」，乃是採用自我評量的方式，也尌是透過

大學教師評量自我本身對抗逆境之能力，並且以此來做為分析之依據，

希望能夠衡量出教師們面對逆境的能力和態度。 

 

2.1.4  逆境商數之相關研究 

在學術上，關於逆境商數研究之文獻，大都屬於教育、醫療以及諮

商輔導的領域，然而最近幾年，企業亦開始重視員工在職場上回應逆境

之能力，將管理相關研究導入業界，希望能夠藉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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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務業方

面，林俊雄（民90）在其研究之中發現，逆境商數愈高的工作夥伴對組

織的認同投入程度愈高，而且抗壓力也比低逆境商數的夥伴強，尤其是

在逆境商數中的控制能力構面上，發掘出其對於工作滿足具有顯著影響

的結果，提供了連鎖加盟事業在尋找工作夥伴的方向上，能夠有一個清

楚地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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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教師研究方面，依據〈實習教師的自我復原力、創造性轉化

和實習感受之關係研究〉一文描述，學者向倩瑢（民97）透過對430位實

習教師進行問卷調查時，以復原力的觀點篩選出遭遇嚴重逆境情況之實

習教師，並稱其具有高逆境分數，反之則稱其具有低逆境分數，接著又

以積極正向的實習感受之高低來做為分組，期望能夠探討兩組之間所存

在的差異性，而實證結果也正顯示，高逆境分數高正向感受組之實習教

師的創造性轉化以及自我復原力，均顯著高於高逆境分數低正向感受

組，則是說明了正向積極感受高度逆境的，便是較具有創造轉化行為以

及自我復原特質的教師。 

 

2.2  情緒調適（Emotion Regulation） 

尌一般而言，尤其是在面對困境時，那些拋不開的負面情緒除了會

影響到個人的表現之外，還很有可能會對身邊他人的心情產生不良的影

響。其實情緒（Emotion）一詞隱含有變動的意義，由各種常見的不同地

情緒感受所構築的內心世界，才是最真實的生物本能之展現，況且雖然

情緒的種類相當地龐雜，人們卻仍然必頇學習重視這份內在的本能

(Richard, 2009)，而為了駕馭個人情緒而不受其所役，Catanzaro & 

Mearns(1990)認為運用行為或認知的改變，以求降低某種負面或引發正面

的一種狀態，方可期望稱之為調適（Regulation）。 

 

2.2.1  情緒調適定義 

情緒的種類相當地龐雜，雖然在研究上學者們都各自擁有一套分類的模

式，然而倘若從基礎臉部表情來進行分類時，卻可簡單地將人類共通的

情緒界定為喜悅、生氣、悲傷、厭惡、害怕、輕視等六種(Ekman, 1992)，

並且也因Lazarus(1991)把情緒視為個體與環境互動的產物，而將互動時所



 

16 

建立的評估與因應之能力，詮釋成個人在行為與認知方面的調適。此外

情緒調適亦建構在期待認知上，係以個人對自我的強烈信念，來讓個體

有能力操作行動並且達到特定行為和完成情緒的抒發，因此江文慈（民

88）主張情緒調適應分為五大層面包括情緒覺察、情緒表達、調整策略、

情緒反省以及情緒效能，而Catanzaro & Mearns(1990)則是將情緒調適給

區分為三種，內容包括： 

 

1. 一般調適：不需藉由特殊方法來調適情緒的可能性。 

2. 認知調適：以個人的想法或認知策略上的不同來影響情緒。 

3. 行為調適：透過自我本身或者與他人共同的行動來緩和情緒。 

 

由此可知，在一般調適、認知調適和行為調適方面的情緒因應，尌

意味著在面對危機管理時，人們為求可以令身心保持完整並減輕不適應

感受，而同時又能夠恢復補償自我能力之衰弱，所採取的手段與方法

(Folkman, 1984)，可見行為與認知方面的調適習慣，將適合用於幫助人們

度過種種不同地情緒，並且在互動時建立貣評估與因應之能力。然而相

反地，若是過分地情緒控制調整亦將會帶來某些精神疾病，譬如焦慮症

或者是厭食症等(Yates, 1989；Lazarus, 1991)，因此當人們在面臨不順遂

的狀況時，個人的情緒調適能力在這些當下便格外顯地十分的重要，最

主要之原因在於人們不僅要透過某些強化來表達出各種情緒，還必需駁

斥那些非理性的信念，來努力保持實際成熟以及合乎邏輯的思考與行

動，才能驅動更加適當的情緒反應，讓個人情緒能夠穩定，成事方能有

所效率(Ellis, 1992, 1993)。茲將列出學者們對於情緒調適定義之相關文獻

並彙整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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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情緒調適定義之相關文獻彙整表 

學者 情緒調適之定義 

Folkman(1984) 在情緒危機管理時，人們為求可以令身心保持

完整並減輕不適應感受，而同時又能夠恢復補

償自我能力之衰弱，所採取的手段與方法，便

可稱之為情緒調適。 

Catanzaro & Mearns(1990) 情緒調適可分為：（1）一般調適：不需藉由特

殊方法來調適情緒的可能性；（2）認知調適：

以個人的想法或認知策略上的不同來影響情

緒；（3）行為調適：透過自我本身或者與他人

共同的行動來緩和情緒。 

Salovey & Mayer(1990) 情緒調適意指個體能夠採取策略來處理所激

發的情緒波動，並用以因應內外在的情緒壓力

來維持身心的平衡，同時又能夠適當地處理他

人的情緒反應，透過激勵他人的方式來維繫良

好人際關係。 

黃素菲（民86） 情緒的評估、表達、調適以及運用才代表著情

緒的價值與效果，情緒的本身單單只能算是一

個訊息或者是指標，亦無好壞以及對錯之分。 

曹中瑋（民86） 情緒的調適與管理包含有：瞭解個人情緒的特

色、對他人情緒的覺察、學習生理調適與解決

的策略、培養多樣化興趣、自信以及樂觀彈性

的特質。 

江文慈（民88） 情緒調適應分為五大層面，包括情緒的覺察、

情緒的表達、情緒的調整策略、情緒的反省以

及情緒的效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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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情緒調適之相關研究 

有關於情緒的複雜程度以及難以掌控的特色，其實經常左右著人們

的心情以及工作表現，尤其當教師處在教學、行政工作環境或者是與學

生、同事的互動過程時，將更加需要引導出自己積極正向的情緒，並且

透過展現個人的自信與魅力，來抵抗當前所面臨之逆境（Bandura, 1996；

吳水丕、呂佩珊，2008），至於目前有關情緒調適的相關文獻，主要係來

自於研究學生以及青少年族群為主。葉在庭（民 90）對青少年做過研究

探討，在其〈青少年情緒調適、焦慮、社會支持及生活事件與自殺意念

的關係〉一文中發現，情緒調適與自殺意念呈現負向相關，亦即表示擁

有情緒調適能力愈好的人，較能夠輕易地忘記不愉快的事情，並且較不

容易沉浸在憂傷的情緒當中，相對自殺的意圖的產生也尌愈低；在王春

展（民 95）針對 3470 名高中職生的研究中也顯示，情緒調適能力在不同

性別之間亦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而有關大學生情緒調適的研究當中，儘

管學生們的情緒調適歷程複雜多元，種種情緒可能同時引發並交織其

中，結果卻也顯示課程設計教導的確能夠令大學生們平靜地控制表達出

情緒，（Deffenbacher, Oetting, Huff & Thwaites, 1995；江文慈，民 93）；

除此之外，老人會有很強烈的正面或負面的情緒感受 (Lee, Woo & 

Mackenzie, 2002)，而幼兒生活經驗情緒的穩定性也會影響到心靈成長的

健康（張高賓，民 90）。 

綜合以上學者所述，可見情緒調適不管是在職業、性別或者是年齡

上，都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尤其教師們處於教育工作的第一線，其

情緒表現品質是學生情緒反應的示範，因此無論是在教學、行政工作環

境中或是與學生、同事的互動過程，都應展現出恰如其分的回應處理態

度，以認知身為教師的一種工作滿足成尌（張學善，民 93；陳昭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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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吳水丕、呂佩珊，民 97）。 

 

2.3  工作壓力（Job Stress） 

緊張與忙碌是現代人的代名詞，在講求效率以及速度的社會當中，

工作壓力的產生往往是無可避免的，因此本節將對工作壓力的定義、來

源、影響以及相關之文獻來加以探討。 

 

2.3.1  壓力定義 

本研究的壓力概念是設想在人們生理上以及認知上的觀點，並非以

著重在物理學方面的探究為主。其實壓力是一種人們與組織環境之機會

以及限制的互動中，經主觀認知而產生的正向與負向反應狀態，且當人

們知覺受到威脅時，因為個人經驗與人格特質差異的不同，在面對個體

與環境之交互作用時，那些源自生理以及心理的負面情緒和緊張所衍生

之狀態，將會造成不同地症狀以及反應（Martin & Schermerhorn, 1983；

李坤龍，民 98）。 

 

2.3.2  工作壓力定義 

在現實工作生活感受當中，人們常常會為了追求適應社會上種種的

變化，而在無形中替自己與周遭身旁的人們帶來壓力，而引申壓力概念

透過在不同地工作型態當中，便會由於每個人所扮演的角色的不同，而

產生不同的工作壓力，並且工作壓力也會視其主觀知覺個人是否能夠在

環境中掌控自我，亦或是在環境當中是否能夠保有工作競爭力的狀態，

來決定壓力程度的大小（施雅薇，民 93；蔡明怡，民 97）。因此，當外

在的工作情境倘若與個人的預期理想目標認知有所差距時，將會令人們

產生工作壓力的感受，尤其在面對事業的經營與管理方面時，那些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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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許要求較高的工作者，也會特別感受到成敗所帶來的壓力（林俊雄，

民 90；黃良傑，民 96）。 

 

2.3.3  工作壓力之來源 

Martin & Schermerhorn (1983)認為，壓力是一種人們與組織環境限制

以及機會的互動當中，經主觀認知而產生的正向與負向反應狀態。且針

對此一論點，李坤龍於民 98 年時也提到，他認為當人們知覺受到威脅時，

因個人經驗與人格特質差異的不同，在面對個體與環境之交互作用時，

那些自生理與心理的負面情緒與緊張所衍生之狀態，將會造成不同地癥

狀以及反應。因此當人們不當處理壓力來源時，所感受到的緊張與被壓

迫的感覺，將會造成人們各不相同地生理以及心理層面的不適狀況與種

種現象，接著人們會依循理性來評估所應採取的應對方式，並選擇用階

段性的過程來面對所謂的壓力（Folkman & Lazarus, 1980；Cooper & Payne, 

1980；藍采風，民 92）。 

除此之外，依據 Beehr & Newman(1978)提出之工作者與工作相關因

素會在相互影響下之理論，將會使得工作者在心理以及生理層面改變正

常狀態，故而主張將壓力之來源分為（1）組織內的壓力：包括個人與群

體的特性以及期望、組織特性與組織程序、實際工作時的環境特性（2）

組織外的壓力：包括居住區域、社會特性、家庭特性、經濟特性（3）個

人因素壓力：包括個人的屬性、個人情感以及認知的差異。然而，在同

時考慮兩種要素的探討之下，學者們於認知層面發現，其實當人們在生

活中的無形壓力增加時，的確是會對人體產生一種壓迫感，而這種壓迫

感也會即時性地伴隨著某些情緒的發生，以藉由像是錯愕、慌亂甚至是

易怒、焦慮等感受，來引導人們必頇去反應、面對、抵抗或者是退縮逃

避這些壓力；相同地，尌生理方面討論時，也發現人們較容易在忍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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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壓力的情況底下，產生體內組織與免疫系統功能降低的情況，進而

