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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工作壓力與其因應策略之研究：以新
北市公立小型國民小學為例

陳經綸　陳建志＊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公立小型國民小學初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工作壓力情況並探究其壓力因

應策略，藉由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對初任教師兼行政職務者的工作壓力及因應策略進行

探討，並以新北市教師為研究對象。本研究由研究者擬定訪談大綱，並以訪談大綱為主

軸，訪問過程採用開放式回答，依據研究參與者之回答並搭配當時情境加以延伸。研究

結果如下：一、新北市公立小型國民小學初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有其不同壓力來源與種

類。二、新北市公立小型國民小學初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之壓力因應策略主要可以分為：

理性解決、尋求支持、自我調適、延宕逃避，其中以尋求支持最常使用。最後，則根據

研究結果，對初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師資培育單位及現職相關單位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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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b Stres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Beginning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 Case Study of Public Small 

Elementary Schools in New Taipei City 

Jim-Lon Chen　Chien-Chih Chen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job stres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beginning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in public small elementary schools in New Taipei City. As the basis of this 
research, this study used a literature review to explore the job stres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beginning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It employed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s to interview beginning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in public small elementary schools in New Taipei City. Then the 
researcher drew up the interview outline and took it as the main axis. The interview process adopted open-
ended answers, and the interviews were extended according to the answers of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were different sources and types of 
pressure for beginning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in public small elementary schools in New 
Taipei City. 2. The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of beginning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in public 
small elementary schools in New Taipei City could be mainly divided into: rational solutions, seeking 
support, self-adjustment, delay, and avoidanc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seeking support was the 
most adopted coping strategy. Finally, suggestions to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centers for 
teacher education, and related units were offer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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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初任教師兼行政之壓力與因應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教師接任行政意願低落、初任教師兼任

行政議題在教育現場已受到重視與廣泛討

論，且行政關乎學校的運作及發展，重要性

不可言喻。然而，初任教師兼任行政之工作

壓力來源與解決策略卻少有研究進行深入

探究，故本研究有其必要性。以下先說明本

研究之動機；其次，說明本研究之目的。

一、 研究動機

（一）教師接任行政意願低落，致使初

任教師常被要求接行政，其工作

壓力值得探究

近年來，「是否有意願擔任學校行政職

務」等此類型題目在教師甄選口試出現，且

頻率增多，反映出對於行政工作毫無興趣

的教師愈來愈多，甚至對行政職務抱著避

之唯恐不及的態度，導致新進教師於初任階

段需接任行政職務，由於新手教師可能沒

有相關行政歷練，只能秉持「少做少錯，多

做多錯」的原則來辦事（王莉淇，2021）。而

初任教師初入教育職場，必須實際進行教

學工作，也因其正處於學生與教師階段的

轉換期，內心更易產生不為人知的壓力感受

（黃義良，2000；羅寶鳳、陳麒，2020），若

在其初任教師階段又兼任行政工作，則必

須面臨教學與行政的雙重負荷，可想而知

勢必會有更大的壓力出現。

王莉淇（2021）指出若初任教師為第

一年接任行政職務，因受公務人員相關規

定的限制，無任何國民旅遊卡及休假補助

費，且須任職第二年，每學年方能核定休假

七日；反之，導師第一年即有帶薪寒暑假。

同樣具有教師身分，但在現行制度下，似乎

無法有效鼓勵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且在執

行行政工作時，若尚未建立好完善人際關

係，則可能會時常碰壁或常感孤立無援，也

是教師不願兼任行政工作的原因之一。張

仁家、石佩玲（2022）也提及大部分小學的

職級務安排會採積分制的方式進行，而資

深教師多半不願兼任行政工作，致使行政

職務多由年資較淺或是新進教師兼任。

此外，在國小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當

中，通常只有主任會經過主任儲訓課程培

訓，而大部分的組長在接任行政職前並未

接受過行政能力與公文簽核的相關訓練。

故各處室組長大多以師徒制的方式，來傳

承交接業務及累積行政經驗，在計畫規劃

與教育政策方向也相對缺乏專業知能。加

上教育政策日新月異、更迭快速，在業務量

逐日累積以及缺乏誘因的情況之下，絕大部

分教師無意願接任行政職務，導致某些特

定的組別，因人員頻繁更動而造成校務運

作的不穩定（陳河開，2013）。

因此，可以發現近年來行政工作由於

待遇不平，教師兼任行政職務的意願普遍

低落；而在意願普遍低落的情況下，也只好

讓剛踏入教育職場的初任教師來擔任各處

室的行政人員，進而造成初任教師的壓力。

行政工作關乎學校重要的運作及發展，故初

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的壓力情形值得受到

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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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職前教育在行政實務工作方

面未完整接觸，進而使初任教師

兼任行政工作產生壓力，與其相

對之因應策略亦值得深究

目前現行的《師資培育法》及《師資培

育法施行細則》中有明確的規範培訓一位專

業教師所需要達成的門檻及條件，然而現行

法規卻沒有對學校行政人員的培訓有所計

畫與規範，故學校行政人員並未有一套完整

的培育方法及課程。教師對於擔任行政職務

的恐懼主要就是過於陌生，而對行政職務感

到無所適從。每位國民小學教師，在求學階

段時需要經過師資培育的重重關卡，歷經教

育學科教材教法及教育專業學程的修習與

教育實習的洗鍊後，才得以轉變成為一位優

秀的教師（陳振益，2014）。

然而，在師資培育的職前教育課程

中，目前雖已有教育行政、學校行政、教

育法規、公文寫作、教育制度等相關課

程，且在課堂當中授課教師有機會邀請校

長、主任或教師來分享實務經驗，連結其

理論與實務，然職前教育課程中，能提供

演練的實務經驗確實較少（黃嘉莉、陳學

志、王俊斌、洪仁進，2020；湯家偉、王俐

淳，2021；賴岳聰，2015；羅寶鳳、陳麒，

2020）。此外，上述課程多數為選修課程，

師培生不一定會選修，也因此可能導致初

任教師在接任行政工作時容易因為專業

知能不足而產生壓力與困擾，故研究初任

教師兼任行政者工作壓力及其因應策略

有其重要性，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一。

（三）新北市每年透過教師甄試進用之

初任教師人數眾多，故研究新北

市初任教師兼行政者之工作壓力

與因應策略有其價值

根據教育部 108、109 年師資培育統

計年報，108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甄試新北

市共錄取了 518 名教師，僅次於臺中市之

604 名，而在 109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甄試

新北市共錄取了 428 名教師，為全臺進用

新進教師人數最多的縣市（教育部，2020，
2021）。而根據新北市政府 111 年教師甄

選公告，111 年度國小暨幼兒園教師甄試新

北市更有 1,006 名缺額，成長為 108 年度

的 2 倍左右（新北市政府教育局，2022）。

根據 109 年新北市教育年報的資料顯

示新北市共有 210 間公立國民小學，而 12
班以下的小型學校共有 71 間學校，占了總

體學校數的 1/3 以上（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2021）。小型學校較多處於偏鄉地區，且新

