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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特教教師幸福感之探究-以女性教師為例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小女性特殊教育教師幸福感之現況。本研究採用質性訪談方式，

以目前在苗栗縣國小正式且現職之教師為研究對象，以三個學校採用五位個案教師進行 

訪談，教師受訪資料，進行分析整理，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壹、國小女性特教教師的幸福感來源來自於「人際和諧層面」、「教學的成就感」、 

   「工作的穩定性」、「休閒參與」、「金錢的滿足」、「家長的肯定」。 

貳、國小女教師之人格特質傾向於「嚴謹性」、「親和性」 

參、國小女性教師幸褔感的因素時，大致將之歸納為下列幾方面： 

    一、就個人背景因素而言:性別、年齡、年資、教育程度、兼任職務等五項因 

素。 

二、就社會支持因素而言：行政團隊支持、同事、家人和朋友和諧相處。 

三、就心理層面因素而言：工作環境滿意度和幸福感的感受。 

  (一)個人背景因素 

1.研究參與者皆表示性別和幸福感沒有顯著相關。 

2.有關年齡的說法眾說紛紜，沒有一致性的共識，因此難以去判斷幸福感與 

年齡相關性。 

3.多數特教教師表示隨著教學年資增加和經驗累積，可以更能夠掌握教學突 

發狀況，得到的幸福感也逐漸增加。 

4.不同教育程度對於個人幸福感並無一致看法。 

5.研究參與者皆表示擔任職務會影響幸福感，幸福感較低。 

(二)社會支持因素： 

研究參與者皆在職場上或得多元的正向社會支持，因此整體生活過得充實又精 

彩，社會支持帶來很大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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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理層面的因素： 

研究參與者五位皆表示滿意目前工作狀況，只是滿意工作穩定性和薪水固定 

性，但多數表示教職在心理層面沒有很大的幸福感。由此可知，教育主管單 

位若能讓特教教師從工作中獲得關愛、接納與歸屬感，且主動關心及排解特 

教教師的工作壓力，幸福感自然能夠大大的提昇了。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俾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行政單位、特殊教育學 

校教師以及後續研究做為參考。 

  

關鍵字:幸福感，特教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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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eachers’ Well-being in 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 at 

Elementary schools-take female teachers as exampl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understand female teachers' well-being in 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 at elementary schools nowadays. The research is to undertake interviews 

for five individual teachers in three schools in Miaoli County and analyse them. 

1. Female teachers’ well-being in 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 at elementary schools are 

derived from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teaching achievement, job stability, activities 

participation, money satisfaction, and belief of children's guardians. 

2. Female teachers at elementary schools have a tendency towards serious and kind. 

3. Female teachers' well-being at elementary schools generally conclude the following 

reasons: 

(1) With regards to personal background, there are five elements, such as sex, age, seniority, 

education level and work. 

(2) As for social support, there are the support of administrative team and the atmosphere 

of colleagues' relationship. 

(3) With respect to mentality, there are the satisfaction of job environment and the feeling 

of happiness. 

○1 Personal background: 

(a)Participants show that there is no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 and 

well-being. 

(b)There are opinions widely divided about age so it is difficult to jud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iness and age. 

(c)Most special education tutors suggest that with gain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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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ity and experience, it would handle problems in teaching time and increase 

well-being gradually. 

(d)There is no common view towards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and personal 

happiness. 

(e)Participants on the survey point out that being appointed extra work may affect 

well-being and decrease well-being. 

○2 The factor for social support 

   Participants on the survey receive the positive diversity of social support so they 

will live in a productive and exciting way. Social support brings great well-beings. 

○3  The factor for mentality: 

Five participants are all satisfied with their moment work situation for only the stability 

of job and salary but most of them show that they do not have great happiness in their 

mentality. In this way, i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s help teachers to 

obtain love, acceptance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from their job and deal with special 

education tutors' pressure, their well-being will increase enormously in a natural wa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my finding, references are given to provide specific advice and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s,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schools, teachers in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s and the following study is to understand. 

 

 

 

 

 

keywords：Well-being, special edu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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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在今日重視特殊教育的年代，一位全能特教教師除了要有規劃教材、處理學生行

為問題和家長親職溝通，更要包含樂觀且正向的人生態度。面對特教學生，特教老師常

需要花費大量精力來面對，可說是勞心又勞力，許多特教老師因對於工作感到挫折與壓

力，因此教職上的流動率特別大，因此特殊教育除了要關心「特教學生」本身的問題外，

更要關注「特殊教育教師」的心理層面探討，試圖從心理層面探討特殊教育教師的幸福

感，並進一步探討幸福感的相關因素。 

 而從特教職場第一線人員居以女性居多，女性要身兼家庭與事業雙重壓力，更要面

對特教學生各種疑難雜症，特教教師常有工作倦怠感，造成龐大工作壓力，本研究旨在

從「女性」角度探討國小女性特教教師幸福感現況、從不同面向來探究其差異及影響因

素。本章共分為三節，依序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和重要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唐朝韓愈:「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傳授知識、教授課業均乃經師的

本分，解答疑惑才是人師應盡的職責，因此教師是學生學習的楷模典範，教師的生活經

驗、言行舉止更是深深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這就是所謂的「良師興國、良才興邦」的

懿行典範。 

    國小特教教師是特教育現場第一線人員，根據教育部(2014)統計處102學年度，男

性特教教師為1094人，女性特教教師為4018人，可說是女性特教教師居多，女性教師常

要身兼家庭與工作，在外要面對特教學生各種障礙類別的問題，在內要扮演相夫教子的

角色，所肩負的責任及壓力自然龐大，以國小女教師的角色而言，要扮演多種角色，為

人媳婦、為人妻子、為人母親、為人工作者…等等，這些角色常常是有衝突又充滿矛盾

的，女性教師處於上班工作、下班家庭二者之間，常常是身心俱疲，而教學環境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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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種壓力的來源，教師是一種具有沉重的工作壓力，並且極容易引起工作倦怠(顏耀南，

2001)。賴威岑（2002）在探討台灣地區中小學教師心理幸福特質時就發現，與其他職

業相較，中小學教師的憂鬱感最高。金車教育基金會在2006舉辦「無私真愛」教師問卷

調查，針對本島與離島中小學教師的問卷調查發現，九成五教師指教育政策無法減輕孩

子課業壓力，七成六指教改未尊重基層教師；教師憂鬱指數偏高不快樂的原因，2.93%

來自教育政策不確定性、2.21%來自行政負擔太重、1.44%認為備課時間太少。金車教育

基金會在2006年的問卷調查中，有五成二的教師呈現憂慮現象。再者，2012年已確定開

始徵國中小教師所的稅，教師所得減少，又加上教師福利開始縮減，憂慮指數也增高，

因此教師的工作意願也開始減少，造成大量的退休潮。 

    對於教師來說，由於社會結構的轉變，教師必須面對來自多方的挑戰，除了忙於平

日的教學與備課外，還得處理學生事務、親師溝通以及配合行政的工作，造成教師工作

量不少負荷(黃薏蒨，2013)。一位稱職的特教教師除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能與教學效能

外，更要包含正向人格特質與健康的身心(鄭媛文，2005)。蔡崇建(1985)研究指出，特

教教師擁有工作壓力，對工作不滿意，感到挫折，並希望轉業。林千惠（2000）之研究

發現：特教教師心理層面所感受到的壓力較生理層面大，且有 34.4﹪的教師有偏高的

離職意念。當老師都已經感受到教書已經不是快樂的事，如何教出樂觀正向的學生? 

Embicb（2001）調查中學特殊教育教師指出，特殊教育教師具有高程度的「情緒耗竭」，

特殊教育教師因為每天面對的身心障礙學生，尤其重度或多重障礙，在教學當中常常會

出現較高情緒疲憊和較低成就感，一般而言，若是教師工作上承受的壓力無法有效的調

適，將影響工作表現，於身心健康上，甚至形成職業倦怠（吳宗立，1996），研究者認

為特殊教育是種特殊工作性質，瞭解特教教師心理層面的幸福，將有助於教師的教學的

表現，也是提升特教教育品質的良方，特教教師為特殊生重要他人，為了給特殊生更好

的教育環境，我們必須了解特教教師心理健康與幸福感，因此，研究者想藉此研究來瞭

解國小女性特教教師在幸福度感受的現況，並進一步探討影響幸福感的相關因素，此為

本研究動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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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國內論文大多都是普通教育教師的幸福感，特教教師的幸福感很少有人深入探

討，而且大都多是量化研究(陳銀卿；2008，黃惠玲；2008，楊智翔；2009，蕭惠文；

2009，邱惠娟；2010，黃雅琪；2010，賴威岑；2002，陳鈺萍；2004，古婷菊；2005，

侯辰宜；2007，周碩政；2009，曾艾岑；2009，王敘馨；2010，向翠瑛；2012)，目前

國內只有李美蘭（2007）、張書豪（2007）和黃薏蒨(2013)三篇有相關幸福感的質性論

文研究。 

    質性研究可以了解研究對象的心理歷程，量化研究只知道結果卻是忽略心理歷程無

法去洞見研究對象的內心世界，僅僅只是數據上的的顯現，可以分析，可以看出普遍性、

百分比、比較性，可是卻無法知道數字背後所代表真正感受與態度，透過質性的訪談去

瞭解受訪者的經歷和經驗，這些「經歷、體驗」都必須藉由語言文字來溝通、傳達與記

錄，不僅可以窺知他們言之未出的內心狀態，甚至也可以在訪談過程中，使研究者有機

會反省自己的價值體系與認知結構。胡幼慧(2006)認為「敘說研究」是活過以及說過的

故事，是個體如何賦予其經驗意義，以敘說為表達方式，而故事則是敘說時的內容，能

顯示人們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細微之處及完整的情境脈絡。透過故事的敘說可以更貼近

受訪者的生活，會一步一步走進受訪者的內心世界，設身處地的認同對方進而檢討自己

的認知結構，因此研究者希望能夠透過語言為媒介去了解受訪者真正的個人經驗與感

受，來收集教師幸福感相關資料，此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依據上述二個研究動機，本研究採用訪談質性研究方式來了解國小女性特教師幸福

感的現況，根據訪談資料作分析結果，整理並加以歸納後做結論，並將建議供未來其他

特教研究者及相關研究參考，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與問題如下： 

壹、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國小女性特教教師幸福感的來源。  

二、探討國小女性特教教師人格特質與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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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社會支持與國小女性特教教師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  

四、探討國小女性特教教師個人背景與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 

貳、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欲探究的問題如下： 

一、國小女性特教教師幸福感的來源？  

二、國小女性特教教師人格特質與幸福感有怎樣的關聯?  

三、社會支持與國小女性特教教師幸福感有怎樣的關聯?  

四、國小女性特教教師個人背景與幸福感有怎樣的關聯? 

 

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壹、 特教教師(special educator) 

    本研究所指研究對象是指一百零三學年度任職於苗栗縣公立國民小學服務之合格

特教教師資格之身心障礙與資優類教師。由於本次受訪對象為身心障礙類之特殊教育教

師，因此，本次研究對象不含資優類教師。 

貳、 幸福感（well-being）  

    什麼是幸福？是家庭美滿亦或者是事業順利，是現代人對生活的滿意度程度，每個

人所感受幸福度也不相同，因此幸福感也常被稱為主觀幸福感(李清茵，2003)，「幸福

感」是個人主觀正、負向情緒感受與整體生活滿意的程度(陸洛，1998)，而目前廣為研

究者所接受的定義為Andrews＆Withey(1976)是最早認為幸福是個人主觀的經驗，由生

活滿意、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三種成分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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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究目前國小女性特教教師幸福感的現況，將國內外學者文獻彙整，本

章共分三部分：第一節為幸福感之意涵；第二節為幸福感的來源；第三節影響幸福感的

因素及相關研究。  

第一節 幸福感之意涵 

壹、 中國哲學觀點的幸福感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幸福」應相當於「福」或「福氣」的概念（古婷菊，2006）。

吳經熊（1992）指出中國哲學有三大主流，即儒家、道家和釋家，雖然三大學說並未明

確闡明「幸福」的定義，但其精神不外乎於追求「悅樂」，亦即我們今日追求的幸福。

茲就儒、道、釋三家思想的幸福感加以分述如下： 

一、 儒家思想  

     儒家對幸福採取人性本善的看法，倫語里仁篇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也」，可以看出對德行自我要求。儒家哲學認為人類的幸福是來自朝向至善努力以及道

德修養的過程(陸洛，1998)。孫效智（1997）也認為幸福和道德有很高的一致性，個人

可以透過道德修養的方式來追求幸福，在追求幸福中也要將福報與眾人分享，可見儒家

不只是獨善其身之外，還兼具兼善天下的胸懷(廖梓辰，2002)，由「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可知，儒家的大愛幸福是強調要推己及人，除了自己個人的道德培養外，

還要將幸福分享給大家。 

二、 道家思想  

    老子是道家學說之集大成者，其中心思想是「無為」，強調和順其性，順應天命，

守中而不過份，既能無往而不利，施建彬(1995)認為老子的道德經，就是一部協助人們

達到幸福境界的寶典。道德經強調若水、樸素、盡己、無為、知足等處世態度，說明人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cad=rja&uact=8&ved=0CC8QFjAC&url=http%3A%2F%2Ftkbpeter.pixnet.net%2Fblog%2Fpost%2F4522339-%25E7%25AA%25AE%25E5%2589%2587%25E7%258D%25A8%25E5%2596%2584%25E5%2585%25B6%25E8%25BA%25AB%25EF%25BC%258C%25E9%2581%2594%25E5%2589%2587%25E5%2585%25BC%25E5%2596%2584%25E5%25A4%25A9%25E4%25B8%258B-&ei=DZkSVNSlCoqB8gWexIKwCA&usg=AFQjCNEaKrcXXU0i4HN0uG6apMgmdr3U3A&sig2=hhD7BEkoa48rVy2WHPqCjw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cad=rja&uact=8&ved=0CC8QFjAC&url=http%3A%2F%2Ftkbpeter.pixnet.net%2Fblog%2Fpost%2F4522339-%25E7%25AA%25AE%25E5%2589%2587%25E7%258D%25A8%25E5%2596%2584%25E5%2585%25B6%25E8%25BA%25AB%25EF%25BC%258C%25E9%2581%2594%25E5%2589%2587%25E5%2585%25BC%25E5%2596%2584%25E5%25A4%25A9%25E4%25B8%258B-&ei=DZkSVNSlCoqB8gWexIKwCA&usg=AFQjCNEaKrcXXU0i4HN0uG6apMgmdr3U3A&sig2=hhD7BEkoa48rVy2WHPqC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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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似柔弱卻包容萬物、減少慾望以反璞歸真、遵循天道以安身立命、避免過分強求，方

能獲得幸福的感受。陸洛(1988)認為整體來說，道家的幸福就是一種無為以及自我察覺

後的心境平和狀態，以自我本性的澄清不追求慾望，以無為的精神順應天道來獲得幸福

的感受。而人生可貴之處亦不在於名利的追求，而是內心的知足，如此便能常感到身心

的安定舒適（楊慶豐，1991）。老子主張以無知無慾的方法來解決人生的根本問題，即

就是順應自然，擁有無知無慾的人生觀，以獲得精神上的自由與內心的寧靜，達到內心

平和狀態，進而達到幸福的境界（譚守權，1992）。對道家而言，所謂的幸福乃是追求

心境上的和平，捨棄外在的慾望，順應命運不強求，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 

三、 釋家思想  

    釋家相信因果關係的存在，認為今世的福報乃來自於前世的積德，而今世的修持則

是爲來世積善因。我們應珍惜現有眼前一切，行善去創造幸福，才能如汲井水，取之不

盡，用之不竭（釋證嚴，1992）。就如「般若波羅密多心經」中提及，「...遠離顛倒夢

想、究竟涅盤」所闡述的境界一般。佛家思想中的幸福感，強調透過惜福、習勞、放下

而不執著、利他來實踐。因此證嚴法師更清楚指出：「人要知福、惜福、再造福」，表

明幸福是可以創造的(陳銀卿，2007)。在般若心經中提到「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盤」，

涅盤是佛教最高的境界，是人生的歸宿，亦即是圓滿、解脫，也是人間最快樂的事（黃

智慧，1991）。釋證嚴(1999)認為今日的福報乃因過去種下的善因，而今日的修持則是

替未來耕耘福田，因此我們要行善積德與造福、廣結善緣，並在自己了悟正道有能力協

助他人之時也能救度苦惱的云云眾生。 

    儒家的幸福源自自我道德修養也要造福人群，道家的幸福來自於無欲且追求心靈上

的和平，釋家的幸福是造福和惜福，且還要廣結善緣普渡眾生。綜合此三家論述，可以

得知中國人對於幸福皆追求一種「和諧」的概念，除了「個我」層次的滿足外，還具有

「社我」層次的人際和諧的特性（陸洛，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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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西方觀點的幸福感 

    「幸福（well-being）」一辭最早源於希臘字，意指受善神守護而獲得的快樂（顏映

馨，1999）。首先以此概念建立起西方倫理學說的哲人是 Democritus（461-371 B.C.），

他認為人生最高的幸福起於靈魂的平和安寧與道德理性的自律，在理性思維優於感官知

覺的前提下，個人可藉由理性來控制肉體的衝動，使心靈達到平和的境界，這是人生最

高的幸福（顏映馨，1999）。 

    希臘重要三哲學家之一，蘇格拉底(Socrates)基於德即知的哲學概念，並強調善是

一切德行的基礎，進而認為幸福的人生必有賴自知與知善，亦即對個人靈魂的真知、對

善惡的辨別，而一切罪惡起於無知，因此強調善知必先於善行(謝玫芸，2007)。 

柏拉圖(Plato)認為愛是追求美德的動力，以愛為動力，恆久不渝追求美德同時，人們必

須藉由理性對欲求加以節制，所謂的至善是藉由正確的知識，將感官愉悅的善與理智清

楚的善，調和成洽當的比例，由此便能兼得感官理智愉悅的至高幸福(溫妃玲，2012)。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主張人要追求善、追求幸福、追求美德，認為人生目的高於手段

和工具，反對享樂主義的極端快樂追求、反對功利主義的單純有用、反對金錢萬能財富

至上。（高思謙，2006） 

    綜合西方哲學的觀點，都是認為人類要以善為自知，要理智去追求善緣，反對外在

的慾望，必須要對慾望加以克制進而去發揮至善，方能享受幸福的人生，因此可知，在

西方幸福和善幾乎同義字，從善才是人生最高的幸福。 

參、 社會科學觀點的幸福感  

   社會科學家所認定的幸福是一種個人正向、主觀的感受，而非外在的客觀評斷標準

(施建彬，1995)，幸福感為抽象的名詞概念，學者對幸福感的定義有所差異 研究者就

以下各學者對幸福感的定義整理如下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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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幸福感之定義 

編號 學者 時間 定義 

1 Bradburn 1969 來自生活品質中各種正、負向情感的總和。 

2 Andrews＆

Withey 

1976 幸福感是對生活滿意程度及所感受的正負向情

緒整體評估而成的一種感受。 

3 Campbell, 

Converse 

＆Rogers 

1976 幸福感是物質條件的擁有，人際關係的歸屬以及

成就自我的自我實現，其面向包含了整體的情感

與生活的感受。 

4 Wilson 1976 幸福感就是快樂。 

5 Hornby 1982 幸福感是幸福、健康、快樂和成功的組合。 

6 Bryant& 

Veroff 

1982 幸福感是個人的正向情感與負向情感的主觀感

受，還有其對生活的滿意程度此三個向度。  

7 Diener 1984 

 

幸福感是一種主觀的情緒狀態，包含正向情感

（情感意指情緒或感覺），低度的負向情感，以

及一般的生活滿意。 

8 Michael 

Argyle（施建

彬、陸洛譯 ，

1997） 

1987 

 

幸福是對生活滿意的反應，或是對正向情感情緒

的頻率及強度的感受。           

9 鄔昆如 1989 幸福乃指精神上和感覺上所獲得的舒適、興奮的

感覺，並能使此感覺加以延伸，使個人的生活能

獲得滿足。 

10 Veenhovn 1994 幸福是一種正向的情感，反映在個人對其生活的

喜歡或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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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施建彬 1995 幸福是個人主觀、正向的感受，而非外在客觀標

準為評斷依據。 

12 陸洛 1996 幸福感係指個人主觀感受的一種正向心理狀

態，包含整體的生活滿意、正向情緒的體驗及無

心理的痛苦；它是一種整體不可分割的概念。 

13 Buss 2000 認為幸福感是個人對於此刻，一種感到實現自我

抱負、生命有意義且愉快的一種持續性的感覺。 

14 Diener＆Suh 2000 幸福感為個人對於自身目前生活品質整體滿意

度之評價，其中包括對生活滿意認知層面的評估

以及情緒與心情等情緒層面的評估。 

15 Carruthers＆ 

Hood 

2004 幸福是常會令人聯想到快樂、樂觀、活力、自我

實現、自我接受、有目的的生活、最理想的運作

和生活滿意等概念。 

16 Diener, Lucas 

＆Oishi 

2005 主觀幸福感為個人對生活的認知與情感上的評

價，而這些評價包括正、負向情意，以及生活滿

意的認知評價。 

17 林砡琝 2008 是個體對於生活感到滿意及具備良好的身心健

康，讓個體產生滿足的感受。 

18 李家蓉 2009 是個人主觀的經驗感受，個體對生活感到滿意的

程度，包含情緒、認知、身心健康三層面。 

19 Chang,Geert 

＆Li 

2011 幸福感是一種積極且正向的情緒狀態。 

20 張家婕 2012 幸福感為個體對整體生活狀況滿意度之評估，及

其反思自身正負向情緒強度之總和結果，包含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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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緒、身心健康層面，是個體自由心證的主

觀感受。 

21 溫妃玲 2013 當個體達到生活滿意、正向積極情感、身心健

康、有良好發展及完整的滿足感。 

22 張美婷 2014 幸福乃個體、正向的感受，而非外在客觀標準為

評斷依據；其涵蓋範疇包括「身體健康」、「心

理適應」、「社會活動」與「財務穩定」等四層

面。 

研究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近年來，常被用來代表幸福感概念的名詞則有：快樂（happiness）、主觀幸福

感（subjective well-being）、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客觀幸福感（objective 

well-being）、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等（施建彬，1995）。 

賴威岑（2002）則提出心理幸福感必需具備四大要素：1.兼具心理幸福的正向及負向積

極面；2.可操作性且具體化的幸福感指標；3.可由個人主觀加以詮釋及感受的；4.心理幸

福感受是相對而非絕對的。 

 

第二節 幸福感的來源 

    幸福感是從那裡來呢?會是憑空而來，或是努力得來的?幸福感是一種對生活都有正

面的態度，認識幸福才能感受幸福，幸福感是一個抽象名詞，之後各學者將幸福感量表

化來具體測得幸福感程度，陸洛與施建彬等人(1995) 將「牛津幸福量表」（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OHI）原題目28題翻譯後，另行增加20題，新編成48題的「中國

人幸福感量表」，將幸福感的來源共包含下列九大來源： 

一、「自尊的滿足」：需要被別人尊重。 

二、「家庭、朋友等人際關係的和諧」：和家人朋友中能夠和平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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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金錢的追求」：能夠賺更多的錢。 

四、「工作上的成就」：能夠藉由工作成功取得優越感。 

五、「對生活的樂天知命」：生活能夠知足，沒有困惱。 

六、「過得比你好」：過的比其他人好。 

七、「對自我的控制與實現」：勇於追求理想。 

八、「短暫的快樂」：發現生活中的小確幸。 

九、「對健康的需求」：沒有病痛，保持身心愉快。(施建彬，1995) 

Michael Argyle（1997）研究幸福感的來源方面，包含下列九大來源包括： 

一、社會關係：如對家人與朋友間和諧相處的渴望與需求。包含愛與婚姻、朋 

    友、為人父母、親戚、家人、同事、鄰居...等。 

二、工作滿意：如由工作成就之中對自我所獲得的滿意感。包含對工作的內在滿 

    意、酬勞、同事、上司、升遷機會。 

三、休閒活動：如是愉快的、自我實現或滿足、沒有負擔，並且是自發性的活動。 

四、錢與階層與文化：如幸福就是能夠賺到很多的錢。 

五、人格。 

六、快樂。 

七、生活滿意：如生活平順沒有令人困惑的事。 

八、年齡與性別。  

九、健康：如維持良好的身心健康狀態。 

    特教教師的幸福感來源幾乎來自人際關係的和諧和對金錢追求，主要是因為特教生

在教學上因智能受限，學習緩慢，因此進步空間不大，特教教師在教學上沒有獲得成就

感，只能透過特教夥伴的和諧關係，或是薪水的固定性和工作穩定性獲得幸福感：而普

教教師的幸福感主要來自教學上的成就感，因為普教學生透過精熟學習可以得到進步及

回饋，讓普教老師獲得很大教學成就感，進而得到教學幸福感，而不會有特教教師的疲

憊感與無力感，因此特教教師和普教教師取得幸福感來源皆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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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前面文獻探討得知，目前心理學對於幸福感來源研究不多，幸福感的來源通常以

西方個人主義為主，因此採用社會科學觀點來探討研究，社會學家所關切的幸福感是一

種主觀的、正向的心理感受。施建彬（1995）提出社會科學家認為幸福感是個人正向、主

觀的感受， 而非一種外在的客觀評判標準。對幸福感的研究所使用的的名詞包含：幸福 

（Happiness）、 主觀安適（SubjectiveWell-Being）、安適 （Well-Being）、心理安適

（Psychological Well-Being）、生活滿意度 （Life Satisfaction），分別可歸納成為四

類操作型定義：(1)注重情緒層面的幸福感(2)注重認知層面的幸福感(3) 兼顧情緒、認知

層面的幸福感(4) 注重身心健康的幸福感。(陳芝吟，2013) 

第三節 影響幸福感的因素及相關研究 

    教育的成功，教師是重要的推手，沒有好的老師，不會有好的教育(黃光雄，1990)，

李遠哲說過：「掌握社會命脈的，不是政治家，而是學校的老師」。但是教師因為受到社

會上大眾使命，大家重視的是教師必須傳遞知識和發揚文化，但對於教師幸福感卻是受

人忽略，老師常被認為是社會上最聽不到聲音的職業(黃德祥，2004)，因此關注教師的

幸福感，將有助於提升教育的品質，提供更好的的教育給下一代，惟有幸福快樂的教師，

才能教出幸福快樂的學生（張書豪，2008）。目前國內對國小特教教師為研究對象的論

文並不多，大都都是以國小教師為主，因此，本節將就人格特質、社會支持與個人背景

三方面進行深入探究國小特教教師的幸福感。 

壹、人格特質 

一、 人格特質的定義  

西方的「人格」一詞是由拉丁字 persona 衍生而來，這個詞的意思有二種，一種是

演員的面具，可以用它作個人身份的表徵；另一個意思則是真正的自我，包含了內在動

機、情緒、習慣、思想等(游文志，2008)。「人格特質」（personality theory）泛指

一種人格的特質。也就是（1）指某個人假設的潛在傾向或特徵。這些特徵從原則上說，

可以用來說明行為的規律性和一致性。（2）關於某個人的行為、知覺、思維等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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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描述。（張春興，2003）。 

黃堅厚(1999)，也提出人格並不是一個人戴了某個面具後的角色，而是卸下面具後

的「真人」，也就是個人「本來面目」。也就是說是看一個人真正內心所反映的世界，

而人格特質會去影響現實生活的各種行為。Allport(1961)提出，人格是可以決定個人

思想與行為的獨特模式，由於具有持續性及穩定性，並且因人格的不同造成個體的差

異，因此人格的存在可以作為辦識個人差異的準則。 

Eysenck（1975）主張人格是穩定且持續性的組織，為個體所具有的性格、氣質、

智慧，決定於對外在環境適應的獨特性。張春興（2000）認為人格是個人在對於他人、

對自己和對事物甚至是適應環境所顯示出的獨特個性；此獨特個性是由個人在遺傳、環

境、成熟、學習等因素交互作用下，表現於身心各方面的特徵所組成，而該等特徵又具

有相當的統整性與持久性。因此，本研究認為人格特質具有獨特性、持久性和統整性，

會將內心的情感、思想反應在外在環境，與外在事物產生互動後所產生的獨特行為，每

個人都有獨特的人格特質，會依環境、學習、遺傳、習慣而呈現出個人的之行為。本研

究將重要的人格特質定義分述如下表 2-2。 

表2-2人格特質的定義 

學者 年代 定義 

Allport 

 