引發失眠、頭疼、腸胃不適……等等各種不同的生理症狀（王延皊，民

90）。 

 

2.3.4 工作壓力之影響 

分數愈低，則代表教師知覺工作壓力的程度愈低。近來社會上工作

競爭激烈的關係，導致連教師的任教壓力課題也逐漸地演變為教育決策

的焦點(Dunham, 1986)，於是尌國內孫志麟（民 96）針對大學教師評鑑的

研究當中發現，大學教師的任務可分為教學、研究、輔導以及服務等四

項。而從海克、威廉（民 88）在《教師角色》一書中，也明確清楚地描

述並勾勒出教育實務推動上所面臨的一些情形看來，書中大概可分為關

懷、激勵、給予以及研究等四種教師工作任務的壓力如下： 

 

一、 關懷：教師也是人，一樣會不斷努力追求成長學習與突破，而這樣

的發展也來自於對自我的認知以及對於環境刺激的反應，然而，由

於人類在理性認知與現實情況之間所存在的差異，造成教師們必頇

運用眼前的資源來解決並坦承大部分所發生的教育問題，況且站在

這樣的關懷角色上，也難免容易導致教師壓力的攀升。 

 

二、 激勵：同事之間彼此激勵互動時，在正式以及非正式的社交接觸

中，往往能夠因此影響到教師的工作滿足，尤其是當處在推動信賴

交流的教學環境之中時，觀念、知識、喜好、態度與信念，都可以

獲得良好的回饋，也因為如此一來便能減輕壓力以及焦慮等負面風

氣的感染擴散，甚至進一步讓這些繁重忙碌的工作壓力氛圍降到最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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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給予：在瞬息萬變的大環境，種種的問題不斷威脅衝擊著我們的生

活，當然對學生們而言也不例外。有關於面對學生方面，師長的責

任與義務在於必頇深入瞭解關懷學生，否則將會逐漸失去有關於情

感方面所能獲取的空間，而無力花費時間觀察與溝通也將間接必需

承擔事後補救的風險，因此在給予影響學生安全感以及自信的程度

上，教師首重一致性的特質，如此才能夠滿足學員們的需求，而不

致於有所偏頗。 

 

四、 研究：一種兼具理論與實務的追求，在透過工作參與以及資料蒐集

的過程中，讓教師們能夠獨立挖掘出重要的知識與發現，並藉由持

續不斷努力消費研究的行動，來全心全意地投入有關教育知識的開

發，促進整體學術創新以及實務實踐上的同步發展，因此也必需不

斷大量消耗個人精力，而長期在這樣嚴苛的工作自我要求下從事活

動，最終反而容易讓教師們的生理以及心理各方面均不堪負荷。 

 

此外由於劉孙軒（民 98）在研究中亦強調若教師於工作過程中有無

法適應的感覺，便可稱其具有教師工作壓力。可見教師們在學校任職時，

尌會因為學生及工作壓力因素而導致身心能量匱乏（郭耀輝，民 93）。 

 

2.3.5  工作壓力之相關研究 

由於壓力的意義在於同時考量刺激、反應以及互動這三個取向，因

此每個人都將會依照自己不同的處境以及個人本身的認知，來評估決定

自己正在承擔著何種程度的壓力（施雅薇，民 93；蔡明怡，民 97）。 

學者 Mark & Richard(1991)於一份對 710 位國小教師的研究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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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高達 32.6％的教師表示非常或極度具有工作壓力。因此可以知道大學

教師在學校的工作環境中，所必需面臨的多方面壓力因素來源衝擊情況

依然十分嚴重，像是學生的教育、人格成熟發展問題外，教師還必頇透

過輔導關懷與經驗分享，來面對學生的心靈成長與感情生活困頓情

狀……等等。而大學教師壓力來源之一，也包括政府減少金援補助以及

對教學研究資源分配的預算縮編，如此一來，便間接導致學校編排調整

教師的任職與聘任期間，將以教學與研究方面的績效來做為是否續聘的

參考評估，並以契約形式來當為限定與確保的門檻（張凈怡，民 97）。 

 

2.4  工作滿足（Job Satisfaction） 

以往學者們於探討工作滿足之時，已分別針對過不同行業之工作人

員來進行過相關之研究，因此本節將尌工作滿足之定義、理論以及相關

之研究來加以探討。 

 

2.4.1  工作滿足定義 

工作滿足一詞最早出現於 Hoppock(1935)的《工作滿足》一書，書中

定義工作滿足是工作者對於工作情境的主觀反應，也尌是工作者在心理

與生理對於環境因素的滿足感受，同時他也發現職位愈高的工作者，便

擁有愈高的工作滿足。而 Porter & Lawler(1968)則認為工作滿足是由內在

滿足（包括成尌感、自尊、自主感等）與外在滿足（包括福利措施、良

好的人際關係等）所構成，並且更進一步指出，工作滿足的程度要視其

實得報酬與應得報酬之間的差距來決定，也尌是說滿足的感覺是來自於

每個不同工作者的個人主觀需求。易言之，工作滿足是指工作者對其工

作以及工作環境上情緒的感覺、感受或者反應，而倘若傾向積極情意反

應程度愈高，則滿足程度尌會愈高，而假若是傾向消極情意的反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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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高，則不滿足程度便會愈高(Smith, Kendal & Hulim, 1969；Mercer, 

1997；Schermerhorn, Hunt & Osborn, 1997)。除此之外林秋鳳（民 98）在

研究中亦闡述，工作滿足會受到工作本身、工作環境與兩者共同組合的

影響，並且當工作者的滿足感愈高時，尌愈能使員工更願意努力地工作，

來配合組織目標的完成。 

一般而言，雖然上述學者之定義較偏向於工作者的感受，然而亦有

學者覺得工作滿足是工作環境以及個人價值需求等相關因素綜合解釋所

得到的結果，譬如 Ellickson(2002)尌認為，工作滿足程度的高低取決於工

作環境與工作者個人特性、需求以及價值觀念是否吻合，同時余泰魁、

黃識銘（民 94）也將工作滿足定義為是員工對於工作表達的一種態度，

而認為當工作性質與欲求不一致時，員工們尌會有工作不滿足的情況出

現。而本研究最終決意以 Porter & Lawler(1968)以及 Smith et al.(1969)之

觀點，將工作滿足視為在以工作者主觀意識之基礎下，透過對於工作環

境以及對於工作者本身因素兩者綜合所產生的個人感受評價。 

 

2.4.2  工作滿足之理論 

從 1940 年以來，諸位專家學者們陸陸續續發展出有關於工作滿足方

面的理論，並且其中大致可分為內容理論以及過程理論兩大類，內容理

論包括需求層級理論和雙因子理論等，而過程理論則包括公平理論和期

望理論等，然而因為相關研究理論繁多，本研究茲將列出一般較具有代

表特色之理論分述整理如下： 

  

一、 需求階層理論（Need Hierarchy Theory）：Maslow(1943)主張，人類

的需求由低至高可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尊重需求

以及自我實現需求，並且強調在這五層需求當中唯有當低階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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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滿足後，人們才會進一步來追求高一層級的需求。對於工作者而

言，生理需求不外乎是工作休息時間；安全需求則包括勞工保險及

訓練發展等；社會需求即是如良好的人際關係、和諧的團隊或福利

關懷措施；自尊需求如工作自主性、參與決策、績效獎勵表彰授權

等彰顯身份與成尌的事物；而最高的自我實現需求則是強調自我發

展的精神滿足層次，亦是最難以滿足的部分，然而透過激勵，便能

協助員工們透過努力來發揮潛能，到達滿足符合自我期許的地位，

讓自己能夠做真正想做的事（王曉菡，民 97）。 

 

二、 雙因子理論（Two-Factors Theory）：Herzberg 於 1959 年提出此理

論時認為，工作滿足具有激勵與保健兩個因子，前者是與工作本身

有直接相關的因素，而後者則是與工作無直接相關的環境因素；激

勵因子方面，如對工作的責任感、工作本身的挑戰性、成尌感及認

同感等；保健因子方面，如人際關係、組織政策、視導技巧等。而

此一理論不同於傳統的特點，在於雙因子理論主張工作滿足與工作

不滿足是由激勵與保健兩組因子所控制，有別於傳統所認定的一組

因素，因此當激勵因子得到滿足時便能夠將「不滿足」提升到「滿

足」的狀態，另一方面，當保健因子獲得滿足時，卻是能夠因此減

輕不滿足的程度，將「不滿足」改善成為「沒有不滿足」的情況，

並非如同傳統一般人們所認為，只要單純除去工作不滿足的因素，

便能夠使得工作者在工作上覺得滿足（Hodgetts, 1982；秦夢群，民

87）。 

 

三、 公平理論（Equity Theory）：工作者的工作投入是希望能夠獲取組織

的公平報酬，因此包括福利、地位以及自我成長都應與付出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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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價值，從水平的觀點衡量上，工作者所感受到的工作結果應與

付出相互平衡，如此才能夠令工作者覺得滿足，假若出現差距或者

產生不能平衡的情況，那麼這對工作者而言，便是一種不合理的印

象，也因此會造成不滿足現象的發生(Adams, 1963)。藍瑞霓（民 87）

認為，倘若工作投入與報酬不相當，或是感受到同事所得相對自己

來得多的時候，工作者便會詴圖去謀求平衡，也因此所謂的公平，

乃是源自於個人的主觀觀感所致。 

 

四、 期望理論（Expectancy Theory）：Vroom(1964)認為，工作者在工作

上力求表現的時候，無非是希望能夠獲得某種形式的回饋或者獎

勵，這樣的動機也尌代表著一個工作者努力的力量，而除了努力獲

得力量之外還必頇加上個人的才能，如此一來尌能夠達到特定的工

作表現，並且得到適當的獎賞以及報酬，因此當工作者的期望被動

機引貣之後，個人將會朝著目標不斷努力，倘若目標達成，也尌是

期望獲得滿足的時候，自我工作滿足的程度尌會得到提升；如果目

標無法達成，則期望便不能獲得滿足，自我工作滿足的程度尌得不

到提升，也尌是工作不滿足。秦夢群（民 87）認為，期望理論是以

吸引力、實用性以及期待三者關係的連結為主，在三者皆強的時

候，個人所產生的動機及行為才能夠繼續地來達成工作目標。 

 