北市教師甄試開設偏鄉組已經行之有年，

故初任教師分配到小型學校擔任行政職務

的機率也不低。小型學校在員額編制上比

大型學校更加限縮，小型學校兼任行政教

師工作壓力亦值得深究。

葉子明、白凢芸與周士哲（2019）指  
出，規模屬於中小型學校的兼職行政工作

的主任、組長，除了行政工作以外，仍得負

擔較多節教學時數；部份小型學校的組長

除了須負擔更多的教學時數，受限於學校

規模與編制，還得身兼二組行政職務，人

力常顯不足。由於小型學校在員額編制上

比大型學校更加限縮，導致兼任行政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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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壓力更大，故研究小型學校初任教師

兼行政者之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為本研究

之動機二。

二、 研究目的

呼應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如下：

（一）探討新北市公立小型國民小學初任

教師兼任行政職務之壓力來源與種

類。

（二）探討新北市公立小型國民小學初任

教師兼任行政職務之工作壓力因應

策略。

貳、文獻探討

本部分將對初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之

工作壓力內涵、來源與類型，以及初任教師

兼任行政職務之因應策略進行文獻回顧。

一、 初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之工作

壓力內涵、來源與類型

劉玉玲（2007）指出個人因工作環境與

個人互動的結果，導致工作因素所產生的不

平衡現象進而引起的壓力，稱為工作壓力。

而工作壓力可能由於職務要求、期望職責、

工作情境因素所引起的不愉快負面情緒反

應而感受到壓力。當個體在面對威脅性的工

作情境時，無法在一時之間脫離或消除威脅

所產生的被壓迫感受及緊張狀態也可稱為

一種工作壓力，而個人對工作壓力的知覺，

則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如外在工作環境、

個人認知及人格特質，以及自我期許、他人

期許之間所產生的交互作用等。

周文欽、孫敏華與張德聰（2010）的研

究指出適當的工作壓力可以激發工作者的

工作潛能、增進工作能力及效率，但過高及

過低的工作壓力都會造成其效果減損。在

Thomas、Tuytens、Devos、Kelchtermans 與
Vanderlinde（2019）的研究中也發現教師職

業被認為是一個壓力很大的職業，來自許多

國家的研究都發現教師有著高度的壓力。特

別是在荷蘭，2014 年的數據顯示，大約有五

分之一的教師出現倦怠症狀，特別是與經驗

豐富的教師相比，初任教師似乎更容易受到

職業壓力的影響。美國最近的一項研究亦指

出，約有四分之一的初任教師在第一年面臨

過高的壓力（Fitchett, McCarthy, Lambert, 
& Boyle, 2018）。

Harmsen、Helms-Lorenz、Maulana、
van Veen 與 van Veldhoven（2019），以 及 
Thomas 等人（2019）的研 究中均發 現承

受高度壓力將不利於教師的幸福感，工作

壓力也會提升教師離職意願，並對教學品

質 造 成 影 響。Ronfeldt、Loeb 與 Wyckoff 
（2013）也指出工作壓力可能導致教師流失， 
間接對學生的成績表現造成負面影響。因

此，可以發現工作壓力通常為個人在工作

環境中，在面對各種工作情境時由於自身能

力、資源環境等內、外因素的限制，導致無

法應付工作需求，造成心理、生理上的不平

衡狀態，且可能是由環境因素、個人反應、

個人及工作環境的交互作用所造成的，而

適當工作壓力則可提高工作效能。本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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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文獻後，將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之壓力

來源依教師勞逸程度不均、教師面對多重

角色衝突、行政實務工作困境產生之工作

壓力或困境、因資深程度不同產生之工作

壓力或困境、因職涯角色適應產生之工作

壓力或困境等分為五個部分，分述如下：

（一）教師勞逸程度不均

Tsang、Teng、Lian 與 Wang（2021）
指出學校如果營造一個較高壓的環境，會使

教師產生倦怠，並減少對教育改革措施的支

持和投入。此外，學校的決策權往往集中於

最高層級的主管，使教師感受到更大的行政

監督及控制，教師可能需要負責學校主管交

辦的事項，並被迫從事其認為毫無意義的

職責而感到筋疲力盡，導致產生倦怠感、缺

乏動力。

賴岳聰（2015）指出時下學校因專案

計畫下業務量增加，伴隨而來的是後續諮

詢輔導訪視，但卻無新增學校人員編制，致

使兼任行政同仁感到壓力，不如擔任班級

導師壓力較小。此一論點亦在游玉英、陳清

煌（2014）的研究中加以討論，其等認為教

師兼任行政組長、主管面臨的挑戰和工作

負荷，不僅在於量的增加，同時也帶來相當

程度的質性要求。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的影

響，使得生源減少，楊泰和、王榮芳與陳展

宇（2016）指出各校為避免減班而努力發

展學校特色，並積極申請專案計畫獲致經

費，然其衍伸之行政工作亦須由兼任行政

教師擔負，額外的任務造成兼任行政教師

負擔加重，也導致教師較無願意兼任行政

一職。

（二）教師面對多重角色衝突

賴岳聰（2015）發現教師兼任行政工

作時，因學校類型或教師員額控管因素，必

須肩負教學與行政工作，使其無法專心學

習行政工作，致使其產生多重角色的混淆。

其也提出教師在接受師資職前培育課程時，

因部分教師未曾修習學校行政相關課程，即

便有選修，也缺乏對行政工作的實務理解

及政策發展之認知，使得教師對學校行政

工作產生距離感。張仁家、石佩玲（2022）
提出學校行政組織運作面臨校內外不斷接

踵而來的層層挑戰，導致校務經營不易，當

教師身兼行政與教學兩職時，經常會面臨

在兩種角色間進行角力戰。蕭淑華、蔡冠中

（2012）亦指出兼任行政教師產生壓力源

來自於行政、家長、學生等三方工作，加上

學校各項活動及決策，可能會因為理念、立

場不同，使第一線兼任行政教師承受及承

擔更多的壓力。

（三）行政實務工作困境產生之工作壓

力或困境

張仁家、石佩玲（2022）指出兼任行政

之教師除了需要課務上的準備、課業輔導、

作業批改、研習增能等一般性教師事務外，

還需要面對逐年增加的多元業務辦理與年

度訪視評鑑成果等行政業務，處理繁雜的行

政事務需要佔用備課時間，又會因此影響教

學品質。楊泰和等人（2016）亦提出學校行政

工作勞心勞力，導致工作壓力的產生，雖說適

當的壓力能激發人的潛能，但過度的壓力則

可能導致身心方面的疾病，倘若工作壓力已

瀕臨臨界點致使兼任行政之教師無力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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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會影響其工作表現及健康情形，進而

