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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主要在說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全章共分為四

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待答問題與名詞釋義；第三節為研究

方法與步驟；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扮演重要的角色 

近幾年來教育改革的風潮不斷，教育事務和教育法令規章的更迭亦隨之加

速，教育行政事務相較於過去變得更加繁重（鄭彩鳳，2005）。尤其在地方制

度法規定下，地方自治逐漸落實，各地方政府無不積極推動組織再造等形象上

和實質上的改進，以因應民主化、自由化、資訊化與國際化的腳步。由於地方

教育行政人員負責擔任中央政府機關與各級教育機關的中間協調角色，由上往

下傳遞教育政策給各級地方教育機關，再由下往上將地方基層教師和行政人員

的心情反應給中央教育部，其工作之重要性不可言喻。 

二、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工作量大且人員似顯不足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編制內實有人數最多的是台北市，共有50人，最少的是

宜蘭縣，僅有16人，而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要負責的業務包含幼兒教育、國民教

育、中等教育、特殊教育、體育健康、學務管理、社會教育等。各縣市政府教

育局組織依照其業務需求和人員編制大多分為中等教育課、幼兒教育課、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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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課、社會教育課、體育保健課、特殊教育課、職業教育課等。編制內人員

有局長、副局長、督學、各課課長、課員、辦事員等。據研究者之系友表示，

現行地方教育行政機關由於組織員額編制之不足，再加上教育部授權增能政策

之衝擊，正面臨業務倍增、人力吃緊且異動頻繁的窘境。而且地方教育行政機

關公務人員的職等較低，升遷管道受限，再加上人少事繁，超時加班與假日出

勤使得工作壓力相形加重。所以有許多的教育行政人員在取得教師資格後紛紛

轉任教職，甚至教育行政科系畢業的人才也不願從事此項工作（鄭彩鳳，2005）。

面對這樣多樣化又複雜繁瑣的工作，在人力似顯不足的狀況之下，地方教育行

政人員的工作現況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三、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會對組織的經營成敗產生影響 

「壓力」是現代人的一個普遍性話題，生活中無不充滿壓力，工作常常就

是重要的壓力來源之一(黃義良，1998) 。壓力可以帶來積極與消極的影響，積

極的影響包含給予人們適當的刺激、激發潛能與成長。但是相對的若是壓力過

大又無法排除，將會導致工作者在職場上退縮不前，甚至產生生理及心理的各

種疾病。另外，組織成員於工作上獲得滿意可帶來許多正面的成效，如歸屬感、

良好紀律、自動自發、提高工作興趣及樂於奉獻等等，對於組織的經營成敗具

有關鍵性之影響(藍瑞霓，1998) 。所以，地方教育行政人員的工作壓力與工作

滿意是值得調查與研究探討的主題。 

四、國內缺乏對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的研究 

目前國內對於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所做的研究，大多是以私人業界（陳盈

成，2001；陳詩宇，2004；陳鈞卿，2005）及教師（陳聖方，1999；陳佩汝，

2002；鄭全利，2003；蔡翠娥，2004）為研究對象，對於地方教育行政人員的

研究仍付之闕如。研究者希望藉由本研究，對於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工作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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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滿意能有相當的了解和認識，也希望可以將此研究結果提供地方教育行

政機關主管甚至是教育部主管單位作為參考之用，在往後用人、派遣人力及進

行人員規劃時，可以考量到地方教育行政人員的工作壓力及工作滿意等情形，

讓教育行政推行更加有效率也更加成功。同時，也希望透過此份研究的結果對

於想加入教育行政工作的人，讓其對地方教育工作人員的工作壓力及其工作滿

意現況有一初步的認識及了解，為工作的選擇多加入判斷的指標。 

貳、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工作壓力及工作滿意的意涵與相關研究。 

二、探究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工作壓力的情形。 

三、探究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工作滿意的情形。 

四、探討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之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的關係。 

五、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有關單位及人員之參考。 

 

第二節 待答問題與名詞釋義 

壹、待答問題 

根據以上研究目的，茲將本研究待答問題分三部分陳述如下： 

一、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之工作壓力是否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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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不同性別之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其工作壓力有顯著差異。 