1961 

 

人格是位於個體心理系統之內的動態組，是決定個人

思想與行為的獨特型式。 

Eysenck 

 

 

1970 一個人的性格、氣質、智慧和體質等，一個相當穩定

而有持續性的組織，決定了他對於環境獨特的適應。

性格是指他在意願行為方式比較長期而穩定的型

態；氣質乃指他在認知行為方式持續而穩定的型態；

體質乃指他在身體型態和神經及內分泌比較長期而

穩定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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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vin 1970 個人在環境做反應時，所表現出的結構性質與動態性

質，亦指人格代表一種使個人有別於他人的持久特

性。 

潘菽 1980 人格是心理的個別差異 

Costa and 

McCare 

1989 人格特質的內涵主要包含:個人的行為、持久性及多

種特質的意義存在。當個體之行為處於多種不同之情

境下，因此產生了持續及一致性之特徵反應。 

楊國樞 

 

1989 

 

個體與環境交互作用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持久性特

質。 

Zimbardo 

 

1990 人格是個人在不同時間、不同情境時，所表現出來的

獨特心理特質，其決定個人適應環境的行為模式及思

考方式，使個人在需要、動機、興趣、氣質、生理、

性向、態度及外型等各方陎，均具有與他人相異之處。 

Phares & 

Chaplin 

1997 人格是個人思想、情感及行為的特有模式，它和另一

個人的形式不同，且在不同時間和情境中維持一致。 

張春興 2000 人格是個人在對於他人、對自己和對事物甚至是適應

環境所顯示出的獨特個性；此獨特個性是由個人在遺

傳、環境、成熟、學習等因素交互作用下，表現於身

心各方面的特徵所組成，而該等特徵又具有相當的統

整性與持久性。 

游文志 2008 包含了內在動機、情緒、習慣、思想等。 

林雅玲 2010 人格特質是個體具有獨特且一致性的心理與思考特

性，這些特性決定個體在環境適應上的行為模式，因

而與他人產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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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佩苓 2011 指出人格特質的內涵主要包含了個人的行為、持久性

與多種特質意義存在，亦即當個人行為處於多種不同

的情境下，所產生持久且一致性的特性反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五大人格特質  

    Goldberg (1981)再將五大人格因素稱之為「Big Five」，目前最被大眾所接受的

是Costa＆McCrea（1986）再加以整理此五大類人格特質構面，發展一套NEO人格調查表

(簡稱NEO-PI)，原本只涵蓋神經質（neuroticism）、外向性（extraversion）和經驗開放性

（openness to experience）三個向度，後經修正加入友善性（agreeableness）及嚴謹性

（conscientiousness）兩個向度，即為目前廣為大家所認同的人格五大特質（黃堅厚，

1999），因此本研究也採用Costa＆McCrean所提出的五大人格特質進行分析。 

五大人格特質的面向分別為： (黃雅琪，2010；韓繼成，2002；葉青雅，2004) 

(一) 外向性(Extraversion)： 一個人與他人間關係所感到的舒適程度高低，舒適程度越

高表示越外向，外向性高者，常是團體中的領導人物，較為健談、喜歡追求感官刺激、

主動、活潑外向、做事也較積極，且善於社交活動。  

(二)親和性(Agreeableness)或稱友善性：主要描述人際關係傾向，用以衡量個體的人際

互動模式是傾向於友善性或攻擊性。友善性的特徵為有同情心、樂於助人、謙虛有禮貌、

脾氣好且隨和、容易與人溝通。相對地，攻擊性的特徵則為自我中己主義者，他們寧願競

爭不合作、多疑、易怒、好操縱別人、報復心重。 

(三)神經質/情緒穩定性(Neuroticism or Emotional Stability)：指一個人面對負面情緒刺

激時之承受程度。當一個人所能接受的刺激越少，則其神經質越高，情緒穩定性低。其特

徵為焦躁、容易煩惱，衝動、難以控制自我的情緒、抗壓性低。相反地，神經質較低者，

表示情緒較穩定，且會克制自己的脾氣，面對壓力時不會緊張。  

(四)開放性(Openness)：指衡量一個人對興趣的之多寡與深淺之程度。當程度越高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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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興趣多樣化，開放性也會越高。特徵具有好奇心，開闊心胸、豐富內在人生、富有

想像力、願意分享新奇觀念，並且對正面及負面的情緒都十分的敏感。開放性低的人，

行為較於保守，不喜歡求新求變，喜歡熟悉的事物，講求實際，情感上的反應也較微弱。 

(五)嚴謹性(Conscientiousness)或稱勤勉正直性：指一個人對自己所追求目標所投入程

度。若一個人目標越少、越專心致力於其上，則其勤勉正直程度越高。其特徵有不屈不饒、

守紀律、認真負責、有始有終且會堅守自己的原則。勤勉正直性比較低的人會不牢靠、

不細心、組織力差。 

    由上述五因素模型來看，五大人格特質包含了人格中的學習、自律、人際、合作互

助及情緒等構面，以連續向度方式測量個體在每個構面中的強弱程度。由於一個人的個

性及特質能反映出其價值觀、喜好，包括個人人際關係、教育、職業、婚姻等選擇，也

會影響其工作行為與表現，因此，五大人格特質逐漸成為企業甄選人才的一個重要考

量。(薛玫芳，2014)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以及研究對象，將以「五大人格特質」分類法探討不同背景之

女性特教教師的人格特質與其幸福感是否有顯著相關性，以作為未來教育界之參考。表

2-3呈現人格五大因素量尺說明。 

表2-3 人格五大因素各量尺的說明 

特質名稱 特質量尺 低分者特性 高分者特性 

神經質 「適應良好－情緒不穩定性」

能鑑定出容易心理抑鬱、有不

切實際的想法、過度慾求或衝

動、不健全的因應反應者。 

鎮靜 放鬆 

不易情化 

堅強 

有安全感 

自我滿足 

多慮 緊張 

不安全感 

慮病 

情緒化 

自悲 

外向性 「人際互動上的量與強度」對

活動水平、尋求刺激或歡樂的

保守 文靜 

冷淡 退縮 

主動 熱情 

喜歡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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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等的評量。 工作取向 

缺少活力 

長於社交 

人際取向 

樂觀 

開放性 「主動追求經驗和體驗經驗的

程度以及對陌生事物的容忍與

探索能力」 

從俗性 

重實際 興趣 

狹隘 缺乏藝 

術性 缺乏分 

析傾向 

好奇 

興趣廣泛 

創造性 

富想像力 

非傳統性 

友善性 「個人在思想、情緒與行動上

從同情到反對的連續向度中的

人際取向程度」 

好批評 

粗魯 多疑 

不合作 有報 

復心 殘忍 

易怒 好支使 

他人 

心地善良 

溫和 

宅心人厚 

樂於助人 

可信靠 

正直 

嚴謹性 「個人的組織性、變異性、可

信賴性及目標取向行為的動

機」 

漫無目的 

不可信賴 

懶散 粗心 

散漫 

意志薄弱 

好逸樂 

按部就班 

可信賴 

努力 自律 

守時 細心 

整潔 有雄心 

有毅力 

資料來源:參考曾昭中，2005。 

三、人格特質與幸福感的相關研究 

    近幾年來，在國內外人格特質與幸福感的相關研究可說是蓬勃展，研究結果的一致

性也相當高。在國外部份，Costa＆McCrae(1980)研究發現神經質傾向較高的人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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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產生負面的情感，比較不幸福。DeNeve＆Copper(1988)在一個有關於137個人格特

質的後設分析中指出個體的人格特質與其主觀的幸福感是有關聯的。Angyle＆Lu(1990)

發現神經質人格與幸福感之間呈現負相關，當神經人格傾向越高時，其幸福感越低。

Headey & Wearing（1991）進行兩年縱貫研究指出：外向性格是正向情感的來源，由於

外向者總是尋求和引發正向的生活事件，尤其是友誼和工作上。因此，總是保有愉悅的

情緒。Headey & Wearing（1991）指出：神經質人格是不幸福的重要預測因子之一，因

為神經質性格常透過引發負向事件，進而影響幸福感（謝青儒，2002）。Shih(1999)提

出外向人格與幸福感間存在顯著正相關，而神經質人格與幸福感則存在顯著負相關。

Morris(2001)則提出樂觀的人會出現正向的思考，比較容易出現幸福感。Ruiz(2005)亦

以人格五因素與幸福感進行研究，發現人格特質與幸福感上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外向性

與幸福感呈正相關，神經質與幸福感呈負相關；而經驗開放性、友善性、嚴謹自律性與

幸福感也有些微正相關。 

    國內研究部分，根據沈煌寶（2002)、陳志陽（2004）、黃淑寬（2005）、蘇淑麗

（2005)、黃鈴雅（2006）等研究發現教師的人格特質均傾向和善性及謹慎性，其次是

外向性。陸洛（1998）研究發現神經質人格與幸福感為負相關；胡家欣（2000）分析顯

示外向特質與幸福感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外向特質能夠顯著預測個體之幸福感；沈煌寶

(2002)研究發現國小教師的人格特質以嚴謹性與友善性較高；陳嬿竹(2002)則發現外向

性、神經質與幸福感有關之外，和善性、嚴謹自律性亦與幸福感有相關存在；陳鈺萍(2004)

研究則發現國小教師之外向性、友善性、嚴謹性、開放性等人格特質傾向與幸福感呈顯

著正相關，而神經質與幸福感程度呈顯著負相關；謝美香(2006)認為友善性、謹慎性及

聰穎開放性等人格特質傾向將與幸福感呈顯著正相關；神經質人格特質則與幸福感呈負

向相關；何宜純(2010)則指出高中生五大人格特質與其幸福感均有顯著相關，其中同儕

關係、自我接納與其幸福感有高度正相關；人格特質中的審慎性、外向性、開放性均能

有效預測幸福感。 

    綜合以上國內外資料結果顯示，人格特質和幸福感具有相當大的關聯性，「外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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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與幸福感達顯著正相關，「神經質」特質與幸福感達顯著負相關，「外向性」特質

和「神經質」特質能夠顯著預測個體之幸福感。本研究希望能藉由文獻的研究，加以探

討教師人格特質與幸福感相關性，以確立本研究之架構。 

 

貳、 社會支持 

一、社會支持定義 

    人是索居的動物，從生出那一刻就開始與周遭人、事、物與環境互動，社會支持的

概念最早於1970年代由國外學者Caplan＆Cassel提出，引起許多研究者紛紛開始探討社

會支持對人們身心健康的影響效果（林秀芬，2002）。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顧名思義，

就是「社會」加上「支持」，社會可以解釋為社會互動的關係，支持則是包含了抽象和

實際的援助(單小琳，1990)。根據韋氏字典所定義的「支持」代表一種「行動或給予協

助、幫助或提供某物」，而社會支持是指在社會情境中，個人透過與他人的關係與互動，

以促進生存優劣的影響力或因素，特別強調是與他人互動下，所獲得支持的結果（Lin, 

1986）。 

    Cassel(1974)將社會支持定義爲家人、親朋好友和左右鄰里等給予的各種支持和幫

助，包括錢財、物品、技術和指導。並認為社會支持為個人與他人協助互動過程，滿足

基本社會需要程度，提供訊息、情緒安撫等，提高人們對事物的掌控權性，以獲得尊重、

親密與安全感；Cobb(1976)認為社會支持具有三種功能：(1)它使個體覺得自己是受到

照顧和關愛的；(2)它使個體相信自己是受到重視和尊重的；(3)它使個體確認自己是屬

於溝通網絡中的一份子；Lin(1986)將社會支持分為社會及支持兩種組成要素，社會這

個要素反映出個體與社會環境的連結，它表現在社區、社會網路、人際親密與信任關係

等三個層面；支持的元素反應在工具及表達性的活動，因此可以反應出個人所知覺到及

實際接收到的層面；Litwun＆Landau(2000)認爲社會支持是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一系列

人際之間的幫助，如豐富自我概念、增強歸屬感、完善認知指導，在完成任務中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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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幫助，以及被愛戴和敬佩的感覺。 

    洪冬桂(1986)也提出社會支持可用兩種功能層面來解釋：一個層面較重「幸福感」

的功能，認為社會支持可以預防身心的疾病；另一層面偏重「病態」的意義，認為社會

支持可以抒解壓力；井敏珠(1992)社會支持是個體透過與周遭的任何人的互動過程中，

在情緒上、實質上或訊息上所獲得的社會支持、回饋，使個體增進適應問題的能力；林

子雯(2000)社會支持是指個人在面對壓力時， 重要他人能夠提供的援助與支持(包括情

緒、精神、經濟及其他資源)， 增加個人處理環境的能力；洪玲茹(2002)也認為社會支

持有助於壓力的緩和；謝菊英(2002)研究顯示，社會支持的獲得事協助個體度過難關、

朝向更積極正向成長的動力之一。 

    社會支持可以分為「來源」和「性質」兩種，大部分將「來源」大多指個人生活中

的重要他人，如：家人、朋友、同事、主管等的支持(江芳華，2008；張郁芳，2000；

郭玲娟，2015；Thoits，1982；Caplan，1974)；而依據「性質」所區分的社會支持類

型，則有訊息性、情緒性、工具性、評價性等的支持(汪俐君，2003；李新民，2004;張

美雲，2007；Thoits，1982)，本研究將重要的社會支持定義分述如下表2-4 

表2-4 社會支持定義之整理 

學者 年代 定義 

Caplan 1974 將社會支持體系界定為個人與個人或個人與團體間的

一種依賴情感，使個人在面對挑戰、壓力和困難時，

可增。進其適應力。  

Cobb 

 

1976 支持系統能提供情緒支持、尊重支持與網路支持，使

得個體能感受被愛、被尊重與被關懷，此支持來自配

偶、家人或朋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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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its 

 

1986 將社會支持定義為重要他人所提供，包括家人、鄰居、

朋友、同事和親戚，幫助處於壓力情境下的受困者一

些因應的助力，如情緒性、工具性以及訊息性的協助。  

Lopez 1999 

 

將社會支持定義為支持者在某特定地方，提供給個體

實際上的物質、服務、社會介入和指引。 

Litwun＆

Landau 

2000 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一系列人際之間的幫助，如豐富

自我概念、增強歸屬感、完善認知指導，在完成任務

中所需的具體幫助，以及被愛戴和敬佩的感覺。 

林子雯 2000 社會支持是指個人在面對壓力時， 重要他人能夠提供

的援助與支持(包括情緒、精神、經濟及其他資源)， 增

加個人處理環境的能力。 

黃俊勳 

 

2001 社會支持是指個體透過與他人或團體之間的互動，而

獲得家人、同儕、其他重要他人，在實質上與情緒上

的幫助。  

曾艷秋 2002 社會支持是一種人際互動的過程，其來源可以是廣義

的「社會網路」或狹義的「週遭重要他人」，而其內

容則包含情緒、工具、訊息等支持。 

邱秀霞 2003 認為社會支持是一種健全心理而非病態模式，這個模

式主要在強化個體生活與環境的能力，且各方面所給

予的支持都是用以解決實際上之困難，排遣挫折，增

強個人意志力，以減少社會問題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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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民 2004 將教師社會支持以客觀取向和主觀取向來詮釋其定

義，客觀取向是從教師工作的社會人際脈絡去分析教

師可運用的各項社會協助與支持，包括一般性支持、

同儕支持、專業支持，主觀取向則是從教師個人知覺

到的社會支持，包括情緒的慰藉、實際協助行動。 

潘依玲 2005 社會支持定義為:面對所處情境中的壓力事件時，為了

滿足其心理、物質上的需求，以人際互動的形式得到

的支持力量。支持的內容包括家人、情緒、實質及資

訊的支持，支持的對象來自於社會網路中的重要他人。 

許碧章 

 

2006 社會支持是指個體在團隊中的組織與訓練上，獲得師

長、親友和同儕間的人力及物力上支持的程度。 

陳志忠 2007 將社會支持定義為，社會支持是個人面對壓力、挫折、

悲傷或困難時，在所處的社會人際網絡中，透過正式

或非正式的管道，尋求情緒上或實質的幫助以及支持

的一種方式。 

熊英君 2008 社會支持是指個體在透過與人互動的過程；追求目

標，滿足個人需求，克服生活壓力的情境中所取得的

精神、知覺及物質上之支持，支持作用經由當事人主

觀衡量決定。 

邱欣怡 2008 社會支持歸納為:「個人透過社會互動，取得人際互動

網路中他人所提供的情緒性、實質性的協助與支持，

以滿足個人的需求，並且提供其適應環境、解決困難

的能力。」 

劉士華 2009 社會支持是個體透過社會網路的協助，使個體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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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產生的危機問題及維持生活運作。 

黃寶園 2010 藉由社會支持的作用，減緩了壓力源對身心健康所產

生的負向影響。 

方雅亭 2012 社會支持定義為個體在生活中遇到困難時，周遭相關

的人能給予適時的協助及個體主觀感受到支持的程

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可知，社會支持是指人與團體之間的互動，當遇到生活危機時，重要他人

包括家人、師長、同儕、朋友，會提供各種形式的支持，使個體有獲得實質上的協助，

並增進心理上的幸福感。 

二、社會支持的來源 

    Brown(1974)認為社會支持的來源有:1.非正式的社會支持來源，包含初級團體裡的

成員，如家人、親戚、朋友、鄰居、朋友及同事等；2.正式的社會支持來源，如提供服

務的學校、衛生機關、政府或民間的福利機關；Bennett＆Morris(1983)就把社會支持分

為初級和次級系統兩大來源，初級系統是由家人、朋友及認識的人所組成；而Cohen＆

Wills(1985)又將初級系統區分成家庭支持、同儕支持跟學校支持；次級系統則包括社會

團體、社會福利機構、專業人員、醫療機構、宗教機構等，是非私人組織的正式社會支

持系統；Swindle(1983)認為社會支持的來源分為社會資源，包含學校、社團、教會；個

體的社會網路，如同學、朋友、同事；重要關係他人，如家人及重要他人；Canter(1994)

指出一個在工作表現良好的教師，能懂得從朋友或同事方面尋求社會支持；Raisch(1994)

研究結果發現，中學實習的社會支持來源，包括大學的研究者、任教學校的同事及其他

實習教師；Cheuk＆Wong(1995)的研究結果發現，教師的社會支持來源，包含督導、其

他教師、學生及家長；Zinn(1997)研究發現教師的社會支持來源為同事及行政管理者、

家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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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玫玫(1987)研究認為，國中教師的社會支持來源，包括上司、同事、家人與親友；

單小琳(1990)研究發現國中小教師在情緒支持方面，主要的支持來源是配偶或家人，其

次是同事，整體來看配偶與同事在支持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同事是教師在學

校生活中最重要的支持來源；吳宗立(1993)以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發現國中教師的社

會支持來源為校長行政人員、家人及親友三種；闕美華(2000)的研究認為，教師的社會

支持來源，包括親戚、師長、行政主管、家人、同事、朋友及專業機構；張郁芬(2001)

以國小教師為對象，將社會支持系統分為家庭、學校、同儕及社會機構四種類型。 

    綜合上述，社會支持的來源大都都是家人、朋友、同儕、長官等等，本研究主要是

探討國小特教教師的社會支持度，因此參考各學派的社會支持來源，將社會支持分為四

個來源:(一)家人支持:指國小特教教能獲得家人的關心、協助或提供訊息等；(二)同事

支持:係指在工作環境遇到困難或壓力時，特教夥伴能分享特教經驗，主動關心或意見

上協助；(三)上司支持:指國小特教教師能獲的行政主管的關懷、或特殊教育相關的政

策或意見；(四)學生家長：當遇到困難或壓力時，能透過家長溝通、提供訊息或贊同。

特教教師在工作環境上確實有相當的壓力，需要學校行政、同事及學生家長的關心，研

究者將這四個主要來源，探討國小特教教師的社會支持來源與幸福感的相關性。國內外

學者研究重點不同，因此在分類上有所差異，茲將各學者對社會支持的來源列舉於表

2-5。 

表2-5 社會支持的來源 

學者 年代 社會支持的來源 

Swindle 1983 學校、社團、教會、同學、朋友、同事、家人 

Bennett＆Morris 1983 初級系統:由家人、朋友及認識的人所組成 

次級系統:指指由非私人組織的正式系統支持系

統，如醫療機構、社團、宗教等。 

Canter 1994 朋友、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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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k＆Wong 1995 朋友、同事 

Zinn 1997 同事及行政管理者、家人、朋友 

林玫玫 1987 上司、同事、家人與親友 

單小琳 1990 配偶、家人、同事、知己、朋友、家長、行政人員、

專業諮詢機構 

吳宗立 1993 校長及行政人員、同事、家人親友 

闕美華 2000 親戚、師長、行政主管、家人、同事、朋友及專業

機構 

張郁芬 2001 一般(行政主管、學生家長)、家人(父母、配偶、兄

弟姊妹、孩子、親戚)、同儕(同事、朋友)、專業團

隊(專業人員及機構資源。 

郭志純 2003 教育主管人員、家庭、同儕、專業人員、家長、學

生 

陳宇杉 2004 一般支持、家人支持、同儕支持、專業支持 

陳鈺萍 2004 家人、同儕同事、直屬長官、學生家長 

邱欣怡 2008 分為「學校內支持」、「自求性支持」兩構面。 

李旺憲 2008 上司長官、同事、家人 

李翠芃 2011 學校行政、同儕同事、家人親友、學生家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社會支持的分類 

    就教師本身而言，社會支持是一種人際交流(House，1981)，透過不同的人際互動，

去滿足心理、物質上的需求，Thoits(1982)社會支持是個人社會網絡中某些個人或團

體，提供個人情感性或工具性的支持；House(1981)則認為社會支持是一種人際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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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社會支持分為四類：(1)情緒支持：自尊、情感、關愛。(2)工具支持：金錢、物質

的協助及行動介入。(3)訊息支持：忠告、建議、指導等。(4)評價支持：肯定、回饋、

社會比較等；Gottlieb(1983)把社會支持分為：實質支持、服務支持、情感支持、認知

指導和陪伴支持四類；Weiss(1974)把社會支持分為親密支持、社會整合支持、養育支

持、價值支持、同盟支持(alliance)和引導支持等；Kratzer(1995)以新進國小教師為

研究對象，進行有關社會支持團體的研究，結果發現新進教師在團體中獲得最多是情緒

支持及評價支持；邱文彬（2003）曾根據文獻回顧，將社會支持的功能歸納為五個方面：

(1)物質的：工具性支持、幫助。(2)情緒的：情感支持，關心、表達。(3)尊重的：肯

定，價值觀的支持、了解。(4)訊息的：建議的、認知支持、指導。(5)友伴的：正向的

社會互動。每位學者對社會支持的分類眾所紛紜，個人所需要的支持方式會隨其環境或

者面臨的壓力而有所不同，茲彙整國內外學者對社會支持之分類如表2-6。 

表2-6 社會支持的分類 

學者 年代 社會支持的分類 

House 

 

1981 

 

1.情緒支持：包括關愛、同理心與信賴感。  

2.工具支持：包括金錢、物質及行動上的協助與支   

  持。  

3.訊息支持：提供有助於被支持者應  

  付個人與環境問題之有效訊息或建議。  

4.評價支持：給予個體評價，包括肯定、回饋等。  

Barrera＆Ainlay 1983 將社會支持分為：(1)物質支持：如提供金錢等協

助。(2)行爲支持：如分擔體力勞動的工作。(3)關

懷支持：比如傾聽、表示尊重、關心、理解等。(4)

指導支持：如提供幫助、資訊和指導。(5)回饋支持：

如提供有關他們行爲、思想和感情的個人的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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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際支持：如參加娛樂和放鬆的社會交往。 

Morgan＆

Zimmweman 

1990 社會支持分爲兩大類型：(1)情感性支持和(2)工具

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包括給與他人情感上的支持和

與他人進行交流。工具性支持或稱實際幫助，是指

發生在給予者和接受者(即得到幫助的人)之間的實

際轉移。 

Robert 

& Angelo 

2001 1.自尊支持：當對方遭遇任何問題或  

困難時，能提供接受與尊重的訊息  

給對方。  

2.資訊支持：提供了解與處理問題所  

需的訊息資料。  

3.社會友伴：在閒暇時間相互為伴的  

對象。  

4.工具支持：提供財務協助、器材支  

援或必需的服務。  

單小琳 

 

1990 1.情感性支持：支持者對個人表示關  

愛、尊重、同情、理解等感受。  

2.工具性支持：支持者對個人提供行  

動、物質或其他協助。  

楊文山 1999 1. 工具性支持，如日常活動的協助、生活層命的照

顧、財務物質的支援等 

2. 情感性社會支持，如傾聽心事、表達尊重，關懷

與愛等 

闕美華 2000 1.各式專業機構，如社工或心理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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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人、親戚、師長或同儕。 

邱欣怡 2008 將社會支持分為「學校內支持」、「自求性支持」

兩構面。 

黃寶園 

 

2010 1.尊嚴支持：經由別人而增進自己的  

自尊。  

2.訊息支持：提供適合的建議並增進  

生活因應能力。  

3.社會情誼：指活動性的支持。  

4.工具支持：指生理上的幫助。  

5.評價支持：經由評價並從建議中獲  

得助益。  

6.實質幫助：提供有形的支持與支援。  

吳劍雄 2011 社會支持類型分為「家庭支持」、「組織支持」、

「環境支持」等三種。 

黃菀榆 2012 社會支持類型分為「情緒支持」、「訊息支持」二

種。 

吳淑芬 2013 社會支持類型分為「情緒支持」、「訊息支持」、

「工具支持」等三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依照國小特教教師的教學環境，把社會支持的類型分為三類：(1)情感性支

持的需求，當特教教師面臨工作壓力時，可以從同事或長官中獲得如關愛、陪伴，讓特

教教師有歸屬感。(2)訊息上支持的需求，提供特教教師意見或給予忠告，給予善意的

指正及提醒。(3)實質性支持的需求，提供直接的協助，如提供特教經費、特教團隊能

分工合作、生活雜事處理、改善教學環境等。研究者將採用這三個面向作為本研究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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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 

四、社會支持與幸福感的相關研究 

    國內外社會支持與幸福感的相關研究發現如下：Holahan＆Moos(1981)指出，社會

支持的好壞可以預測心理苦惱的高低，通常受到社會支持較高的人，情緒困擾會較少，

相對的心理健康會較良好(吳月霞，2005)；Thoits(1982)檢驗社會支持與個人幸福感的

因果關係，所得結論為社會支持可以預測個人的幸福感；Cohen＆Wills(1985)明確指出

當人們接收到越高的社會支持，將有享有相對高品質的健康與幸福感；社會支持與生活

滿意、幸福感與士氣等皆有正相關（Antonucci & Jackson,1987）；Angyle(2001)認為

親密的友誼是幸福感的重要來源之一；Ryan＆Deci(2001)則強調一個溫暖、信任與支持

性的人際關係對幸福的重要性；國內社會支持與幸福感相關研究也顯示社會支持能有效

預測幸福感，社會支持越高，幸福感越高(陳鈺萍，2004；楊芝鳳，2005；古婷菊，2006；

陳得添，2006；郭珮怡，2008；張嘉玲，2008；向翠瑛，2011；邱筱雯，2011；蔡金英，

2012)。 

    黃璉華（1992）表示社會支持是預測生活滿意度最重要的變項；施建彬(1995)在幸

福感相關因素的探討中，發現接受社會支持與幸福感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林子雯

(1996)的研究皆發現，擁有較多社會支持的人，與覺得越幸福，對生活也愈滿意；陸洛

(1998)提出形成幸福感之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個人資源的限制，表示個人能尋求協助的來