對整體校務運作產生影響。

（四）因資深程度不同產生之工作壓力

或困境

黃靖文、張韶蘭與李潔梅（2021）指出

年齡越大、年資越深之教師組織承諾較高，

而已婚者的組織承諾相對高於未婚者，進而

影響工作不安全感，而工作不安全感亦會影

響工作壓力的認知；若工作不安全感的程度

越高，則組織成員感受到的工作壓力就會越

高。葉子明等人（2019）亦提出壓力因應在行

政年資的差異性有所顯著，在尋求協助因應

方面，行政年資 3 年以下之初任教師會遠高

於年資 11 年以上之資深教師。上述研究均顯

示年輕且剛進入教育職場及新接任行政業

務的教師使用尋求協助策略較為頻繁。

（五）因職涯角色適應產生之工作壓力

或困境

翁敏芳、賴志峰（2014）指出教師職業

角色較為特殊，需要面對學生的需求、自我

的期許、學校的指示、社會的期望，往往帶

給教師不小的壓力。而近年來由於社會的

變遷、家長參與教育議題的發展，導致教師

的工作角色更為複雜，使其工作壓力與日俱

增；而校內不同職務的教師所承受的工作壓

力亦有所不同。葉子明等人（2019）則點出

教師為達成各項教育目標，感受到的工作壓

力也就日益變重；而身兼教師與行政人員

雙重角色的兼任行政職務教師，相較一般

未兼任行政職務的教師更容易感受較大的

壓力感。

綜合上述研究，可發現導致兼任行政教

師產生壓力與困境的面向多元，教師會因為

工作的負荷或困境、年資深淺、組織文化、人

際關係上的困擾、職涯角色的適應等原因造

成工作壓力，加上初任教師對於工作及環境

並不熟悉，因此會加重其工作壓力或困擾。

綜合相關研究發現後，將初任教師兼行政職

務者工作壓力之類型歸納為以下六項，並作

為研究設計之依據：

1. 工作負荷

包含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之教學工作、

行政工作及臨時交辦事項上的負荷，由於工

作量超過教師個人之身心負擔而感受到的工

作壓力。

2. 人際關係

教師與各級教育主管機關之長官、上

司、主管、與學校同事、家長、社區人士進

行溝通協調與合作時所產生的壓力。

3. 內在衝突

教師在職場中由於現實及理想的拉扯、

個人角色的矛盾所產生的壓力，如：角色期

望、角色衝突、角色模糊、個人與家庭的衝

突等。

4. 時間管理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除了需處理教學工作

還需處理行政工作，工作繁重導致時間分配

問題，以致無法應付教學或行政工作上的需

求而感受到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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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業知能

初任教師在職前教育階段未獲得足夠

的知能或由於經驗不足，導致專業知能不足

無法應付工作需求所產生的壓力。

6. 組織文化

初任教師因學校的科層體制、組織氛

圍、上級壓力、有責無權等對於學校組織文

化無法適應所產生的壓力。

二、 初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之因應

策略

教師每日都要面對各式各樣的壓力，

既勞心又勞力，更須注意在壓力狀況下本

身心理與生理的變化，防微杜漸，否則會

如同蝴蝶效應一般，可能引發更大的危機

（吳清山、林天祐，2009）。為了因應個人

在認知與行為方面的特定要求，個人須付

出一定程度的努力處理其內外部需求。然

而，此類要求可能會導致負荷與壓力的提

升（Folkman & Lazarus, 1980）。一旦壓  
力產生，個體為減輕壓力所引發的負面影

響，將會採取各種因應策略來應對（林惠

彥、陸洛、陸昌勤，2014）；當壓力形成時，

教師若能以積極正向的態度面對之，可提

高工作績效；反之，教師若以消極負面的態

度面對之，將會影響工作績效，甚至產生身

心疾病。因此，教師要能提升工作績效，就

必須要有適當之壓力因應策略。

因應是一種個人減輕壓力的過程，因應

行為則是介於壓力事件及適應結果之間的主

要因素，其預期效果為減輕因壓力所帶來的

痛苦，以維持個人的身心健康及幸福，因此

因應方式是一種可以有效維持工作績效的最

好辦法（Gmelch, 1983; Liu, 1996）。因應是 
一種處理訊息及內在、外在需求之動態歷

程，當個體遇到自身無法負荷的內在及外

在情境時，個人經由評估，進而選擇符合自

身需求的因應策略（Folkman & Lazarus, 
1980; Liu, 1996）。

教師兼任行政職務的壓力來源十分

廣泛，兼任行政教師在身兼多職的情況下

須扮演多元化與複雜化的角色，也因此面

臨到角色衝突、角色模糊與過度負荷的壓

力（蘇傳桔、伍嘉琪，2018）。而不適當的

工作壓力更會造成工作效率下降，進而影

響校務上運作的順利，Greenberg（2017）
更是指出有效的因應策略能減少工作壓力

的不良影響。有效之因應策略能幫助兼任

行政教師，避免影響其身心健康及工作效

率，故此兼任行政教師之工作壓力因應策

略更顯得至關重要。Lazarus 與 Folkman
（1984）將因應策略分為兩個層面，分別是

「問題取向」及「情緒取向」兩個層面，問

題取向之策略包括：理性解決、尋求支持；

情緒取向則包含延宕逃避及自我調適，本

研究亦採用其歸納作為研究設計之依據。

（一）問題取向

1. 理性解決

當教師遇到工作上的問題時能以理性的

態度思考，且主動積極的搜尋所需資訊，並

以各種角度去了解真相，尋找解決的方法，

安排處理事情之先後順序，按部就班完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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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以文獻探討及分析的方式，對

初任教師兼行政職務者的工作壓力及因應

策略相關之研究進行探討，作為本研究之立

論依據，再藉由半結構式個別訪談的方式，

訪談新北市兼行政職務之初任教師，作為本

研究之研究方法。先由研究者擬定訪談大綱

（大綱編擬原則乃依據不同壓力來源與因應

策略逐題詢問，並加上其它壓力來源與因應

策略之題目），並以訪談大綱為主軸，訪問過

程採用開放式回答，依據研究參與者之回答

並搭配當時情境加以延伸，期望能蒐集到最

有效的訪談資訊。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新北市公立小型國民小學任教

年資三年（含）以內之兼任行政職務的初任

正式教師主管為主要研究對象，故此，本研

究之取樣方式採立意取樣，基於本研究的目

化解可能產生之工作壓力。

2. 尋求支持

當教師在工作上遇到問題時能向他人尋

求建議，或找尋精神及心理上的慰藉，以減

少工作壓力造成的困擾，尋求對象可以是上

級主管、同儕、專家、有類似經驗者等。

（二）情緒取向

1. 延宕逃避

當教師面對之工作壓力暫時難以尋得

適當的策略立即解決問題時，採取逃避或延

遲的方式去應付處理，消極應付工作困擾，

以降低或消除壓力，待調整自我步調後，再

尋求解決方案。

2. 自我調適

當教師感受到工作壓力時，能嘗試以各

種方式來使自己在情緒、心理上得到舒緩及

調適，或是使情緒能夠宣洩，以降低工作壓

力所帶來的不適感。

表 1：研究對象資料表

編號 性別 學校地區 職務 年資（至 2022 年 7 月底）

1 女 偏遠 教學組長 2 年（109 正式）

2 女 偏遠 教學組長 3 年（108 正式）

3 男 偏遠 訓育組長 3 年（108 正式）

4 女 一般 訓育組長 3 年（108 正式）

5 女 一般 教學組長 2 年（109 正式）

6 女 一般 訓育組長 3 年（108 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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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選擇符合定義的初任教師研究樣本進