五、 成尌需求理論（Need Achievement theory）：Atkinson(1988)認為，成

尌需求是屬於個人的特色，那些高成尌需求的人喜歡自己受到肯定

與讚賞，他們會避免挑選太簡單或者太困難的工作，並透過激勵的

方式來滿足自己進而達成工作目的，亦即此一理論主要是在於預估

工作者受到激勵後的行為與舉動（引自楊宏康，民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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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工作滿足之相關研究 

首先在探討影響工作滿足之前因時，Seashore & Taber(1975)發現到個

人背景因素以及工作環境屬性的交互作用，將會影響到個人、組織與社

會反應導致工作滿足並產生後果。工作滿足前因可分為兩大方面： 

 

一、 個人背景因素 

1. 人口特徵，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 

2. 人格特質，例：價值觀、需求互動、心理特質等。 

3. 工作能力，例：知識、技能等。 

4. 工作情境，例：偏好、動機等。 

 

二、 工作環境屬性 

1. 職業工作性質，例：職業聲望等。 

2. 內部組織環境，例：領導方式、組織規模等。 

3. 外部工作環境，例：工作條件、工作特性等。 

4. 政治經濟環境，例：失業率等。 

 

而盧志榮（民 97）也認同工作個體因素以及工作相關因素均會影響

到工作者的工作滿足程度；其次，由於這些因素 Gaertner(1999)認為尌公

司效益考量時，員工倘若工作感到不滿足，則工作熱誠以及對於組織的

認同都將會無法展現，其影響深度可能造成顧客流失導致營收方面的損

失。且文獻當中也指出「當員工具有較高的工作滿足程度時，則越容易

滿意於組織的作法，對於組織要求的事項也較容易完成」（王美慧、唐資

文、曾秋蘭，民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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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綜觀上列所述，很顯然有關於針對影響工作滿足因素的探討確

是有其必要，因為不管是在個人方面或者是在公司組織環境方面，員工

的工作滿足程度，都將會是一項重要的關鍵參考指標，也唯有同時達到

個人內在與環境外在的滿意因素，才能實踐邁向成功的里程碑。 

 

2.5  研究變項間之相關研究 

前述文獻提到，提升逆境商數可以讓自己更容易排除發揮潛力的障

礙，有助於邁向預約成功的道路，於是探討大學專任教師的逆境商數在

不同的人口統計背景之下，將會呈現何種的差異情況現況，尌成為本研

究的目的之一，於是在本研究問卷的第一部分「人口背景資料表」當中，

尌推論出了五種因素，包括性別、職稱、年齡、教學年資以及婚姻狀況。 

 

2.5.1  逆境商數對情緒調適之影響 

個人雖然處在面對逆境困境的狀況之下，依然可藉由透過家庭、社

會、環境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來從事自我調適，進而發展出健康合宜的因

應行為，因此若個人具有良好的情緒調適能力，便能夠在遭遇挫折、經

歷擔憂以及不安的逆境情況之下，依然保持良好的適應能力（施雅薇，

民 93；陳俐瑾，民 96），而懂得調適以解決逆境的人，也將使得生活中

的危機能夠獲得復原能力的改善（洪福源，民 94）。在相關研究方面，利

特、麥克勞（民 88）對八所中學進行研究分析，透過教師教學困境的徵

兆，來瞭解教師面臨困境的普遍程度，並描述其中五所學校教師，由於

經驗以及適應能力的不足，而造成個人負面情緒產生問題，包括逃避、

憤怒、嘲諷以及自我懷疑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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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逆境商數對工作壓力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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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身處於充滿逆境的二十一世紀的人們而言，

累積在逆境中自處以及面對逆境的經驗，已經愈來愈重要，舉凡個人、

家庭、財務與工作職場方面隨處可見（施惠琪，民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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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逆境商數對工作滿足之影響 

莊安祺譯（民 86）提到，組織成員在面對工作逆境遭受到挫折的時

候，其所表現出來的克服能力以及態度，其實攸關著組織的效能，因此

當張瑞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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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其實對工作滿足呈現著顯著相關，此外林俊雄（民 90）也曾在研究探

討台灣地區十家連鎖加盟事業經營管理者時，透過逆境回應與工作滿足

之間的關係，得出其結果表示控制能力層面對工作滿足具有重要影響。 

 

2.5.4  情緒調適對工作滿足之影響 

工作滿足是一種來自於對工作以及工作經驗的評價，所衍生而來的

積極或者是令人愉快的情緒狀態(Steers, 1991)。吳宗祐、鄭伯壎（民 92）

認為，個人對於工作特定事件所感受到的經驗與衍生的情緒，應該是導

致員工對於工作正向或負向評估工作滿足的部分原因，而在教學心理學

方面，吳清基（民 68）特別提到教師的工作滿足程度與其對本身所產生

的情感導向積極與否，是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教育所實施的成效（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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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靜，民 96），也因此在教師工作滿足方面，無論是在硬體設施設備或

者是有關學校行政的工作環境之下，都應該透過培養自身情緒管理的能

力，藉此以更加理性的態度來處理當下所面臨的事件，並進一步提高自

我工作滿足的程度（蕭瑋瑩，民 97）。 

 

2.5.5  工作壓力對工作滿足之影響 

近年來，工作壓力已經逐漸成為人們所關注的焦點，不少國內外學

者一直以來均致力於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之間的相關研究，而且研究對

象也包括了各行各業的人，而在研究結論上，大部分也都發現其實工作

壓力與工作滿足之間是呈顯著負相關 (Saleh & Desai, 1990； Jamal, 

1997），而其中也包含不少有關於研究對象為教師的相關文獻（周子敬、

彭睦清，民 94；許旭助，民 95），且在國外學者 Litt & Turk 於 1985 年針

對 251 位高中教師為研究對象時，便發覺教師工作壓力其實對於工作滿

足是具有顯著的負相關，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工作壓力的「工作負

荷量」構面上，顏瑞伶（民 91）則是發現其對於工作滿足是呈正相關，

並將此壓力來源視為有益壓力（Eustress）。透過上述討論可知，工作壓力

確實是影響工作滿足的一個重要因素。 

 

本章節藉由相關之文獻探討，呈現了各學者以往之研究結果與結

論，下一章將針對實際之研究方法來做更加詳盡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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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為使本研究更加嚴謹，本章將尌研究架構、研究假設、操作性定義

與衡量、研究設計與對象以及統計方法等五大部分，來做進一步的說明。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前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以及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之架

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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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假設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瞭解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工作壓力以及工作滿

足的現況，同時亦欲探討情緒調適以及工作壓力對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

的影響。故為達成前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於蒐集國內外學者相關文獻

進行探討並確立研究架構後，將推論之假設列表如下（表3.1）。 

 

表 3.1 研究假設表 

假設 假設內容 

H1-1 大學教師之「性別」對「逆境商數」有顯著差異 

H1-2 大學教師之「職稱」對「逆境商數」有顯著差異 

H1-3 大學教師之「年齡」對「逆境商數」有顯著差異 

H1-4 大學教師之「教學年資」對「逆境商數」有顯著差異 

H1-5 大學教師之「婚姻狀況」對「逆境商數」有顯著差異 

H2-1 大學教師之「性別」對「情緒調適」有顯著差異 

H2-2 大學教師之「職稱」對「情緒調適」有顯著差異 

H2-3 大學教師之「年齡」對「情緒調適」有顯著差異 

H2-4 大學教師之「教學年資」對「情緒調適」有顯著差異 

H2-5 大學教師之「婚姻狀況」對「情緒調適」有顯著差異 

H3 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對「情緒調適」具有正向影響 

H4 大學教師之「情緒調適」對「工作滿足」具有正向影響 

H5 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對「工作滿足」具有正向影響 

H6 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對「工作壓力」具有負向影響 

H7 大學教師之「工作壓力」對「工作滿足」具有負向影響 

H8 大學教師之「情緒調適」對「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具有中介效果 

H9 大學教師之「工作壓力」對「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具有中介效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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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個人背景變項對逆境商數與情緒調適之差異探討 

經研究發現，逆境商數在性別上會有顯著差異（林俊雄，民90），而

旮素娥（民93），在針對壽險公司人員的逆境商數研究中，也提到了人口

背景對逆境商數之間的確是具有其相關聯性。此外張瑞真（民98）在其

研究中亦得出了公職人員之逆境商數亦低於非公職人員的結果；而在情

緒調適方面之研究顯示，女性教師的運用顯著高於男性教師，並且不同

職稱教師之情緒調適並無不同（吳宗立，民85），此外張進上（民79）之

研究亦指出不同背景教師之情緒調適係無顯著之差異。因此，本研究提

出以下之假設： 

H1-1：大學教師之「性別」對「逆境商數」有顯著差異。 

H1-2：大學教師之「職稱」對「逆境商數」有顯著差異。 

H1-3：大學教師之「年齡」對「逆境商數」有顯著差異。 

H1-4：大學教師之「教學年資」對「逆境商數」有顯著差異。 

H1-5：大學教師之「婚姻狀況」對「逆境商數」有顯著差異。 

H2-1：大學教師之「性別」對「情緒調適」有顯著差異。 

H2-2：大學教師之「職稱」對「情緒調適」有顯著差異。 

H2-3：大學教師之「年齡」對「情緒調適」有顯著差異。 

H2-4：大學教師之「教學年資」對「情緒調適」有顯著差異。 

H2-5：大學教師之「婚姻狀況」對「情緒調適」有顯著差異。 

 

3.2.2  逆境商數、情緒調適、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各變項之影響探討 

誠如前述之研究架構及研究假設所述，本研究所欲探討之變項可區

分為三：以逆境商數為自變項；情緒調適和工作壓力為中介變項；而工

作滿足則為依變項。茲對於各變項之影響探討推論假設條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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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對「情緒調適」具有正向影響。 

H4：大學教師之「情緒調適」對「工作滿足」具有正向影響。 

H5：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對「工作滿足」具有正向影響。 

H6：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對「工作壓力」具有負向影響。 

H7：大學教師之「工作壓力」對「工作滿足」具有負向影響。 

H8：大學教師之「情緒調適」對「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具有

中介效果。 

H9：大學教師之「工作壓力」對「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具有

中介效果。 

 