源、資源越多，表示個人的幸福感越佳；陳鈺萍（2004）針對國小教師的研究發現，教

師的幸福感受亦會受社會支持程度的差異而改變；梁忠軒(2002)針對中學生的研究，發

現來自好朋友的支持及關係的聯繫，對於幸福感呈現高預測力，較有效預測幸福感的高

低；任志洪、業一舵(2006)亦指出許多學者都認為具有良好社會支持的個體會有比較高

的主觀幸福感，即比較高的生活滿意度、正面情感、和較低的負向情感，因為社會支持

可以提供物質和和訊息幫助，增加人們的喜悅感、歸屬感、提高自尊感、自信心；向翠

瑛（2011）針對臺北市已婚女性教師的研究中發現，當整體社會支持度愈高，其幸福感



 
 
 
 
 
 
 
 
 
 
 
 

 

 30 

愈高；邱筱雯(2011)的研究顯示國小特教教師「社會支持」能有效預測「專業承諾」，

其中以「情感性支持」最有預測力；賴威岑(2002)研究發現中小學教師的社會接觸最多、

網路異質性最大、鄰里關係最好，且獲得情感性支持最多。 

    綜合上述，可見社會支持與幸福感有正相關，且以情感性支持的需求最能提昇幸福

感，因此研究者將針對國小特教教師的社會支持與幸福感之間的關係來進行探討 

參、 個人背景 

    國小教師的幸福感會因個人背景變項的不同而有差異，透過文獻探討發現過去的相

關研究中，影響教師的幸福感與個人背景有相關性，茲從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年資、

職務等五個相關因素說明如下： 

一、 性別 

    關於國內幸福感的相關研究，「性別」在幸福感無達到顯著差異(方暄涵，2010；

王淑女，2011；古婷菊，2011；李連成，2006；邱惠娟，2010；邱雅惠，2007；侯辰宜，

2007；陳得添，2006；黃偉洲，2008；黃雅琪，2010；楊馥如，2012；蔡明霞，2007；

蘇子傑，2009；羅培文，2010；鐘偉晉，2009) 

    部分研究指出不同性別的教師，其幸福感是有顯著差異的，如陳鈺萍(2004)以國小

教師為對象探討幸福感其相關因素，發現「性別」在幸福感有達到顯著差異，且女性教

師的「自主性」優於男教師；賴貞嬌(2006) 以國小教師健康促進與幸福感之關係研究，

發現「性別」在幸福感有正相關，且男性在幸福感「事業成就」分量表上得分高於女性；

林萃芃(2011)發現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具備良好的幸福感，在幸福感的身體健康層面

上，男性教師高於女性教師。 

    國外學者Veenhoven(1984)研究各國研究的內容，發現大部分性別與幸福感並無差

異，Diener(1984)認為兩性對於快樂感受上有些不同。 

綜合上述，性別對幸福感的程度影響不一致，至今未能獲得一致的定論，本研究將

性別納入背景變項，期望有更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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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齡 

    Doyle(2002)曾在著名的美國科學月刊(Scientific American)提出「快樂的計算法」

(Calculus of happiness)中指出：幸福與年齡無關。(袁小惠，2011) 

    國內相關研究中，部分研究顯示，不同年齡和幸福感無顯著差異(方暄涵，2010；

林崇逸，2007；邱雅惠，2007；洪家興，2007；孫碧津，2004；陳得添，2006；鍾偉晉，

2009)，但亦有許多研究顯示出年齡和幸福感有所影響(王慶田，2009；周碩政，2009；

侯辰宜，2007；徐美雯，2011；陳柏青，2008；陳慧姿，2008；黃秋萍，2009；黃國城，

2009；黃偉洲，2008；黃惠玲，2007)，其中侯辰宜(2007)、徐美雯(2011) 黃惠玲(2007)、

黃偉洲(2008)、詹美珍(2011)皆指出教師年齡愈長，幸福感愈高；周碩政(2009)則說明

40~49歲及50歲以上的國中兼任行政教師，比29歲以下的人較高的幸福感；浦憶娟(2009)

也表示年齡越大具有較好的人際關係與較佳的幸福感。 

    由此可見，年齡與幸福感之關係，會因為研究主題、研究對象不同而有所差異，為

了探究年齡和國小教師幸福感之關係，將此變項列入研究之中。 

三、 教育程度 

    幸福感在教育程度上的研究，大部分研究結果均認為不同教育程度在幸福感上有顯

著差異(曾豔秋，2002；黃國城，2003；陳得添，2006；林崇逸，2007；侯辰宜，2007；

蘇子傑，2007；蔡明霞，2007；陳柏青，2008；黃惠玲，2008；鐘偉晉，2009；謝佩妤，

2009；方暄涵，2010；魏美惠，2011)。侯辰宜(2007)以桃園縣國小教師為研究亦認為

學歷較高其幸福度較高；蔡明霞(2008)發現研究所畢業的國中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幸福

感受程度較高；陳柏青(2008)指出研究所以上學歷之國小教師，在幸福感之「生活滿意」

層面，顯著高於師範學院與一般大學畢業之教師，鍾偉晉(2009)則認為國中教師在幸福

感之「工作成就」層面，碩士以上學歷教師顯著高於一般大學師範、教育大學學歷之教

師。謝佩妤(2009)中提到教師的教育程度是影響教師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擁有碩、

博士學歷之教師幸福感較高；羅培文(2011)研究顯示教育程度越高的教師所感受的幸福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5OZvtD/search?q=auc=%22%E8%A2%81%E5%B0%8F%E6%83%A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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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較高。然而，陸洛(1998)研究結果發現，教育程度與快樂、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沒有

相關，不存在直接的關聯。研究結果認為個人的幸福感不會因為教育程度不同而有所差

異的(孫碧津，2004；王慶田，2009；黃偉洲，2009；蕭惠文，2009；方暄涵，2010) 

    綜上所述，不同教育程度對於個人幸福感並無一致看法。本研究針對國小特教教師

之幸福感，探討教育程度是否影響教師的幸福感。 

四、 年資 

    陳鈺萍(2004)研究指出不同任教年資的國小教師在主觀幸福感有顯著差異，其中21

年以上年資的國小教師主觀幸福感受，顯著高於6-10年年資的國小教師；李美蘭(2006)

的研究發現多數國小資深女性教師也隨著教學年資的增加與經驗的累積，幸福感也日漸

升高；古亭菊(2006)研究發現，任教年資較高的國中教師的幸福感高於任教年資較低的

國中教師；賴貞嬌(2006)的研究發現任教年資與幸福感呈正相關，年資越高在主觀幸福

感得分越高；侯辰宜(2007)的研究也發現，不同年齡的國小教師在整體幸福感及各層面

上皆有顯著差異，且年齡較長、任教年資較長與已婚其幸福感較高；謝玫芸(2008)發現

服務年資21年以上之國小教師幸福感較其他教師為高；簡莉蓉(2008)以國小教師為研究

對象，發現國小任教年資於情耗竭面向上，達到顯著差異；陳柏青(2008)亦證實，任教

年資21年以上的教師在幸福感受程度上顯著高於其他年資較低的教師；曾艾岑(2009)指

出資深教師比資淺教師更具幸福感。 

    有研究者發現任教年資與幸福感有其相關（陳鈺萍，2004；古亭菊，2006；李美蘭，

2006；賴貞嬌，2006；侯辰宜，2007；孫碧津，2007；陳慧姿，2007；謝玫芸，2008；

簡莉蓉，2008；黃秋萍，2009；曾艾岑，2009）年資越深幸福感越高，可能因為隨著生

活經驗豐富，見多識廣，處理應變能力也增強許多，因此在事業和家庭都能兼顧得宜。

但是，陳德添(2006)、陳慧姿(2007)、洪家興(2007)、陳銀卿(2008)、王慶田(2009)、

方暄涵(2010)、黃雅琪(2010)研究結果亦顯示不同服務年資的教師在整體幸福感並無顯

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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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教育觀點，確實資深教師累積許多工作經驗後，更能夠應付工作的各種疑難雜

症，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國小特教教師的任教年資在幸福感上是否有所差異。 

五、 職務 

    古婷菊(2006)研究發現國中專任教師的幸福感高於導師；蔡明霞(2007)研究顯示主

任在「生活滿意」與「家庭關係」兩層面上的得分顯著高於組長；謝玫芸(2008)研究發

現不同職務的國小教師在整體幸福感，有顯著差異，科任教師的幸福感顯著高於級任教

師的幸福感；鍾偉晉(2008)研究發現，科任教師或導師在「樂觀表現」層面幸福感顯著

高於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師，而在「身心健康」層面的幸福感也是科任教師顯著高於導師；

鄭伊婷(2009)研究顯示，擔任不同的職務的國小教師差異非常顯著，科任以及兼任行政

教師的幸福感優於級任教師；王慶田(2009)發現，教師兼任行政工作者在幸福感受程度

上明顯高於單純任職班級級任教師者；謝佩妤(2009)也發現擔任不同職務是影響幸福感

的重要因素，其中教師兼任行政職者其幸福感顯著高於一般科任教師與班級導師；方暄

涵(2010)發現兼任職務教師感覺到幸福；李春嫣(2011)和詹美珍(2011)研究結果皆指

出，擔任主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其幸福感受也較高；李連成(2011)「教師兼主任」在整

體性福感受顯著高於「教師兼組長」。但是陳鈺萍(2004)、陳得添(2006)、侯辰宜(2007)

和陳慧姿(2007)、簡莉蓉(2008)、曾艾岑(2009)、蕭惠文(2009)、黃偉洲(2009)、黃雅

琪(2010)、林萃芃(2011)、向翠瑛(2012)均發現任職職務在整體幸福感上並無顯著差異。 

由以上可知，擔任職務對於幸福感並無定論，故值得進一步探究。可能因為服務學

校屬性和區域的差異產生不同的結果。因此，本研究將探討擔不同職務者，其幸福感是

否有顯差異。 

國內近幾年來開始重視教師心理幸福感的層面，研究者從國內文獻中整理「教師幸

福感」，相關研究歸納整理如附錄七「國內教師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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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在探討國小女性特教教師的個人背景、人格特質和社會支持與幸福感之關係

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進行探討，並蒐集相關資料後，將訪問內容轉錄逐字稿

後編碼，最後做資料分析與詮釋研究結果，本章分為八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

為研究設計；第三節為研究對象；第四節為研究工具；第五節為研究程序；第六節為資

料整理與分析；第七節為信效度建立；第八節為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國小女性特教教師幸福感的程度面分為社會支持、人格特質以及個人背景

三大面向。在社會支持方面，研究項目有支持來源和類型；人格特質則涵五大人格特質，

包含外向性、親和性、神經質、開放性、嚴謹性等五項；最後在個人背景部分，則討論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年資、職務。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3-1所示。 

 

 

 

 

 

 

 

 

 

 

 

 

                   圖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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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取向，運用半結構式訪談法探問，瞭解國小特教教師對幸福感

的觀點與意義。質性研究已成為相當重要的探究模型，不論是社會科學，或是應用科學，

都可以看到質性方法的研究，質性研究可說是具有實用考量與詮釋性質的研究，並且紮

根於人們的真實的生活經驗。 

    從我關注研究主題找到研究方法，我發現質性研究相當符合我的研究需求，採用質

性研究方法的原因，是因為質性研究可以與當事人透過語言方式表達其幸福感的意義，

透過與當事人互動後所賦予詮釋的意義，往往是偏向日常生活中的場所，自然而然所表

達真實的經驗，可以去反思當事人在研究中的角色，這樣才能扣緊當事人所表述的幸福

的真正意涵。 

    根據高淑清(2000)研究，指出質性研究要研究者與受訪者要先建立在互信關係中，

以開放性、立即性的回應、並運用傾聽和同理心的技巧，才得以發現現況。因本研究者

是國小女性特教教師，在選擇受訪者時，從自己人際脈絡中選擇適當的受訪對象，跟對

方達成共識，使受訪者能在有信任前提下願意分享真實感受，尊重受訪者的真實歷程和

想法，忠實呈現出原始描述樣貌，透過參與研究者互為主體的關係，不斷調整與詮釋，

增加論文內容真實原貌。 

    本研究是採半結構式訪談法，本研究對象是個人，即所謂的深入訪談法。潘淑滿

(2003)指出當研究者的動機是要深入瞭解個人生活經驗或將訪談資料進行比較時，半結

構式訪談可說是非常適合運用的方式。陳向明(2002)指出「訪談」就是研究者「尋訪」、

「訪問」被研究者並且與其進行「交談」和「詢問」的一種活動。半結構式訪談會輔以

原先設計好的「訪談大綱」進行訪談，但也同時允許研究者不一定要按照訪談大綱的順

序，可以自由發揮去發問預先訂好的題目，藉著引導研究參與者娓娓道來他們的經驗，

與研究者進行一趟「對話之旅」。 

    最後採取用紮根理論(grounded theory)探究特教教師的幸福感經驗，紮根理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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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一個與特定情境的現象產生抽象的分析架構，這個抽象的分析架構是用來解釋人

們對現象所經歷的過程，及人們是如何與現象互動、對現象做出行動和反應(Cresswell，

2007)。Corbin(2001)認為進行紮根理論時，研究者對研究主題並不一定要有嚴謹的理論

支持，而是允許理論存資料中浮出來，理論的衍生必須緊扣著資料。故研究者透過系統

的收集幸福感國內外相關資料，分析文本內容，經一系列相同的概念在在一起而成的理

論，期望研究結果引發能帶給我們對於國小女性特教教師的幸福感更豐富的深入認識。 

第三節 研究對象 

一、選取研究參與者的標準 

     研究受訪者如同整個研究中最重要的夥伴，佔有一席之地，在選取研究參與者要

非常慎重，必須確實找到符合研究目的的適當人選。因研究者本身是苗栗縣國小女性特

教教師，對苗栗縣特教環境較熟悉，依據自身人際脈絡，研究採立意取樣的方式，選取

特定的對象，以深入訪談來認識這些教師幸福感的歷程及影響因素。以下說明本研究者

選取對象所需具備的條件如下： 

(一) 需要為苗栗縣公立國民小學服務之正式合格特教教師資格。 

(二) 特教教學總年資需要為二年以上(含代理年資)。 

(三) 受訪者需要是女性國小特教教師。 

(四) 受訪者年齡不限。 

(五) 願意參與研究且能長期配合者，能隨時保持聯繫以求訪談內容完整性。 

二、研究參與者的描述 

    基於研究參與者保密隱私原則，研究者以A、B、C、D、E等代號來稱呼五位教師，

直接以A老師、B老師、C老師……以此類推。本研究選取五位女性特教教師適合本研究

目標，用自身在苗栗地緣關係，邀請適合特質的教師友人，研究者再親自拜訪邀約，確

認訪談時間、地點，告知研究題目、動機與目的，研究參與者允諾之後，請她們寫訪談

同意書(附錄一)，再次保證保密原則，確實履行研究倫理的事蹟，之後再進行訪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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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過程中，如果要補充內容時，再以電話或邀約見面瞭解，直到確保「資料飽和」(data 

Saturation)的達成，以確保資料完整性與豐富性。研究參與者的服務年資、擔任職務、

最高學歷是否影響教師的幸福感，是值得參考的，以下列出表3-1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

料。 

                      表3-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一覽表 

編號 性別 年齡   擔任職務 學歷 年資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A 女  26 在家教育教師 大學 四年 2014.12.24 四十分 

B 女 28 特教班教師＆行政 碩士 六年 2014.12.26 三十分 

C 女 47 巡迴輔導教師 大學 十六年 2015.1.7 四十分 

D 女 28 資源班教師 大學 六年 2015.1.9 三十五分 

E 女 28 巡迴輔導教師＆行政 大學 六年 2015.1.14 五十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工具包含有研究者本身、訪談同意書、訪談大綱、錄音工具和現場筆記

等分別說明如下： 

一、研究者本身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就是工具(歐用生，1992)，主要是原因是質的研究中通常

以人為主，而且充滿許多不確定性和可變性，只有研究者本身為研究工具才能順應多變

的研究情境(高薰芳、林盈助、王向葵，2001)。研究歷程中的真確性與研究結果的可信

性，絕大程度取於研究者的能力、技巧、訓練與經驗是否能嚴謹且系統地執行研究程序

(劉素滿，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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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為國小特教教師，對於研究參與者的心境與經歷比較能去體會，但為確保中立

原則，研究者會以開放、溝通和傾聽、謹慎和客觀態度來進行研究，並與研究參與者建

立信賴關係，以使本研究進行順利。 

二、訪談同意書 

    根據研究倫理，研究者在研究開始應該給研究參與者訪談同意書(余漢儀，1998)。

訪談同意書是要取得正式的同意，在訪談之前，親自向研究參與者說明內容，以瞭解本

次的研究目的與動機，需要訪談的時間和地點，訪談中錄音的保密性，研究參與者清楚

了解訪談細節其權益之後，簽署訪談同意書(附錄一)，方可進行訪談，研究者以能夠尊

重研究參與者的權利為優先考量，藉此可以進一步得到信任關係，已收集到可靠的訪談

資料。 

三、訪談大綱 

    研究者依據閱讀相關文獻，根據研究目的設計出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依研究問

題設計訪談大綱初稿，並與指導教授和我的協同研究者討論後，進行調整與修改後，再

擬出一份正式的半結構式訪談大綱(附錄四)，作為訪談過程基本脈絡，使訪談的對話過

程更流暢，訪談大綱採開放式問句，讓研究參與者可以自由發揮其內在經驗。 

四、錄音工具和現場筆記 

    在訪談之前，詢問研究參與者同意並簽妥同意書之後，開始使用錄音器材，運用錄

音器材是因為確保訪談資料的完整性，以方便日後資料整理與分析之用。錄音過程前，

需注音錄音器材使否完好，以避免在訪談過程中發生錯誤(萬文隆，2004)，影響資料分

析結果。在現場時會輔以作現場筆記，當研究參與者有表情、眼神、聲調或情緒變化時，

也可以記錄下來，補充於訪談資料中，有助於資料詳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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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從閱讀文獻並與教授討論後，確定論文題目與研究方向與目的，開始實施蒐

集相關資料及擬定訪談大綱，同時邀請受訪者進行訪談，訪談後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

最後撰寫成研究報告。在整個研究程序中，持續與教授專業對話和蒐集相關文獻，也與

研究參與者保持聯繫來確保逐字稿的原意，保握受訪者真實語意，以增論文效度與真實

性。 

一、研究問題的形成 

    蒐集相關文獻及和指導教授討論過後，發現國內大都研究普通教育教師的幸福感，

國內很少討論到特教教師的幸福感，而研究者本身為國小特教教師，對關注教師的幸福

感議題倍感興趣，因此將研究範圍鎖定在「幸福感」，確定研究題目後，初步擬定研究

計畫，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經指導教授審閱及修正，確定研究題目為「國小女性特教

教師幸福感之探究」。 
二、閱讀相關文獻 

    到國家圖書館館內閱讀近十幾年國內外的幸福感文獻，並利用「台灣碩博士論文知

識加值系統」、「中華民國期刊論文索引影像系統」等廣泛蒐集相關文獻，發現大都是

量化的研究，目前國內只有李美蘭（2007）、張書豪（2007）和黃薏蒨(2013)三篇有相

關幸福感的質性論文研究，但這三篇還是以普通教育教師為主，為了更深入探討國小特

教教師的真實經驗，決定採半結構方式，訪談五位目前任教於國小特教現場之教師，從

「個人背景」、「社會支持」和「人格特質」這三方面來著手研究與幸福感的影響程度，

關注特教教師幸福感的實際情形，並據此研究結論提出具體建議，提供意見給學術界、

教育界或主管行政單位關於如何增進國小特教教師的幸福感層面。 

三、研究工具設計 

   在訪談之前，會先設計訪談大綱初稿，邀請專家教授和協同研究者針對訪談大綱給

予意見，為專家效度評析表(附錄二) ，並依建議修改後擬好一份正式的訪談大綱，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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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受訪者同意後，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輔以現場筆記，以求資料的正確性。 

四、邀請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使採取「立意抽樣」方式選出，Lincoln＆Cuba(1985)指出立意取樣意即

根據研究目的，選擇能為研究問題提供最豐富資訊的人、時間、地點、事物等，以收集

深入而多元的資料及詳細回答研究問題。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採「立意抽樣」，

以苗栗的現任正式國小特教教師為研究參與者，研究者說明目的和進行方式，取得研究

參與者同意，徵求於訪談時全程錄音，再約定訪談時間與地點。 

五、進行訪談 

    在正式訪談之前會親自邀約，選擇一個雙方方便、舒適且不受干擾的地方進行訪

談，同時說明訪談同意書的內容，請受訪者簽屬同意書，訪談過程中採取輕鬆、自由的

氣氛，引導受訪者敘述個人經驗。 

六、資料整理與分析 

    將訪談內容轉錄成逐字稿，完成逐字稿後給予受訪者填寫「效度檢核表」(附錄五)，

確認內容的真實性，進行確認或修正後，做逐字稿的編碼分析，最後完成資料描述和詮

釋。以上詳細說明，請見第六節資料整理與分析。 

七、撰寫研究報告 

 根據訪談內容資料分析與歸納，並根據研究目的提出結果與建議，與指導教授審閱

指導後，完成研究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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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研究流程圖(參考張書豪，2012) 

蒐集相關文獻 

 

與教授專業對話 

 

與受訪者保持聯繫 

 

 

 

 

整個研究程序中，持

續不斷的是： 

1. 到國家圖書館進

行相關文獻的蒐

集及閱讀。 

2. 與指導教授不斷

討論與修改論文

內容。 

3. 與受訪者持續聯

絡，從約定時

間、地點、填寫

受訪同意書，到

給受訪者審閱逐

字稿內容，進行

修正及填寫效度

檢核表，以確保

訪談內容的真實

性。 

一、研究問題的形成 

1.研究主題的確定 

2.研究目的的確定 

 

二、閱讀相關文獻 

1.教師幸福感相關的論文 

2.質性研究專書 

 

三、研究工具設計 

1.訪談大綱、受訪同意書 

2.與指導教授討論訪談大綱 

 

四、邀請研究參與者 

1.約定訪談時間、地點 

2.說明研究目的與進行方式 

 

五、進行訪談 

1.填寫訪談同意書 

2.與五位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 

 

六、資料整理與分析 

1.逐字稿整理 

2資料編碼及轉錄分析 

 

七、撰寫研究報告 

資料分析後，加上蒐集多元的

文獻，最後呈現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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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整理與分析 