行訪談。為了能夠蒐集最真實有效的資訊，以

真實瞭解兼任不同行政職務之初任教師的工

作壓力及其因應策略，研究者透過「滾雪球」

的抽樣方式，尋找能夠對此議題提供最多資

訊者，再透過其人際網絡尋找出更多能對本

次研究議題提供更多資訊之研究對象，以尋

找適合研究之個案，訪談日期從 2022 年 2
月到 6 月，研究對象資料如表 1。

三、 研究工具

本研究在正式進行訪談前，先製作訪談

大綱並與三位大專教授討論後修正，完成後

邀請一位現場教師進行訪談測試，以測試內

容及面向是否符合本次研究問題，依訪談結

果修正後成為正式訪談大綱，用以建立內容

效度。訪談大綱主要可分為以下三部分：

（一）受訪者背景資料

詢問受訪者的性別、年齡、任職學校、工

作職務等背景資料。

（二）工作壓力

將工作壓力分為工作負荷、人際關係、

內在衝突、時間管理、專業知能、組織文化

六項，請受訪者依照感受到的壓力程度由

大到小進行排序，並依序詢問在何種情況下

會感受到該類型的工作壓力。

（三）因應策略

將因應策略分為理性解決、尋求支持、

延宕逃避、自我調適四項，並依序詢問受訪

者在面對不同的工作壓力時，最常使用哪些

因應策略。

四、 實施程序與流程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分為研究準備階段

及實施階段兩階段進行，分別說明如下。

（一）準備階段

在研究準備階段，研究者先從自身工作

場域中尋找有興趣的研究主題，因研究者之

一即為初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且服務學

校為偏遠地區小型學校，在人力不足的情況

下，一人就兼任了一個處室中四組業務，因此

在工作上也面臨了相當的工作壓力，因而引

發本次研究的動機。

（二）實施階段

在研究實施階段，研究者持續進行文獻

的閱讀與蒐集，擬定與編修具有內容效度之

訪談大綱、尋找適合的研究對象、進行正式

訪談、將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歸納與整理

訪談內容，以瞭解初任教師兼行政職務者的

工作壓力及其因應策略，最後歸納研究結果

並向相關權責單位提出具體建議及對未來相

關研究提出方向建議。

五、 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研究對象資料的整理與編碼

1. 第一碼為研究對象編碼

英文字母 T 代表教師，搭配數字代表

訪談順序，例如：T1 即代表第 1 位訪談的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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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碼為訪談日期編碼方式

以西元年加上月份 2 碼及日期 2 碼表

示：例如 20210908。而 T1-20220226 即表

示為訪談順序的第一位教師，且本次訪談於

2022 年 2 月 26 日進行。

（二）逐字稿的製作與整理

訪談結束後研究者會於當日將根據訪

談錄音、訪談備忘錄進行資料的整理與逐字

稿的製作，對於研究訪談對象當時之非口語

訊息，如：情緒、表情、肢體動作也會適時加

以記錄，逐字稿完成後除了研究者本身會進

行檢視是否有缺漏外，為確保資料之完整及

真實性，在研究者檢視後會將逐字稿以電子

郵件的方式寄送給受訪者，讓受訪者再次檢

視逐字稿是否有缺漏或內容的表達是否有

出入，藉以確認內容無誤，以期獲得最真實

準確的資訊。

（三）研究信實度

Denzin（1978）指出三角檢證是以多

種不同研究理論及方式進行資料收集，本

次研究採用研究者三角驗證及理論三角檢

證。在研究者三角驗證方面，以研究團隊及

研究對象的角度，檢驗本次研究之訪談大

綱與內容，進行層層校正以提高本研究之

信實度；在理論的三角檢證方面則是利用

文獻探討進行回顧，驗證研究結果是否具

有一致性。

肆、結果與討論

本部份分別針對工作壓力情形、壓力

來源及種類，以及相關因應策略進行結果

分析，最後則為綜合討論。

一、 工作壓力情形分析

根據研究結果，初任教師對於工作的整

體壓力感受程度，在壓力主要來源的排序都

不一樣，詳細排序如表 2 所示，並搭配相關

訪談結果呈現。

首先是人際關係，我覺得人際關

表 2：初任教師於兼任行政職務上對工作壓力感受程度彙整表

訪談對象 T1 T2 T3 T4 T5 T6

壓力類型 排序

工作負荷 3 1 4 1 2 6

人際關係 1 5 5 3 4 3

內在衝突 6 4 5 6 4 5

時間管理 5 2 3 2 1 4

專業知能 4 3 1 5 3 2

組織文化 2 6 2 4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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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很重要，因為我在其他學校工