（二） 不同年齡之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其工作壓力有顯著差異。 

（三） 不同服務年資之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其工作壓力有顯著

差異。 

（四） 不同學歷之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其工作壓力有顯著差異。 

（五） 不同職別之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其工作壓力有顯著差異。 

（六） 不同服務地區之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其工作壓力有顯著

差異。 

二、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之工作滿意是否有所差異？ 

（一） 不同性別之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其工作滿意有顯著差異。 

（二） 不同年齡之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其工作滿意有顯著差異。 

（三） 不同服務年資之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其工作滿意有顯著

差異。 

（四） 不同學歷之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其工作滿意有顯著差異。 

（五） 不同職別之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其工作滿意有顯著差異。 

（六） 不同服務地區之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其工作滿意有顯著               

差異。 

三、 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是否有顯著相關？ 

貳、 名詞釋義 

一、台灣地區 

本研究所指台灣地區，係指包括台北市、高雄市及台灣省二十一個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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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轄之區域範圍。 

二、地方教育行政人員 

本研究所謂地方教育行政人員，係指台灣地區縣市政府教育局（不包括教

育部及縣市政府所屬場館、圖書館及文化中心等單位）具有公務人員資格之編

制內人員。編制內之技工、工友和編制外的聘僱人員不包括在內。 

三、工作壓力 

工作壓力是指為因應要求，在從事工作時，對潛在的工作情境因素，經認

知評估後，認為威脅或有礙工作的表現，所產生的生理及心理不平衡的狀態。 

本研究所指的工作壓力係以受試者在「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工作壓

力與工作滿意問卷－第二部分：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工作壓力問卷」上

的得分情形，作為受試者工作壓力的指標，問卷的得分越高，表示其感受的壓

力越大，反之則越低。 

本研究將工作壓力的內涵包含以下四個層面，茲分述如下： 

（一） 來自上級的壓力：即為了達成上級的規定或要求時，所感受的壓

力負荷，包括上級的行政風格、督導與權威等。 

（二） 工作負荷的壓力：指行政責任上、工作計畫與推展、及時間限制等

壓力因素。 

（三） 溝通協調的壓力：包括與同事、上級長官、下級部屬間的溝通、工

作協調的互動關係，所形成的壓力因素。 

（四） 本身內在衝突的壓力：包括角色期許、人格特質、工作保障、理想

與現實差距等問題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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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滿意 

本研究採用Kalleberg（1977）之觀點，視工作滿意為工作者對其工作有關

環境所抱持的態度及看法，亦即工作滿意（job satisfaction）係指個人對於

其工作的感覺，或對工作中各個構面的一些相關態度，工作者能夠將其在不同

工作構面上的滿意與不滿意予以衡量，形成整體滿意。 

本研究所指的工作滿意係以受試者在「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工作壓

力與工作滿意問卷－第三部分：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工作滿意問卷」上

的得分情形，作為受試者工作滿意的指標，問卷的得分越高，表示其滿意越高，

反之則越低。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達成研究目的，除了蒐集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的相關資料加以探討之外， 

另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行。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研究者自編的「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問卷」

作為實證調查研究工具。一方面藉以了解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的工作壓

力與工作滿意現況，另一方面則欲了解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

的關係，最後分析問卷資料並結合文獻探討之內容，提出具體的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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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步驟 

    本研究的實施步驟可綜合要點如下： 

一、擬定研究計畫 

    閱讀相關文獻及資料後，建立研究主題與方向、研究目的、研究範圍、研

究方法與步驟，研擬初步的研究計畫，經由和指導教授予以討論及修正後，擬

定論文之內容架構。 

二、蒐集及探討相關資料 

    於國內各大圖書館（如國家圖書館、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台灣

大學等學校圖書館）持續蒐集有關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之國內外相關論著、專

書、期刊報紙、光碟索引，以及網際網路之線上搜尋相關資料，進行整理、閱

讀、分析、淘汰並加以歸類，以確定研究內容，並作為本研究的理論依據與設

計研究工具之參考。 

三、編製問卷與實施調查 

    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的內容為基礎，擬定問卷大綱，並依此大綱在指

導教授的指導下，編製「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問

卷」。經由專家學者修正之後，修訂問卷內容，完成正式問卷。最後，以電話

聯繫或親自拜訪的方式聯繫研究者所請託的縣市政府教育行政人員，誠懇請求

協助分發及回收問卷，於問卷回收期間再以電話聯繫了解其回收狀況及填答問

題，以提高問卷回收率及研究結果可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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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與討論問卷調查結果 