一、資料轉錄 

    潘淑滿(2003)認為研究者最好能夠親自進行訪談與逐字稿編碼轉譯的工作，才能掌

握資料的收集是否已經到了飽和程度。訪談過程中，會徵求受訪者接受錄音的意願，使

用錄音器材來記錄訪談內容，所有錄音檔都由我親自轉譯成文字稿，謄寫成逐字稿，並

且會特別註記受訪者的語氣、動作等非語言訊息，如表3-2的轉譯符號表。基於保密原

則，將受訪者逐一編號，由A至E，最後將逐字稿給受訪者閱讀審查，確認無誤後填寫

「效度檢核表」(附錄五)，作為分析的文本。 

表3-2 轉譯符號表 

符號 代表意義 

【    】 動作表情 

~~~~~~~ 語氣拉長 

…… 語氣未完 

(    ) 補充內容 

資料來源:參考沈詩維(2013) 

二、資料編碼 

    Denzin(1989)說明生命史研究在分析時第一步，是針對研究對象的述說詳細閱讀與

解釋其意義，也就是進行編碼。資料管理能確保研究者在整個資料收集過程中，都能收

集到較高品質的資料、保證資料分析是建立在公平原則、透過系統化的邏輯管理過程，

確保資料分析與意義詮釋之間是完整的(潘淑滿，2003)。 

將資料編碼方式為「時間＋受訪者＋資料取得來源」順序編碼，資料取得來源，賦

予一種代號，例如「訪談」代號為「I」、「觀察」代號為「N」。每一位研究參與者，為

了保護研究參與者，亦給予一個代號，例如「A」代表「A師」，在訪談逐字稿中，例如：

R01，R 表示研究者，01表示第一句。詳細研究資料代碼方式及說明，參見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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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研究資料代碼方式及說明 

研究參與者 代號 研究參與者 代號 

A師 A 研究者 R 

B師 B 訪談 I 

C師 C 觀察 O 

D師 D 1040107-A-I 民國104年1月7號訪談A師 

E師 E 1040109-D-O 民國104年1月9號觀察D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資料分析 

(一)標註核心「概念」 

每一筆逐字稿及文件資料編碼後，進行分析核心概念，把相似的文字意義，分析屬

於該資料的概念，註名在概念後面。如: 

「我覺得就我經驗來說，我覺得年齡或多或少一定會，年齡越大他的教學經驗應該會比

較多，所以說還有年資的關係，他的歷練或是有一些工作上的臨場反應，我覺得會一定

會比較成熟，帶來的幸福感也會比較多。」(1031214-A-D)(資深教師幸福感較多) 

(二)概念相近形成「類別」 

    把核心概念分析後，將概念相同的資料再統整成較高一層次的類別。 

「女生在做任何事情上都比男生更細心。」(1040114-E-I) (女生天生較細心) 

「負責任的態度也像女性母愛天生的使命感。」(1040114-E-I)(女生有母愛天性) 

「當看到小孩跌倒受傷時，難免也比較能以同理心及相對等的關愛給那位小孩子。」

(1040114-E-I)(女生有較多同理心) 

以上這三段皆為描述女性教師的特質，因概念相近，因此再提高為「類別層次」，命名

為「女性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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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整類別形成「主題」 

    整理幾位教師的逐字稿後，把相近意義類別，形成最高層次的主體，分別是「幸福

感的影響因素」、「幸福感的來源」、「勝任教職的人格特質」、「教學省思」、「幸

福感的感受」等主題。 

 

第七節 信效度建立 

一、研究參與者效度檢核 

    在訪談過後，會將逐字稿編碼轉譯後給予研究參與者參閱後，提供給予「效度檢核

表」(附錄五)，再次確認訪談內容資料是否正確，可以提供雙方及時修正與補充的機會，

以檢驗研究者所記錄內容的真實程度。藉以提供研究參與者效度檢核表來檢核所提供的

資料與本研究逐字稿之相符程度(如表3-4)。 

表3-4 研究參與者所提供之逐字稿相符程度與回饋 

研究參與者代號 研究參與者評逐字稿之相符程度 研究參與者回饋 

A 99% 符合當時實際經驗。 

B 98% 貼近當事人心得。 

C 98% 符合實際經驗 

D 99% 符合當初訪談的原意 

E 95% 符合原意，且適當補充非語言表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豐富厚實的描述 

    本研究雖然僅有五位女性教師，但經研究者精心挑選及立意取樣下，藉由研究者豐

富描述當事人的背景資料、工作經驗、幸福觀點與生涯歷程的看法，引導讀者進入研究

者的情境脈絡中，深入了解幸福感的所在意義，增加資料的豐富性與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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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角檢定法 

    三角檢定乃是結合許多不同取徑的校正方式，係在同一研究中採用不同的研究方

式，蒐集不同的資料來源，或是使用多元的理論觀點來詮釋資料(李政賢、廖志恆、林

靜如，2007)。三角檢定是常用且有效的可信性檢定(Patton，1990)。 

就本研究中指的是研究者、研究者的指導教授及研究參與者共同針對整個研究的過

程進行交換與討論，進行分析並檢視資料的真實性。研究者在指導教授不斷的鼓勵與指

導下，進行不同資料間和不同受訪者的比對，將所得的結論與不同資料和訪談內容進行

交叉驗證，共同去檢視研究結果是否切合女性特教教師的幸福感。 

 

第八節 研究倫理 

一、匿名保密處理 

    除非當事人同意，否則研究對象的身分必須保密，這樣蒐集到的資料才不會使研究

對象困窘，或是以其他方式傷害到研究對象(黃光雄等譯，2001)。主動告訴受訪者採匿

名的方式(以A、B、C、D、E)來維護受訪者的隱私。所有呈現的資料都以匿名呈現，

訪談的資料除了研究絕不外流。 

二、知情的同意 

    Glesne(莊明貞，陳怡如譯，2005)認為研究者必須被告知(1)參與是自願的；(2)研

究的任何層面可能影響其福利；(3)受訪者可在任何時候自由選擇退出。 

    在研究著手前，我會明白告知受訪者，研究者的身分、研究動機及目的以及受訪者

的權益，取得受訪者同意才開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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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尊重研究參與者 

    整個研究過程中，採平等互惠關係，用尊重態度和研究參與者互動，讓研究參與者

自由述說其經歷與心情，不免強其不想提也不對其述說內容作評論，訪談過程中也尊重

研究參與者的感受，徵求其同意後錄音，若有觸及到隱私部分須中止錄音可以隨時中

斷，在訪談是保持輕鬆、自然、平等、互信的氣氛，讓研究參與者可以暢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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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 

    本章分為兩節，第一節以研究參與者A為實例說明，呈現詳細的資料分析過程及研

究分析結果。第二章分別呈現B、C、D、E研究參與者的研究結果，包含幸福感來源的

相關因素及核心主題。 

第一節 實例A之資料分析與結果 

    茲已研究參與者A的資料為例子，呈現資料分析過程每一個步驟，具體步驟如下： 

一、逐字稿的謄寫及檢核 

    研究者將訪談錄音檔轉錄成逐字稿，將研究參與者及對話加以編碼，訪談過程中會

將重要的非口語訊息(如音調、笑聲、停頓、沉默等)，補充進文本資料，以作為參考訊

息，並以研究參與者所寫的「效度檢核表」(附錄五)加以參考，增加資料分析的的重要

依據。之將逐字稿部分內容節錄於下，作為說明: 

【符號說明】 

R：代表研究者 

A：代表研究參與者 

逐字稿【    】 代表動作表情 

逐字稿 (    ) 代表補充內容 

逐字稿 ~~~~~~~ 代表語氣拉長 

逐字稿 …… 語氣未完 

【訪談逐字稿節錄】 

編號 性別 年齡   擔任職務 學歷 年資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A 女  26 在家教育教師 大學 四年 2014.12.24 四十分 

一、生涯歷程： 

R01：請您談談為何當初選擇特殊教育領域從事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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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我覺得當初會選特教是因為說那時考大學的時候一樣是因為分數的關係，所以才

選擇跟自己分數相當的科系，那另外就是是家中的長輩爸爸他非常希望希望可以

選擇這個科系，才會進到特教這領域。 

R02：所以爸爸也是希望你從事特教工作? 

A02：對!是爸爸的支持。 

R03：那你家中有人從事特教工作嗎? 

A03：沒有，媽媽是教普通教育的，但爸爸希望我選特教。 

R04：為什麼? 

A04：可能是一種趨勢吧! 

R05：請問您覺得女性教師從事特教領域的優缺點? 

A05：女生我覺得應該比較多同理心，還有給人家感覺比較溫柔，然後家長接受度感覺

會比較高，尤其是特教的話，一些忍耐度會比男生好，缺點我是覺得遇到一些比

較重度障礙的學生，肢體比較不方便，當我需要協助(身體移動)時，像是復健或移

動，(女生因為體能的受限)會比較吃力。 

R06：在您從事特教領域教學生涯當中，是否有哪些教學事件讓您感覺到印象深刻或者 

幸福感? 

A06：從事在家教教育讓我比較多有印象深刻就是家長給予的支持，就是他會很感謝你 

     到他家裡為小朋友做教學，那麼我覺得這是一份理所當然的事情，但他們就會覺 

     得你來他們會很感動、很感激，那他們有時會把你留下來吃飯或者有時會送你一 

     些東西，我都會覺得……(停頓)，或者一些口頭上的感謝，我都會覺得……(停頓) 

     滿令我我做這件事情是值得的【點頭】。 

R07：因為你是從事在家教育，你會覺得這份工作與一般在教學現場工作的特教老師， 

如資源班、特教班有何不同嗎? 

A07：對，可能因為我們是到小朋友的家裡教學，教學的場域不太一樣，面對的事情就 

比較複雜，有時候面對家長的問題比較多，給家長的輔導，然後一些社會福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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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這方面有時候甚至比單純的教學還要占大多數的時間。 

R08：在從事教職當中，您會覺得當老師會不會有幸福感?為什麼? 

A08：當然有時會也會覺得為什麼小朋友都沒有進步，我所教過的東西，有時候也會滿 

生氣的，但大多數我還是覺得說教學這件事情是還滿讓人開心的【微笑】，還能         

夠得到學生的回饋阿!然後他們的進步，如果說我得到家長的稱讚，(家長)覺得說   

發現小朋友有進步，或是我自己從評量可以發現小朋友比之前進步很多，我覺得   

這都是會增加我一些成就感，然後進而會讓我更覺得當老師是一件有幸福感的事   

情。 

R09：您的幸福感來源包含哪些部分?你是如何尋找你生活中的幸福感? 

A09：我的幸福感除了工作上，就是我跟同事之間的互動，會讓我在工作上有支持力，

另外就是來，自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像我的休閒活動，去社大上跳舞課、或者有

時候打打羽毛球，讓我可以在課餘的時間可以充一下電。 

R10：您覺得特教教師的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或者兼任職務與幸福感之間的關

連性為何?(年資越深幸福感越大嗎?)  

A10：我覺得就我經驗來說，性別我覺得差異不大，男生和女生雖然生理結構上有不同， 

     但我覺得這跟個性比較有關，幸福感跟性別沒有太大的關係，那年齡或多或少一   

     定會，年齡越大他的教學經驗應會比較多，所以說還有年資的關係，他的歷練或    

     是有一些工作上的臨場反應，我覺得會一定會比較成熟，帶來的幸福感也會比較   

     多，那我覺得教育程度可能或多或少有少許幸福感，那兼任職務，因為一個老師 

     你同時又要兼任行政方面的業務，你又要能夠帶班，我覺得應該滿難去兼顧的(班 

     級)，應該滿容易會忽略到小朋友的學習狀況。 

R11：你會覺得教育程度跟幸福感沒有太大的關係嗎? 

A11：我會覺得教育程度可能會在這五個因素(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兼任職務)

裡面可能影響比較少一點，跟幸福感沒有太大的關係。 

R12：那年資你覺得跟幸福感有關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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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我覺得教學經驗比較豐富的老師，幸福感會比較多。 

R13：那有人說兼任職務的老師，他勝任職務工作，他等於把行政的經驗和教學理念做      

     結合，會覺得讓他比較能夠得心應手，幸福感就會提高，你覺得呢? 

A13：我覺得兼任職務對老師來說比較不好，比較沒有兼顧學生的需求，因為時間就這

樣多，我還要分(時間)給行政業務，勢必會佔去許多時間(在行政上)。 

二、人格特質： 

R14：請問您覺得您覺得你有那些人格特質適合從事特教領域? 

A14：我覺得應該是在個性上比較多包容性，希望小朋友因為我的教學而變得更好、更進 

步。 

R15：所以你覺得你比較多包容性才適合從事特教工作? 

A15：是，我比較多同理心和包容心，可能這樣比較適合教特教。 

R16：當你工作遇到困難時，你是如何排解以及尋求支援? 

A16：我會先問看看我的同事她有沒有遇到跟我很像的問題，我會問看看他是怎麼解決   

     的，那如果真的無法解決，我會尋求學校的行政人員，看他們會希望我該怎麼做， 

     我考慮之後，我就會選擇這樣子(參考行政人員的建議)，那另外也有可能去問問身 

     邊的同學有沒有從事特教的同學，問看看他們的意見。 

R17：因為你是從事在家教育，在家教育等於你在現場是沒有其他工作夥伴，等於就是只 

     有你一個人，你是如何去尋求支援? 

A17：可能沒辦法到第一時間去解決，但現在通訊很發達，可能會用LINE或者每隔周三我 

們都會回學校(特教中心)去討論，當面討論問題，如果要更即時的話就是用LINE。 

R18：你覺得自己的個性如何？對於你的工作會有什麼影響?  

A18：我覺得我的個性有時候太急了，那會對小朋友可能有時一次二次學不好，有時候

口氣會比較急躁，所以我很怕會影響到學生對我的觀感，他們會覺得老師是不是

生氣了，但我希望我盡量能夠去改善這部分(個性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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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入括弧(bracketing)與現象學的還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讓研究資料的述說內容呈現自身，收集資料減少對問題的預先假設，以無成見與接

納性的態度展開研究訪談，仔細閱讀逐字稿的內容，盡可能以客觀的角度去解析，將分

析資料過程放在資料的內容而不是研究者自己的詮釋去看資料，研究者保持和研究參與

者一種「進入狀況」的氛圍中，以研究參與者表達內容為主，運用研究者的觀點把對話

放入括弧中，重新還原研究參與者最初的本意與訊息。 

【逐字稿中(    )內文係現在還原的部分】 

R05：請問您覺得女性教師從事特教領域的優缺點? 

A05：女生我覺得應該比較多同理心，還有給人家感覺比較溫柔，然後家長接受度感覺

會比較高，尤其是特教的話，一些忍耐度會比男生好，缺點我是覺得遇到一些比

較重度障礙的學生，肢體比較不方便，當我需要協助(身體移動)時，像是復健或移

動，(女生因為體能的受限)會比較吃力。 

R06：在您從事特教領域教學生涯當中，是否有哪些教學事件讓您感覺到印象深刻或者 

幸福感? 

A06：從事在家教教育讓我比較多有印象深刻就是家長給予的支持，就是他會很感謝你 

     到他家裡為小朋友做教學，那麼我覺得這是一份理所當然的事情，但他們就會覺 

     得你來他們會很感動、很感激，那他們有時會把你留下來吃飯或者有時會送你一 

     些東西，我都會覺得……(停頓)，或者一些口頭上的感謝，我都會覺得……(停頓) 

     滿令我我做這件事情(在教教育教學)是值得的【點頭】。。 

R07：因為你是從事在家教育，你會覺得這份工作與一般在教學現場工作的特教老師， 

如資源班、特教班有何不同嗎? 

A07：對，可能因為我們是到小朋友的家裡教學，教學的場域不太一樣，面對的事情就 

比較複雜，有時候面對家長的問題比較多，給家長的輔導，然後一些社會福利的

諮詢，這方面有時候甚至比單純的教學還要占大多數的時間。 

R08：在從事教職當中，您會覺得當老師會不會有幸福感?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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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當然有時會也會覺得為什麼小朋友都沒有進步，我所教過的東西，有時候也會滿 

生氣的，但大多數我還是覺得說教學這件事情是還滿讓人開心的【微笑】，還能         

夠得到學生的回饋阿!然後他們的進步，如果說我得到家長的稱讚，(家長)覺得說   

發現小朋友有進步，或是我自己從評量可以發現小朋友比之前進步很多，我覺得   

這都是會增加我一些成就感，然後進而會讓我更覺得當老師是一件有幸福感的事   

情。 

R09：您的幸福感來源包含哪些部分?你是如何尋找你生活中的幸福感? 

A09：我的幸福感除了工作上，就是我跟同事之間的互動，會讓我在工作上有支持力，

另外就是來，自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像我的休閒活動，去社大上跳舞課、或者有

時候打打羽毛球，讓我可以在課餘的時間可以充一下電。 

R10：您覺得特教教師的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或者兼任職務與幸福感之間的關

連性為何?(年資越深幸福感越大嗎?)  

A10：我覺得就我經驗來說，性別我覺得差異不大，男生和女生雖然生理結構上有不同， 

     但我覺得這跟個性比較有關，幸福感跟性別沒有太大的關係，那年齡或多或少一   

     定會，年齡越大他的教學經驗應會比較多，所以說還有年資的關係，他的歷練或    

     是有一些工作上的臨場反應，我覺得會一定會比較成熟，帶來的幸福感也會比較   

     多，那我覺得教育程度可能或多或少有少許幸福感，那兼任職務，因為一個老師 

     你同時又要兼任行政方面的業務，你又要能夠帶班，我覺得應該滿難去兼顧的(班 

     級)，應該滿容易會忽略到小朋友的學習狀況。 

R11：你會覺得教育程度跟幸福感沒有太大的關係嗎? 

A11：我會覺得教育程度可能會在這五個因素(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兼任職務)

裡面可能影響比較少一點，跟幸福感沒有太大的關係。 

R12：那年資你覺得跟幸福感有關係嗎? 

A12：我覺得教學經驗比較豐富的老師，幸福感會比較多。 

R13：那有人說兼任職務的老師，他勝任職務工作，他等於把行政的經驗和教學理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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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會覺得讓他比較能夠得心應手，幸福感就會提高，你覺得呢? 

A13：我覺得兼任職務對老師來說比較不好，比較沒有兼顧學生的需求，因為時間就這

樣多，我還要分(時間)給行政業務，勢必會佔去許多時間(在行政上)。 

二、人格特質： 

R14：請問您覺得您覺得你有那些人格特質適合從事特教領域? 

A14：我覺得應該是在個性上比較多包容性，希望小朋友因為我的教學而變得更好、更進 

步。 

R15：所以你覺得你比較多包容性才適合從事特教工作? 

A15：是，我比較多同理心和包容心，可能這樣比較適合教特教。 

R16：當你工作遇到困難時，你是如何排解以及尋求支援? 

A16：我會先問看看我的同事她有沒有遇到跟我很像的問題，我會問看看他是怎麼解決   

     的，那如果真的無法解決，我會尋求學校的行政人員，看他們會希望我該怎麼做， 

     我考慮之後，我就會選擇這樣子(參考行政人員的建議)，那另外也有可能去問問身 

     邊的同學有沒有從事特教的同學，問看看他們的意見。 

R17：因為你是從事在家教育，在家教育等於你在現場是沒有其他工作夥伴，等於就是只 

     有你一個人，你是如何去尋求支援? 

A17：可能沒辦法到第一時間去解決，但現在通訊很發達，可能會用LINE或者每隔周三我 

們都會回學校(特教中心)去討論，當面討論問題，如果要更即時的話就是用LINE。 

R18：你覺得自己的個性如何？對於你的工作會有什麼影響?  

A18：我覺得我的個性有時候太急了，那會對小朋友可能有時一次二次學不好，有時候

口氣會比較急躁，所以我很怕會影響到學生對我的觀感，他們會覺得老師是不是

生氣了，但我希望我盡量能夠去改善這部分(個性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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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支持： 

R19：您與學生互動的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A19：我覺得我跟學生的互動差不多……嗯~(停頓)還算不錯，上課我覺得學生也都能夠 

配合。 

R20：那因為你的學生是在家教育的學生幾乎都是無口語能力或者無溝通能力，你要如

何與他們互動? 

A20：我覺得有時候透過比較多肢體接觸，然後透過語言、表情他(學生)可以感受的到。 

R21：所以你覺得你與學生互動是良好的。 

A21：是 

R22：您與特教行政人員互動的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A22：因為我們都是隔周才見一次，所以說比較難得回去，大多都是詢問一些行政上面 

的問題或是特教鑑定的問題，如果在教學或者其他地方有問題我會趁這回去時來 

問，大概就這樣。 

R23：所以跟行政人員互動比較普通一點，比較沒有像家長互動接觸多一點? 

A23：對，因為畢竟每周才回去一次 

R24：因為你是從事在家教育，你會覺得你跟特教行政人員互動比家長和學生更頻繁? 

A24：對，因為家長和學生幾乎每隔幾天就見面一次。 

R25：您與特教家長的互動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A25：我覺得還滿慶幸，我遇到的家長都滿好的，主要照顧者媽媽也都會在旁協助，跟 

我一起上課，但他們的角色主要是在協助我，所以不會有上課那種(監督)壓力，雖

然上課有人看不習慣，但久而久之，也就慢慢能夠適應了。因為在旁邊，如果小

朋友有一些臨時狀況，主要照顧者也都能立刻協助我，我覺得跟我一起上課反而

能幫助我。 

R26：所以你覺得家長在一旁陪伴上課反而是種幫助，所以你覺得你與家長互動關係是 

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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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對 

R27：您與搭檔的特教夥伴互動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A27：我跟我另外一個一樣都是在家教育的老師，我們除了平常會討論在家教育的事情， 

有關於申請專業團隊或者輔具等等，都是我們要自力更生，要自己去申請，馬上

要知道哪時要交甚麼?另外我們會分享遇到的學生的趣事，互動是不錯的。 

R28：請問您在教職生涯當中，誰對你的支持度最高? 

A28：我覺得學校、同事和家人，主要來自這三個支持度。 

R29：那如果三個一定要排支持次最高的，你會排哪一個? 

A29：我覺得學校，再來是同事的，就是學校給我的幫助會比較立即的，可以幫忙我解 

決問題的。 

R30：目前工作環境帶給你何種感受？你會覺得學校環境支持度高或者有受限? 

A30：我覺得我有時面對問題，有時候可以自己試著解決它，但是有時候來是會有無力

感。 

R31：那你目前在家教育工作給你帶來何種感受? 

A31：沒有到非常大的幸福感，還算可以滿意目前的工作 

R32：那你覺得學校支持度高嗎?比如說你要申請一些教具或輔具，通常可以給你立即回 

 饋嗎? 

A32：通常都有辦法，我覺得是在教學方面是比較不知所以然。 

R33：所以你覺得支持度高嗎?  

A33：算是還滿高的 

R34：可以舉個例子大概說明，為何支持度高嗎? 

A34：就是平常行政方面，他們能夠預先能夠讓我知道必須協助巡迴學校或者學生需要          

申請些甚麼東西(輔具或教材)，我覺得比一般老師(特教班或資源班)得到更多訊

息。 

R35：因為在家教育不只是要教學，還會會知道醫療或者社會福利訊息，你會覺得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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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挑戰還是可以勝任的。 

A35：我是覺得可以的，但是是需要更多資源(醫療、社福訊息)才能夠去勝任這份工作，

上網做資料或者詢問相關有經驗的特教老師。 

三、簡化語句並作第三人稱改寫 

    研究者判斷與研究問題有關的語句，為避免與研究者的現象經驗混淆，將有意義的 

語句進行簡化並以第三人稱改寫。 

【第三人稱改寫】及【語句簡化】   

A01：她覺得當初會選特教是因為說那時考大學的時候一樣是因為分數的關係，所以才        

選擇跟她分數相當的科系，那另外就是是家中的長輩爸爸非常希望可以選擇這個

科系，才會進到特教這領域。 

A02：她媽媽是普教老師，是她爸爸覺得特教是一種趨勢，支持讓她進入特教領域。 

A05：她覺得女生比較多同理心，還有給人家感覺比較溫柔，然後家長支持度高，忍耐

度會比男生好，缺點她是覺得遇到一些比較重度障礙的學生，如需要身體移動或

復健的話會比較吃力。 

A06：從事在家教教育讓她比較有印象深刻就是家長給予的支持，家長會很感謝她到家  

     裡為小朋友做教學，她覺得教學本來就是應該理所當然做好，但家長會很感激，   

     不管是口頭上的感謝或者是把她留下來吃飯，都讓她覺得從事在教學很值得。 

A07：她覺得在家教育教學的場域不太一樣，面對的事情就比較複雜，有時候面對家長 

     的問題比較多，像輔導與社福諮詢會比單純教學占更大量時間。 

A08：她覺得教學讓她有時因為學生沒有太大進步而生氣，但有時還因為家長的稱讚而  

     得到回饋，看到小朋友透過評量而發現小朋友有進步時，會增加成就感，讓她覺 

     得當老師是一件幸福的事。 

A09：她的幸福感除了工作上，除了她跟同事之間的互動，會讓她在工作上有支持力，

另外就來自她的生活中的一部分，像她的休閒活動，去社大上跳舞課或打羽毛球，

讓她可以在課餘的時間可以充一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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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她覺得性別差異不大，男生和女生雖然生理結構上有不同，但她覺得這跟個性比 

     較有關，幸福感跟性別沒有太大的關係，那她覺得年齡或多或少一定會，年齡越 

     大教學經驗應會比較多，所以說還有年資的關係，豐富歷練跟工作上的臨場反應， 

     她覺得會一定會比較成熟，帶來的幸福感也會比較多，那她覺得教育程度可能或 

     多或少有少許幸福感，那兼任職務，她覺得老師同時又要兼任行政方面的業務， 

     應該滿容易會忽略到小朋友的學習狀況。 

A12：她覺得教學經驗比較豐富的老師，幸福感會比較多。 

A13：她覺得兼任職務對老師來說比較不好，比較沒有兼顧學生的需求，因為時間就這

樣多，我還要分(時間)給行政業務，勢必會佔去許多時間(在行政上)。 

A14：她覺得應該是她在個性上比較多包容性，希望小朋友因為她的教學而變得更好、更 

 進步。 

A15：她比較多同理心和包容心，可能這樣比較適合教特教。 

A16：她會先問看看她的同事有沒有遇到跟她很像的問題，看她的同事是怎麼解決的，那 

     如果真的無法解決，她會尋求學校的行政人員解決方式，那另外也有可能去問問身 

     邊從事特教的同學，問看看他們的意見。 

A17：她覺得可能沒辦法到第一時間去解問題時，但現在通訊很發達，可能會用LINE或者 

     每隔周三我們都會回學校(特教中心)去討論，當面討論問題，如果要更即時的話就 

     是用LINE。 

A18：她覺得她的個性有時候太急了，因為小朋友一二次學不好，口氣會比較急躁，所以   

她很怕會影響到學生對她的觀感，但她希望她盡量能夠去改善個性急躁情形 

A19：她覺得她跟學生的互動算不錯，上課學生也都能配合。 

A20：她覺得透過和學生語言及肢體接觸，學生可以感受的到良好的互動。 

A21：她覺得她與學生互動是良好的。 

A22：她覺得與行政人員互動，是一週一次，大多都是詢問一些行政上的問題或是特教 

     鑑定的問題，如果在教學或者其他地方有問題我會趁這(回特教中心)回去時來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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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她覺得跟行政人員互動比較普通一點，因為每週才回去一次，比較沒有像家長互 

     動接觸多一點 

A24：和家長和學生幾乎每隔幾天就見面一次，互動比行政人員頻繁。 

A25：她覺得還滿慶幸，遇到的家長都滿好的，主要照顧者媽媽也都會在旁協助，會協 

     助她上課，不會有監督的壓力，反而因為家長在旁邊，如果小朋友有一些臨時狀 

     況，家長也都能立刻協助她，她覺得跟家長跟她一起上課反而能幫助她。 

A26：她覺得她與學生家長互動關係良好。 

A27：她與另外一位特教夥伴都是在家教育的老師，他們除了平常會討論在家教育的事 

     情，有關於申請專業團隊或者輔具等等，都是要靠她們自己去申請，平常他們也 

     會分享遇到的學生的趣事，互動是不錯的。 

A28：在教職當中，她覺得學校、同事和家人，主要來自這三個支持度。 

A29：她覺得學校給的支持度最高，其次是同事的，就是學校給她的幫助會比較立即的， 

     可以幫忙她解決問題的。 

A30：她覺得目前工作給她的感受，有時候面對問題時可以自己試著解決它，但是有時

候來是會有無力感。 

A31：目前在家教育給她的感受沒有到非常大的幸福感，但還算可以滿意目前的工作。 

A32：學校給的支持度通常都有辦法，我覺得是在教學方面是比較不知所以然。 

A33：學校支持度算是還滿高的。 

A34：學校支持方面就是平常行政方面，能夠預先讓她知道必須協助巡迴學校或者學生   

需要申請輔具或教材，她覺得比特教班或資源班得到更多訊息。 

A35：她是覺得可以勝任工作的，但是是需要更多醫療或社福資源才能夠去勝任這份工

作，上網做資料或者詢問相關有經驗的特教老師。 

四、開放編碼 

    研究者根據逐字稿前後文的脈絡，盡量以研究參與者的角度去詮釋文本內容，將有 

意的內容(meaning units)形成內容意義，作為開放性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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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編號：A 

編碼 內容 內容意義(開放編碼) 

A01 她覺得當初會選特教是因為說那時考大學的時候一

樣是因為分數的關係，所以才選擇跟她分數相當的科

系，那另外就是是家中的長輩爸爸非常希望可以選擇

這個科系，才會進到特教這領域。 

因為家人的支持讓他進

入特教領域任教。 

A02 她媽媽是普教老師，是她爸爸覺得特教是一種趨勢，

支持讓她進入特教領域。 

因為爸爸覺得特教是未

來的趨勢，鼓勵她進入特

教領域。 

A05 她覺得女生比較多同理心，還有給人家感覺比較溫 

柔，然後家長支持度高，忍耐度會比男生好，缺點她 

是覺得遇到一些比較重度障礙的學生，如需要身體移