作也是很多，但心理承載的感覺

就不會到那麼重，再來分別是組

織文化、工作負荷、專業知能、

時間管理跟內在衝突。（T1-
20220226）

首先當然就是工作負荷，工作壓

力最主要就是因為工作量多，再

來是時間的管理，因為工作上面

承擔的多，時間相對花的就多，

接著專業知能在時間管理的後

面，再來是內在衝突、組織文化、

人際關係。（T2-20220308）

最大的壓力源是專業知能，記得

剛當組長第一年的時候，做什麼

都不會變通，覺得我大學讀了四

年，出來卻什麼都不知道，自己

也很難過。第二是組織文化、第

三是時間管理、第四是工作負荷、

最後內在衝突與人際關係兩個感

受差不多。（T3-20220310）

工作壓力由大到小排序的話，第

一是工作負荷，工作負荷我一直

都覺得非常的大，第二是時間管

理、第三是人際關係、第四是組

織文化、第五是專業知能、最後

是內在衝突。（T4-20220401）

時間管理第一、工作負荷第二，

因為真的太忙了，事情多就是壓

力的來源。第三是專業知能，剩

下內在衝突、人際關係、組織文

化其實差不多。（T5-20220415）

工作壓力由大到小第一是組織文

化，不管是哪裡，一開始會花比

較多力氣去適應，接著是專業

知能，因為身兼四個組的業務，

要每個組的業務都做到好真的很

難，第三是人際關係，接著分別

是時間管理、內在衝突，最後才

是工作負荷。（T6-20220512）

二、 壓力來源及種類的分析

（一）在工作負荷方面

研究結果顯示，來自工作負荷的壓力可

以分為：臨時交辦事項或突發狀況、學校活

動、額外計畫執行上的壓力、職務業務量龐

大四種類型。工作負荷為本次研究對象相對

排序較前的壓力之一，探究其原因，可能是

由於本次研究對象皆為小型學校兼任行政職

務教師，由於小型學校在人員編制上比中大

型學校要來得緊縮，兼任行政教師通常需要

兼任更多的行政職務，通常一個組長都需要

兼任三、四個組的業務，故在工作負荷上就

會感受到較大的壓力。

我昨天很多計畫都還沒寫完，一

個電話突然來就是要做一另件

事，你可能現在就有一些工作在

進行，又突然天外飛來一個你就

會整個壓力都很大，有時候上級

會要我先處理他要的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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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一定要加一下班，所以這時

候就覺得工作負荷的部分特別

重。（T1-20220226）

我記得那個時候是校慶，校慶算

蠻大的活動，那一週基本上都有

比賽、活動，加上還有我們學校

的團隊要出去額外的比賽。因此

禮拜一到禮拜五，我都不在學校，

但是禮拜六校慶還是要上班這

樣。（T4-20220401）

我們學校是一個奮發向上的學

校，比如說我身上就是有兩個，

我進來的時候，學校才接的計

畫，還有一些計畫我可能需要利

用別的時間處理，變成說我本來

可以休息的時間也被塞滿。（T5-
20220415）

我接了 4個組的業務，在教學方
面，我自己也沒有覺得我非常的

熟練，就可能教學我自己也是需

要花一段時間去吸收跟備課的。

（T1-20220226）

（二）在人際關係方面

研究結果顯示，來自人際關係的壓力

可以分為：上級彼此共識不同、上級難以溝

通或堅持己見、中層領導所產生的為難及

同事之間推卸責任，且不同任職學校在人際

關係上的感受程度有所不同，可能由於不同

學校的同仁之組成及個性不同，教師亦無

法選擇所遇到的主管或同事，而不同教師

本身的個性也不同，因此導致在人際關係

方面的壓力感受程度有所差異。

因為大家有各自的想法，大家可

能不是在一個同一個頻率，對於

一個共識不是那麼的目標一致。

（T1-20220226）

第 1年的主任，他就是比較難以
溝通。通常你在跟他溝通的時候，

他不是那麼容易接受你跟他的溝

通，他比較堅持己見，造成可能

旁邊的人常常會覺得每次找你溝

通一些事情，但聽起來感覺就是

你心裡面已經決定了，而且你也

不想改變。（T5-20220415）

我覺得比較多的人際關係壓力來

自於校長希望我們行政推行一些

東西，但是我們可能跟老師溝通

以後，老師會覺得有一些建議想

要反應，但是我們跟校長反應以

後，校長可能會不同意或是覺得

不妥，我們就會被夾在校長跟老

師中間。（T4-20220401）

一些老老師讓我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當你要推動業務的時候，他

有千百萬種理由來拒絕或是沒辦

法做，或者是隨便應付你，他們

都有辦法。（T6-2022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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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內在衝突方面

研究結果顯示，來自內在衝突的壓力，

可以分為行政角度與教學立場衝突、工作及

家庭的衝突及理想與個人生活的衝突。本

次的研究對象大部分在內在衝突方面的排

序較後，其原因可能是由於兼任行政教師

本身的課務本來就不多，雖然會有行政角

度與教學立場衝突，但壓力感受程度不大；

另外本次訪談對象多為單身或是已婚未生

子的年輕教師，在工作及家庭方面的衝突自

然相對感受較為微小；而理想與個人生活

衝突方面，教師表示此方面的衝突並未造

成過大的困擾。

我覺得有時候行政的角度跟教學

立場上會不一樣，雖然我是教學

組，但是我教音樂科，有時候還是

會有一些衝突，比如說我有想要上

的進度跟內容，但是因為學校的活

動，課程必須配合行政，你必須得

配合。（T2-20220308）

我那時候第 1年進來，剛好遇到我
阿嬤往生，但是因為工作的關係我

沒辦法回去，那時候就心裡會很難

過。（T2-20220308）

我會希望我的工作時間能縮短，

讓我有更多的自己的時間做我喜

歡做的事情，我覺得那才叫生活，

不是為了每天上班而上班，希望可

以有一些時間做點手作、拼拼圖，

做點我自己真的喜歡做的事情。

（T1-20220226）

（四）在時間管理方面

研究結果顯示，來自時間管理的壓力

可以分為：辦事效率不理想、無法掌握辦

事先後順序、工作行程擠壓、計畫申請及經

費執行、人力編制導致行政流程緊湊。時

間管理是本次大部分的研究對象相對排序

較前的壓力類型，探究其原因，大部分的

受訪者皆表示時間管理與工作負荷有明顯

的關聯；由於業務量龐大，小型學校人力

編制少，行政需要兼任的職務多，教師需

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繁多的業務，導致教

師在時間管理層面感受的壓力較大。

我記得我那時候剛進來，光是公

文這些事情，我就兩個月都不知

道自己在幹嘛，每天都不知道自

己要幹嘛，你好不容易看完公文，

但下 10份公文又進來了。（T2-
20220308）

我不曉得怎麼進行時間管理，就是

同時來三件事，我會不知道到底應

該要先做哪一個，在剛接這個工作

的時候特別明顯。（T2-20220308）

像我們週三跟大部分學校一樣都

會有教師研習，校長就是希望我

們都可以參加，說是希望但其實

就是強迫，因此常常研習完回來，

公文還有一大堆都沒處理。（T3-
20220310）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的時間管理壓

力大的部分都是我們有經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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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力，或是有計畫提出申請期限