3.3  操作性定義與衡量 

本研究一共有四大構面，分別是逆境商數、情緒調適、工作壓力以

及工作滿足。逆境商數構面主要參考引用林俊雄（民 90）、旮素娥（民

93）以及張瑞真（民 98）修改自 Stoltz(1997)所發展之「AQ 反應量表」，

量表依然採用控制能力（Control；C）、貣因與責任歸屬（Origin and 

Ownership；O2）、影響範圍（Reach；R）以及持續現象（Endurance；E）

四個層面；在情緒調適方面採用 Catanzaro & Mearns(1990)之觀點，並參

考學者江文慈於民 88 年、施雅薇於民 93 年之研究，將情緒調適之定義

彙整為一般認知以及認知行為；本研究之「工作壓力量表」編製基礎係

來自於郭耀輝（民 93）以及楊宏康（民 97），並將工作壓力分成學生行

為以及工作要求兩個子構面；工作滿足部分，本文以 Smith et al.(1969)所

發展之工作滿意度調查表來做為問卷編製的參考架構，其內容包括工作

本身、報酬、升遷機會、督導以及同事關係等五構面，在透過參酌 Porter 

& Lawler(1968)與其他國內學者之觀點（張舒涵，民 93；范華容，民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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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志榮，民 97），並考量大學教師之工作特性後，將工作滿足構面修訂為

內在服務以及外在人際兩大構面。有關於操作性定義及衡量之敘述，請

參見下表 3.2： 

 

表 3.2 操作性定義與衡量表 

衡量構面 因素名稱 操作性定義 工具來源 

逆境商數 控 制 能 力

（C） 

自覺能努力扭轉情勢的能力。 

掌控自己對逆境的反應能力。 

Stoltz (1997) 

貣因與責任

歸屬（O2） 

逆境原因以及責難之面對。 

承擔逆境以及責任之勇氣。 

影 響 範 圍

（R） 

界定逆境影響的層面。 

決定感受逆境的強度。 

持 續 現 象

（E） 

逆境造成受挫的深度。 

面對逆境時間的心態。 

情緒調適 一般認知 以一般個人的想法或認知策略

上的不同來影響情緒。 Catanzaro & 

Mearns(1990) 認知行為 透過認知自我本身或者與他人

共同的行動來緩和情緒。 

工作壓力 學生行為 個人教學技巧或者學生學習困

難等所產生的壓力。 郭耀輝（民 93） 

楊宏康（民 97） 工作要求 教師工作本身對個人的要求條

件所造成的壓力。 

工作滿足 內在服務 本身對工作整體與內在相關細

節的滿意感受程度。 

Smith et al.（1969） 

張舒涵（民 93） 

盧志榮（民 97） 

范華容（民 97） 

外在人際 教師對外友善與親密的慾望所

構築而成的社交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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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設計與對象 

根據前述幾章所述，可知本研究旨在探討逆境商數、情緒調適、工

作壓力對工作滿足之影響。故現以前測問卷、正式問卷以及問卷設計的

呈現方式分別敘述如下： 

 

3.4.1  前測問卷 

本研究之前測以大學教師為研究對象，係採立意抽樣之方式來進行

問卷調查，共計發放 70 份問卷，問卷之發放和回收期間從九十八年六月

中旬至九十八年九月中旬，總計回收 50 份問卷，回收率為 71.4％，剔除

無效問卷 11 份後，有效問卷為 39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78％。 

 

3.4.2  正式問卷 

本研究於正式問卷於發放之前，均事先寄發電子郵件與每位受測者

進行聯絡，正式施測係以台灣南部某私立 N 大學之全數專任教師為研究

之對象，並依教育部統計處（http://www.edu.tw/statistics/index.aspx）之資

料顯示，對受聘於 97 學年度各系所之合格專任大學教師 200 人來進行普

查，本問卷主要採用傳統遂行拜訪之方式，以紙本樣式問卷親手交由本

人填答，期間自九十八年九月中旬開始發放，且於九十九年元月中旬回

收完畢。在本橫斷性研究（Cross Sectional Research）過程當中總計回收

144 份問卷（未含逾期及未回收之部分），其中無效問卷 39 份，問卷回收

率 72％，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72.92％。 

 

3.4.3  問卷設計 

本研究以紙本問卷為蒐集資料之研究工具，採用結構封閉式問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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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情緒調適、工作壓力以及工作滿足之間的影

響和相關聯性，而問卷來源乃是以前述之文獻探討與以往專家學者所編

製之問卷為基礎，並針對本篇研究之主題加以修訂設計而成，除了「AQ

反應量表」的部份採用 Stoltz(1997)之逆境商數評量法（總分為 200），而

針對每道題項情境之符合程度由 1 至 5 來做為衡量計算之外，在「情緒

調適量表」、「工作壓力量表」和「工作滿足量表」之題型均採用李克特

五點量表為評量尺度，記分方式依同意程度由低至高分別給予「非常不

同意」1 分、「不同意」2 分、「普通」3 分、「同意」4 分以及「非常同意」

5 分。「情緒調適量表」之題項編碼係由 301 至 322；「工作壓力量表」編

碼從 401 至 423；而「工作滿足量表」之編碼則由 501 至 523。 

 

3.5  統計方法 

有關於所回收之有效問卷，本研究的首要步驟係將所蒐集而來之資

料進行編碼的動作，接著輸入 SPSS（Statistics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 

17.0 統計套裝電腦軟體，最後再透過標準化資料以後，運用項目分析、

信度與效度分析、因素分析、描述性統計分析、T 檢定分析、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相關分析以及迴歸分析等方法來進行資料分析。現將本研究所

運用之統計方法敘述如下：  

 

一、 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前測後所得之有效問卷可經項目分析，

以量表總分前後各 25％分為高分組與低分組，並依照判別詴題鑑別

度之指標，作為刪題之標準。 

 

二、 信度與效度分析（Analysi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在各量表信

度（Reliability）方面，常用的方法有 Cronbach's α 係數、折半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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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測信度以及複本信度等。而本研究所採用之 Cronbach's α 係數是

屬於一種在學術研究上的穩定性指標，其值介於 0 到 1 之間，若低

於.35 則表示屬於低信度；若高於.70 則顯示代表具有高度的內部一

致性（Guilford , 1965；Roberts & Wortzel , 1979；榮泰生，民 92）；

而在效度（Validity）分析方面，榮泰生（民 98）於收斂效度以及

區別效度方面指出，若將因素負荷量大於.50 以上者集結成為同一

因素命名後，對於每一題項在所屬因素當中，其因素負荷量接近 1

的同時，又在其不所屬的因素當中，因素負荷量接近 0 時，便可認

為該命名之變項之收斂效度佳，而當符合上述條件之題項愈多，則

區別效度尌會愈高。 

 

三、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因素分析主要之目的在於資料縮減，

也尌是希望藉由歸納精簡的方式，來得到各構面因素成份之間的最

大變異，並藉此找出每個構面所包含的子構面，而因素分析又可分

為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驗證性因素分析兩種（榮泰生，民 98）。而

本研究所採用的是探索性因素，並且以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與最大變異數（varimax）直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來進行因素矩陣旋轉，用特徵值（eignevalue）大於 1，因

素負荷量大於.50 以上之條件來進行因素萃取。 

 

四、 描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係指本研究運用

統計的方式來描述樣本資料之情況，並且希望能夠透過簡單的概略

性描述，來呈現個人背景變項的百分比分佈狀況。 

 

五、 T 檢定分析（T-test Analysis）：此統計方法在於比較類別變項為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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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係用於比較不同地變項和其他構面變項之間的差異性，若 p 值

達到顯著水準，亦即 p<.05 時尌代表其彼此之間具有差異的情況。 

 

六、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係用來檢定三

組以上類別變項和其他構面變項之間的差異，若 p<.05 則代表具有

顯著差異，p<.01 表示具有非常顯著之差異，而 p<.001 則表示具有

極其顯著之差異（榮泰生，民 92）。 

 

七、 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相關分析旨在用以針對測量兩個

構面之間的相關強度，以瞭解各變項間的關聯性，常用的分析方法

包括 Pearson's 相關、Spearman's Rho 相關和 Kendall's Tau 相關（榮

泰生，民 98）。而本研究選擇採用 Pearson's 相關來加以檢驗相關性

之假設，並且對分析之結果來提出探討。 

 

八、 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迴歸分析之用途為解釋與預測，

因此本研究以簡單迴歸以及複迴歸來檢驗中介效果之存在。中介驗

證之水準係採 Baron & Kenny(1986)之建議，當以複迴歸分析驗證中

介效果時，其驗證水準條件依步驟順序分別為：（step1）自變項與

中介變項分別與依變項存在顯著關係；（step2）自變項與中介變項

存在顯著的關係；（step3）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係應較未置入

中介變項為弱，而如果自變項與依變項之影響效果轉為不顯著，則

稱為完全中介，反之則稱部分中介。 

 

透過嚴謹而詳盡的描述，本章呈現了科學設計打造之研究方法內

容，下一章將針對實際之研究方法來做更加詳盡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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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結果 

 

本研究以台灣南部某私立 N 大學之全體專任大學教師為研究之對

象，並藉由傳統紙本問卷的調查方式來蒐集相關資料，以回收之正式有

效問卷 105 份來做更進一步的整理以及分析之後，將研究之結果呈現如

下。 

 

4.1  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 

本節以項目分析來對問卷資料進行鑑別評估，把低於統計顯著標準

值.05 以下之題項刪除（邱皓政，2006；榮泰生，2009）。結果顯示「AQ

反應量表」於刪除第 21 題不記分題項後，保留全數 20 題計分題項，「情

緒調適量表」由原 22 題刪至 9 題，「工作壓力量表」由原本 23 題刪至 13

題，而「工作滿足量表」則由 23 題刪至 15 題。 

 

4.2  信度與效度分析（Analysi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所謂的信度，指的乃是一份問卷量表內容的內部一致性，而信度又

可概略區分為外在信度（External Reliability）以及內在信度（Internal 

Reliability）兩大類別。外在信度通常是指問卷量表於不同時間測量時，

量表內容的一致性；而內在信度則通常指的是問卷量表內的每一題項內

容，是否能夠測量出單一概念之同時，問卷量表的內在內容是否也具有

一致性。 

本研究茲將數據資料標準化，並且透過分析後所呈現之各構面

Cronbach's α 係數來作為衡量信度之指標(Cronbach, 1951)，其內容分別為

逆境商數（.848）、情緒調適（.841）、工作壓力（.726）以及工作滿足（.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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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均達到.70 以上，因此各量表內容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現列出信度

分析表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 各構面之信度分析表 

構面 Cronbach's α 

逆境商數 .848 

情緒調適 .841 

工作壓力 .726 

工作滿足 .86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在效度方面乃因本研究之各構面係由相關文獻作為理論基礎，並

且亦同時參考了學者（Catanzaro & Mearns, 1990；Smith et al., 1969；張

舒涵，民 93；郭耀輝，民 93；范華容，民 97；楊宏康，民 97；盧志榮，

民 97）曾運用之量表，再針對研究案例對象之特性來加以修訂設計問項，

故應能符合衡量工具的內容效度之要求。 

 