動或復健會比較吃力。 

女生當任教師有溫柔、同

理心、忍耐度高，受到家

長支持度比較高。缺點 

則是因女生身體受限無

法協助一些重度學生移

動或復健。 

A06 從事在家教教育讓她比較有印象深刻就是家長給予

的支持，家長會很感謝她到家裡為小朋友做教學，她

覺得教學本來就是應該理所當然做好，但家長會很感

激，不管是口頭上的感謝或者是把她留下來吃飯，都

讓她覺得從事在教學很值得。 

家長給予支持度高，讓她

覺得教書是件值得的事。 

A07 她覺得在家教育教學的場域不太一樣，面對的事情就

比較複雜，有時候面對家長的問題比較多，像輔導與

社福諮詢會比單純教學占更大量時間。 

在家教育的工作比較複

雜及特殊，在輔導與諮商

上佔用時間比單純教學

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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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 她覺得教學讓她有時因為學生沒有太大進步而生

氣，但有時還因為家長的稱讚而得到回饋，看到小朋

友透過評量而發現小朋友有進步時，會增加成就感，

讓她覺得當老師是一件幸福的事。 

家長稱讚和學生得的進

步，讓她覺得教書是一件

幸福的事。 

A09 她的幸福感除了工作上，除了她跟同事之間的互動， 

會讓她在工作上有支持力，另外就來自她的生活中的 

一部分，像她的休閒活動，去社大上跳舞課或打羽毛 

球，讓她可以在課餘的時間可以充一下電。 

她的幸福感來源，主要來

自同事間的互動和課餘

的休閒活動。 

A10 她覺得性別差異不大，男生和女生雖然生理結構上有

不同，但她覺得這跟個性比較有關，幸福感跟性別沒

有太大的關係，那她覺得年齡或多或少一定會，年齡

越大教學經驗應會比較多，所以說還有年資的關係，

豐富歷練跟工作上的臨場反應， 她覺得會一定會比

較成熟，帶來的幸福感也會比較多，那她覺得教育程

度可能或多或少有少許幸福感，那兼任職務，她覺得

老師同時又要兼任行政方面的業務，應該滿容易會忽

略到小朋友的學習狀況。 

她覺得性別跟幸福感無

顯著差異；年齡、年資、

教育程度跟幸福感有顯

著正相關，帶來幸福感較

多；兼任職務帶來的幸福

感較少，與幸福感呈現負

相關。 

A12 她覺得教學經驗比較豐富的老師，幸福感會比較多。 資深教師帶來幸福感較

多，與幸福感有顯著正相

關。 

A13 她覺得兼任職務對老師來說比較不好，比較沒有兼顧 

學生的需求，因為時間就這樣多，我還要分(時間) 

給行政業務，勢必會佔去許多時間(在行政上)。 

兼任職務教師因為分身

乏術，而無法兼顧好行政

與教學，與幸福感呈現負

相關。 



 
 
 
 
 
 
 
 
 
 
 
 

 

 61 

A14 她覺得應該是她在個性上比較多包容性，希望小朋友

因為她的教學而變得更好、更進步。 

她的人格特質有較多包

容性。 

A15 她比較多同理心和包容心，可能這樣比較適合教特

教。 

她的人格特質有較多同

理心和包容心，而適合特

教領域。 

A16 她會先問看看她的同事有沒有遇到跟她很像的問題，

看她的同事是怎麼解決的，那如果真的無法解決， 

她會尋求學校的行政人員解決方式，那另外也有可 

能去問問身邊從事特教的同學，問看看他們的意見。 

當她教學遇到困難時，先

請求同事幫忙，再尋求行

政人員和身邊特教同學

的意見解決問題。 

A17 她覺得可能沒辦法到第一時間去解問題時，但現在 

通訊很發達，可能會用LINE或者每隔周三我們都會 

回學校(特教中心)去討論，當面討論問題，如果要 

更即時的話就是用LINE。 

她會用通訊軟體和特教

行政人員討論問題。 

A18 她覺得她的個性有時候太急了，因為小朋友一二次學

不好，口氣會比較急躁，所以她很怕會影響到學生對

她的觀感，但她希望她盡量能夠去改善個性急躁情

形。 

她覺得個性太急躁，會去

影響學生對她的觀感，希

望能夠解決個性急躁問

題。 

A19 她覺得她跟學生的互動算不錯，上課學生也都能配

合。 

學生配合度高，她與學生

互動良好。 

A20 她覺得透過和學生語言及肢體接觸，學生可以感受的

到良好的互動。 

她透過語言和肢體接

觸，和學生有良好互動。 

A22 她覺得與行政人員互動，是一週一次，大多都是詢問

一些行政上的問題或是特教鑑定的問題，如果在教學

或者其他地方有問題我會趁這(回特教中心)回去時

她與行政人員互動，大約

是一週一次，詢問行政或

特教鑑定相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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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問。 

A23 她覺得跟行政人員互動比較普通一點，因為每週才回

去一次，比較沒有像家長互動接觸多一點。 

她與行政人員的接觸沒

有像家長互動頻繁。 

A24 和家長和學生幾乎每隔幾天就見面一次，互動比行政

人員頻繁。 

家長每隔幾天就見面一

次，比行政人員互動頻

繁。 

A25 她覺得還滿慶幸，遇到的家長都滿好的，主要照顧者

媽媽也都會在旁協助，會協助她上課，不會有監督的

壓力，反而因為家長在旁邊，如果小朋友有一些臨時

狀況，家長也都能立刻協助她，她覺得跟家長跟她一

起上課反而能幫助她。 

家長對她非常友善，且在

上課時是協助角色，會協

助她處理學生的臨時狀

況。 

A26 她覺得她與學生家長互動關係良好。 

 

她與學生家長保持良好

關係。 

A27 她與另外一位特教夥伴都是在家教育的老師，他們除

了平常會討論在家教育的事情，有關於申請專業團隊

或者輔具等等，都是要靠她們自己去申請，平常他們

也會分享遇到的學生的趣事，互動是不錯的。 

她與她的特教夥伴，平常

會討論工作相關問題，也

會分享學生的趣事，互動

關係佳。 

A28 在教職當中，她覺得學校、同事和家人，主要來自這

三個支持度。 

 

在教職生涯中，支持度來

自於學校、同事和家人。 

A29 她覺得學校給的支持度最高，其次是同事的，就是學

校給她的幫助會比較立即的，可以幫忙她解決問題

的。 

她覺得學校支持度是最

高，可以給予立即性的解

答。 

A30 她覺得目前工作給她的感受，有時候面對問題時可以 目前工作給她的感受是



 
 
 
 
 
 
 
 
 
 
 
 

 

 63 

自己試著解決它，但是有時候來是會有無力感。 有時遇到問題時，可以自

行解決，有時會有無力

感。 

A31 目前在家教育給她的感受沒有到非常大的幸福感，但

還算可以滿意目前的工作。 

她滿意目前工作，但沒有

感受到非常大的幸福感。 

A32 學校給的支持度通常都有辦法，我覺得是在教學方面

是比較不知所以然。 

學校給予行政支持滿

高，但在教學必須靠自

己。 

A33 學校支持度算是還滿高的。 學校支持度高。 

A34 學校支持方面就是平常行政方面，能夠預先讓她知道 

必須協助巡迴學校或者學生需要申請輔具或教材，她 

覺得比特教班或資源班得到更多訊息。 

學校會給予行政協助，讓

她能夠預先知道需要準

備那些教材或輔具。 

A35 她是覺得可以勝任工作的，但是是需要更多醫療或社 

福資源才能夠去勝任這份工作，上網做資料或者詢問 

相關有經驗的特教老師。 

她目前是可以勝任工作

崗位。 

 

五、主軸編碼(內容群聚後的命名) 

將相關的內容意義進一步群聚，歸類為同一個概念類別，並進行內容意義群聚後的

命名，即為主軸編碼。主軸編碼則為將不同範疇連結，將範疇概念有明顯連結的概念結

合在一起。研究者需在此步驟中找出範疇間的關係，所以包含兩層次的分析，一是使用

資料呈現最真實的字句，二是包含研究者將資料概念化的分析(王文科，2002)。 

【相關內容意義之群聚 A】 【內容意義群聚後的命名 A】 

A01：因為家人的支持讓他進入特教領域任

教。 

一、家人支持和未來的趨勢潮流，讓她進  

    入特教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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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因為爸爸覺得特教是未來的趨勢，鼓

勵她進入特教領域。 

A05：女生當任教師有溫柔、同理心、忍耐

度高，受到家長支持度比較高；缺點則是

因女生身體受限無法協助一些重度學生移

動或復健。 

二、女性教師從事特教領域的優點為溫 

    柔、同理心、忍耐度高，受到家長的 

    支持度也高；缺點因天生身體受限無 

    法協助重度障礙學生搬運或復健。 

A06：家長給予支持度高，讓她覺得教書是

件值得的事。 

三、在家教育工作較複雜，大都用在諮商 

    與輔導，家長的稱讚和學生的進步讓 

    她覺得教書是很幸福的事。 A07：在家教育的工作比較複雜及特殊，在

輔導與諮商上佔用時間比單純教學更多。 

A08：家長稱讚和學生的進步，讓她覺得教

書是一件幸福的事。 

A09：她的幸福感來源，主要來自同事間的

互動和課餘的休閒活動。 

四、幸福感的來源主要來自和諧的人際關 

    係和休閒參與。 

A10：她覺得性別跟幸福感無顯著差異；年

齡、年資、教育程度跟幸福感有顯著正相

關，帶來幸福感較多；兼任職務帶來的幸

福感較少，與幸福感呈現負相關。 

五、性別和幸福感無顯著相關，年齡、年 

    資、教育程度與幸福感有顯著正相 

    關，兼任職務與幸福感有顯著負相關。 

 

 

 

A12：資深教師帶來幸福感較多，與幸福感

有顯著正相關。 

A13：兼任職務教師因為分身乏術，而無法

兼顧好行政與教學，與幸福感呈現負相關。 

A14：她的人格特質有較多包容性。 六、她的人格特質為同理心和包容心。 

A15：她的人格特質有較多同理心和包容



 
 
 
 
 
 
 
 
 
 
 
 

 

 65 

心，而適合特教領域。 

A16：當她教學遇到困難時，先請求同事幫

忙，再尋求行政人員和身邊特教同學的意

見解決問題。 

七、當工作遇上困難，會尋求同事、特教 

    同學和行政人員的協助 

A17：她會用通訊軟體和特教行政人員討論

問題。 

A18：她覺得個性太急躁，會去影響學生對

她的觀感，希望能夠解決個性急躁問題。 

八、她希望能夠改善個性急躁的問題。 

A19：學生配合度高，她與學生互動良好。 九、師生互動良好。 

A20：她透過語言和肢體接觸，和學生有良

好互動。 

A22她與行政人員互動，大約是一週一

次，詢問行政或特教鑑定相關的問題。 

十、與學校行政人員互動關係普通。 

A23：她與行政人員的接觸沒有像家長互動

頻繁。 

A24：家長每隔幾天就見面一次，比行政人

員互動頻繁。 

十一、學生家長非常友善，與學生家長關   

      係良好 

A25：家長對她非常友善，且在上課時是協

助角色，會協助她處理學生的臨時狀況。 

A26：她與學生家長保持良好關係。 

A27：她與她的特教夥伴，平常會討論工作

相關問題，也會分享學生的趣事，互動關

係佳。 

十二、她會與同事分享教學的趣事，與工  

      作夥伴關係良好。 

A28：在教職生涯中，支持度來自於學校、 十三、社會支持主要來自學校、同事和家  



 
 
 
 
 
 
 
 
 
 
 
 

 

 66 

同事和家人。       人，且以學校支持度最高。 

A29：她覺得學校支持度是最高，可以給予

立即性的解答。 

A32：學校給予行政支持滿高，但在教學必

須靠自己。 

A33：學校支持度高。 

A34：學校會給予行政協助，讓她能夠預先

知道需要準備那些教材或輔具。 

A30：目前工作給她的感受是有時遇到問題

時，可以自行解決，有時會有無力感。 

十四、她目前可以勝任工作，但對於目前  

      工作沒有感受到非常大的幸福感。 

A31：她滿意目前工作，但沒有感受到非常

大的幸福感。 

A35：她目前是可以勝任工作崗位。 

 

六、選擇性編碼並發展核心主題(core categories) 

    研究者從內容群聚後找出相關的類別，取其相似的類別歸類為核心主題，參考陸洛

的中國人幸福感內涵之觀點以主題命名。核心類別的發展主要目的在統整前述概念類別

與內容群聚後主要類別分析過程中所得的訊息(Waston＆Rennie，1994)，以便能萃取出

參與者幸福感的核心類別 

 

 

【相關內容命名單元 A】 【核心主題 A】 

一、家人支持和未來的趨勢潮流，讓她進  

    入特教領域。 

【幸福感的影響因素】 

1. 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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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別和幸福感無顯著相關，年齡、年 

    資、教育程度與幸福感有顯著正相 

    關，兼任職務與幸福感有顯著負相關。 

2. 良好的師生關係 

3. 真誠的親師關係 

4. 優良的團隊支持 

5. 年齡 

6. 年資 

7. 教育程度 

8. 兼任職務 

七、當工作遇上困難，會尋求同事、特教 

    同學和行政人員的協助 

九、師生互動良好。 

十、與學校行政人員互動關係普通。 

十一、學生家長非常友善，與學生家長關   

      係良好 

十三、社會支持主要來自學校、同事和家  

      人，且以學校支持度最高。 

四、幸福感的來源主要來自和諧的人際關 

    係和休閒參與。 

【幸福感的來源】 

1. 和諧的人際關係 

2. 休閒參與 

3. 教學的成就感 

4. 家長的稱讚 

十二、她會與同事分享教學的趣事，與工  

      作夥伴關係良好。 

三、在家教育工作較複雜，大都用在諮商 

    與輔導，家長的稱讚和學生的進步讓 

    她覺得教書是很幸福的事。 

二、女性教師從事特教領域的優點為溫 

    柔、同理心、忍耐度高，受到家長的 

    支持度也高；缺點因天生身體受限無 

    法協助重度障礙學生搬運或復健。 

【勝任教職的人格特質】 

1. 溫柔 

2. 同理心 

3. 包容心 

4. 忍耐度高 

5. 女性教師，家長接受度高 

六、她的人格特質為同理心和包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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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她希望能夠改善個性急躁的問題。 【教學省思】 

希望能夠改善個性急躁問題 

十四、她目前可以勝任工作，但對於目前  

      工作沒有感受到非常大的幸福感。 

【幸福感的感受度】 

教職並沒有讓他有很大的幸福感 

      

    綜合上述的簡化語句、開放編碼、主軸編碼和核心主題等資料分析歷程，分析結果

分為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幸福感的來源、勝任教職的人格特質、教學省思和幸福感的感

受度等核心主題。 

 

第二節 各研究參與者資料分析結果 

    本節將分析另外四位研究參與者之分析結果，研究參與者A之分析歷程及結

果已經於上一節呈現，故本節將分為呈現研究參與者 B、 C、 D、 E之資料分析

結果。 

一、研究參與者B之資料分析結果 

【相關內容命名單元 B】 【核心主題 B】 

一、母親為聽障者，讓她因為想幫助母  親

進入特教領域。 

【幸福感的影響因素】 

1. 家人為聽障者，讓她想幫助家人而進入

特教職場。 

2. 良好的師生互動。 

3. 行政團隊的社會支持 

4. 良好的親師關係 

5. 特教夥伴互動關係佳 

6. 年齡 

7. 年資 

六、她覺得性別和幸福感無關，而年齡和

年資的增長，可以因較多經驗可以處理更

多事情，教育程度與幸福感沒有太大的相

關，兼任職務要花太多精力處理其他行政

業務，影響到帶班的成效。 

八、她與學生互動是緊密且良好的。 

九、她與行政人員互動良好，行政人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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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給予協助與提供知識訊息。 8. 兼任職務 

 

 

 

 

十、她與學生家長互動關係佳。 

十一、她與特教夥伴關係佳，互相溝通配

合。 

十二、在教職生涯中，支持度最高是親密

的搭檔，次者是同事，最後是行政人員。 

三、學生進步、開心，和家長給予的肯定

讓她覺得教書再辛苦都值得。 

【幸福感的來源】 

1. 教學的成就感追求 

2. 家長的肯定 

3. 和諧人際關係 

4. 另一半的和諧相處 

5. 休閒參與 

6. 工作的穩定性 

7. 金錢的滿足 

四、工作的穩定性、上下班固定時間、固

定休假、固定薪水，讓她有幸福感。 

五、幸福感來自於與另一半相處慰藉，再

來是家人和諧相處，最後是朋友的聚會；

生活中會和朋友聊聊天、規劃小旅行和放

空來紓解工作壓力。 

二、她覺得女性教師從事特教優點為較有

同理心、包容和體貼；缺點為對於需要身

體協助的學生，女老師較為受限。 

【勝任教職的人格特質】 

1. 同理心 

2. 包容 

3. 體貼 

4. 為他人著想 

5. 樂觀開朗 

七、她有開心果個性、同理心、為他人設

想的人格特質。 

十三、她覺得工作環境是有歸屬感的，學

校很支持特教這塊，校長、主任、承辦人

員都會協助幫忙解決特教問題，目前對工

作的環境及狀態是滿意的。 

【幸福感的感受】 

1. 有歸屬感 

2. 行政團隊支持 

3. 工作滿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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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參與者C之資料分析結果 

【相關內容命名單元 C】 【核心主題 C】 

一、她對特教領域有興趣，且覺得教職工

作是穩定性。 

【幸福感的影響因素】 

1. 對特教有興趣 

2. 兼任職務 

3. 真誠師生互動 

4. 行政人員互動普通 

5. 特教夥伴關係佳 

6. 同事社會支持度高 

 

 

七、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與幸福

感不一定成正比，而兼任教職因為會分心

而與幸福感成反比。 

十、她與學生互動良好 

十一、她與行政人員普通，僅限於公事上

的往來，沒有私下交情。 

十二、她與特教夥伴關係良好。 

十三、在教職當中，同事支持度最高。 

三、教學成就感和同事相處的和諧氣氛是

幸福感的來源。 

【幸福感的來源】 

1. 教學成就感 

2. 工作穩定性 

3. 金錢的滿足 

4. 和諧人際關係 

5. 休閒活動參與 

6. 家人的互動 

四、教職固定的薪水和固定工作模式，會

帶來很大的幸福感。 

六、她和寵物互動、家人聊天、大自然散

散都是幸福感的來源。 

二、女性教師較有耐心，缺點是抱小孩體

力上心有餘力而力不足。 

【勝任教職的人格特質】 

1. 耐心 

2. 個性善良 

3. 大而化之 

十四、她的個性善良且大而化之。 

十五、工作環境滿意度尚可 【幸福感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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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與普通班老師極少交集。 1. 工作滿意度尚可。 

2. 與普通班教師互動少，學校支持度普通 十七、學校給予支持度普通。 

九、希望能夠改善急躁的個性，期許自己

更多耐心對特教學生。 

【未來的期許】 

改善急躁個性，培養自己多點耐心 

五、她認為自己還是有許多能力不足的的

地方，她希望不斷的學習求進步，會讓挫

敗感降低。 

【教學省思】 

1. 期許自己不斷的學習進步，增加專業知

識 

2. 自我省思來解決工作困難 八、尋求有經驗的人或自我反省來解決工

作困難，利用出門散散步來排解工作壓力。 

 

三、研究參與者D之資料分析結果 

【相關內容命名單元 D】 【核心主題 D】 

一、身邊有身心障礙朋友，加上家人支持

進入特教。 

【幸福感的影響因素】 

1. 家人的支持 

2. 教育程度 

3. 兼任職務 

4. 社會支持度高 

5. 特教夥伴關係佳 

6. 真誠師生關係 

7. 親師關係佳 

8. 特教團隊互動良好 

 

 

 

七、性別與幸福感無關，年齡、年資不一

定幸福感較佳，但教育程度越高幸福感越

高，兼任職務會影會影響到課務，幸福感

會降低。 

九、她遇到工作困難時，第一個尋求特教

中心專業教師協助，第二個請教特教同事

如何解決。 

十、她與學生互動良好，學生很喜歡上她

的課。 

十一、她與特教行政人員互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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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她與學生家長互動關係佳。  

十三、她與特教搭檔合作無間。 

十四、在教職涯中，母親支持度最高。 

三、學生的回饋和家長的感謝，讓她教書

有幸福感。 

【幸福感的來源】 

1. 家長的稱讚 

2. 學生的回饋 

3. 休閒活動 

4. 和諧人際關係 

5. 親人同事的和諧相處 

五、她與家人旅遊和同事聚餐聊天，是她

幸福感之一。 

六、旅遊、聽音樂可以紓解工作壓力。 

二、女性教師較為溫柔、細心和耐心，缺

點為抱或協助小孩行動訓練而產生職業傷

害。 

【勝任教職的人格特質】 

1. 溫柔 

2. 細心 

3. 耐心 

4. 包容心 

5. 溫柔的堅持 

6. 喜歡小孩 

八、她的個性為愛心、耐心、包容心和溫

柔的堅持，加上她本身喜歡小孩。 

四、工作壓力和教育體制的改變，讓她教

書幸福度降低。 

【幸福感的感受】 

1. 工作壓力大 

2. 教育制度的變革 

3. 長官的介入 

4. 團隊社會支持度高 

十五、目前工作環境因長官而有受限的，

但學校支持度高，因此尚可以滿意目前工

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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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參與者E之資料分析結果 

【相關內容命名單元 E】 【核心主題 E】 

一、家人為身心障礙者，因此想幫助家人

而進入特教領域。 

七、性別、教育程度幸福感沒有顯著差異，

年齡小、年資深的教師幸福感較佳， 兼任

職務會分散心力，幸福感就減少。 

【幸福感的影響因素】 

1. 家人為身心障礙者，進入特教領域 

2. 年齡 

3. 年資 

4. 兼任職務 

5. 社會支持 

6. 親師關係普通 

7. 特教夥伴關係良好 

8. 師生關係佳 

9. 家人支持度最高 

九、她遇到工作困難時，會尋求朋友、資

深同事、或網路解決問題。 

十、師生互動良好，亦師亦友關係。 

十一、她與行政人員互動普通。 

十二、她與學生家長互動普通。 

十三、她與特教夥伴保持良好關係。 

十四、教職生涯中，支持度最高是家人和

知心好友。 

三、幸福感來自於教學的成就感和同事相

處的氣氛。 

【幸福感的來源】 

1. 教學的成就感 

2. 同事相處氣氛 

3. 工作穩定性 

4. 教師福利佳 

5. 教師自主權 

6. 與家人感情融洽 

7. 個人情感穩定 

8. 休閒參與 

四、學生進步與回饋，是教學很大的幸福

感。 

五、教師福利佳、擁有教師自主權、沒有

裁員壓力、與家人情感融洽和男友的體諒

都是幸福感的來源。 

六、旅遊、看電視、觀看勵志影片和朋友

相聚聊天，都可以提升生活中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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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和諧人際關係 

 

二、女性教師較為細心、較多母愛、同理

心，缺點為力氣不夠的問題。 

【勝任教職的人格特質】 

1. 細心 

2. 母愛多 

3. 同理心 

4. 堅持 

5. 熱忱 

6. 韌性 

7. 求新求變 

8. 未雨綢繆 

9. 自省能力 

八、她的個性有堅持、熱忱、韌性、同理

心、求新求變、未雨綢繆和自省能力。 

十五、她滿意目前工作狀況，學校支持度

因學校而異，有些高有些低。 

【幸福感的感受】 

滿意目前工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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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探討國小女性特教教師幸福感之感受，根據綜合分析結果，歸納出本研究

之主要研究發現及結論，並提出具體建議，以供國小教師、學校單位、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與後續研究做為參考。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為研究結論，第二節為研究建議，第三

節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第一節 結論 

壹、國小女性特教教師的幸福感來源來自於「人際和諧層面」、「教學的成就感」、「工   

   作的穩定性」、「休閒參與」、「金錢的滿足」、「家長的肯定」。 

一、根據本研究，女性特教教師在人際和諧層面，無論是在工作上與同事和諧相處，或 

    是下班後與朋友相聚聊天或與家人的相處融洽。參與者A會與同事分享教學的趣     

    事，與工作夥伴關係良好；參與者B與特教夥伴關係佳，互相溝通配合；參與者C 

    和同事相處的和諧氣氛是幸福感的來源；參與者D與家人旅遊和同事聚餐聊天，是 

    她幸福感之一；參與者E與家人情感融洽和男友的體諒都是幸福感的來源。研究發 

    現五位教師幸福感的來源皆包含此項，認為和家人、朋友、同事間的相處愉快，可 

    以增進幸福感。此研究結果也應證了陸洛(1998)在中國的社會裡，幸福感來源除了 

    除了「個我」層次的滿足外，更具有「社我」層次人際和諧的層面。 

二、參與者A、B、C、D、E覺得學生的進步和回饋讓她們都覺得教書是很幸福的事。 

    研究者認為女性特教教師在教學成就感獲得學生的正向回饋，更增進自己的教學信 

    心，促使教師更多動力精進自己教學能力，設計多元化教材，採用多層次教學，進 

    行課程的調整與設計，挖掘每位特殊生獨特的優勢能力，希望特殊學生能夠獲得適 

    性且有效教學。 

三、台灣近年來經濟低迷，失業率節節高昇，各行各業蕭條，唯有公教人員工作穩定， 

    不會有私人公司大量裁員的危機(參與者E)，教職更是人人眼中的「鐵飯碗」，有穩 

定收入(參與者C)、薪水優渥(參與者B)、健全的福利制度(參與者E)、固定的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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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參與者B)，比起私人公司的無上限加班時間、放無薪時被裁員的壓力，教職帶      

   給的工作穩定性對女性特教教師來說是一種心理層面的安全感。 

四、女性特教教師由於要面對各種障礙類別學生，不管是在智能及行為發展上的障礙， 

    以及學習上的個別差異，使得女性特教教師除了承受更高的工作壓力外，易獲得較 

    高的工作疲憊感和無力感。因此透過休閒活動的紓解壓力管道(參與者A、B、C、D、   

    E)，逛街、看電影、旅遊等與運動都是很好的紓壓方式，讓身心放鬆達到充電效 

    果，也能讓情緒更能快樂及穩定，進而在特教工作上再次衝刺。 

五、教職工作穩定性高(參與者B)，有寒暑假可以休假、工作時間固定(參與者C)，與 

    其他行業資薪相比，教職的薪水優渥，依Herzberg的雙因子理論來看，薪資是屬於   

    保健的因素，薪資豐厚是吸引更多人進入教職的原因之一，這對於女性特教教師的 

    薪資金錢的滿足可以去彌補內心工作的挫敗感。  

六、特教家長和教師合作關係良好(參與者D)，不只會替特教學生營造充滿和樂的學習 

    環境，也會去影響特教教師的工作滿足。家長的肯定與讚美讓女性特教教師覺得教 

    書是件可以幸福的事(參與者A)，教書再辛苦都值得了(參與者B)。特教教學環境 

    需要家長的支持，如特教家長可以到特教班級當任志工媽媽，可以促進特教家長與   

    教師的之間密切的互動，也會影響特教學生的人格發展，特教學生透過教師和家長  

    共同合作支持，特教學生將會學到人與人相處的智慧，將有利特教學生出社會的人 

    際社交技能。 

貳、國小女教師之人格特質傾向於「嚴謹性」、「親和性」 

    本研究結果顯示出國小女教師的人格特質屬於嚴謹性和親和性者居多，因為特教教 

    師需要比一般教師更多「五顆心」，分別是愛心、耐心、細心、包容心、同理心，  

    也顯示出國小女性特教教師的人格特質是偏向於正面、積極的，求新求變的(參與 

    者E)，做為一名國小女性特教教師，在面對多種障礙的特教生，個性細心(參與者 

     E)、善良(參與者C)、熱忱(參與者E)、體貼(參與者B)、溫柔(參與者D)、開朗((參 

    與者B)、忍耐度高(參與者A)、自省能力(參與者E)的人格特質適合成為一名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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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 

參、國小女性教師幸褔感的因素時，大致將之歸納為下列幾方面： 

    一、就個人背景因素而言: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兼任職務等五項因素。 

    二、就社會支持因素而言：行政團隊支持、同事、家人和朋友和諧相處。 

    三 、就心理層面因素而言：工作環境滿意度和幸福感的感受。 

(一) 個人背景因素 

1. 研究參與者皆表示性別和幸福感沒有顯著相關(參與者A、B、D、E)，性別和

幸福感不一定成正比(參與者C)。國內幸福感的相關研究，「性別」在幸福感

無達到顯著差異(方暄涵，2010；王淑女，2011；古婷菊，2011)；國外學者

Veenhoven(1984)研究各國的內容，發現大部分性別與幸福感並無差異。

Diener(1984)認為兩性對於快樂感受上有些不同。綜合上述，性別對幸福感的

程度影響不大，與幸福感沒有達到顯著差異。 

2. 幸福感受到年齡因素的影響為研究參與者A、B、E。參與者 A 表示年齡越大

教學經驗會比較多；參與者 B 表示年齡越大教師，可以處理比較多事情，讓

小孩更容易進入狀況；反觀研究參與者 E 認為初任教師因為年紀輕，抱持很

多教育理想及憧憬去發揮，對於工作喜愛會大於挑戰及困難，保持熱情下的工

作態度易獲取幸福感。 

根據van Wel et al.(2002)的研究結果則指出，年紀越長的女性其幸福感較年輕

者為低，但也有學者抱持相反的意見，Fry(2000)則指出年，年齡越長者，幸

福感程度越高。有關年齡的說法眾說紛紜，沒有一致性的共識，因此難以去判

斷幸福感與年齡相關性。 

3. 本研究中國小女性特教教師感受到隨著年資而有較大幸福感有A、B、E。A表

示隨著年資增長，帶來的經驗和臨場反應，處理事情會比較成熟，帶來幸福感

也會比較多；B表示年資增長，可以讓小朋友很快進入狀況；E表示年資深的教

師，看得多，經驗也多，可以處理許多事情得心應手，幸福感也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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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亭菊(2006)研究發現，任教年資較高的國中教師的幸福感高於任教年資較低

的國中教師；陳柏青(2008)亦證實，任教年資21年以上的教師在幸福感受程度

上顯著高於其他年資較低的教師。多數特教教師表示隨著教學年資增加和經驗

累積，可以更能夠掌握教學突發狀況，得到的幸福感也逐漸增加。 

4. 本研究中參與者感覺得教育程度越高，幸福感越大有二位(A、D)，參與者A表

示教育程度高或多或少有些許的幸福感；參與者D表示學歷愈高，幸福感會愈

好，因為參與者D目前也在特殊教育研究所進修，D的老師及同學也都是本科系

的在職老師，在進修的過程，他們會相互瞭解、分享經驗，從中可以獲得更多

教學技巧，所以畢業後可以增加工作成效，進而提升幸福感。相反地，參與者

B、C、E表示教育程度與幸福感沒有顯著相關，他們覺得並不覺得教育程度高，

幸福感較高，參與者E表示教育程度方面，有沒有念到碩士以上並沒有那麼重

要，因為除了念研究所，還可以透過研習，增進自己教學方法，也有不是特教

背景老師全心關愛學生，自己努力增進教學幸福感。綜上所述，不同教育程度

對於個人幸福感並無一致看法 

5. 本研究中參與者五位皆表示兼任職務會影響幸福感，皆表示會因為兼任職務而

影響到帶班效果，參與者D表示兼任職務，需要花額外時間，會影響到課務，