的壓力。（T4-20220401）

因為我們學校的會計跟人事不是

一直在我們學校，他們每個禮拜

會來學校一次。萬一我錯過了

他們這樣一個禮拜來一次的那

個 Timing，事情就會延宕一週。
（T5-20220507）

（五）在專業知能方面

研究結果顯示，來自專業知能的壓力可

以分為行政工作上專業知能的壓力、教學工

作上專業知能的壓力及其他專業知能上的

壓力。專業知能是本次大部分研究對象相對

排序較前的壓力類型，探究其原因，本次的

受訪者皆為初任教師，因欠缺經驗故對於行

政及教學尚未熟悉，加上職前教育針對行政

業務方面幾乎沒有任何實務訓練，未兼任行

政的教師可能只需要面對教學上專業知能

的不足，但兼任行政教師卻必須同時面對教

學及行政上的專業知能不足，導致兼任行政

教師在專業知能上感受較大的壓力。

我當組長第 1年的時候，什麼都不
會做，做什麼都不會變通，我覺得

我大學讀了 4年，結果我出來卻什
麼都不知道，我自己也很難過很痛

苦。（T3-20220310）

專業知能的部分我在初任的時候

會比較大，初任行政第 1年的時
候，因為之前的教學經驗都是導

師，所以我對行政這一塊沒有什麼

太大的興趣，實習的時候有行政實

習，但裡面的行政老師也不會太

讓你去做一些行政的業務。（T4-
20220401）

我覺得自然太廣泛了，它包含了物

理、化學、科學，我們大學 4年
都只能學一些比較偏學術研究的

東西，等到了小學職場，小朋友問

你說那個聽到的動物的聲音、那邊

的花花草草是什麼？我發現我不

知道也答不出來。我拿到自然科的

精熟（國小師資類科學科知能評

量），又拿了自然科的加註專長，

卻覺得說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

（T3-20220310）

沒做過的事情，會特別有壓力。

比如說剪片。我只會基本的威力

導演，大學的時候就是把它分段，

再把它拼起來這樣，可是真的不要

叫我上字幕，字幕我還不會。但

是因為業務上面需要，變成就是

要會，這就會是一個壓力。（T2-
20220308）

（六）在組織文化方面

研究結果顯示，來自組織文化的壓力，

可分為與上級溝通不良或無效、上級沒有擔

當、上級缺少彈性及組織氛圍不友善。組織

文化的壓力會因為不同的任職學校而有所

差異，由於一個學校的組織文化通常承襲

已久且多為上級所營造，初任教師無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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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上級主管、身邊的同事，且對於組織文化

的風氣也難以干涉或改變，只能慢慢去適

應，因此若學校組織文化本身較為友善，教

師在組織文化上所感受到的壓力就會比較

小，反之若組織文化較為不友善就會感受

到較大的壓力。

針對之前能力檢測結果，校長要求

我逐題分析，且每科都要逐題分

析，就算答對了，也要分析為什麼

會答對。主任也沒有阻止校長或幫

我擋，校長要我做出這個東西的時

候，我就反應說我真的沒有辦法，

主任就說你自己去跟校長說，你覺

得不合理，你就自己進校長室講。

（T1-20220226）

在他（指主任）底下做事沒什麼好

處，因為他給我的感覺就是說幫他

做事，他只會無止境地要求，他並

不會感謝你，而且還會把你推出當

擋箭牌。（T3-20220310）

學校中另一個主任很喜歡說：那是

你們學輔處的事情這句話，在我們

學校聽起來會很刺耳，感覺很沒有

那種團隊氛圍，因為我們辦公室的

3個處室都在一起辦公，所以又更
感覺到心寒。（T3-20220310）

（七）其他工作壓力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在執行業務的過程

中可能由於事務上的需要，加上學校現行核

銷制度的關係，而導致無法及時運用教育活

動及計畫相關經費，必須由教師先行代墊，

導致教師產生經濟上的壓力。

對於擔任行政職的初任教師來講，

我們要執行一些計畫需要用錢，例

如要帶學生出去，需要訂便當等，

都需要經費，但因為核銷制度的關

係，經費沒有先進來，卻已經要去

比賽了，就變成我們要先墊錢，因

此就會產生壓力。（T4-20220401）

三、 相關因應策略分析

新北市公立小型國民小學初任教師

兼任行政職務之壓力因應策略主要可以

分為：理性解決、尋求支持、自我調適、延

宕逃避，研究結果顯示四種策略以尋求支

持最常使用，其次則為自我調適及理性解

決。本研究對象在面對不同來源的工作壓

力時所使用的因應策略分述如下：

（一）面對工作負荷

根據研究結果，教師在面對工作負荷

上的壓力時，使用之因應策略為：理性解 
決、尋求支持及自我調適，其中以理性解決

最常使用。探究其原因，大部分的受訪者皆

表示工作雖然繁多，但是終究必須完成，在

理性解決方面，教師能夠利用理性思考找

出解決方法、排出各項工作的期程，或是與

主管討論、積極詢問並運用身邊資源來面

對，解決工作負荷上的壓力，因此成為常用

的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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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的時候我都會想說，我今天

要做什麼事、哪些 deadline在禮拜
幾？我必須要在什麼時間之內完

成，每天離開辦公室的時候，我都

會做到我覺得可以離開辦公室了，

我才離開辦公室。（T2-20220308）

如果是事情方面的話，我會比較

偏向理性解決，就是直接問，通

常我會先找一下電腦裡面的檔案，

如果找不到或者是說完全摸不找

頭緒的話就是直接問人。（T5-
20220415）

（遇到問題時）我會問相關的人，

就有一點像尋求支持，就我先想說

我要怎麼處理，然後再去請求支

援。（T1-20220226）

自我調適就不要去看那些工作，下

班後就不要看工作。（T6-20220512）

（二）面對人際關係

根據研究結果，教師在面對人際關係

上的壓力時，使用之因應策略有：尋求支持、

自我調適、延宕逃避，其中以尋求支持最常

使用。探究其原因，發現初任教師由於對於

學校的人情世故尚未熟悉，通常教師在人際

關係遭受到壓力時，心理會有比較難受負面

的感受，很需要他人慰藉及協助；在採用尋

求支持的方式時，教師藉由詢問身邊資深同

事或前輩的經驗、與親近的好友商量，能夠

有效地獲得解決方式或慰藉，以解決面對人

際關係方面的壓力。

人際關係怎麼能不尋求支持呢？

每天下班的時候都在 line群組裡
面跟朋友說主任如何多不合理，因

為這種事情很難解決，所以就會跟

朋友聊聊天所以就是跟朋友（與職

場非相關人士的朋友）尋求一下慰

藉。（T5-20220415）

我自己會有固定在聽 PODCAST
（一種手機廣播），如果覺得我今

天或者這幾天發生什麼事情，我自

己會先聽音樂讓自己冷靜下來，之

後就會聽一些相關的頻道。（T1-
20220226）

延宕逃避就是我先不去處理它，因

為急著處理人際關係對我沒有用，

就先把它擱在一邊，用延遲的方式

處理，等調整好步調之後再去面

對。（T6-20220512）

（三）面對內在衝突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在面對內在衝突

上的壓力時，使用之因應策略包含自我調

適與尋求支持，其中以自我調適最常使用。

探究其原因，教師在感覺到內在衝突壓力

時，內心會感覺到掙扎、矛盾或是有拉扯

的感受，雖然本項壓力在本次研究中，教

師感受的程度較為不明顯，但大部分的教

師會藉由自我調適的方式紓解。教師會藉

由閱讀相關書籍、觀看網路影片及文章來

獲得正向能量、與同事進行交流、或藉由

自我對話的方式來紓解內心衝突、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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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並調整自己的想法，據以有效解決內