    俟問卷資料逐漸回收後即進行資料處理，將已回收的問卷進行編碼登錄，

再利用電腦統計SPSS for Windows 10.0版套裝軟體進行統計分析等處理資料，

並分析與討論結果。 

五、撰寫論文 

    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架構、文獻探討的內容及問卷調查的結果

與分析，得到本研究的結論，並據以提出建議，進而撰寫本論文。 

    基於上述研究步驟，本論文之各章節架構大綱如後： 

    第一章緒論：說明研究動機與目的、代答問題與名詞釋義、研究方法與步              

驟、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二章文獻探討：分別探討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的意涵與相關研究，以及

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的相關研究。 

  第三章研究設計與實施：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的內容，編製調查研究

工具，並說明調查研究的架構、調查的對象、調查對象樣本的選取、調查研究

工具的編製及調查研究的過程及資料處理。 

  第四章調查研究結果之分析與討論：本章將問卷調查的資料予以統計分

析，並就調查結果進行分析與討論。 

  第五章結論與建議：根據文獻探討及調查研究的結果，歸納出具體的結論

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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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為求達成研究目的，又因研究者能力及時間限制等主

客觀因素，設定以下研究範圍且有以下研究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就研究樣本而言 

本研究係以台灣地區共23縣市政府之教育局，具有公務人員資格的編制內

職員為研究母群體。 

二、就研究內容而言 

本研究係以台灣地區地方教育行政人員之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為研究主

題。其中，背景變相包括性別、年齡、服務年資、學歷、職別及服務地區。 

貳、研究限制 

一、就研究方法而言 

（一）本研究因為研究者本身能力及時間的限制，以問卷調查進行量化研

究。對於變項的測量皆由受試者的認知、情緒等知覺反應來完成，

難免帶有一些主觀的判斷，和出現不符實際的填答。因此，在內容

分析及結果的解釋上，會產生一定程度的誤差。 

（二）因本研究屬自陳量表，故受測者在填答時可能是以研究者無法控制

之態度填答，亦可能受到情緒、認知、心理防衛或社會期許效應等

主觀因素之影響而有所保留。故研究者僅能假設所有受測者均能依

真實情況作答。因此在問卷的內容解釋以及態度等方面可能形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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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上之誤差。 

（三）因教育行政人員事務繁忙，為避免填答時間過長影響受試者的填答

意願與問卷的回收率，本研究之問卷並未編製開放性或半開放性之

問題。 

二、就研究的內容而言 

影響地方教育行政人員之工作壓力及工作滿意的因素很多，其欲探索之層

面既廣且雜。然而，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之結果，僅針對幾個層面進行探討，

盡量將影響教育行政人員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的個人及環境層面等重要因素納

入探討。 

三、就研究對象而言 

（一） 首先因為顧及地方教育行政人員本身之業務繁重，可能無時間填

寫問卷，導致回收率過低，另外，又因研究者本身能力及經費因素，

無法一一親自拜訪各縣市政府教育局。故未採用普查方式，而是將

台灣全島依照地理位置區分為北、中、南、東四區，再依照各區之

縣市比例，共選出九個縣市教育局進行研究。採用立意取樣方式，

選擇的依據是依照研究者本身人脈關係，選擇有親友在教育局內工

作的縣市為施測對象，目的是以期能有最大的回收率。因此並非隨

機抽樣，而可能有些許之誤差產生。 

（二） 依照問卷的回收數目統計發現，職務類別中「局長、副局長」總

計回收數 4份。抽樣的縣市教育局共 9縣市，應收份數 18 份，實際

回收只有 22％，明顯偏低。究其原因，應該是正副局長的工作較繁

重、時間較緊迫以致於無法協助研究者填寫問卷，但也因此有推論

上的誤差，也可能影響研究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