減少了備課時間，而且需要額外休息時間來處來班務。Lin＆Lai(1955)認為高

職位的工作，因需要進行監督管理和協調等的活動可能會增加人際衝突的可能

性，而導致心理較不幸福。由以上可知，研究參與者皆表示擔任職務會影響幸

福感，幸福感較低。 

(二) 社會支持因素 

    國小女性特殊教育教師的社會支持對象包括家人、同事、上司、學生家長，

支持來源非常多元，支持都是扮演聆聽、關懷或主動協助角色，同事也是研究參

與者情緒抒發的管道，對研究參與者的幸福感都有提升的效果。五位參與者皆表

示同事給予情感性支持，參與者A、B、D表示獲得上司訊息上的支持，Lu,Shih,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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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等人(1997)的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對幸福感有整正向的影響。綜合上述，研究

參與者皆在職場上或得多元的正向社會支持，因此整體生活過得充實又精彩，社

會支持帶來很大的幸福感。 

(三) 心理層面的因素 

    研究參與者五位皆表示滿意目前工作狀況，但參與者A表示教職並沒有很大的

幸福感：參與者D表示因長官介入而讓支持環境受限，且工作壓力和教育體制改

變，讓她覺得幸福感降低，因此研究參與者都是滿意目前工作狀態，但多數表示

只是滿意工作穩定性和薪水固定性，對於教職的心理層面沒有很大的幸福感，由

此可見，教育主管單位若能讓特教教師從工作中獲得關愛、接納與歸屬感，且主

動關心及排解特教教師的工作壓力，幸福感自然能夠大大的提昇了。 

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結果所歸納之結論，提供國小特教教師、學校單位、教育行政單位、

未來研究重視特教教師幸福感的狀態，以提升教育品質，促進特教生學習成長的建議。     

壹、對國小女性特教教師的建議 

一、適當排解工作壓力，尋求紓壓管道，保持身心愉快 

    在本研究發現，特教教師工作壓力會影響情緒，進而影響到幸福感，使幸福感降低，

因此教師宜多安排戶外活動踏青、安排適宜的朋友聚會、多和家人聚聚聊天，讓自己的

負面情緒能有舒壓的管道，適當的放鬆，以維護自己的身心健康。 

二、加強特教教師社會支持網路，提昇幸福感 

   研究發現社會支持與幸福感有相當密切關係，因此特教教師應該注重社會支持的網

路和人際關係，包含職場上的同事和行政人員，生活中的朋友和家人，多與他們互動及

交流，能獲得情緒上的抒發。本研究結果發現特教教師獲得行政人員支持度低，建議可

以主動和行政人員做情感上交流，可以主動詢問教學相關事宜，相信行政人員都會很樂

意協助特教教師，可以創造雙贏的局面，為特教學生建構美好的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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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學校單位的建議 

一、定時辦理校內聯誼研習活動，增進特教教師的人際互動 

    根據研究結論，教師的幸福感來源為「人際和諧層面」，但特教班老師因為班上有

特殊生，因此無法密切去參與學校的活動，以至於和普通班教師沒有熟稔，學校應該辦

理聯誼研習活動和文康活動，使特教班教師和普通班教師們有機會多交流，建立良好的

情誼，藉由提升教師之人際關係，讓特教班老師不只和普通班老師教學經驗交流，也可

以分享人生的經驗，以提昇其心理健康。 

二、學校應給予特教教師更多的關懷及包容 

    本研究發現特教教師幾乎和行政人員互動普通，僅是公事上的交流，讓特教教師覺

得與行政只是上司與下屬關係，因此行政人員應該主動關心及提供教學與行政支援，給

予不只工作上的支持，在平常也可以給予簡單口頭與讚美，也可以利用假日時間約出來

踏青走走，撇開公事不談，進行情感的交流與分享，彼此互相打氣加油，便能夠讓特教

教師感到溫暖及幸福感。 

參、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減輕特教教師工作負擔，關懷教師幸福感受 

    本研究發現在「兼任職務」上，因為除了要當任導師，還要兼任一些行政業務，會

分身乏術而導致帶班效果差，特教教師除了要面對各種障礙生的特殊狀況，承受工作壓

力大，如能精簡特教教師行政工作，積極協助特教教師追求心靈與專業成長，使其能以

正面積極態度面對學生和工作，提昇幸福感受。 

二、鼓勵成立特教教師成長團體 

    本研究發現特教教師常因工作壓力而導致幸福感低落，建議由教育行政機關舉辦 

或鼓勵特教教師成立成長團體，透過成長團體的過程，提供教師抒發壓力管道和獲得正

面支持能量，讓特教教師不再是只是關起門窗單打獨鬥，而應該走出教室，獲得情緒抒

發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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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對象為在苗栗縣從事教職二年以上的國小女性特教教師，故研究無法推論到

其他縣市，建議未來可以擴大研究範圍，擴展到不同縣市的特教教師，以求研究的周延

性，亦可以針對不同性別的特教教師進行研究，進一步探討不同的幸福感現況及樣貌，

蒐集更豐富、多元的資料，使研究結果更完備及周全。 

二、 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採用紮根理論及一對一的訪談的質性分析方式進行研究，建議未來可以嘗試

焦點團體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提供更豐厚資料，亦可藉此讓焦點團體讓女性特教教

師有機會彼此分享經驗、交流、討論幸福感相關議題，未來亦可以嘗試運用詮釋學觀點、

現象學取向等質性研究方法進行幸福感相關議題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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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老師您好：  

   我是南華大學非營利管理事業研究所碩二研究生凃貴齡，目前正在研究一份關於國

小特教教師的幸福感，主題為「國小女性特教教師幸福感之探究」，主要目的是希望透

過訪談國小女性特教教師，來深入瞭解及探討國小女性特教教師的幸福來源及相關影響

因素，希望能藉由你寶貴的意見和想法，讓大家更能重視特教教師的幸福感，也能提供

後輩對此相關議題有興趣者參考資料。  

    本研究訪談所需時間大約1-2小時，訪談中將會全程進行錄音，訪談過程中如有涉

及個人隱私或不便錄音之處，可直接告知研究者並停止錄音。本訪談內容將僅供學術研

究之使用，受訪者姓名亦將以匿名方式並保密。另外，訪談過後會將訪談初稿與文本與

您再次核對討論，如有不合原意者可以隨時修改，也歡迎您隨時提供研究者寶貴意見。 

特懇請您參與我的論文研究訪談！ 

敬祝 

平安順心 

 

□ 我願意接受「國小女性特教教師幸福感之探究」訪談  

 

                             南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事業管理碩士班 

                                             指導教授:洪嘉聲 博士 

                                             研究生: 凃貴齡      敬上 

 

 

 受訪者             （簽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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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專家效度評析 

一、受訪教師背景基本表 

題號 原題目 專家修正 修正後題目 結果 

1 姓名：___________   保留 

2 性別：□男  □ 女   保留 

3 年齡：________歲   保留 

4 婚姻狀態：□ 已婚，

子女____人  □ 未婚 

  保留 

5 學歷： 

□大學(_________系)                

□碩士：(_________

系)  

□博士(_________系) 

A專家 

學歷宜為師

專、大學、碩

士、博士。 

B專家 

學歷改為最高

學歷 

最高學歷： 

□師專   

□大學(_________

系)                

□碩士(________系)  

□博士(________系) 

 

修正後

保留 

6 教學年資： ______年 

 

A專家 

括號補充說明

含今年。 

B專家 

建議修正為特

教教學年資 

特教教學年資： 

________年(含今年) 

修正後

保留 

7 所任班級類型： 

□集中式特教班 □資

源班 □巡迴輔導班 

B專家 

集中式特教班

改為身心障礙

所任班級類型： 

□身心障礙特教班 

□資源班 □巡迴輔

修正後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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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教班 導班 

8 在你教學中，誰對您的

支持程度最高 

□家人 □ 同事 

□ 直屬長官 

□ 家長  □朋友 

 

B專家 

建議用排序方

式來知道支持

度高低 

在你教學中，誰對您

的支持程度最高，請

依序排列 1~5 

□家人 □ 同事  

□ 直屬長官  

□ 家長  □朋友 

 

修正後

保留 

9 特教專業學歷背景: 

□國內外大學或師範

大學特殊教育系畢業 

□特教學程 

□學士後國小特教教

師師資班結業 

□修習特教3學分或54

小時特教知能研習 

□未曾修習特教學分 

  保留 

10 您是否有兼任學校行

政工作? □有：

___________  □無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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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大綱 

題號 原題目 專家修正 修正後題目 結果 

生涯 1 請您談談為何當初為

何當特教教師? 

A專家 

加入選擇當特

教教師 

B專家 

特教教師改為

特教領域 

請您談談為何當初選

擇特殊教育領域從事

教職? 

 

修正後

保留 

生涯 2 請問您覺得女性教師

從事特教領域的優缺

點? 

  保留 

生涯 3 在您從事特教領域教

學生涯當中，是否有

哪些教學事件讓您感

覺到印象深刻? 

B專家 

印象深刻或加

入幸福感 

在您從事特教領域教

學生涯當中，是否有

哪些教學事件讓您感

覺到印象深刻或者幸

福感? 

修正後

保留 

生涯 4 在從事教職當中，您

會覺得當老師會不會

有幸福感?為什麼? 

  保留 

生涯 5 您的幸福感來源包含

哪些部分?你是如何

尋找你生活中的幸福

感?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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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 6 您覺得特教教師的性

別、年齡、年資、教

育程度或者兼任職 

務與幸福感之間的關

連性為何? 

A專家 

補充說明甚麼

叫作與幸福感

的關聯性? 

您覺得特教教師的性

別、年齡、年資、教

育程度或者兼任職   

務與幸福感之間的關

連性為何?(年資越深

幸福感越大嗎?)  

修正後

保留 

人格 1 請問您覺得您覺得你

有那些人格特質適合

從事特教領域? 

  保留 

人格 2 當你工作遇到困難

時，你是如何排解以

及尋求支援? 

  保留 

人格 3 你覺得自己的個性如

何？對於你的工作會

有什麼影響﹖ 

B專家 

工作改為特教

工作 

你覺得自己的個性如

何？對於你的特教工

作會有什麼影響﹖ 

修正後

保留 

社會 1  您與學生互動的關係

為何？可以舉例說明

嗎? 

  保留 

社會 2 您與特教行政人員互

動的關係為何？可以

舉例說明嗎? 

  保留 

社會 3 您與特教家長的互動

關係為何？可以舉例

說明嗎?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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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4 您與搭檔的特教夥伴

互動關係為何？可以

舉例說明嗎? 

  保留 

社會 5 請問您在教職生涯當

中，誰對你的支持度

最高? 

  保留 

社會 6 目前工作環境帶給你

何種感受？你會覺得

學校環境支持度高或

者有受限?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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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受訪教師背景基本表 

※感謝你願意接受本次的訪談，請你填寫相關基本資料 

1.姓名：___________ 

2.性別：□男  □ 女 

3.年齡：________歲 

4.婚姻狀態：□ 已婚，子女____人  □ 未婚 

5.最高學歷：□師專  □大學(_________系)                

            □碩士：(_________系) □博士(_________系) 

6.特教教學年資： ________年(含今年) 

7.所任班級類型：□身心障礙特教班 □資源班 □巡迴輔導班 

8.在你教學中，誰對您的支持程度最高，請依序排列 1~5 

  □家人 □ 同事 □ 直屬長官 □ 家長  □朋友 

9.特教專業學歷背景: 

  □國內外大學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畢業 

  □特教學程 

  □學士後國小特教教師師資班結業 

  □修習特教3學分或54小時特教知能研習 

  □未曾修習特教學分 

10. 您是否有兼任學校行政工作? □有：___________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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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談大綱 

一、生涯歷程： 

（一）請您談談為何當初選擇特殊教育領域從事教職? 

（二）請問您覺得女性教師從事特教領域的優缺點? 

（三）在您從事特教領域教學生涯當中，是否有哪些教學事件讓您感覺到印象深刻或者 

      幸福感? 

（四）在從事教職當中，您會覺得當老師會不會有幸福感?為什麼?  

(五)您的幸福感來源包含哪些部分?你是如何尋找你生活中的幸福感? 

(六) 您覺得特教教師的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或者兼任職務與幸福感之間的關    

     連性為何?(年資越深幸福感越大嗎?)  

二、人格特質： 

（一）請問您覺得您覺得你有那些人格特質適合從事特教領域? 

(二)當你工作遇到困難時，你是如何排解以及尋求支援? 

(三)你覺得自己的個性如何？對於你的特教工作會有什麼影響﹖ 

三、社會支持： 

（一）您與學生互動的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二）您與特教行政人員互動的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三）您與特教家長的互動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四）您與搭檔的特教夥伴互動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五)請問您在教職生涯當中，誰對你的支持度最高? 

 (六)目前工作環境帶給你何種感受？你會覺得學校環境支持度高或者有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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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效度檢核表 

親愛的研究參與者您好: 

    感謝您撥冗接受這次訪談，訪談已經順利結束，目前已經將訪談錄音整理成逐字

稿，為了將訪談的結果更能夠符合你真實的經驗，請您仔細閱讀，注意所表達的意思是

否有被錯誤描述，可以直接在原稿上用紅色字體修改成你的原意，以作為之後分析的結

果。 

   本逐字稿在您過目且同意無誤之後，將進行修飾，將人名以編號替代。若你同意研

究者將逐字稿進一步分析，請在下方上勾選適當的選項，感謝您的大力幫忙，如有問題

可以隨時與我聯繫! 

 

研究參與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已經檢視過「國小女性特教教師幸福感之探究」逐字稿，逐字稿與我的真實 

經驗符合程度約為百分之___________________(0-100) 

＊看完這份資料我的心得感想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敬祝 

平安順心 

                            南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事業管理碩士班 

                                             指導教授:洪嘉聲 博士 

                                             研究生: 凃貴齡      敬上 

                                                   

研究參與者:                          日期:10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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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訪談逐字稿 

編號 性別 年齡   擔任職務 學歷 年資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A 女  26 在家教育教師 大學 四年 2014.12.24 四十分 

一、生涯歷程： 

R01：請您談談為何當初選擇特殊教育領域從事教職?     

A01：我覺得當初會選特教是因為說那時考大學的時候一樣是因為分數的關係，所以才 

選擇跟自己分數相當的科系，那另外就是是家中的長輩爸爸他非常希望希望可以

選擇這個科系，才會進到特教這領域。 

R02：所以爸爸也是希望你從事特教工作? 

A02：對! 是爸爸的支持。 

R03：那你家中有人從事特教工作嗎? 

A03：沒有，媽媽是教普通教育的，但爸爸希望我選特教。 

R04：為什麼? 

A04：可能是一種趨勢吧! 

R05：請問您覺得女性教師從事特教領域的優缺點? 

A05：女生我覺得應該比較多同理心，還有給人家感覺比較溫柔，然後家長接受度感覺

會比較高，尤其是特教的話，一些忍耐度會比男生好，缺點我是覺得遇到一些比

較重度障礙的學生，肢體比較不方便，當我需要協助(身體移動)時，像是復健或移

動，(女生因為體能的受限)會比較吃力。 

R06：在您從事特教領域教學生涯當中，是否有哪些教學事件讓您感覺到印象深刻或者 

     幸福感? 

A06：從事在家教教育讓我比較多有印象深刻就是家長給予的支持，就是他會很感謝你 

     到他家裡為小朋友做教學，那麼我覺得這是一份理所當然的事情，但他們(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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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覺得你來他們會很感動、很感激，那他們有時會把你留下來吃飯或者有時會   

     送你一些東西，我都會覺得……(停頓)，或者一些口頭上的感謝，我都會得……(停   

     頓)，滿令我我做這件事情(在家教育教學)是值得的【點頭】。 

R07：因為你是從事在家教育，你會覺得這份工作與一般在教學現場工作的特教老師， 

     如資源班、特教班有何不同嗎? 

A07：對，可能因為我們是到小朋友的家裡教學，教學的場域不太一樣，面對的事情就 

     比較複雜，有時候面對家長的問題比較多，給家長的輔導，然後一些社會福利的     

諮詢，這方面有時候甚至比單純的教學還要占大多數的時間。 

R08：在從事教職當中，您會覺得當老師會不會有幸福感?為什麼? 

A08：當然有時會也會覺得為什麼小朋友都沒有進步，我所教過的東西，有時候也會滿 

生氣的，但大多數我還是覺得說教學這件事情是還滿讓人開心的【微笑】，還能         

夠得到學生的回饋阿!然後他們的進步，如果說我得到家長的稱讚，(家長)覺得說   

發現小朋友有進步，或是我自己從評量可以發現小朋友比之前進步很多，我覺得   

這都是會增加我一些成就感，然後進而會讓我更覺得當老師是一件有幸福感的事   

情。 

R09：您的幸福感來源包含哪些部分?你是如何尋找你生活中的幸福感? 

A09：我的幸福感除了工作上，就是我跟同事之間的互動，會讓我在工作上有支持力，

另外就是來，自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像我的休閒活動，去社大上跳舞課、或者有

時候打打羽毛球，讓我可以在課餘的時間可以充一下電。 

R10：您覺得特教教師的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或者兼任職務與幸福感之間的關

連性為何?(年資越深幸福感越大嗎?)  

A10：我覺得就我經驗來說，性別我覺得差異不大，男生和女生雖然生理結構上有不同， 

     但我覺得這跟個性比較有關，幸福感跟性別沒有太大的關係，那年齡或多或少一   

     定會，年齡越大他的教學經驗應會比較多，所以說還有年資的關係，他的歷練或    

     是有一些工作上的臨場反應，我覺得會一定會比較成熟，帶來的幸福感也會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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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那我覺得教育程度可能或多或少有少許幸福感，那兼任職務，因為一個老師 

     你同時又要兼任行政方面的業務，你又要能夠帶班，我覺得應該滿難去兼顧的(班 

     級)，應該滿容易會忽略到小朋友的學習狀況。 

R11：你會覺得教育程度跟幸福感沒有太大的關係嗎? 

A11：我會覺得教育程度可能會在這五個因素(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兼任職務)

裡面可能影響比較少一點，跟幸福感沒有太大的關係。 

R12：那年資你覺得跟幸福感有關係嗎? 

A12：我覺得教學經驗比較豐富的老師，幸福感會比較多。 

R13：那有人說兼任職務的老師，他勝任職務工作，他等於把行政的經驗和教學理念做

結合，會覺得讓他比較能夠得心應手，幸福感就會提高，你覺得呢? 

A13：我覺得兼任職務對老師來說比較不好，比較沒有兼顧學生的需求，因為時間就這

樣多，我還要分(時間)給行政業務，勢必會佔去許多時間(在行政上)。 

二、人格特質： 

R14：請問您覺得您覺得你有那些人格特質適合從事特教領域? 

A14：我覺得應該是在個性上比較多包容性，希望小朋友因為我的教學而變得更好、更進 

步。 

R15：所以你覺得你比較多包容性才適合從事特教工作? 

A15：是，我比較多同理心和包容心，可能這樣比較適合教特教。 

R16：當你工作遇到困難時，你是如何排解以及尋求支援? 

A16：我會先問看看我的同事她有沒有遇到跟我很像的問題，我會問看看他是怎麼解決   

     的，那如果真的無法解決，我會尋求學校的行政人員，看他們會希望我該怎麼做， 

     我考慮之後，我就會選擇這樣子(參考行政人員的建議)，那另外也有可能去問問身 

     邊的同學有沒有從事特教的同學，問看看他們的意見。 

R17：因為你是從事在家教育，在家教育等於你在現場是沒有其他工作夥伴，等於就是只 

     有你一個人，你是如何去尋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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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可能沒辦法到第一時間去解決，但現在通訊很發達，可能會用LINE或者每隔周三我 

     們都會回學校(特教中心)去討論，當面討論問題，如果要更即時的話就是用LINE。 

R18：你覺得自己的個性如何？對於你的工作會有什麼影響?  

A18：我覺得我的個性有時候太急了，那會對小朋友可能有時一次二次學不好，有時候

口氣會比較急躁，所以我很怕會影響到學生對我的觀感，他們會覺得老師是不是

生氣了，但我希望我盡量能夠去改善這部分(個性急躁)。 

三、社會支持： 

R19：您與學生互動的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A19：我覺得我跟學生的互動差不多……嗯~(停頓)還算不錯，上課我覺得學生也都能夠 

 配合。 

R20：那因為你的學生是在家教育的學生幾乎都是無口語能力或者無溝通能力，你要如   

何與他們互動? 

A20：我覺得有時候透過比較多肢體接觸，然後透過語言、表情他(學生)可以感受的到。 

R21：所以你覺得你與學生互動是良好的。 

A21：是 

R22：您與特教行政人員互動的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A22：因為我們都是隔周才見一次，所以說比較難得回去，大多都是詢問一些行政上面 

 的問題或是特教鑑定的問題，如果在教學或者其他地方有問題我會趁這(回特教中 

 心)回去時來問，大概就這樣。 

R23：所以跟行政人員互動比較普通一點，比較沒有像家長互動接觸多一點? 

A23：對，因為畢竟每周才回去一次 

R24：因為你是從事在家教育，你會覺得你跟家長和學生的互動比特教行政人員更頻繁? 

A24：對，因為家長和學生幾乎每隔幾天就見面一次。 

R25：您與特教家長的互動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A25：我覺得還滿慶幸，我遇到的家長都滿好的，主要照顧者媽媽也都會在旁協助，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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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起上課，但他們的角色主要是在協助我，所以不會有上課那種(監督)壓力，雖

然上課有人看不習慣，但久而久之，也就慢慢能夠適應了。因為在旁邊，如果小

朋友有一些臨時狀況，主要照顧者也都能立刻協助我，我覺得跟我一起上課反而

能幫助我。 

R26：所以你覺得家長在一旁陪伴上課反而是種幫助，所以你覺得你與家長互動關係是 

良好的? 

A26：對 

R27：您與搭檔的特教夥伴互動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A27：我跟我另外一個一樣都是在家教育的老師，我們除了平常會討論在家教育的事情， 

有關於申請專業團隊或者輔具等等，都是我們要自力更生，要自己去申請，馬上要 

知道哪時要交甚麼?另外我們會分享遇到的學生的趣事，互動是不錯的。 

R28：請問您在教職生涯當中，誰對你的支持度最高? 

A28：我覺得學校、同事和家人，主要來自這三個支持度。 

R29：那如果三個一定要排支持次最高的，你會排哪一個? 

A29：我覺得學校，再來是同事的，就是學校給我的幫助會比較立即的，可以幫忙我解 

     決問題的。 

R30：目前工作環境帶給你何種感受？你會覺得學校環境支持度高或者有受限? 

A30：我覺得我有時面對問題，有時候可以自己試著解決它，但是有時候來是會有無力

感。 

R31：那你目前在家教育工作給你帶來何種感受? 

A31：沒有到非常大的幸福感，還算可以滿意目前的工作 

R32：那你覺得學校支持度高嗎?比如說你要申請一些教具或輔具，通常可以給你立即回 

 饋嗎? 

A32：通常都有辦法，我覺得是在教學方面是比較不知所以然。 

R33：所以你覺得支持度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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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算是還滿高的 

R34：可以舉個例子大概說明，為何支持度高嗎? 

A34：就是平常行政方面，他們能夠預先能夠讓我知道必須協助巡迴學校或者學生需要     

申請些甚麼東西(輔具或教材)，我覺得比一般老師(特教班或資源班)得到更多訊

息。 

R35：因為在家教育不只是要教學，還會會知道醫療或者社會福利訊息，你會覺得是工 

作挑戰還是可以勝任的。 

A35：我是覺得可以的，但是是需要更多資源(醫療、社福訊息)才能夠去勝任這份工作，

上網做資料或者詢問相關有經驗的特教老師。 

 

編號 性別 年齡   擔任職務 學歷 年資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B 女 28 特教班教師 碩士 六年 2014.12.26 三十分 

一、生涯歷程： 

R01：請您談談為何當初選擇特殊教育領域從事教職? 

B01：因為當初我媽媽本身是聽障，所以我覺得說如果我從事特教行業，可以幫助 

到我媽媽，或者是類似這樣子的聽障者，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選擇特教當作教職。 

R02：請問您覺得女性教師從事特教領域的優缺點? 

B02：我覺得在優點方面，因為本身為女性，小孩又比較特殊，所以在溝通上或者同理    

心上似乎比男性同理、包容、體貼，缺點的話因為是女老師，學生有情緒行為會

有暴衝，女老師會比較辛苦，另外就是行動力受限，例如要將小孩子抱上抱下時，

女老師也是非常吃力的。 

R03：在您從事特教領域教學生涯當中，是否有哪些教學事件讓您感覺到印象深刻或者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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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其實只要覺得小朋友……(停頓)，只要看到小朋友有進步，看到他們每天都很開心， 

其實這都可以當作生活中的小確幸【微笑】。  

R04：那有特別的案例嗎?有沒有曾經哪位小朋友的進步，或是家長的一句話，讓妳覺得 

教學沒有白費? 

B04：嗯…之前是有在當巡迴老師的時候，有位小朋友很討厭數學，但是他來上我的課

之後，就在聯絡簿上寫開始喜歡數學了。那是第一次有小朋友用言語文字給我鼓

勵。在家長方面，是現在的特教班，可以感受到家長瞭解老師對他們小孩子的關

心，但有些家長不會直接對老師說，然而透過其他老師或家長的傳話，有時都可

以側面聽到家長對老師的肯定，這時就會覺得再怎麼辛苦都是值得的。 

R05：在從事教職當中，您會覺得當老師會不會有幸福感?為什麼? 

B05：我覺得在整個的教學工作當中，因為在特教班的環境裡面，所以……嗯(停頓)， 

     並不一定會有特別的幸福感，因為有時會覺得很累，有時又會覺得小朋友沒有進 

 步，所以時常會有挫敗感，但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幸福感的話~~~~~~，可能就 

 是會覺得工作時間是很固定的，每天早上七點到下午五點，還有例假日。還有每 

 個月薪水可以固定入帳，這應該就是幸福感。 

R06：您的幸福感來源包含哪些部分?你是如何尋找你生活中的幸福感? 

B06：這個幸福感是不限於工作上的嗎? 

R07：是的，情感或朋友的交流都可以 

B07：那這個幸福感第一個一定是來自與另一半的相處，有時即使工作再累，會覺得還     

好有他(另一半)，再來就是跟家人和諧相處也很重要，還有就是朋友相聚真的是一

件很幸福的事情【大笑握拳】。 

R08：那妳是如何找尋生活中的幸福感呢?譬如說遇到工作壓力是如何排解它? 

B08：就是與另一半或是與朋友聊聊天，或是自己轉換個心情規劃個小旅行，又或者是