在衝突的壓力。

我可能會看一些正向的書籍或是

YouTube頻道，給自己一點正能
量，也需要時間去消化、去肯定自

己這樣。（T1-20220226）

如果是內在衝突，我就會去問別

人，像是防災輔導團這件事情像我

就尋求我朋友的支持，去問我學

姊，因為她也是輔導員，我會問我

該跳這個坑嗎？（T6-20220512）

（四）面對時間管理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在面對時間管理

上的壓力時，使用之因應策略包含理性解

決、尋求支持、自我調適、延宕逃避，其中

以理性解決、自我調適最常使用。探究其原

因，發現初任教師因剛踏入職場對業務不

熟悉，難辨別事情處理的先後順序，或不知

道如何使用有效率的方法，因此在遇到時

間管理的壓力時，往往都是在時間受到限

制的情況下發生工作來不及完成的情況。

在理性解決方面，教師會藉由假日加班專

心處理工作來舒緩工作密度，或藉由理性

思考、安排事情的先後處理順序以解決時

間管理上的壓力；而在採用自我調適方面，

會藉由降低自我要求、利用零碎時間辦公

或藉由再次盤點工作進度釐清事情的急迫

性來進行自我調適，以紓解在時間管理上

的壓力。

時間管理最常使用就是理性解決，

就是加班這樣，只是這個理性的解

決是在你休息的時間，就不是你的

上班時間。就是你要假日去做這

些，但是我發現有一個好處就是你

比較不會那麼緊張比較能夠可以

安安靜靜的處理。（T2-20220308）

我會需要老師們的幫助，或是有需

要老師們的經驗，因為之前有老師

已經做過我這個職位，我就會去

問他，他之前是怎麼安排時間的。

（T4-20220401）

時間管理的策略就是自我調適，像

參加研習時就偷用手機連線遠端，

先點一下公文。（T3-20220310）

就逃避，直接放棄，也沒有尋求什

麼資源管道，就是放棄，反正在學

校已經夠累了。（T1-20220226）

（五）面對專業知能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在面對專業知能

上的壓力時，使用之因應策略包含理性解

決、尋求支持、自我調適、延宕逃避，其中

以尋求支持、延宕逃避最常使用。探究其

原因，發現專業知能很需要經驗的累積，

初任教師相對工作經驗較少，因此缺乏相

關專業知能，在面臨專業知能的壓力時，在

行政的專業知能上會有不知道如何處理業

務的情況發生，而在教學的專業知能上則

可能出現教學成效不彰、難以回答學生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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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清況發生。在採用尋求支持方面，教

師會藉由尋求有經驗者的協助、與同事合

作、詢問主管或上級單位、上網尋找資源等

方式來解決。而若採用延宕逃避，則教師

可能會藉由暫緩面對，或遇到努力仍無法

解決的情況就以暫時擱置的方式處理，來

解決在專業知能上的壓力。

備課時間不足也是我的問題，那

就是假日的時候趕快備課，比較

偏理性解決。（T5-20220415）

遇到這個問題時我會尋求支持，

因為我覺得與其自己找方法，去

詢問有經驗的同事或是上級主管

會來的更快。（T4-20220401）

專業知能上我常使用的就是尋求

支援，比如說我會先問我的主任，

他是怎麼做的呢？如果他沒有做

過，我就自己爬文，或者是查詢

業務手冊，不然就去看別人的網

站。（T6-20220512）

不了解的東西真的太多，像我們

之前請專家來幫我們介紹學校附

近步道的動植物，我們隨便指他

都講得出來，我完全不知道怎麼

才能達到那種境界，我曾經有想

要努力，但是好像對有點徒勞無

功。（T3-20220310）

真的沒有辦法處理的，我選擇延

宕逃避，時間到了就裝死。（T6-

20220512）

（六）面對組織文化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在面對組織文化

上的壓力時，使用之因應策略包含尋求支

持與延宕逃避，其中以尋求支持最常使用。

探究其原因，發現由於初任教師不熟悉學校

組織文化，往往需要一段時間適應，而在面

對不友善的組織文化時，會更加需要他人的

協助，因此在採用尋求支持方面，教師大多

會藉由詢問學校內有經驗的同仁，並藉由同

仁的開導與學習傳承的經驗，來解決教師在

組織文化上的壓力。

因為我們學校有很資深，在這間

學校服務超過 10 幾年的老師，
他們對學校組織文化比較熟，

我就可以去跟他討論。（T4-
20220401）

比如說校長又突然說要什麼，你

能做的你就會去做，你比較不想

做的你就會選擇忽略，也要稍微

跟校長解釋。（T2-20220308）

（七）其他因應策略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可能會藉由信仰的

力量來進行壓力的紓解，教師會藉由閱讀、

聆聽或朗誦宗教經典，使內心獲得平靜並降

低負面情緒，以舒緩在工作上造成的壓力。

有壓力時，我會唸金剛經…或者

是聽普門品。能夠讓你比較平靜，

沒有太多的負面情緒，就比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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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智地去思考要怎麼做。（T2-
20220308）