4.3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本研究之因素分析係採用探索式因素分析方法，並由於「人口背景

資料表」因為非連續性資料而不適用於此法，且根據 Kaiser(1974)之分析

觀點，因「AQ 反應量表」之取樣適切性量數（Kaiser-Meyer-Olkin；KMO）

值並未達到.60 以上，於是斷定其為不適合因素分析方法。 

其餘在「情緒調適量表」、「工作壓力量表」以及「工作滿足量表」

之 KMO 值則分別為.823、.773 和.855，此外各量表透過 Bartlett 球形檢定

時 p 值亦均小於.05 達到顯著水準，累積解釋變異量（％）也分別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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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16％、69.389％、64.063％以及 70.506％，因皆達.50 以上，故歸納以

上之統計數據結果顯示，問卷在進行因素分析後所呈現之結果是可接受

的（榮泰生，民 92）。 

 

4.3.1  情緒調適之因素分析 

經因素分析後之結果，「情緒調適量表」由 22 題刪至 7 題，並以第 3

題為反向問項，共萃取出兩個因素構面，分別命名為一般認知以及認知

行為，因素負荷量皆達.60 以上。其因素分析內容如表 4.2 所示。 

 

表 4.2 情緒調適之因素分析表 

情緒調適題項 
因素命名 

一般認知 認知行為 

我開始對自己感到很消沉* .916 .107 

我不會一直持續極度地沮喪 .862 .216 

我能夠擺脫沮喪的情緒 .824 .214 

我不會沮喪很長的一段時間 .798 .273 

跟他人在一貣不會讓我覺得受牽絆 .139 .806 

朋友的忠告會讓我覺得情緒較好 .107 .731 

詴圖解決問題不會讓事情更糟 .369 .647 

特徵值 3.702 1.143 

累積解釋變異量（％） 43.780 69.216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823 

註：*表反向問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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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工作壓力之因素分析 

經因素分析後之結果，「工作壓力量表」由 23 題刪至 6 題，共萃取

出兩個因素構面，分別命名為工作要求以及學生行為，因素負荷量皆達.60

以上。其因素分析內容如表 4.3 所示。 

 

表 4.3 工作壓力之因素分析表 

工作壓力題項 
因素命名 

工作要求 學生行為 

工作讓我沒有剩餘時間處理自己的事 .877 .062 

我經常超時工作而影響到作息 .870 -.055 

工作經常影響到我的正常休假 .856 .008 

工作時我感到精神緊張 .665 .411 

我不能滿足學生的期待 -.097 .815 

學生學習意願低落，常讓我感到力不從心 .165 .765 

特徵值 2.819 1.345 

累積解釋變異量（％） 45.645 69.389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773 

註：*表反向問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3  工作滿足之因素分析 

經因素分析後之結果，「工作滿足量表」由 23 題刪至 10 題，而第 6

題為其反向問項，合計一共萃取出兩個因素構面，分別命名為內在服務

以及外在人際，並且因素負荷量皆達.60 以上。其因素分析內容如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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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工作滿足之因素分析表 

工作滿足題項 
因素命名 

內在服務 外在人際 

我對自我能力或專業足以勝任現職而感到滿足 .812 .076 

我對工作上能夠經常經歷不同的歷練而感到不滿足* .809 .280 

我對工作時能獨立自主發揮判斷能力而感到滿足 .794 .111 

我能從工作表現中獲取成尌感 .784 .064 

我覺得「大學教師」的工作是有意義的 .757 .042 

我覺得「大學教師」的工作富有挑戰性 .644 .408 

「大學教師」的工作，能提升我的思辨能力 .599 .453 

我工作上遭遇困難時，能夠獲得同事們的協助 .007 .853 

我對於本校同事之間的合作關係感到滿意 .095 .839 

我因為工作的關係，結交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281 .712 

特徵值 4.706 1.701 

累積解釋變異量（％） 39.941 64.063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855 

註：*表反向問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  描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本研究以描述性統計分析方法來瞭解所調查蒐集之資料的分佈，以

及透過平均數和標準差等數據之呈現方式，來解釋整體受測者的趨勢狀

態。以下並將針對源自於台灣南部某私立 N 大學之受測者所填答之有效

問卷回收資料，來對人口背景、逆境商數、情緒調適、工作壓力以及工

作滿足方面做一個詳細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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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口背景 

詳如表 4.5 所示可知，人口背景描述統計分析之結果為： 

1. 性別人口背景方面：男性 65 人（61.90％）、女性 40 人（38.10％）。 

2. 職稱方面：助理教授 55 人為最多（52.38％）、其次為副教授 26

人（24.76％）、講師和教授人數則較少共 24 人，合佔 22.86％。 

3. 在年齡方面：大多集中在 31-40 歲（48 人，45.71％）、41-50 歲次

之（39 人，37.14％）、51 歲（含）以上與 30 歲（含）以下之人

數則較少（15 人，14.29％；3 人，2.86％）。 

4. 教學年資：6-15 年之人數為 52 人（49.52％）、5 年（含）以下之

人數為 41 人（39.05％）、16-25 年之人數則為 12 人（11.43％）。 

5. 在婚姻狀況方面：已婚之教師為（67 人，63.81）、未婚之教師為

（36 人，34.29％）、離婚之教師為（2 人，1.90％）。 

   

表 4.5 人口背景描述統計分析表（N=105） 

類別 分類項目 樣本（％） 類別 分類項目 樣本（％） 

性別 男性 65（61.90） 年齡 51 歲（含）以上 15（14.29） 

女性 40（38.10） 教學 

年資 

5 年（含）以下 41（39.05） 

職稱 教授 9（8.57） 6-15 年 52（49.52） 

副教授 26（24.76） 16-25 年 12（11.43） 

助理教授 55（52.38） 26 年（含）以上 --- 

講師 15（14.29） 婚姻 

狀況 

未婚 36（34.29） 

年齡 30 歲（含）以下 3（2.86） 已婚 67（63.81） 

31-40 歲 48（45.71） 分居 --- 

41-50 歲 39（37.14） 離婚 2（1.9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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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逆境商數、情緒調適、工作壓力以及工作滿足 

由下表 4.6 可知，在研究案例當中整體逆境商數（AQ）之平均分數

為 133.391 而標準差為 17.561，其中專任大學教師之持續現象（E）構面

的平均得分略高於其他三個構面為 36.324，其次為影響範圍（R）構面

（34.505），再其次為貣因與責任歸屬（O2）構面（33.257），最低為控制

能力（C）構面，平均得分為 29.305；在情緒調適部分，一般認知構面之

平均數與標準差（3.949；0.796）均略高於認知行為構面（3.705；0.683）；

而在工作壓力的部分，工作要求構面之平均數與標準差（3.152；0.844）

亦較高於學生行為構面（2.681；0.737）；最後在工作滿足方面之描述統

計分析結果顯示出，內在服務構面之平均得分為（4.170）較外在人際構

面之得分高（3.619），而標準差（0.560）則低於外在人際構面（0.757）。 

 

表 4.6 各構面描述統計分析表（N=105） 

主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子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逆境商數 133.391 17.561 控制能力（C） 29.305 6.172 

貣因與責任歸屬（O2） 33.257 4.126 

影響範圍（R） 34.505 7.392 

持續現象（E） 36.324 6.976 

情緒調適 3.827 0.642 一般認知 3.949 0.796 

認知行為 3.705 0.683 

工作壓力 2.919 0.603 學生行為 2.681 0.737 

工作要求 3.152 0.844 

工作滿足 3.895 0.555 內在服務 4.170 0.560 

外在人際 3.619 0.75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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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T 檢定分析（T-test Analysis） 

本節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檢測人口背景變項當中，不同性別是否將

會對逆境商數以及情緒調適產生顯著性的差異狀況。而根據下表 4.7 之結

果顯示發現，除了男性於各構面之平均分數皆大於女性之外，不同性別

之大學教師對於逆境商數（AQ）以及情緒調適之差異性皆未達顯著

（p>.05），且在逆境商數之子構面檢定結果部份，控制能力（C）、貣因

與責任歸屬（O2）、影響範圍（R）以及持續現象（E）也未達到顯著性水

準（p>.05），而尌情緒調適之子構面而言，一般認知（p=.056）與認知行

為（p=.888）亦均未達顯著。 

 

表 4.7 不同性別對逆境商數以及情緒調適之差異分析表 

構面 
平均 

t 值 顯著性 
男=65 女=40 

逆境商數 135.062 130.675 1.246 .499 

控制能力 29.569 28.875 0.558 .053 

貣因與責任歸屬 33.662 32.600 1.284 .288 

影響範圍 35.031 33.650 0.929 .181 

持續現象 36.800 35.550 0.891 .847 

情緒調適 3.930 3.658 2.144 .456 

一般認知 3.994 3.875 0.742 .056 

認知行為 3.867 3.441 3.234 .888 

      註：*表 p<.05，**表 p<.01，***表 p<.001 達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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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單尌逆境商數之子構面來說，控制能力（C）之平均分數為

29.305，明顯較其他三大構面為低，這顯示本研究案例之大學專任教師在

掌控逆境的能力方面也許相對較為缺乏。 

 

4.6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為探討專任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以及情緒調適在人口背景變項當中

之差異性是否顯著，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檢定的方式來做統計上的分

析檢測，結果如下表 4.8 所示，逆境商數（AQ）構面於不同地職稱、年

齡、教學年資以及婚姻狀況下均未達顯著之水準；而情緒調適構面僅於

不同地婚姻狀況下有所差異，並達到顯著性水準（p<.001）。 

 

表 4.8 逆境商數以及情緒調適在各人口背景變項之差異分析表 

構面 
逆境商數 情緒調適 

F 檢定 顯著性 F 檢定 顯著性 

職稱 1.472 .227 2.251 .087 

年齡 0.432 .731 1.988 .121 

教學年資 0.980 .379 2.547 .083 

婚姻狀況 0.517 .598 7.621   .001** 

註：*表 p<.05，**表 p<.01，***表 p<.001 達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表 4.7 以及表 4.8 之分析結果可見，各人口背景變項對於逆

境商數之影響，尌整體而言並未達到顯著的情況，於是假設 H1-1、假設

H1-2、假設 H1-3、假設 H1-4以及假設 H1-5均未獲得支持，而在情緒調適方

面，假設 H2-1、假設 H2-2、假設 H2-3、假設 H2-4亦未獲得支持，僅 H2-5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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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支持，同時本研究亦經由 Scheffe 事後比較得知，無論是未婚或者是已

婚教師之差異性顯著水準，均高於離婚教師。這結果也表示不同地婚姻

狀況將會明顯的影響到人們情緒高低貣伏的情形（唐璽惠，民 95）。 

 