放空什麼事都不做，純粹讓腦部休息。 

R09：您覺得特教教師的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或者兼任職務與幸福感之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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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性為何?(年資越深幸福感越大嗎?)  

B09：我覺得教師幸福感與性別較無關係  而是工作帶來的成就感或愉悅感，我覺得隨

著年齡年資的增長，真的可以讓小朋友更快進入狀況，也可以比較快handle一些事

情。所以覺得這(些因素)是可以成正比的。但我覺得我從大學畢業、碩士畢業倒

沒有太大相關。我覺得如果去兼職(職務)，多多少少會影響帶班的成效，因為兼

職要花精力去完成其它的事情(行政業務)，帶班的效果相對會比較差。 

二、人格特質： 

R10：請問您覺得您覺得你有那些人格特質適合從事特教領域? 

B10：我覺得應該是同理心，我比較會站在別人的角度去設想，在特教方面真的會設身處 

地。 

R11：當你工作遇到困難時，你是如何排解以及尋求支援? 

B11：可以跟搭檔聊聊啊，可以將最近的困難跟他說，並且可以彼此討論，在工作上跟搭 

     檔聊是最快的，若是問題不在於跟搭檔，就是尋求行政資源，或是找有經驗的特教 

     老師，這些方式都可以排解困難。 

R12：你覺得自己的個性如何？對於你的工作會有什麼影響?                  

B12：我覺得我的個性是比較開心果型的，所以在特教班時我的語氣或是用詞很容易讓

小朋友感到快樂。有時自己悶悶不樂，聽到小朋友唱歌，自己也愛唱歌，心情變

好了。自己跟學生開心的心情可以互相影響，我覺得這也是好的。                          

三、社會支持： 

R13：您與學生互動的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B13：因為待特教班的緣故，與學生互動都很緊密，基本上都是良好的互動。舉例來說， 

其實跟家長的互動也是一樣，因為每天都會見到家長，要跟他們更新學生的狀況，

也有時是透過聊天可以瞭解學生家庭狀況或是假日去哪玩等瑣事，這些都不僅增

進跟學生的互動，還可以跟學生的家庭、家人互動。 

R14：那妳在特教班跟學生的互動是良好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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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嗯……是良好的，而且是非常良好的。 

R15：您與特教行政人員互動的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B15：我與我的學校特教承辦人員關係是良好的，有太多例子可以說明，反正只要有不

懂或是不太瞭解的地方，承辦人員都會很熱心的解答，也會給我們平常沒有涉獵

到的知識。 

R16：所以是遇到困難時，行政人員是有幫妳解決的?   

B16：嗯~對! 

R17：您與特教家長的互動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B17：就像我剛說的，我與家長的互動也是良好的，他們都會來接送小孩子，每天都會

更新小孩子的狀況，不論是生理上或在家裡或是學習狀況或是在醫院復健的情

形，讓我都可以掌握這些資訊，所以互動的關係是良好的。 

R18：那麼若是有些家長沒有到學校接學生，妳又是如何跟他們互動呢?  

B18：就是用聯絡簿，因為家長都會固定看聯絡簿，我們都會在上面寫小朋友在學校發

生了什麼事，家長看到也都會給予回饋。 

R19：您與搭檔的特教夥伴互動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B19：我與搭檔的關係屬良好，因為每天都在溝通，可能在教學，也可能在行政作業面，

都是我們兩人溝通後接力完成的，所以關係算是良好。 

R20：請問您在教職生涯當中，誰對你的支持度最高? 

B20：我覺得在工作支持度上，應該就是最親蜜的搭檔，接下來是同事，再者才是行政

人員。家人及朋友就是屬於抒發心情的，因為我不喜歡將學校工作帶到工作場所

以外。 

R21：目前工作環境帶給你何種感受？你會覺得學校環境支持度高或者有受限? 

B21：目前的工作環境是有歸屬感的，但是可能剛過去沒多久，有時還是會覺得很累，

可能是在特教班的關係，雖然跟學生及家長都有良好互動，但學生的進步真的很

有限，而且常會有不一樣的狀況，所以有時會感到疲累，不過整體工作環境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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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開心的。 

R22：所以整體工作環境是滿意的嗎?  

B22：屬於尚可的吧……(停頓)，不過因為很幸運學校支持特教這一塊，所以要辦理相關

的活動也比較容易上手，不論是特教承辦人員、主任及校長都會幫忙處理，也都

有討論的空間。 

 

編號 性別 年齡   擔任職務 學歷 年資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C 女 47 巡迴輔導教師 大學 十六年 2015.1.7 四十分 

一、 生涯歷程： 

R01：請您談談為何當初選擇特殊教育領域從事教職? 

C01：有幾個原因，第一個是因為我先到台中的oo盲校去擔任代課老師，就覺得特教蠻 

有趣的。第二個是覺得老師這個職業比較穩定，所以我就修習特教學士後學分班，

考上後就辭去代理，專心念書，實習結束順利考上老師。 

R02：所以您本身不是師範學院畢業? 

C02：嗯~~~~~~~不是，而且就是那一年代課接觸到特殊教育這個領域。 

R03：請問您覺得女性教師從事特教領域的優缺點? 

C03：女性方面的優點，是擁有一些特質，面對特殊生時會比男性有耐心。缺點方面則

是在肢體狀況，例如要去拉或是抱小孩子時，會有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情形，所以

我認為體力上是比較大的缺點。 

R04：在您從事特教領域教學生涯當中，是否有哪些教學事件讓您感覺到印象深刻或者

幸福感? 

C04：我覺得幸福感~~~~~~以學生來講，曾經有位男學生在畢業後寫了張卡片感謝我那

幾年對他的教導，我覺得從學生方面所獲得的成就感及幸福感會是比較直接的。

另外，和同事相處的氣氛和諧也是幸福感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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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5：在從事教職當中，您會覺得當老師會不會有幸福感?為什麼? 

C05：我覺得當老師的幸福感會隨著教學的階段而不同，剛開始從事教職的時候，會覺

得當老師這個職業還不錯，可是大約六、七年後，其實會有很大的倦怠感，會覺

得自己還蠻不適合當老師的【呵~呵~大笑】，當下幸福感是很低落的，但經過那

幾年過渡期，人生又是另一種階段，覺得老師的工作蠻平穩，有固定的薪水及固

定的工作模式，當然學生會讓我們感到生氣或快樂的都有，所以我覺得教學的階

段會有不同的感覺，以我目前任教十多年，最大的幸福感來源則是教職工作的平

穩感，當薪水愈高時，會覺得這可以彌補很多的不足。 

R06：請問您從事特教老師幾年了呢? 

C06：大約有十五、六年了… 

R07：是因為教學久了有疲倦感?還是遇到學生的障礙類別實在太多了? 

C07：當初會想逃離特教工作是覺得自己能力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並不是想逃離教學，

有時學生或家長的問題，我真的不曉得要如何解決，心裡會覺得很心虛，會認為

是不是不該誤人子弟，可是當我發現，人就是從不斷學習中求進步時，那種(挫敗)

感覺會比較降低。 

R08：您的幸福感來源包含哪些部分?你是如何尋找你生活中的幸福感? 

C08：其實我幸福感的來源很單純，因為我家庭成員比較少，現在我只要跟狗狗互動就

會覺得很快樂，或是有時跟家人聚在一起吃個飯、聊聊天，感覺也不錯。課後大

部分的時間，我會去學習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在所學的有些進步時，會覺得自

己還不錯。有時我會到大自然散散步，那也是種幸福感的來源。 

R09：您覺得特教教師的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或者兼任職務與幸福感之間的關

連性為何?(年資越深幸福感越大嗎?)  

C09：綜合言之，我覺得性別跟幸福感沒有太大的關係，不會因為男女生幸福感就有所

差異；我覺得自己若有更多經驗或能力去解決學校、家長或老師的問題時，這樣

的工作成效會比較好。但我不認為年齡、年資及教育程度不見得與幸福感是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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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有時年紀愈大或沒有一定能力時，幸福感不一定會比較好。以我來說，若

不能將事情處理好，成為一個成功的經驗時，是一個影響幸福感很大的因素。教

育程度則是見人見志，有些人念了高深的學問，比較知道如何處理工作，那或許

與幸福感是有正面的影響，可是我認為不一定成正比。另外，我覺得因為會分心，

所以兼任工作會影響到整個工作。 

二、人格特質： 

R10：請問您覺得您覺得你有那些人格特質適合從事特教領域? 

C10：我覺得挫折容忍度高的人比較適合特教領域，容易被挫敗感的人在面對這些特教的

小朋友，不論是人格、精神方面或是學習問題的學生都是不大能持久忍受的。所以

我覺得不論對自己或他人容忍度高的人，才是比較適合特教的。而我自己的特質是

個性善良，屬於大而化之性格。遇到挫敗感時，當然我也會沮喪，不過我會很快地

從沮喪中調適。 

R11：當你工作遇到困難時，你是如何排解以及尋求支援? 

C11：我常常會找有經驗或是比較可以幫助我的人談，因為每個人都有盲點，我會借助第

三人的看法，來審視自己看不見的問題。再者，我自己會安靜的思考，想一下事情

的發生，工作做不好的問題點，進而反省自己。另外我會出門散步以排解壓力，跳

脫不同的環境，先跳過困難點，這時就會覺得問題其實沒那麼嚴重。 

R12：你覺得自己的個性如何？對於你的工作會有什麼影響?                   

C12：我的個性有好有壞，其實就是大而化之，還蠻善良的，比較不好的是太過急躁，

一旦個性急，有時會對小朋友發脾氣，但生氣完自己又很後悔，所以我覺得這是(急

躁)我該改善的缺點，面對特教的小朋友，應該要有耐心，不要太急，讓學生有時

間思考。 

三、社會支持： 

R13：您與學生互動的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C13：我覺得與學生在教學的互動都不錯，但我普遍不會介入他們的私生活，所以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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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算普通。上課時我盡量把書教好，盡量融入學生的話題中，可是不會有私下

的聯絡。 

R14：所以與學生只限於課堂上的互動嗎? 

C14：不一定耶，有時聽到學生自己述說家庭生活，若有發現學生觀念有偏差，還是盡

量會導正他的想法，只是大多是侷限於課堂上，很少私下的時間，學生畢業後也

是一樣。 

R15：您與特教行政人員互動的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C15：關係應該算普通，比較屬被動式。行政人員希望我們能配合什麼，我就盡量配合，

比較少主動去找他們，因為我覺得老師與行政人員是有種微妙的關係。 

R16：所以是長官和下屬的關係嗎? 

C16：要這麼形容我也不反對。因為平時就沒有什麼互動，所以沒辦法像同事般有來有

往的(互動)，只有公事上的往來，就不大可能有私下的交情，我想這是很正常的。 

R17：您與特教家長的互動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C17：用聯絡簿囉!可以在上面記載今天教了學生什麼、學生有什麼特殊行為，若是家長

願意分享什麼，一樣透過聯絡簿，我們也會去看，做到彼此的交流，因此互動關

係算是普通。 

R18：您與搭檔的特教夥伴互動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C18：還ok，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質，基本上作為我的夥伴只要講出要怎麼做，都是沒

問題的。舉個例子，在學校我們會先溝通好，達成共識後再對特教承辦人員說，

也就是我們的對外口徑會一致，若是有什麼不懂的，我們會再次私下交流。 

R19：所以與夥伴也是僅限在學校的公事交流嗎?會不會有私下的互動? 

C19：嗯~因為彼此住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下課後互動的機會比較少，頂多有事打個電話

吧… 

R20：請問您在教職生涯當中，誰對你的支持度最高? 

C20：我覺得在教職這個範疇而言，遇到困難最能夠幫忙解決的是同事，因為只有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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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清楚我們遇到的困難，也比較會有同樣的經驗，所以有問題找同事是比較直接、

有效率的。若是以教學的支持度而言，那就要看大家私底下的友情是到什麼程度，

我曾經在花蓮有一、兩位交情不錯的同事，這種友情很長久，可以聊些工作之外

的事，一起吃飯，甚至參與他們的家族旅遊。 

R21：私下交情的朋友是不一定有特教背景的人嗎? 

C21：剛好都是有特教背景的人耶… 

R22：目前工作環境帶給你何種感受？你會覺得學校環境支持度高或者有受限? 

C22：我覺得還算可以，因為巡迴輔導這種工作，畢竟不是別的學校體制內的同事，所

以他們頂多對我們是客氣，並沒有感覺到像自己家人一般，所以只求在工作上沒

有發生什麼麻煩，真的要融入別的學校像家人一般，我覺得是有困難的。 

R23：以您以前待過特教班的經驗，與現在巡迴輔導有什麼不同? 

C23：其實特教班有另外的問題，相對於普通班，我們像是被隔離。因為無論學校裡有

幾個特教老師，這幾位特教老師總是在學校中自成一格，與普通班的關係似有似

無，所以我覺得本身特教就是份特殊的工作，沒辦法去期待有太多的回饋，無論

從學生、行政人員、環境或是普通班那裡，不過沒有太大的期待，也就不會有太

多的失望了。 

R24：以您目前待的學校是給予受限，還是給予支持的? 

C24：我覺得行政人員與我們老師溝通上多少總是有落差，所以我覺得溝通很重要，有

沒有支持度都需視溝通的成果而定，所以覺得目前所受到的支持度只能算普通。 

R25：所以遇到問題時，幾乎都是靠自己解決嗎? 

C25：沒有耶，都是靠同事囉。我覺得同事在第一時間能幫忙的大過於行政人員。 

 

編號 性別 年齡   擔任職務 學歷 年資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D 女 28 資源班教師 大學 六年 2015.1.9 三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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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涯歷程： 

R01：請您談談為何當初選擇特殊教育領域從事教職? 

D01：有好幾個原因，第一個我覺得是緣份，國中升高中時期有位同學是身心障礙，屬      

肢體障礙類型，我和他相當要好，因此我會想多瞭解特殊教育、多瞭解這些小朋

友，並且想幫助他們。第二個是因為推薦甄試大學時，家住台南，在媽媽的鼓勵

下填特殊教育學系，因為我從小就想當老師，但當時流浪老師很多，相對念特教

方面 (考上老師)的機會較大，而且媽媽的同事也是特教老師，所以建議我填特教

系，也剛好有推甄上。 

R02：實際從事特教後，會不會覺得和原本想像的不同呢? 

D02：會，其實差很多，之前一直單純以為是像大學所學有哪些特殊生、有哪些類別、

要怎麼教導，去實習也只看到如何教學的部分，但職場上不只教學，還有行政的

部分、跟家長溝通的部分、小朋友的生活瑣事以及班級經營的部分，所有事情加

起來其實並沒有那麼容易。 

R03：請問您覺得女性教師從事特教領域的優缺點? 

D03：優點方面，我覺得女生的特質是比較溫柔、比較細心，這對特殊的孩子是非常的

重要，而且我們會利用觀察孩子，知道他們需要什麼，加上耐心的指導。缺點方

面，像我之前是從事在家教育，大多數的小朋友都沒有行走的能力，例如我在教

導如厠訓練、行動訓練時，要抱或協助都是非常吃力的，多少都會有職業傷害，

像我之前工作到腳會麻，去醫院做檢查，才發現是椎間盤突出，醫生還叮嚀我不

能再搬重物，但以我兩年在家教育及之前特教班的經驗，都是常常要抱小孩的，

這其中難免產生職業傷害。 

R04：在您從事特教領域教學生涯當中，是否有哪些教學事件讓您感覺到印象深刻或者

幸福感? 

D04：我在六年教職經驗中，曾任過特教班老師、啟聰學校老師、在家教育老師以及目

前的資源班老師，每個不同班別的教學生涯中，都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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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是來自與小朋友的接觸，因為之前教的都是較重度的孩子，大多沒有語言，也

不會說話，但是教久了，小朋友發現我的聲音，就會給一些回饋，例如給一個眼

神或笑聲，甚至是表情的變化，來表達出他認識我，知道我在跟他說話。第二個

是家長的部分，他們會感謝我們去教導小孩子，對待我們就像自己的家人，分享

他們的東西及生活經驗，家長就像朋友一樣。 

R05：在從事教職當中，您會覺得當老師會不會有幸福感?為什麼? 

D05：我覺得幸福感多多少少都會有，但是要看哪個方面，譬如說會在教學中得到一些

成就感，還有一些正向的回饋，就會讓我覺得很幸福，讓我覺得付出是值得的。

如果是整個教育的體制方面，確實會覺得幸福感減低了很多，像是和行政人員的

溝通，或是與家長的溝通，讓我覺得教學不再那麼單純。 

R06：所以覺得沒有那麼大的幸福感了嗎? 

D06：嗯…會覺得壓力很大。 

R07：您的幸福感來源包含哪些部分?你是如何尋找你生活中的幸福感? 

D07：在生活中我覺得和家人相處是我最大的幸福感，尤其目前我在異鄉工作，家鄉在

台南，一遇到假日就會想回鄉和家人相聚，在工作上遇到一些問題時，會想跟家

人分享，不只分享快樂的部分，也會分享工作上的困難來抒解壓力，會希望他們

能安慰我，給我一些力量，回台南時偶爾也會吃些好吃的東西，或是媽媽會煮我

愛吃的食物，一同出門旅遊，這都是很重要的幸福感來源。除此之外，還會跟現

在和以前的同事聚會聊聊天，這也是幸福感來源之一。 

R08：請問您是如何尋找幸福感呢? 

D08：旅遊也有…聽音樂也有…旅遊獲得的幸福感是佔大部分，像平常假日有時間就會

到附近走一走，像寒暑假這長遠的時間，就會規劃出國，暫時脫離台灣，將工作

壓力及教育工作都先放下。 

R09：您覺得特教教師的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或者兼任職務與幸福感之間的關

連性為何?(年資越深幸福感越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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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9：我覺得不一定耶!!這跟生活周遭經歷和個人因素，所以與性別沒有太大關係，首先

是年齡的部分，像我們年紀比較輕的老師，家長對我們給的建議抱持懷疑的態度，

會認為我們沒有生過小孩，也沒有像他一樣的特殊孩子，沒有辦法同理他的立場，

而影響到跟他們溝通的部分。 

R10：所以您認為年紀大的老師，經驗真的比較豐富? 

D10：嗯……可能家長會這麼認為。 

R11：但年紀大的老師在幸福感上會比較好嗎? 

D11：個人是覺得不會，是依個人的經歷不見得是年齡。是年紀大的老師會給家長比較

大的信任感。 

R12：您認為年資深的老師在幸福感會比較大嗎? 

D12：我個人是不認為，因為新任老師會比較有想法，現在的師資培訓比較有創意，吸

收的資訊比較多，而四、五十歲快退休的老師，大多不是特教科班出身，特教的

東西是愈來愈新，所以年資較深的老師不一定幸福感較佳。 

在教育程度方面，我覺得學歷愈高，幸福感會愈好，因為我目前也在特殊教育研

究所進修，我的老師及同學也都是本科系的在職老師，有國中也有國小老師，在

進修的過程，我們會相互瞭解、分享經驗，從中可以獲得更多教學技巧，所以畢

業後可以增加工作成效，進而提升幸福感，因為獲得了更多的資訊。 

R13：那如果進修的不是教育方面或特教方面的領域呢?會比沒進修的老師更好嗎? 

D13：那麼應該就沒有什麼幸福感的影響了。兼任職務方面，我認為會影響工作成效， 

     像之前我是在家教育或是巡迴老師時，還要兼特教中心的業務，譬如說情緒障礙 

     平台，需要花額外的時間，每個月要開會一次，要訪視負責的學校，這都會影響 

     到我的課務，減少我備課的時間，都需要用到額外的休息時間來處理。 

二、人格特質： 

R14：請問您覺得您覺得你有那些人格特質適合從事特教領域? 

D14：我是覺得我有愛心、耐心，只是教學時會覺得耐心有限，但也會有同理心，認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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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孩子需要我們更多的包容，再加上我本身就喜歡小孩子，每次看到他們天真可愛

的笑容，就會覺得必需要多包容他們，希望藉由我們的教學、引導，可以改善他們

的特殊狀況。 

R15：當你工作遇到困難時，你是如何排解以及尋求支援? 

D15：像我先前的工作經驗，造成我心靈上的負擔很大，畢竟在家教育老師每天都接觸家

長及學生，而學生的狀況又很特殊，有些需要的專業已經超過我的想像，例如一些

醫療及輔助的專業。我遇到這些困難時，第一個會尋求特教中心的協助、找尋專業

的老師，第二個尋求自己的同事，畢竟都是特教老師，我可以將我遇到的狀況和他

們分享，雖然他們未必知道如何解決，起碼都能站在我的立場或是給我鼓勵，聽聽

我的想法，讓我把壓抑的部分抒發出來，畢竟這些都只有我看到。 

R16：你覺得自己的個性如何？對於你的工作會有什麼影響?                  

D16：小朋友都會說我很溫柔，講話都慢慢的、笑笑的，我覺得自己在工作上，尤其是     

現在待資源班其實蠻吃香的，因為我們頭一件事就是要讓小朋友接納我們，不會

害怕我們，不過久了會讓學生認為老師好欺負，但我換個立場認為這是溫柔的堅

持，就是雖然溫柔，但還是有自己的堅持。 

三、社會支持： 

R17：您與學生互動的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D17：我覺得我跟學生關係非常的良好，雖然我到目前這個資源班只有快半年的時間，

可能是先前的老師就經營的好，再加上我是學生眼中溫柔的老師，所以小朋友都

很喜歡跟我接觸，下課時間也都很喜歡跟我講話，我平常也都會帶些點心、水果，

在學生表現良好時給些鼓勵，因為有些學生家庭環境並不是那麼好，所以會給些

點心、水果之類的。在教學上面，我會盡量生活化，讓小朋友喜歡上我的課，所

以不只是上課時間，連下課也都會來找我，所以互動是非常良好的。 

R18：您與特教行政人員互動的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D18：我們學校目前(特殊教育)只有一班，所以特教業務承辦人是我資源班的搭檔，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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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同一個辦公室，雖然特教業務都是他在處理，不過他有接到公文都會告訴我，

因為我剛來，對資源班的業務沒有那麼熟悉，甚至下學期可能是換我成為特教業

務承辦人，所以他非常有耐心的教導我，有什麼事都會跟我說，所以我們互動是

很良好的。 

R19：您與特教家長的互動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D19：我覺得待資源班和家長接觸沒有那麼頻繁，畢竟不是他們的導師，是在IEP會議的

時候，比較關心孩子的家長比較會出席，我們會在會議中進行溝通，比較常用的

是聯絡簿，因為會留電話，所以關心孩子的家長在下班後，或是下課來接小孩子

時，會找我聊一聊，所以互動關係也是很好。 

R20：您與搭檔的特教夥伴互動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D20：跟目前的搭檔互動非常良好，在下午沒課時，都會一邊工作一邊聊天，還有中午

吃飯時都會聊天，內容不限於學生或工作，有時也會討論生活中旅遊的細節，當

我們回鄉時，也會帶當地名產與彼此分享，在教學疲累時，我們也會拿出點心共

享，互動非常的好。 

R21：請問您在教職生涯當中，誰對你的支持度最高? 

D21：我覺得支持度最高的是我的媽媽，畢竟是她鼓勵我來當特教老師，我在工作上有

什麼困難或不順遂，都會找她訴說，雖然不大能像同事給實質上的建議，但我覺

得親人的支持與安慰是最好的。 

R22：目前工作環境帶給你何種感受？你會覺得學校環境支持度高或者有受限? 

D22：我覺得資源班的環境蠻溫馨的，同事的支持度也很高，但唯一是學校的長官，因

為我們是特教承辦人，我們一些經費需要長官的同意，那長官~~~~~~例如是校長，

在金錢的方面會有比較大的干涉，會想瞭解的比較清楚，譬如說我們想採購哪些

東西，或是班級上課的位置，因為我們是新成立的第二個資源班，原本想設立在

普通班的旁邊，但普通班老師認為會排擠到他們班級的環境，所以現在是設立在

廚房旁邊比較不好的位置，由於這是長官的權利，我們也只能靠自己克服，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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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某方面的環境是有被受限的。 

R23：那您有滿意目前的工作環境嗎? 

D23：嗯~現在是滿意的，畢竟我覺得那只是長官的決定，我們自己也可以做調適，像我

們四位資源班老師也常會聚在原本的第一個資源班教室，這樣比較有伴，也比較

溫馨，所以我們特教老師本身是向心力蠻高的。 

R24：那您以現在的資源班和之前的巡迴老師相比，會比較喜歡哪種工作環境呢? 

D24：以穩定性來說，會比較喜歡目前的資源班，畢竟不用每天在外頭跑來跑去，或是

隔幾年又要換服務的學校，會覺得目前比較沒有壓力，只要經營好自己的班級，

與普通班老師保持良好的關係，不用像以前換一個學校，就要重新適應不同的人。 

 

編號 性別 年齡   擔任職務 學歷 年資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E 女 28 巡迴輔導教師 大學 六年 2015.1.14 五十分 

一、生涯歷程： 

R01：請您談談為何當初選擇特殊教育領域從事教職? 

E01：其實當初在念高中時對於特殊教育並沒有很多的認識，是到後來填志願的時候， 

剛好做了落點分析，知道自己的能力大概可以有哪些符合的學校來做個選擇，後

來憑著自己的第六感填選。接觸後才覺得自己與特殊教育有很大的淵源，因為我

的弟弟本身就是位特殊教育學生，只是他是屬於肢體障礙，沒有很多需要課業協

助的部分，但其實小時候就有感覺自己的弟弟不一樣，就好比他在上音樂課時，

是沒有辦法跟班上融入的，所以我在念特殊教育時就會去想可以幫助到弟弟哪些

方面，也就對這個領域感到興趣。 

R02：請問妳弟弟是屬於哪種類別的肢障呢? 

E02：他是右手指少了三、四指，缺少把持力的。 

R03：他有辦法自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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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3：因為我媽媽是用對一般人的態度教導他，所以我們家人在對待弟弟也是如同一般

人一樣的態度，沒有用特殊教育的方法，都視同一般人。 

R04：請問您覺得女性教師從事特教領域的優缺點? 

E04：我覺得女生在做任何事情上都比男生更細心，負責任的態度也像女性母愛天生的

使命感，當看到小孩跌倒受傷時，難免也比較能以同理心及相對等的關愛給那位

小孩子，在這方面男生相對是沒辦法做到的。缺點的部分有氣力不足的問題，例

如智能障礙的學生，在國小時期體重都會增加，我們在協助學生時，難免會有些

困難，但我認為這種困難並不會影響主要的教學，比較讓女性教師產生分身乏術

的問題是來自自身家庭、工作，而覺得有升遷責任去考主任、校長，這樣的影響

比較大。 

R05：在您從事特教領域教學生涯當中，是否有哪些教學事件讓您感覺到印象深刻或者  

     幸福感? 

E05：其實在特教生涯中，要依靠教導學生帶來成就而有幸福感還蠻困難的，因為他們

的學習都是比較緩慢的，不過，最大的熱忱在於他們讓我們瞭解到，雖然學習緩

慢，但還是有進步的地方。在學生學習緩慢的情況，我也反思自己在做事情時，

其時偶爾也可以放慢腳步；在學生學不會時，我也反思自己是不是哪裡做的不夠

好，因為教學就像一面鏡子，我們教學生什麼，他們就會什麼，所以當學生學不

會時，是不是我們自己沒有將那個教學的部分弄的很清楚。所以我認為教學這部

分的成就感是多多少少會來自學生，但並不多，而除了學生之外，我們還會接觸

到同事，我認為擁有一個好的工作環境是蠻幸福的，因為畢竟有很多事情必須跟

同事討論，就如同自己的人生規劃，在一個同事氣氛不好的環境下，我們會想調

動之類的。所以我認為幸福感除了來自教導學生的成就外，還有與同事相處的氣

氛。 

R06：請舉個例子，說明妳在巡迴教學當中有學生的進步或回饋，讓妳覺得有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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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從事特教是和當初的初衷是相符的。 

E06：我有位學生屬輕度智能障礙，十分需要他人的關愛，當時我是代理老師，與他互

動相當親密，當學期末我要離開那間學校時，他在我的宿舍門前留言說:「老師何

時會再回來?」當下我覺得一定要待在這間學校不離開，即便只是位代理老師，因

為我感覺到自己能夠影響到這位學生學習的態度。另外一個案例是…當老師常常

很忙，沒辦法照顧到每位學生，所以當我在教甲學生時，會向乙學生說:「你先想

一想，老師等會過去教妳。」有次，聽到某位學生向另一位學生說:「你先想一想

啊!」這時我發覺，原來學生與學生也可以互相教學相長，所以當老師的身教很重

要，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學生的處事態度。我也教學生要有反省的能力，大部分

的學生都可以做到，我覺得這些也都是我工作上幸福感的來源。只是在擁有這種

幸福感久了以後，會變得理所當然，一旦達不到這個標準，反而會覺得失落、會

去抱怨，相對就不會感到珍惜及知足。 

R07：在從事教職當中，您會覺得當老師會不會有幸福感?為什麼? 

E07：其實我覺得當老師就是一種幸福感，因為這份工作~~~~~~以福利來講，其實是非

常好的，可以讓我們無後顧之憂，讓我們盡情地在教學上發揮；再者，老師擁有

相當的自主權，沒有上司的壓力及公司裁員的顧慮，所以我們自然比較不會抱怨，

對於生活上的小事也就比較容易感到幸福。另外，我認為老師的幸福感不一定來

自學校，也會來自個人，例如自己的感情或家人，另一半的體諒也會讓我對幸福

感的體會再加深。 

R08：您的幸福感來源包含哪些部分?你是如何尋找你生活中的幸福感? 

E08：幸福感來源主要是來自週遭生活中的人、事，人的部分大概有朋友、同事、家人

或是學生，有些老師或許認為學生的進步就是幸福感，會因為學生不聽話而生氣，

正因為每個人對幸福感的認知不同。而對我而言，最大的幸福感是來自家人，因

為家人對我真的很體諒，男朋友對我也是非常的包容，讓我覺得很幸福，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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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執時也不會生氣。再來就是同事之間的氣氛和諧，如果每天上班都是開心的，

那什麼事情就都能感到幸福了。我在意的是學生的態度，而不是成就，我認為情

意特質比學業更重要，就是學生會對老師傾訴內心的話，那種親近的感覺能讓我