四、 綜合討論

根據研究結果，來自工作負荷的壓力

可分為臨時交辦事項或突發狀況、學校活

動、額外計畫執行上的壓力、職務業務量

龐大四種類型，此結果亦分別出現於陳河

開（2013）及羅寶鳳、陳麒（2020）的研究

當中。工作負荷是本次研究較多參與者排

序較前的壓力之一，探究其原因，可能是由

於本次研究對象皆為小型學校兼任行政職

務教師；由於小型學校在人員編制上比中

大型學校要來得緊縮，因此兼任行政教師

通常需要兼任更多的行政職務，往往一個

組長都需要兼任三、四個組的業務，因此在

工作負荷上就會感受到更為明顯的壓力，

而此結果亦可呼應葉子明等人（2019）之

論點。

時間管理亦是本次研究中，教師排序較

前的壓力類型。本次訪談大部分的受訪者皆

表示時間管理與工作負荷有正向關聯，因業

務量大，小型學校人力編制少，行政需要兼

任的職務多，因此導致教師要在有限的時間

內完成業務，使教師在時間管理層面感受的

壓力較大，而導致此結果。此外，初任教師

兼任行政，由於欠缺經驗，對於行政及教學

尚在摸索，加上職前教育缺乏針對行政業務

方面的實務訓練，兼任行政教師必須同時面

對教學及行政上的專業知能不足，致使導致

兼任行政教師在專業知能層面感受的壓力

較為明顯，此與葉子明等人（2019），以及蘇

傳桔、伍嘉琪（2018）之論述相仿。

而在因應策略部分，針對不同工作壓

力會有不同因應策略。其中尋求支持是最

能夠直接且快速的解決當下初任教師所面

對的困難；透過尋求支持，教師能夠藉由

他人或其他資源學到處理事情的經驗或方

法，而此策略也在黃義良（2000）的研究

中出現，故可知尋求支持確實為初任教師

兼任行政工作在遇到壓力時常運用的策略

之一。其他因應策略如理性解決、自我調

適等，通常是教師在想法或工作安排上作

出調整，瞭解在面對工作上的難題仍需要

靠自己摸索。例如，當面臨人際關係的困

境時，初任教師由於尚未熟悉學校人情世

故，心理會有比較難受負面的感受，因此

需要他人慰藉及協助。採用尋求支持的方

式時，教師藉由詢問身邊資深同事或前輩

的經驗、與親近的好友商量，能夠有效地

獲得解決方式或慰藉，以解決面對人際關

係方面的壓力。

伍、結論與建議

以下先提出結論，其次，提出建議供初

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師資培育單位及現

職相關單位參考。

一、 結論

（一）新北市公立小型國民小學初任教

師兼任行政職務有其不同壓力來

源與種類

新北市公立小型國民小學初任教師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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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行政職務之壓力來源主要可以分為：工

作負荷、人際關係、內在衝突、時間管理、

專業知能及組織文化，而其對應之壓力種

類感受情形分述如下：源自工作負荷的壓

力種類以「臨時交辦事項或突發狀況」、「職

務業務量龐大」感受較為明顯；源自人際

關係的壓力種類以「情緒勞務」感受較為

明顯；源自內在衝突的壓力種類以「工作及

家庭」感受較為明顯；源自時間管理的壓

力種類以「工作行程擠壓」感受較為明顯；

源自專業知能的壓力種類以「行政工作上

的專業知能」感受較為明顯；源自組織文

化的壓力種類以「上級溝通不良或無效」、

「組織氛圍不友善」感受較為明顯；其他工

作壓力則為教師在執行業務的過程中因事

務上的需要，但礙於學校現行核銷制度的

關係，無法及時運用教育活動及計畫相關

經費，必須由教師先行代墊，導致教師產

生經濟上的壓力。

（二）新北市公立小型國民小學初任教

師兼任行政職務之工作壓力因應

策略以尋求支持最常使用

新北市公立小型國民小學初任教師

兼任行政職務之壓力因應策略主要可以

分為：理性解決、尋求支持、自我調適、延

宕逃避。研究結果顯示，四種策略中以尋

求支持最常使用，其次則為自我調適及理

性解決，而面對不同來源的工作壓力時所

使用的因應策略分述如下：教師面對工作

負荷壓力時以理性解決最常使用；面對人

際關係壓力時以尋求支持最常使用；面對

內在衝突壓力時以自我調適最常使用；面

對時間管理壓力時以理性解決、自我調適

最常使用；面對專業知能壓力時以尋求支

持、延宕逃避最常使用；面對組織文化壓

力時以尋求支持最常使用；其他因應策略

則為教師會藉由信仰的力量來進行壓力

的紓解。

二、 建議

以下分別針對初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

者、師資培育單位及現職相關單位提出建

議。

（一）初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的建議

1. 適時尋求支持，找出自我調適策略

建議初任行政職之教師遇到工作壓力

時，適時向身旁的同事、主管或親朋好友尋

求支持，以找出解決的方法。教師在面對困

境或不熟悉的事物時，透過詢問或尋求他

人的幫助，能夠快速的獲得直接明確的答

案或及時的幫助，進而有效減少工作壓力，

且遇到工作壓力時，能更快找出自我調適的

有效方法。

2. 理性思考，規劃工作期程並善用資源

建議初任行政職之教師遇到工作負荷

量龐大或是時間有所限制時，進行理性思

考，分辨事情的輕重緩急，將需要完成的業

務做好工作期程的規劃（或可採用書面方

式列出清單），亦可善用身邊資源、科技工

具幫助自己解決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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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師資培育單位的建議

1. 增設人際關係應對課程

研究結果發現初任教師在人際關係壓

力上，與同事及上司溝通也是壓力的來源

之一，在職場上人際關係也會成為業務推

行是否能順利的重要因素。建議師培單位

可增設人際關係應對之相關課程，如人際

溝通、挫折容忍、協調溝通等，增加教師能

在人際關係因應跟解決能力。

2. 教育實習在行政實務操作上應落實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在進入職場前鮮少

有行政業務的相關實務經驗，因此對於行政

業務的內容並未有具體概念，導致進入職場

需要花一段時間去適應，也成為專業知能上

壓力的根源。故此，建議師資培育單位在教

育實習階段應落行政業務實務操作課程，如

計畫撰寫或公文簽核等，培養教師行政業務

的能力及基本認識。

3. 相關檢定可更符合現場教學需求

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在師資培育階段所

需要完成的檢定或認證，如：加註專長、師資

生知能檢測等，內容在專業學術知識的比例

占多數，導致教師在教學現場難以受用，因

此建議師資培育單位在進行相關檢定時，內

容應符合教學現場需求，降低學術專業知識

的比例，增加基礎知識的廣度以符應現場教

學需求。

（三）對現職相關單位的建議

1. 行政減量及制度改善

建議現職相關單位在行政流程上可以適

度授權各校自行調整或簡化行政工作程序，

降低行政人員工作的負擔。例如在核銷制度

上，容易造成教師代墊經費的負擔，建議現

職相關單位在行政流程上可以適度授權各校

自行調整或簡化行政工作的程序，使行政效

率最大化。此外，也建議相關單位應在初任

教師確認接任行政職務並在就任行政職前，

進行行政業務基本能力培訓課程，幫助教師

熟悉行政業務。

2. 依照專業進行工作分配

相關單位應做好工作分配，使兼任行政

職務教師的工作量不至落差過大，並應同時

考量教師的專長、適才適所，才能發揮最大

效益，若過於專業的業務則建議相關單位直

接聘請相關專業人員入校進行服務。

3. 設定兼任行政職務年資或提升待遇

研究結果發現，初任教師起薪最低，卻

要兼任不熟悉的行政工作，且小型學校一個

組長需要兼辦好幾個行政組別的業務，卻只

有一份組長的加給。因此建議現職相關單位

應設定兼任行政職務教師的年資，讓較有

教學經驗之教師優先接任行政工作，或依照

兼任行政組別的數量增加其行政加給薪資

待遇。 

4. 訂定業務交接規定

根據研究結果，各校行政交接（尤其在

組長職務），並無強制交接的規定或有一套

明確的規範，導致新手在接任時會感到行政

工作上的知能明顯不足，產生適應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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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壓力。因此建議現職相關單位應強制訂

定交接規定，並讓新任及舊任者的任期能有

一定時間的重疊以順利完成交接工作。

本篇論文為「新北市公立小型國民小學

初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工作壓力與其因應

策略之研究」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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