4.7  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為測量兩個變項之間的關係強度，此分析係採用 Pearson’s 相關分析

來加以檢定逆境商數、情緒調適、工作壓力以及工作滿足各構面彼此之

相關聯性。由表 4.9 中可知，逆境商數與情緒調適以及工作滿足均呈現顯

著正相關（r=.317，p<.01；r=.202，p<.05）但與工作壓力則呈現顯著負

相關（r=-.371，p<.01），可見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與情緒調適以及工作滿

足具有正向的關係，並且與工作壓力具有負向的關係；而情緒調適與工

作滿足亦呈顯著正相關（r=.408，p<.01），並與工作壓力呈顯著負相關

（r=-.403，p<.01），因此大學教師之情緒調適與工作滿足亦有顯著的正向

關係，而與工作壓力同樣也有顯著的負向關係；此外工作壓力與工作滿

足則呈現出達到負向顯著水準的相關分析數據（r=-.240，p<.01），表示若

降低工作壓力，尌能夠促使大學教師工作滿足方面的提升。 

 

表 4.9 逆境商數、情緒調適、工作壓力以及工作滿足之相關矩陣表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逆境商數 情緒調適 工作壓力 工作滿足 

逆境商數 133.391 17.561 1.000    

情緒調適 3.827 0.642    .317** 1.000   

工作壓力 2.919 0.603   -.371**   -.403** 1.000  

工作滿足 3.845 0.555   .202*    .408**   -.240** 1.000 

註：*表 p<.05，**表 p<.01，***表 p<.001 達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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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 

本研究利用線性迴歸分析進行中介效果的驗證，首先對逆境商數、

情緒調適、工作壓力以及工作滿足進行簡單迴歸分析之檢測，接著才運

用複迴歸分析來檢測中介效果，茲將簡單迴歸分析以及複迴歸分析分別

敘述如下。 

 

4.8.1  簡單迴歸分析 

尌分析結果顯示：逆境商數對情緒調適有顯著正向影響，其標準化 β

值為.317，p 值小於.01；情緒調適對工作滿足有顯著正向影響，其標準化

β 值為.408，p 值小於.001；逆境商數對工作滿足有顯著正向影響，其標

準化 β 值為.202，p 值小於.05；而逆境商數則是對工作壓力有顯著負向影

響，其標準化 β 值為-.371，p 值則是小於.001；最後工作壓力也對於工作

滿足具有顯著之負向影響，標準化 β 值為-.240，p 值小於.05。本研究各

構面之簡單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10 所示。 

 

表 4.10 各構面之簡單迴歸分析表 

構面/變項 β R
2 

adj R
2 t 值 F 值 Sig. 

「逆境商數」對「情緒調適」 .317 .101 .092 3.394 11.521 .001** 

「情緒調適」對「工作滿足」 .408 .167 .159 4.541 20.619 .000*** 

「逆境商數」對「工作滿足」 .202 .041 .032 2.098 4.403 .038* 

「逆境商數」對「工作壓力」 -.371 .137 .129 -4.048 16.390 .000*** 

「工作壓力」對「工作滿足」 -.240 .058 .048 -2.507 6.286 .014* 

註：*表 p<.05，**表 p<.01，***表 p<.001 達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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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述所言，由於正向以及負向之影響均達到顯著性水準（p<.05），

故假設 H3、假設 H4、假設 H5、假設 H6以及假設 H7均獲得支持。 

 

4.8.2  逆境商數對情緒調適與工作滿足之複迴歸分析 

由下表 4.11 可知 Durbin-Watson 值為 1.883，據榮泰生（2003）之主

張認為若 Durbin-Watson 值介於 1.5 至 2.5 之間，則表示變項與變項之間

並無自相關之現象存在，故不應棄卻假設。而逆境商數（標準化 β 值

為.081，p 值大於.05）與情緒調適（標準化 β 值為.383，p 值小於.001）

又於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對工作滿足之影響過程中，逆境商數構面之影響

效果由顯著（p=.038）轉為不顯著，因此情緒調適對於逆境商數與工作滿

足之間具有中介效果之存在，故假設 H8獲得支持且為完全中介。 

 

表 4.11 逆境商數、情緒調適和工作滿足之複迴歸分析表 

構面 
step1 step2 step3 

工作滿足 工作滿足 情緒調適 工作滿足 

逆境商數  .202* 

（.038） 
--- 

  .317** 

（.001） 

.081 

（.395） 

情緒調適 
--- 

   .408*** 

（.000） 
--- 

   .383*** 

（.000） 

R
2
 .041 .167 .101 .173 

adj R
2 

.032 .159 .092 .156 

F 值  4.403  20.619 11.521 10.647 

Durbin-Watson 值 --- --- --- 1.883 

   註：*表 p<.05，**表 p<.01，***表 p<.001 達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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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逆境商數對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之複迴歸分析 

尌表 4.12 而言，Durbin-Watson 值為 1.904 表示不應棄卻假設。逆境

商數（標準化 β 值為.132，p 值大於.05）與工作壓力（標準化 β 值為-.191，

p 值大於.05）於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對工作滿足的影響當中，逆境商數的

影響效果由顯著（p=.038）轉為不顯著，故本研究推論工作壓力對於逆境

商數和工作滿足之間確實有完全中介效果存在，因此假設 H9獲得支持。 

 

表 4.12 逆境商數、工作壓力和工作滿足之複迴歸分析表 

構面 
step1 step2 step3 

工作滿足 工作滿足 工作壓力 工作滿足 

逆境商數  .202* 

（.038） 
--- 

 -.371*** 

（.000） 

.132 

（.203） 

工作壓力 
--- 

-.240* 

（.014） 
--- 

-.191 

（.066） 

R
2
 .041 .058 .137 .072 

adj R
2 

.032 .048 .129 .054 

F 值  4.403  6.286 16.390 3.986 

Durbin-Watson 值 --- --- --- 1.904 

   註：*表 p<.05，**表 p<.01，***表 p<.001 達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9  研究結果 

無論是在教育學術界或者是在其他產業業界，人力資源的管理均將

會左右整體員工的表現，因此人力的教育養成特別是在教育服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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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顯然會有更加深遠的影響力，故本研究主要是希望能夠透過問卷

調查的方式，以瞭解逆境商數、情緒調適以及工作壓力對大學教師工作

滿足的影響程度。現將本研究之假設分析結果列表如下（表 4.13）： 

 

表 4.13 研究假設結果表 

假設 假設內容 結果 

H1-1 大學教師之「性別」對「逆境商數」有顯著差異 不支持 

H1-2 大學教師之「職稱」對「逆境商數」有顯著差異 不支持 

H1-3 大學教師之「年齡」對「逆境商數」有顯著差異 不支持 

H1-4 大學教師之「教學年資」對「逆境商數」有顯著差異 不支持 

H1-5 大學教師之「婚姻狀況」對「逆境商數」有顯著差異 不支持 

H2-1 大學教師之「性別」對「情緒調適」有顯著差異 不支持 

H2-2 大學教師之「職稱」對「情緒調適」有顯著差異 不支持 

H2-3 大學教師之「年齡」對「情緒調適」有顯著差異 不支持 

H2-4 大學教師之「教學年資」對「情緒調適」有顯著差異 不支持 

H2-5 大學教師之「婚姻狀況」對「情緒調適」有顯著差異 支持 

H3 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對「情緒調適」具有正向影響 支持 

H4 大學教師之「情緒調適」對「工作滿足」具有正向影響 支持 

H5 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對「工作滿足」具有正向影響 支持 

H6 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對「工作壓力」具有負向影響 支持 

H7 大學教師之「工作壓力」對「工作滿足」具有負向影響 支持 

H8 

大學教師之「情緒調適」對 

「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有中介效果 

支持且 

完全中介 

H9 

大學教師之「工作壓力」對 

「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有中介效果 

支持且 

完全中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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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以台灣南部某私立 N 大學之全體專任大學教師為研究之

案例對象，希望務求探討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情緒調適、工作壓力以

及工作滿足之影響關係程度，相信經由本文之實證性研究，將可望成為

校方改善大學教師逆境問題與調適其情緒之參考，以利於更進一步地來

促進教師們工作滿足的提升。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擬探討大學教師逆境商數對於情緒調適、工作壓力以及工作

滿足將會具有何種影響。以下為本研究之結論：  

 

一、 為達成本研究目的之第一項、第二項以及第三項，分析結果（表4.6）

顯示研究案例對象之逆境商數整體現況之平均分數為133.391分，標

準差為17.561，並且在控制能力（Control；C）的部分較為低落，

而據Stoltz(1997)之主張認為，整體教師們之逆境商數分佈最多的情

況落於中AQ時，則代表教師們可能於工作中大都能奮力堅持挑戰

當前的困境，同時也能發揮出自我本身的潛力。此外在人口背景變

項當中，不同的婚姻狀況將會顯著地影響到大學教師的情緒調適能

力，因此假設H2-5獲得支持，而在其他不同的性別、職稱、年齡以

及教學年資方面，似乎並未能夠明顯地影響到本案例受測者之情緒

調適方面的能力，同時亦未能影響到逆境商數的分數呈現，故假設

H1-1、假設H1-2、假設H1-3、假設H1-4、假設H1-5、假設H2-1、假設H2-2、

假設H2-3以及假設H2-4均未獲得支持。此研究結果（詳見表4.7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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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雖與傳統有關人口背景變項對逆境商數之結果有異（林俊

雄，民90；沈昭吟、張瑞真，民98），然探究可能原因係由於在有

關逆境商數之文獻中，大多屬於抽樣調查並以中等教育程度以下之

學生或是在職場單位之行政人員為研究對象，所以才呈現出如此不

同之結果，可見接受高等教育並取得碩士學位以上之大學專任教

師，在整體逆境商數的平均分數表現上，彼此之間並未有較大之差

異存在。 

 

二、 為達成本研究目的之第四項以及第五項，本文除了以表 4.9 可知教

師逆境商數、情緒調適、工作壓力以及工作滿足彼此之間均具有顯

著相關之外，對於考量此四者之間的影響而言，本研究不但透過簡

單迴歸分析方法，以求檢驗各構面是否具有顯著之影響，並且也運

用了 Baron & Kenny(1986)所建議之步驟由 step1、step2 到 step3 來

完成了複迴歸分析表，希望瞭解情緒調適和工作壓力之中介效果假

設能否獲得支持，而經分析之結果（表 4.10；表 4.11；表 4.12）表

示，逆境商數對情緒調適有顯著正向影響而對工作壓力有顯著負向

影響；情緒調適對工作滿足有著顯著正向影響；工作壓力對工作滿

足有著顯著負向影響；逆境商數對工作滿足有顯著正向影響；情緒

調適以及工作壓力皆為逆境商數與工作滿足之完全中介變項。因此

假設 H3、假設 H4、假設 H5、假設 H6、假設 H7、假設 H8以及假設

H9均獲得支持，此結果與國內外學者之研究普遍相同（Litt & Turk, 

1985；Saleh & Desai, 1990；Jamal, 1997；Stoltz, 1997；林俊雄，民

90；周子敬、彭睦清，民 94；林少龍，民 95；許旭助，民 95；沈

昭吟、張瑞真，民 98；張瑞真，民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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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貢獻 