感到幸福，有好的情意特質就不容易走離正途，也不會渲染給別人不好的意念。 

R09：請問您是如何找尋自己生活中的幸福感? 

E09：就像剛才所提到，幸福感只是種個人的認知，所以我沒有特別去尋找，只是將心

態做個轉換，盡量呈現好的一面，盡量克服、解決不好的一面。當然我們也可以

去找尋生活中的幸福感，例如透過旅遊、看電視、與朋友聊天相聚，這些都是幸

福感的來源。我比較常透過旅遊獲得幸福感，因為覺得比較能夠淨化自己的心情，

換個心情對同樣的事，可能就可以有不同的解讀；再者，就是跟朋友相聚聊天，

我覺得人真的需要些鬥志，可是若是靠自己努力也是沒用的，而鬥志要怎麼延續，

我覺得可以透過研習去吸取正向能量，或是觀看勵志影片，或是跟朋友聊天一起

解決困難，這樣就能夠提升生活中的幸福感。 

R10：您覺得特教教師的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或者兼任職務與幸福感之間的關

連性為何?(年資越深幸福感越大嗎?)  

E10：我認為這五項因素會影響幸福感的程度是因人而異的，我認為性別與個性較有關

係，易知足者幸福感也較大，抱怨少的人幸福感也較大，但非要男女比較的話，

男生的幸福感可能來自其他的興趣喜好，與職業較少關聯，若是來自職業，可能

為主任、校長等地位，事業有成後的幸福感；女生的幸福感來自學生的成就、同

事的友好、教學的成效，因此女生的幸福感較易取得，但論強度男生因不易取得(幸

福感)會較大；以年齡的部分，初任教師幸福感一定是最好的，因為那時還有很多

的理想、很多的憧憬想去發揮，對於工作喜愛的程度會大於挑戰及困難，在那種

熱心的態度下比較能獲取幸福感。年資深的老師，因為他們相對看的多、經歷也

多，其工作成效算不錯，但有可能死守舊方法教學或缺乏熱忱，會比較沒創意，

不過得到的幸福感應該是比較高。教育程度方面，我覺得有沒有念到碩士以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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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那麼重要，因為除了念研究所，還可以透過研習，曾經也有老師沒有相關的

特教學歷背景，但他會全心全意關愛著學生，而去努力找尋更好的教學方法，而

不是擁有相當的學術背景，教學卻不適用那些學生(特教生)，所以我覺得用心關愛

比學歷更重要。兼任職務方面，我認為的確會影響幸福感，因為分散了心力，工

作上的幸福感相對就減少了。 

二、人格特質： 

R11：請問您覺得您覺得你有那些人格特質適合從事特教領域? 

E11：擁有愛心、耐心、包容心是我們對特教老師既定的概念，不過我後來發現，即便我

擁有這三項特質，但還是找不出好的方法來教導學生，所以要有好的教學策略及技

巧，還有自省的能力，才能發現自己教學上的缺失，讓學生的學習能夠更好。因為

我們與學生不是同一世代的，很多事情上很難去同理，學生會尊重老師，老師會要

求學生，相處難免都會有隔閡，無法像朋友一樣沒有界線，但老師沒有辦法同理，

就沒有辦法站在學生的角度思考，所以近年，我會努力以學生的角度看待他們的問

題，往往發現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困擾著他們，因此我認為同理是相當重要的。 

R12：請問您認為自己擁有哪些人格特質呢? 

E12：起初我是有很多的熱忱，做任何事都不覺得累，近幾年覺得熱忱相對沒那麼好，但

我有很好的自省能力，能去追求更好的(教學)方式。再著是有軔性，面對不斷的錯

誤，我都能克服那種挫敗感，一定要堅持做到好。 

R13：當你工作遇到困難時，你是如何排解以及尋求支援? 

E13：我會先尋求同事，再來是朋友、同學，也會透過網路找尋相關資訊，看能不能獲得 

一些回饋去排除困難；如果是遇到人或情感方面的問題，我會先找同事及朋友，因

為有比較雷同的年齡及背景，他們可以站在差不多的角度思考幫忙的方法，有時找

資深的同事，他們有不同的經歷，從不同的角度有時也可以有新的方法解決問題。 

R14：你覺得自己的個性如何？對於你的工作會有什麼影響?                      

E14：我覺得我非常的任性，對於事情都非常堅持一定要做好，不論有什麼挑戰，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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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願意嘗試。譬如說要接新的活動、新的計劃，一開始真的會很排斥，不過一旦接     

手，我就會默默的將它完成，不會中途放棄。另外是自省的能力，從小我就有自言

自語的習慣，讓我不斷鼓勵自己、修正自己，一天大約要自省五次以上，常重覆做

一件事，但每次的想法或許都不會一樣，努力求新求變、愈做愈好，這也是我做事

比同儕出色的緣故。我的個性也很愛未雨綢繆，凡事一定要先計劃過，當然不會都

是太長期的計劃，大多都是兩、三天內有可能遇到的事，所以很多事情都未發生，

我就有初步的動作，這樣處理事情都能很有效率、很有條理，包含事先安排旅遊行

程，工作處理的優先順序等，例如簡單的工作優先，稍有難度的放後面，這樣未完

成的工作會減少很多。 

三、社會支持： 

R15：您與學生互動的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E15：我覺得我跟學生在教學上的互動關係都是亦師亦友的，盡量不讓學生覺得我是老 

師，相反的，學生就認為有時可以跟老師開玩笑或討價還價，但我還是喜歡保持

這樣的友好關係。例如剛才提到輕度智能障礙的學生，到現在還會跟我通信，甚

至有的學生上了國中，仍然會拿不懂的課業及生活上遇到的困難來問我，我也認

為這樣無仿，因為多給學生支持、新的關心及幫助，並不會影響我們很多，但我

們卻可以影響學生很多，也許如此，學生未來的某個人格特質就會跟我們很相像。 

R16：您與特教行政人員互動的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E16：對於行政人員，畢竟沒有辦法像同事間那麼好，覺得還是有面對長官那種拘謹的

感覺，雖然理論上都是同事，但還是很難掏心掏肺的向他詢問很多問題，避免不

了一些官腔，這種特質在大學校相對明顯，而小學校就還好，因為都在同一辦公

室辦公，大家對彼此比較瞭解，比較容易卸下心房，用平常心來溝通；在大學校

特教行政人員與我們不同區域辦公，處事上彼此都會抱持著戒心，難免就有很好

的互動。像以前我在小學校，跟組長同一辦公室，對彼此都很熟悉，也都能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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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來溝通，互動非常良好，不過這種情形也只限於能同理對待的長官。 

R17：您與特教家長的互動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E17：以我們巡迴老師來說，其實要面對家長的機率不高，這種情況下要與家長互動有

些困難，大部分是透過IEP的會議，只能見上幾次面，所以也稱不上有良好的互動

關係，因此我會在一開學就去瞭解家長的需要，盡量鼓勵家長能參與學校的各種

活動，而我也會盡量參加，例如運動會或親子座談會，這樣可以多一天去瞭解家

長與學生相處的模式，對日後請假及申請補助的部分就可以運用得宜。以前有位

家長，為了賺錢的關係，要去除小孩的特教身份，我也陪家長開說明會、聊聊天，

即便我後來不是那學校的巡迴老師了，那位家長仍會信賴我而繼續詢問我相關的

特教問題，我覺得這種關係都是可以慢慢培養出來的。 

R18：您與搭檔的特教夥伴互動關係為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E18：巡迴老師靠自己比仰賴夥伴的成份多一點，但我覺得不必因為如此而將自己受限，

我們也可以去找尋相關的特教夥伴，譬如說可以與同樣是巡迴的老師或是同樣縣

內的特教老師保持良好關係，當我們需要資源時，可以向他們尋求協助。因為我

們沒有搭檔，所以很多時候無法以自己的力量完成，這是就透過新的教材或研習

時與別的特教夥伴分享資訊，藉此保持良好的關係。 

R19：請問您在教職生涯當中，誰對你的支持度最高? 

E19：我覺得教職生涯會遇到的支持度來源有大學同學、同事和家人、朋友，但若單純

以教職來說，很多時候因為調職、換工作，原本支持度很高的人突然就沒有了，

因為沒有在相同的環境下工作。生涯支持度最高者，無非是自己的家人，因為再

怎麼換工作，仍然是家人，若是以男朋友而言，他當然是支持度最高的，所以教

職生涯還要再細分，以不會變動的就是家人，會變動的則是知心好友，因為知心

好友對我整個人生歷程最瞭解，即便不是特教老師，有時提出普通外人的觀點，

也比同事來的受用，所以知心好友在心靈上的支持度也是不能忽視的。 

R20：目前工作環境帶給你何種感受？你會覺得學校環境支持度高或者有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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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有沒有支持度那要視學校環境而定，有些能第一時間給予支持，有些學校將巡迴

老師視為校內的一份子，學校一遇到事情，就請巡迴老師處理，這樣的支持度一

定比較低。以普遍情況來說，巡迴老師的支持度會比特教班及資源班老師的支持

度低，因為巡迴老師在外頭跑來跑去，給學校的存在感真的有限，但我不會因為

自己是巡迴老師而刻意跟他人保持距離，像我一樣參加學校的運動會，與大家吃

營養午餐時一樣與大家聊天，大方談自己的事，讓大家可以瞭解我的事情，保持

朋友的關係，讓學校在做任何事時，都可以想到我，所以我認為學校對巡迴老師

的支持度是可以透過自己的態度而改變，而不是只希望環境能改變對老師的支持

度。 

R21：所以您認為學校支持度算高的嗎? 

E21：我認為還是因學校而異，有些高有些低。但都是可以靠自己主動去改變這樣的關

係的。 

R22：那您對於現在巡迴的工作是覺得非常滿意，還是具挑戰性的呢? 

E22：我覺得對於現在巡迴的工作是滿意的，因為要處理的事情相對比特教班及資源班

減少，我們只要專心的教學，行政則有專人處理，我們只要稍微諮詢或提醒就可

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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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國內教師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代) 

論文主題 研究結果 背

景

變

項 

有

顯

著

差

異 

無

顯

著

差

異 

陳鈺萍

(2004) 

國小教師的幸

福感及其相關

因素之研究 

1. 國小教師的主觀幸福感受現況

屬中等程度，主要的幸福表現

是人際關係的和諧，其次是自

主性、物質滿足、事業成就；

主觀幸福感受與幸福表現有中

度正相關。 

2. 性別、任教年資、婚姻狀態、

健康狀態不同的國小教師在幸

福感各層面上均有顯著差異。 

3. 社會支持愈高的國小教師，其

幸福感愈佳，社會支持來源與

類型皆與幸福感呈顯著正相

關。 

性

別 

★  

年

齡 

  

教

育 

  

年

資 

★  

職

務 

 ★ 

社

會

支

持 

★  

人

格

特

質 

  

古婷菊

(2006) 

國中教師幸福

感及其相關因

素之研究 

1. 不同性別國中教師之幸福感整

體及其各層面無顯著差異。 

2. 不同任教年資的國中教師，在幸

福感之「正向情緒」、「工作成就」

性

別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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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有顯著差異。 

3. 不同擔任職務的國中教師，在

「幸福感」整體及其「正向情緒」

與「工作成就」層面有顯著差

異。 

4. 不同內外控人格特質的國中教

師，在幸福感整體及其各層面有

顯著差異。 

5. 國中教師之社會支持與幸福感

整體及其各層面有顯著差異及

相關。 

齡 

教

育 

  

年

資 

★  

職

務 

★  

社

會

支

持 

★  

人

格

特

質 

★  

賴貞嬌

(2006) 

台北市國民小

學教師健康促

進生活型態與

幸福感之關係

研究 

1.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層面中，以「自

我實現」層面得分最高，其餘依序

為「社會支持」、「營養」、「壓力處

理」、「運動」，最低得分為「健康責

任」。 

2.社會人口學變項中之性別、教育

程度、年資與幸福感呈正相關：男

性在幸福感「事業成就」分量表上

得分高於女性，任教年資高者在主

觀幸福感上之得分較高，教育程度

為「專科」者之主觀幸福感受優於

教育程度為「研究所以上」者；健

康狀況、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與幸福

感亦呈顯著相關情形。 

性

別 

★  

年

齡 

  

教

育 

★  

年

資 

★  

職

務 

  

社

會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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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格

特

質 

  

陳得添

(2006) 

高雄市普通班

與特教班國中

教師社會支

持、幸福感之比

較研究 

1. 不同性別、年齡、婚姻狀態、家

庭月總收入、任教年資、實際擔

任職別、主要任教領域、學校所

屬行政區域等背景變項之高雄

市普通班與特教班國中教師，在

整體社會支持及幸福感上沒有

顯著差異。 

2. 不同學歷、自覺健康狀態、運動

習慣、子女數等背景變項之高雄

市普通班與特教班國中教師，在

整體社會支持及幸福感上有顯

著差異。 

3.社會支持整體層面及分層面與幸

福感整體層面及分層面呈顯著正

相關。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  

年

資 

 ★ 

職

務 

 ★ 

社

會

支

持 

★  

人

格

特

質 

  

侯辰宜

(2007) 

國小教師幸福

感與教學效能

之關係研究---

以桃園縣為例 

1. 桃園縣國小教師幸福感屬中上

水準，各層面中以「人際和諧」

得分為最高，而「健康狀態」得

分相對較低 

2. 教師年齡較長、學歷較高、任教

年資較長與已婚者其幸福感較

性

別 

  

年

齡 

★  

教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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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年

資 

★  

職

務 

  

社

會

支

持 

★  

人

格

特

質 

  

黃惠玲

(2007) 

國小女教師人

格特質工作壓

力與主觀幸福

感之相關研究 

1. 國小女教師之人格特質傾向於

嚴謹性，工作壓力多來自於變革

適應層面，主觀幸福感以人際和

諧為主。 

2. 年長者工作壓力較低且主觀幸

福感較高。 

3. 國小女教師的友善性、嚴謹性、

外向性、情緒穩定性與開放性等

人格特質與工作壓力有顯著性

負相關。 

4. 友善性、嚴謹性、外向性、情緒

穩定性與開放性與主觀幸福感

有顯著正相關。 

性

別 

  

年

齡 

★  

教

育 

  

年

資 

  

職

務 

  

社

會

支

持 

  

人

格

特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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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銀卿 

(2007) 

國小教師工作

壓力與幸福感

之相關研究 

1. 國小教師在幸福感方面屬中上

水準，以「關係和諧」得分最高。 

2. 教學年資6--10年的國小教師感

受較高之工作壓力。 

3. 男性、夫妻同住、沒有子女、教

學年資21年以上及無宗教信仰

之教師感受較高之幸福感。 

性

別 

★  

年

齡 

  

教

育 

  

年

資 

★  

職

務 

  

社

會

支

持 

★  

人

格

特

質 

  

陳柏青

(2007) 

國小教師休閒

參與、工作壓力

與幸福感之相

關研究 

1. 雲林縣國小教師幸福感現況呈

現中度以上的幸福感感受度。 

2. 不同性別、年齡、婚姻狀況、任

教年資、任教職務、教育程度、

任教學校規模的雲林縣國小教

師在幸福感的感受上達顯著差

異。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  

年

資 

★  

職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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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支

持 

  

人

格

特

質 

  

李美蘭

(2007) 

國小資深女性

教師幸福感之

質性研究 

1. 影響國小資深女性教師的幸福

感之因素可分為個人背景因

素、環境因素及個人心理因素等

三個面向，其中以工作年資與教

學經驗、社會支持、工作的穩定

性、親師生的互動關係、生活品

質與個人空間等五項因素的影

響層面最為廣泛，半數以上的國

小資深女性教師的幸福感皆受

到這些因素相當程度的影響。 

2. 本研究結果發現，正向積極且圓

融的處事態度、足夠的愛心與耐

心、高度的親和力、對工作充滿

熱忱、樂觀的個性與正向思考、

觀念開放，關心並樂於接受新事

物以及創意等人格特質與幸福

感之間具有正向的關係，因此 

個體若能積極培養這些人格特

質，不但對其教學成效與師生關

係有正向的助益，更能有效的增

進其內心的幸福感受。 

性

別 

  

年

齡 

  

教

育 

  

年

資 

★  

職

務 

  

社

會

支

持 

★  

人

格

特

質 

★  

周碩政

(2008) 

桃竹苗區國民

中學兼任行政

教師之幸福感 

1. 我國桃竹苗區的國中兼任行政

教師，幸福感為中下程度。 

2. 40到49歲及50歲以上的國中兼

任行政教師，比29歲以下的人有

性

別 

 ★ 

年

齡 

★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IUvAkc/search?q=auc=%22%E6%9D%8E%E7%BE%8E%E8%98%AD%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IUvAkc/search?q=auc=%22%E6%9D%8E%E7%BE%8E%E8%98%AD%22.&searchmode=basic


 
 
 
 
 
 
 
 
 
 
 
 

 

 143 

較高的幸福感。 

3. 性別不同的國中兼任行政教

師，對於幸福感的表現，彼此之

間並沒有顯著差異存在。 

4. 行政年資16年以上的國中兼任

行政教師，比行政年資3年以下

的，有較高的幸福感。學校所在

地不同與行政職務不同，國中兼

任行政教師的幸福感並沒有顯

著差異的存在。 

5. 社會支持的來源與國中兼任行

政教師的相關性，以家人所給予

的支持相關性最高，接下來依序

為學生家長、同儕朋友、及長 

官。 

6. 社會支持的類型與國中兼任行

政教師的相關性，以訊息性的相

關性最高，其次為工具性的社會

支持，最後是情緒性的社會支

持。 

教

育 

  

年

資 

★  

職

務 

 ★ 

社

會

支

持 

★  

人

格

特

質 

  

蔡明霞

(2008) 

臺北市立國民

中學兼任行政

職務之教師其

角色衝突與幸

福感之相關研

究 

1. 校規模為「25-48 」班的國中兼

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在幸福感受

程度上較高，且達顯著水準。 

2. 不同性別、任職處室、不同職位

及不同兼行政年資的國中兼任

行政職務之教師，感受的幸福感

並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3. 國中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其角

色衝突與幸福感之間有負相關

存在，且達顯著水準。最後再根

據研究結果，提出結論及具體建

議，以供相關教育主管機關、國

性

別 

 ★ 

年

齡 

  

教

育 

  

年

資 

  

職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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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學行政單位、兼任行政職務

教師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社

會

支

持 

  

人

格

特

質 

  

浦憶娟

(2009) 

高中職教師人

際關係與幸福

感關係之研究 

1. 年齡越長、已婚、有兩位以上子

女和越資深的教師顯著具較佳

之人際關係與較高之幸福感。 

2. 個人背景變項、學校環境變項及

人際關係對高中職教師的幸福

感具37.2%之預測力，其中人際

關係中的合作度對教師幸福感

的預測力最強，達到31.1%。 

性

別 

  

年

齡 

★  

教

育 

  

年

資 

★  

職

務 

  

社

會

支

持 

★  

人

格

特

質 

  

邱毓玲

(2009) 

國小校長家長

式領導、轉型領

導影響兼任行

政職務教師知

覺幸福感之研

1. 臺北縣國小兼任行政職務工作

教師知覺幸福感之現況屬於中

上程度，以正向情緒最高，其次

是生活滿意。 

性

別 

★  

年

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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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臺北縣為

例 

2. 臺北縣國小兼任行政職務工作

教師，會因性別、婚姻狀況、擔

任行政職務、年齡、服務年資、

擔任行政年資之不同，在知覺校

長家長式領導、轉型領導與幸福

感差異情形上有顯著差異；而在

服務學校規模大小上，在知覺教

師幸福感有顯著差異外，在知覺

校長家長式領導、轉型領導上則

沒有差異。 

教

育 

  

年

資 

★  

職

務 

★  

社

會

支

持 

  

人

格

特

質 

  

黃偉洲

(2009) 

台北縣國民小

學組織氣氛與

教師幸福感關

係之研究 

1. 台北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學校

組織氣氛的現況屬於高度開放

的氣氛。 

2. 台北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幸福

感的現況屬於高度的幸福感受。 

3. 在年齡、服務年資、學校規模等

不同背景變項下的教師知覺幸

福感有顯著差異；在性別、職

務、學歷等不同背景變項下的教

師知覺幸福感無顯著差異。 

4. 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中以「同僚

性行為」、「親和性行為」、「支持

性行為」等層面對於教師幸福感

最具有預測力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 

年

資 

★  

職

務 

 ★ 

社

會

支

持 

★  

人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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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質 

曾艾岑

(2009) 

不同世代教師

工作價值觀與

幸福感相關研

究 

1. 不同婚姻狀況、教學年資、教育 

程度和學校規模之教師在幸福

感有顯著差異；不同性別、學校

地區和擔任職務之教師在幸福

感無顯著差異。 

2. 教師工作價值觀與幸福感有顯

著相關；教師工作價值觀的「利

他」、「人際關係」、「自主與休閒

健康」與「自我實現」層面對整

體幸福感影響最大。 

性

別 

 ★ 

年

齡 

  

教

育 

★  

年

資 

★  

職

務 

 ★ 

社

會

支

持 

★  

人

格

特

質 

  

何婉婷

(2010) 

高雄市國小已

婚女教師情緒

智力、親職壓力

與幸福感之相

關研究 

1. 年齡、任教年資、現任職務、家

庭子女數和家庭生命週期不同

的國小已婚女教師分別在幸福

感的整體和各層面上有顯著差

異。 

2. 國小已婚女教師的情緒智力和

幸福感呈現正相關。 

3. 國小已婚女教師的親職壓力和

幸福感呈現負相 

性

別 

  

年

齡 

★  

教

育 

  

年

資 

★  

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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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社

會

支

持 

  

人

格

特

質 

  

林萃芃

(2011) 

臺北市國民小

學教師社會支

持與教學效

能、幸福感之研

究 

1. 不同性別、年齡、任教年資及教

育程度的臺北市國小教師在幸

福感上有顯著差異。 

2.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在教學效

能與幸福感上，會因社會支持的

不同而有顯著差異，高分組教師

優於中分組教師，且高於低分組

教師。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  

年

資 

★  

職

務 

  

社

會

支

持 

★  

人

格

特

質 

  

楊馥如

(2011) 

新北市國小教

師生活型態、休

1.新北市國小教師之整體生活型

態、休閒參與為中等程度，而在

性

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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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參與及幸福

感關係之研究 

整體幸福感達中上程度。 

2.新北市國小教師之生活型態現況

受性別、年齡、職務、婚姻及子

女狀況、服務年資影響而有所差

異。 

3.新北市國小教師之休閒參與現況

受性別、婚姻及子女狀況影響而

有所差異。 

4.新北市國小教師之幸福感現況受

性別、年齡、職務、婚姻及子女

狀況、服務年資影響而有所差異。 

年

齡 

★  

教

育 

  

年

資 

★  

職

務 

★  

社

會

支

持 

  

人

格

特

質 

  

徐美雯

(2011) 

國中教師追求

快樂取向、主觀

幸福感與組織

承諾關係之研

究 

1. 較長、任教年資21年以上、擔任

主任、已婚、任職於都會地區的

教師對追求快樂取向的知覺程

度較高。 

2. 男性、年齡較長、最高學歷為碩

士以上、任教年資較深、擔任主

任與組長、已婚、健康與體育領

域的教師對主觀幸福感的知覺

程度較高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  

年

資 

★  

職

務 

★  

社

會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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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格

特

質 

  

黃薏蒨

(2013) 

老師，你幸福

嗎？ - 國民小

學教師幸福感

之研究 

一、 教師職業特性與幸福感 

1. 工作滿意及工作投入為促進幸

福感因素。 

2. 工作倦怠及工作壓力為阻礙幸

福感因素。 

二、 人格特質與教師幸福感 

1. 正向人格增強教師解決問題的

能力。 

2. A/B型人格特質影響教師行事步

調，亦具相輔相乘之效。 

3. 內外控人格左右教師壓力感受

程度。 

4. 復原力決定老師重返工作崗位

的速度。 

三、 學校組織特性與教師幸福感 

1. 和諧人際關係及社會支持，讓教

師專心工作無後顧之憂。 

2. 正向的組織文化，讓教師願意共

同為學校努力。 

3. 少子化衝擊教師管教方法及工

作權，但相對提升學校及教師品質。 

性

別 

  

年

齡 

  

教

育 

★  

年

資 

★  

職

務 

  

社

會

支

持 

★  

人

格

特

質 

  

江亭瑩

(2013) 

臺北市特殊教

育學校教師幸

福感之研究 

1. 臺北市特殊教育學校教師的整

體幸福感達到幸福程度。 

2. 臺北市特殊教育學校教師的幸

福感以人際關係向度最高；生活

滿意及身心健康向度相對較

低，但仍屬幸福程度。 

3. 臺北市特殊教育學校教師以56

歲以上、男性、學士畢業、任教

高中職部、任教年資25年以上以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  

年

資 

★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aYS1ho/search?q=auc=%22%E9%BB%83%E8%96%8F%E8%92%A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aYS1ho/search?q=auc=%22%E9%BB%83%E8%96%8F%E8%92%A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aYS1ho/search?q=auc=%22%E6%B1%9F%E4%BA%AD%E7%91%A9%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aYS1ho/search?q=auc=%22%E6%B1%9F%E4%BA%AD%E7%91%A9%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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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兼任行政之教師的幸福感較

高。其中不同年齡及不同任教年

資達到高強度效果值。 

職

務 

★  

社

會

支

持 

  

人

格

特

質 

  

王怡茹

(2014) 

新北市國民中

學教師幸福感

及其相關因素

之研究 

1. 性別、婚姻狀態、最高學歷、服

務年資、學校規模不同的國民中

學教師在幸福感及其各層面上

有顯著差異。 

2. 內控人格特質與幸福感呈顯著

正相關；而外控人格特質呈顯著

負相關。 

3. 社會支持程度愈高的國民中學

教師，其幸福感愈佳，社會支持

類型與幸福感呈顯著正相關。 

4. 根據統計結果，新北市國民中學

教師的社會支持程度、性別對幸

福感最具有預測力。 

性

別 

★  

年

齡 

  

教

育 

★  

年

資 

★  

職

務 

  

社

會

支

持 

★  

人

格

特

質 

★  

★表示和幸福感「有顯著差異」或「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aYS1ho/search?q=auc=%22%E7%8E%8B%E6%80%A1%E8%8C%B9%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aYS1ho/search?q=auc=%22%E7%8E%8B%E6%80%A1%E8%8C%B9%22.&searchmode=bas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