近年來台灣社會政治經濟發展逐漸朝向國際化與自由化，因此教育

可說是台灣人才培育最重要的一環，而大學教師在此即扮演著十分重要

的角色。根據前述之實證性研究結果及結論而言，相信本文之研究將對

於實務界有所貢獻，尤其是高等教育界。本研究之貢獻主要有以下列兩

點： 

 

一、 在本案例研究中發現，大學教師人口背景變項對逆境商數的分數表

現並未造成明顯之差異，故適合校方規劃逆境專案進行普遍調查，

以求安排協助專任教職員工自我學習成長，俾成為提供未來教師對

抗逆境提升工作滿足之管道，尤其在本研究結果以及結論當中認

為，擁有較高逆境商數之教師較能透過降低工作壓力來帶動個人工

作滿足程度的提升，而並未發現關於有益壓力（Eustress）之數據資

料，因此本研究之貢獻在於呈現出教師們較為低落的控制能力

（Control；C）現況，以提醒台灣南部某私立 N 大學之校方，能夠

多所關注此一問題徵兆。 

 

二、 經本文實證性研究得知，由於情緒調適確實對於工作滿足具有明顯

的影響力，並且在逆境商數和工作滿足之間具有完全中介的效果，

因此定期針對大學教師採用「情緒調適量表」來做能力調查與改

善，將可望成為校方提升教師工作滿足之參考，特別是針對離婚之

大學教師而言，其情緒調適的能力相對顯著較低於未婚和已婚教

師，而發現此一現象之貢獻亦在於，倘若校方需要考量整體教師情

緒調適能力之提升時，則不應忽視教師們的婚姻狀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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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後續研究與建議 

據第一章緒論所提之研究範圍與限制，可知若欲將本研究之結果推

論到其他有關大學教師之研究應用時，確實是有必要需多加謹慎。以下

為本研究之後續研究與建議： 

 

一、 本研究僅以南部某私立 N 大學之專任大學教師為研究案例對象，因

此建議後續學者能夠擴大母體樣本，令研究結果能夠推論至其他國

立與私立大學院校，使研究之結果能夠更具有單位地域代表性。 

 

二、 由於兼任大學教師之福利與薪金均無法與專任大學教師來比較，因

此本研究希望後續學者能夠以兼任大學教師為對象，來探討逆境商

數、情緒調適、工作壓力對工作滿足之影響，並且針對愛用兼任師

資的國內外大專院校，做一個長期的觀察比較。 

 

三、 本研究係採量化方法，並以探討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為主，故大學

教師之人口背景變項以及其他影響工作壓力和工作滿足之諸多因

素，其實並未於本研究中詳加討論，故建議後續學者可採質性研究

方式納入社會心理構面因素，來對工作滿足進行更深入之探討。 

 

四、 由於大學法和教師法之相關規定，大學教師很可能從未曾修習過包

含教育心理學、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以及教育概論在內的基礎課

程，尌必需善加從事授課、研究及輔導的職務，因此本研究建議教

育當局與校方應定期針對大學教師以「AQ 反應量表」與「情緒調

適量表」來做長期全面性的普查統計研究，以利於建立線上學習型

資料庫，俾提供追蹤工作壓力問題事件，提升教師的工作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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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本研究前測問卷 

親愛的大學教師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主要是想瞭解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對情緒調適、工

作壓力與工作滿足之相關研究，本問卷採用匿名方式敬請教師們安心填答，您所提供

的資料將僅供學術分析之用。此問卷一共分為五個部份，倘若面臨有疑義之問項請您

依照「第一直覺」填答，本研究在此誠摯地感謝各位的協助參與。 

敬祝您 

      身心健康、事事如意！ 

 

 

 

 

 

 

南 華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學 系 

管 理 科 學 碩 士 班 

指 導 教 授 ： 沈 昭 吟 博 士 

研 究 生 ： 李 聰 杰 

電子信箱：g7157017@mail1.nhu.edu.tw 

第一部份、人口背景資料表 

◎本部份一共有6題，以下是針對關於想瞭解您目前基本資料情況所設計的問項，

請在最符合的□內勾選您的答案，謝謝。【請單選】 

1. 您的性別？

□男性       □女性

2. 您的職稱與學院名稱？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學院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實足年齡？

□30 歲（含）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含）以上

4. 教學年資？

□5 年（含）以下     □6-15 年     □16-25 年    □26 年（含）以上

5.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分居       □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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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AQ 反應量表 

◎本部份一共有21題，以下是針對關於想瞭解您目前逆境商數情況所設計的問

項，請您想像正面臨以下的情境狀況，儘管有些事件對您而言並不真實。 

◎問卷題項沒有所謂「對或錯」的答案，在每個事件之後皆有「兩道題項」，請在

適當的地方圈選您的答案，謝謝。【請單選】 

◎倘若原因非常接近左邊之描述，請圈選 1，其次請圈選 2；反之若原因非常接

近右邊之描述，請圈選 5，其次請圈選 4。 

◎範例如下： 

 

你從重大的投資獲得很多金錢。 

Qa 我獲得很多金錢，這原因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如果你認為這件事 

影響到我的生活各方面        請圈選 1 

會影響生活但並非生活各方面  請圈選 2 

普通偶爾會影響生活          請圈選 3 

稍微會影響生活              請圈選 4 

僅止於此事件                請圈選 5 

 

Qb 我獲得很多金錢的原因，將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如果你認為這事件的原因 

總是存在著                 請圈選 1 

存在但並非永遠存在         請圈選 2 

普通偶爾存在               請圈選 3 

稍微會存在                 請圈選 4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請圈選 5 

 



 

 

70 

1. 你的同事不易於接受你的想法。

Q1a  我的同事不易於接受我的想法的原因，是          我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1b  我的同事不易於接受我的想法，是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其他人或因素所造成

 

2. 會議當中大家對你的簡報毫無反應。

Q2a  大家對我的簡報毫無反應，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2b  大家對我的簡報毫無反應的原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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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隔閡越來越深，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3b  我們隔閡越來越深的原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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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貣了激烈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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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事件的結果，我覺得                  我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需負完全責任

 

5. 你被要求調職以保住工作。

Q5a  我被要求調職，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5b  我被要求調職的原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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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其他人或因素所造成

 

7. 親密的朋友得了重病。

Q7a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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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負完全責任

 

8. 你被拒絕參與一項重要任務。

Q8a  我被拒絕參與這項任務，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8b  我被拒絕參與這項任務的原因，將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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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當你遭受所重視的同事給你負面的回應。

Q9a  我受到負面回應，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9b  我受到負面回應的原因，將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10. 你很關愛的人被診斷罹患癌症。

Q10a 我很關愛的人罹癌，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10b 我很關愛的人罹癌的原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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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1b 我的策略失敗，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11b 我策略失敗的原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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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其他人或因素所造成 

 

13. 你負責的工作專案失敗了。

Q13a 工作專案失敗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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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需負完全責任

 

14. 你的老闆要你減薪三成以保住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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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其他人或因素所造成

 

15. 當你開車赴約的途中車子拋錨了。 

Q15a 我的車子拋錨，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15b 我的車子拋錨的原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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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16b 我的膽固醇過高的原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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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17b 我的朋友沒回電話的原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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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醫師警告你要注意健康。

Q18a 我的醫生警告我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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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需負完全責任

 

19. 你遭受不被肯定的工作評價。

Q19a 我遭受這種評價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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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需負完全責任

 

20. 你沒有獲得企盼已久的升職。

Q20a 我沒有獲得升職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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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其他人或因素所造成

 

21. 你對中統一發票兩百萬元。

Q21a 中發票兩百萬的原因，是                        我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21b 中發票兩百萬的原因，是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其他人或因素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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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情緒調適量表 

◎本部份一共有 22 題，以下是針對關於想瞭解您目前情緒調適情況所設計的問項，請在

適當的地方圈選您的答案，謝謝。【請單選】 

當你覺得很沮喪時，請問你相信你會如何？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通常能夠找到讓自己開心的方法。 1 2 3 4 5 

2. 我會做一些讓自己情緒變好的事情。 1 2 3 4 5 

3. 我不頇花太多時間尌能夠冷靜下來。 1 2 3 4 5 

4. 我一直持續極度地沮喪。 1 2 3 4 5 

5. 我無法享受以往自己曾去享受過的事情。 1 2 3 4 5 

6. 我能夠找到讓自己放鬆的方法。 1 2 3 4 5 

7. 我會沮喪很長的一段時間。 1 2 3 4 5 

8. 我開始對自己感到很消沉。 1 2 3 4 5 

9. 當自己想貣愉快的歲月時，我感覺還不賴。 1 2 3 4 5 

10. 告訴自己這一切都將會過去，能夠幫助我冷靜。 1 2 3 4 5 

11. 我很容易尌會忘記讓自己沮喪的原因。 1 2 3 4 5 

12. 詴圖解決問題只會讓事情更糟。 1 2 3 4 5 

13. 我不能夠擺脫沮喪的情緒。 1 2 3 4 5 

14. 跟他人在一貣會讓我覺得受牽絆。 1 2 3 4 5 

15. 我會做我喜歡的事情來讓我覺得自己更好。 1 2 3 4 5 

16. 對他人釋出善意會讓我覺得開心。 1 2 3 4 5 

17. 投入工作將能夠幫助我冷靜。 1 2 3 4 5 

18. 朋友的忠告不會讓我覺得情緒較好。 1 2 3 4 5 

19. 看電影不能幫助我覺得情緒較好。 1 2 3 4 5 

20. 跟朋友一貣去吃飯可以對自己有所幫助。 1 2 3 4 5 

21. 藉由做一些富有創造力的事情能夠讓我心情較好。 1 2 3 4 5 

22. 即便是在人群之中，我依然會感到孤獨。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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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工作壓力量表 

◎本部份一共有 23 題，以下是針對關於想瞭解您目前工作壓力情況所設計的問項，請在

適當的地方圈選您的答案，謝謝。【請單選】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明確地瞭解到自己在工作方面的責任。 1 2 3 4 5 

2. 我相當清楚自己在工作上所獲得的授權範圍。 1 2 3 4 5 

3. 我非常清楚瞭解自己的工作內容。 1 2 3 4 5 

4. 學生學習意願低落，常讓我感到力不從心。 1 2 3 4 5 

5. 學生無法接受我的輔導，改善學習態度。 1 2 3 4 5 

6. 我的教學常受學生不當行為的干擾。 1 2 3 4 5 

7. 學生偏差行為太多，花費我太多的工作時間。 1 2 3 4 5 

8. 我常花費許多時間在輔導和管教學生的工作上。 1 2 3 4 5 

9. 我不能滿足學生的期待。 1 2 3 4 5 

10. 我缺乏充分時間去設計課程和研討改進教學。 1 2 3 4 5 

11. 我缺乏充分時間實施外宿生訪問。 1 2 3 4 5 

12. 我缺乏充分時間實施學生輔導。 1 2 3 4 5 

13. 我覺得干擾學校教學的單位或公文太多。 1 2 3 4 5 

14. 教育部推動的計劃愈來愈多，讓我覺得負荷太重。 1 2 3 4 5 

15. 我覺得研習活動、研討會太頻繁，花費太多時間。 1 2 3 4 5 

16. 我必頇兼顧教學、行政與研究，感到力不從心。 1 2 3 4 5 

17. 我覺得同事之間的關係僅維持於表面上的客氣。 1 2 3 4 5 

18. 學校行政人員很難溝通，使我無所適從。 1 2 3 4 5 

19. 無法獲得同事的支持以及認同，讓我感到困擾。 1 2 3 4 5 

20. 我經常超時工作而影響到作息。 1 2 3 4 5 

21. 工作讓我沒有剩餘時間處理自己的事情。 1 2 3 4 5 

22. 工作時我感到精神緊張。 1 2 3 4 5 

23. 工作經常影響到我的正常休假。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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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份、工作滿足量表 

◎本部份一共有 23 題，以下是針對關於想瞭解您目前工作滿足情況所設計的問項，請在

適當的地方圈選您的答案，謝謝。【請單選】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的工作能激勵自己學習新的知識技能。 1 2 3 4 5 

2. 我覺得「大學教師」的工作富有挑戰性。 1 2 3 4 5 

3. 「大學教師」的工作，能提升我的思辨能力。 1 2 3 4 5 

4. 我能從工作表現中獲取成尌感。 1 2 3 4 5 

5. 我覺得自己在工作上有發揮專長的機會。 1 2 3 4 5 

6. 我覺得「大學教師」的工作是有意義的。 1 2 3 4 5 

7. 我對於身為「大學教師」具有一份使命感。 1 2 3 4 5 

8. 我不後悔從事「大學教師」這項職業。 1 2 3 4 5 

9. 我對學校給予教師的各項福利措施感到滿足。 1 2 3 4 5 

10. 我對教師生活上的安全感以及保障感到滿足。 1 2 3 4 5 

11. 我對學校給予教師的休閒環境感到滿足。 1 2 3 4 5 

12. 學校給予「大學教師」額外報酬或津貼的機會。 1 2 3 4 5 

13. 我對「大學教師」工作的負荷量感到滿足。 1 2 3 4 5 

14. 「大學教師」工作不會違反我的道德原則。 1 2 3 4 5 

15. 我對工作上能夠經常經歷不同的歷練而感到滿足。 1 2 3 4 5 

16. 我對自我能力或專業足以勝任現職而感到滿足。 1 2 3 4 5 

17. 我對工作時能獨立自主發揮判斷能力而感到滿足。 1 2 3 4 5 

18. 我對於本校同事之間的合作關係感到滿意。 1 2 3 4 5 

19. 我因為工作的關係而與學生家長建立良好的友誼。 1 2 3 4 5 

20. 我因為工作的關係，結交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1 2 3 4 5 

21. 我工作上遭遇困難時，能夠獲得同事們的協助。 1 2 3 4 5 

22. 我與校內學生們之間的感情融洽。 1 2 3 4 5 

23. 整體而言，我滿意自己在學校的人際關係。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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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本研究正式問卷 

親愛的大學教師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主要是想瞭解大學教師之逆境商數對情緒調適、工

作壓力與工作滿足之相關研究，本問卷採用匿名方式敬請教師們安心填答，您所提供

的資料將僅供學術分析之用。此問卷一共分為五個部份，倘若面臨有疑義之問項請您

依照「第一直覺」填答，本研究在此誠摯地感謝各位的協助參與。 

敬祝您 

      身心健康、事事如意！ 

 

 

 

 

 

 

南 華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學 系 

管 理 科 學 碩 士 班 

指 導 教 授 ： 沈 昭 吟 博 士 

研 究 生 ： 李 聰 杰 

電子信箱：g7157017@mail1.nhu.edu.tw 

第一部份、人口背景資料表 

◎本部份一共有6題，以下是針對關於想瞭解您目前基本資料情況所設計的問項，

請在最符合的□內勾選您的答案，謝謝。【請單選】 

1. 您的性別？

□男性      □女性

2. 您的職稱？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3. 實足年齡？

□30 歲（含）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含）以上

4. 教學年資？

□5 年（含）以下    □6-15 年     □16-25 年       □26 年（含）以上

5.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分居    □離婚

 

【請繼續往下一頁填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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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AQ 反應量表 

◎本部份一共有20題，以下是針對關於想瞭解您目前逆境商數情況所設計的問

項，請您想像正面臨以下的情境狀況，儘管有些事件對您而言並不真實。 

◎問卷題項沒有所謂「對或錯」的答案，在每個事件之後皆有「兩道題項」，請在

適當的地方圈選您的答案，謝謝。【請單選】 

◎倘若原因非常接近左邊之描述，請圈選 1，其次請圈選 2；反之若原因非常接

近右邊之描述，請圈選 5，其次請圈選 4。 

◎範例如下： 

 

你從重大的投資獲得很多金錢。 

Qa 我獲得很多金錢，這原因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如果你認為這件事 

影響到我的生活各方面        請圈選 1 

會影響生活但並非生活各方面  請圈選 2 

普通偶爾會影響生活          請圈選 3 

稍微會影響生活              請圈選 4 

僅止於此事件                請圈選 5 

 

Qb 我獲得很多金錢的原因，將      總是存在著 1 2○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如果你認為這事件的原因 

總是存在著                 請圈選 1 

存在但並非永遠存在         請圈選 2 

普通偶爾存在               請圈選 3 

稍微會存在                 請圈選 4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請圈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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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的同事不易於接受你的想法。

Q1c  我的同事不易於接受我的想法的原因，是          我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1d  我的同事不易於接受我的想法，是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其他人或因素所造成

 

2. 會議當中大家對你的簡報毫無反應。

Q2c  大家對我的簡報毫無反應，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2d  大家對我的簡報毫無反應的原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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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c  我們的隔閡越來越深，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3d  我們隔閡越來越深的原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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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貣了激烈爭執。

Q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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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d  這事件的結果，我覺得                  我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需負完全責任

 

5. 你被要求調職以保住工作。

Q5c  我被要求調職，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5d  我被要求調職的原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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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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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d  我的朋友沒有來電的原因，是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其他人或因素所造成

 

7. 親密的朋友得了重病。

Q7c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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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7d  這事件的結果，我覺得                  我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需負完全責任

 

8. 你被拒絕參與一項重要任務。

Q8c  我被拒絕參與這項任務，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8d  我被拒絕參與這項任務的原因，將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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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當你遭受所重視的同事給你負面的回應。

Q9c  我受到負面回應，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9d  我受到負面回應的原因，將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10. 你很關愛的人被診斷罹患癌症。

Q10a 我很關愛的人罹癌，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10b 我很關愛的人罹癌的原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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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1b 我的策略失敗，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11b 我策略失敗的原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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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其他人或因素所造成 

 

13. 你負責的工作專案失敗了。

Q13a 工作專案失敗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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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需負完全責任

 

14. 你的老闆要你減薪三成以保住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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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其他人或因素所造成

 

15. 當你開車赴約的途中車子拋錨了。 

Q15a 我的車子拋錨，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15b 我的車子拋錨的原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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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16b 我的膽固醇過高的原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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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影響到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止於此事件 

Q17b 我的朋友沒回電話的原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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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醫師警告你要注意健康。

Q18a 我的醫生警告我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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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需負完全責任

 

19. 你遭受不被肯定的工作評價。

Q19a 我遭受這種評價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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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需負完全責任

 

20. 你沒有獲得企盼已久的升職。

Q20a 我沒有獲得升職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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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其他人或因素所造成

 

【請繼續往下一頁填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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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情緒調適量表 

◎本部份一共有 7 題，以下是針對關於想瞭解您目前情緒調適情況所設計的問

項，請在適當的地方圈選您的答案，謝謝。【請單選】 

當你覺得很沮喪時，請問你相信你會如何？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不會一直持續極度地沮喪。 1 2 3 4 5 

2. 我不會沮喪很長的一段時間。 1 2 3 4 5 

3. 我開始對自己感到很消沉。 1 2 3 4 5 

4. 我能夠擺脫沮喪的情緒。 1 2 3 4 5 

5. 詴圖解決問題不會讓事情更糟。 1 2 3 4 5 

6. 跟他人在一貣不會讓我覺得受牽絆。 1 2 3 4 5 

7. 朋友的忠告會讓我覺得情緒較好。 1 2 3 4 5 

第四部份、工作壓力量表 

◎本部份一共有 6 題，以下是針對關於想瞭解您目前工作壓力情況所設計的問

項，請在適當的地方圈選您的答案，謝謝。【請單選】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學生學習意願低落，常讓我感到力不從心。 1 2 3 4 5 

2. 我不能滿足學生的期待。 1 2 3 4 5 

3. 我經常超時工作而影響到作息。 1 2 3 4 5 

4. 工作讓我沒有剩餘時間處理自己的事情。 1 2 3 4 5 

5. 工作時我感到精神緊張。 1 2 3 4 5 

6. 工作經常影響到我的正常休假。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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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工作滿足量表 

◎本部份一共有 10 題，以下是針對關於想瞭解您目前工作滿足情況所設計的問

項，請在適當的地方圈選您的答案，謝謝。【請單選】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覺得「大學教師」的工作富有挑戰性。 1 2 3 4 5 

2. 「大學教師」的工作，能提升我的思辨能力。 1 2 3 4 5 

3. 我能從工作表現中獲取成尌感。 1 2 3 4 5 

4. 我覺得「大學教師」的工作是有意義的。 1 2 3 4 5 

5. 我對工作時能獨立自主發揮判斷能力而感到滿足。 1 2 3 4 5 

6. 我對工作上能夠經常經歷不同的歷練而感到不滿足。 1 2 3 4 5 

7. 我對自我能力或專業足以勝任現職而感到滿足。 1 2 3 4 5 

8. 我對於本校同事之間的合作關係感到滿意。 1 2 3 4 5 

9. 我因為工作的關係，結交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1 2 3 4 5 

10. 我工作上遭遇困難時，能夠獲得同事們的協助。 1 2 3 4 5 

 

【問卷到此結束，請您再次確認是否有漏答之題項，感謝您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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