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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對工作投入之影

響：心理契約為中介變項 

鄭佳佩*  朱惠瓊**  陳殷哲*** 

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究目前台灣地區國小教師，從心理契約作為中介變項，探討

其對於專業角色知覺和工作投入之中介效果。研究樣本為台灣公私立小學教師，採

用分層隨機抽樣問卷調查。以描述統計呈現現況、Pearson 積差相關探究變項間的

關聯、使用逐步迴歸分析法檢驗預測力與中介效果。研究結果為：（一）國小教師

之專業角色知覺、心理契約及工作投入皆為中等以上程度。（二）國小教師之專業

角色知覺、心理契約及工作投入兩兩之間均呈現顯著正相關。（三）國小教師之專

業角色知覺能有效預測工作投入及心理契約；心理契約則能有效預測工作投入。

（四）國小教師的心理契約在專業角色知覺對工作投入的影響具有中介效果。最

後，依據研究成果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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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ived 

professional role on job engagement, taking psychological contract as the mediator. 

Research samples wer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wan and employred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for a questionnaire survey. Hypotheses were validated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es,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regression.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a. The average score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generally 

perceived their roles,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and job engagement was above an average 

level. b. The realationship among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generally perceived their roles,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and job engagement was significant. c. Teachers' role perceptions 

could predict job engagement and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while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effectively predicted job engagement. d.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mediateed the impact 

of role perceptions on job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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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因應時代的教育變遷，各個時代對教育的需求也有所不同，特別是在 108 課

綱的出現下，更加強調以培養學生的素養為導向的學習，教師必須更加重視自身

專業角色知覺的重要性更積極地投入教育工作，同時與學校及教育相關單位間維

持良好互動，才能面對當前的教育實踐場域。當教師本身認知到自己的專業角色

被挑戰時，必須不斷調整自己的心態，專業角色知覺是直接影響教師在教育工作

投入的重要變項（Abun et al., 2021），從過去相關研究中發現，教師在從事教育

工作過程中，知覺瞭解自身在專業倫理規範、自主、服務態度、知能、成長、組

織層面等等的重要性越高，則越能預期其工作投入越高（李麗雲、李麗日，

2014；吳和堂、鍾明翰，2011；Hyslop-Margison & Sears, 2010；Willemse et al., 

2015）。若是教師無法在任職之工作中得到認為應當有的報酬或獎賞時，往往則

會產生心理契約違反的知覺（Richter et al., 2021）。學校組織如何了解教師的心

理契約層面，讓教師相信學校重視其存在的價值與教學的貢獻，以促進教學目標

的達成，就顯得格外重要（Lyons, 2006）。據此，本研究之動機之一即為探究國

小教教師在教育工作中其專業角色知覺、工作投入和心理契約之現況。 

學校要能作為教師教學的支持後盾，其相關組織應該重視學校資源、文化和

組織氛圍的建設，以利於教師進行專業教學。若就組織層面而論，組織處理員工

的心理契約未能夠予以重視，會減少員工對組織的貢獻、減損對組織的信任感，

出現對工作不滿、離職意願升高和怠忽職守的行為，對組織造成極大的傷害；反

之，心理契約的實現或滿足，則與組織信任、組織公平認知、組織公民行為等呈

現正相關（吳政達等人，2007）。教師工作內涵包含有需達成組織目標、家長對

教育現場的關切、教育耐心與愛心教導等特性，以及隨時留意班級經營與學生學

習狀況，此狀況下教師如何看待自己的專業角色將影響工作投入狀況。基於上

述，本研究推論國小教師其專業角色知覺程度越高，更願意投入教育工作，以維

持組織與自身的心理契約感，此為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動機。 

教育現場中教師是學生學習的重要角色，教師工作投入狀況對於教育專業

發展為重要關鍵要素。個人對於工作投入本身帶有多種不同的面向，這些面向可

以來自於因工作而來的認同，以及正面的評價，甚至對於教育工作而言，將教學

作為開展學生生命價值的專業，才會全力專注於教學工作（黃志灯等，2018）。

目前教師從事教育工作時，雖然個人的教師專業角色觀念可以預測工作投入程

度，但也有可能受到學校與教師間關係的影響，例如教師對學校組織與自身工作

所承諾的義務（陳依婷等人，2019；Song, 2018）。然而，「心理契約」因為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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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關係形成的不成文契約存在於組織或領導中，例如部屬知覺組織支持時，心

理層面或者是目標異物感會透過護原則而產生不同效果，進而改變工作態度與行

為，以回報組織的支持（胡裕華、黃瓊慧，2013）。學校在確保教師工作績效和

留任意願方面，必須同時考慮教師的經濟和心理契約（黃玉蘭等人，2015）。綜

合以上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陳述，故本研究將教師心理契約視為中介變數，在探討

心理契約在教師專業角色知覺和工作投入方面的中介效果。期盼透過此研究，填

補國小教師相關研究缺口，並為教育政策和相關單位提供建議，提升教學效能，

促進教育者的專業成長，並最終促進教育領域的專業品質。據此，探討心理契約

在教師專業角色知覺與工作投入兩者相關的中介效果則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貳、文獻探討 

一、教師專業角色知覺理論 

 教師專業指稱教師在教學實踐中的專業知識、技能、態度和價值觀等各方

面所具備或展現出來的專業能力。1999 年全美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NEA）訂立教師專業標準，以促進教育專業化。其標準包括：高度

心智活動才能夠進行教學；特殊知識和技能的準備；接受專業職前訓練；持續進

修提升自我；終身志業的教學理念；服務社會為教學目的；參與健全專業組織；

專業倫理規範的制定。劉怡薰與宋曜廷 （2020）認為教師為孕育教學與創新的

工作者，協助學生獲得更多元化的成長，不僅僅只是單純的知識傳授者，更需要

能夠使用業策略重整學生學習概念（林真平，2019）。本研究所討論之教師專業

角色欲採用陳厚傑（2012）研究中教師角色知覺的六個子構面如下內涵： 

（一）專業知能：所需具備之專業素養，應包括掌握教育目的精髓、瞭解學科專

精、具備心理輔導相關專業技能，以及教學專業知能。 

（二）專業服務：應重視教育專業工作，以奉獻服務、負責認真之態度投入於教

學工作，運用多元方法達成有效的教學成果，並積極協助孩童成長。 

（三）專業倫理：在工作時須遵循專業團體為行為規範所訂定的道德、品德，透

過專業倫理的引導，才能有效從事教學專業並獲致成就。 

（四）專業自主：教師能依據教育專業知能，能夠有效執行專業事務及作出決

策，並且具備獨立處理工作之彈性，不受外界干涉及控制。 

（五）專業成長：多元的學習或進修活動的參與，促進教學專業知識與技能，進

而提升教學品質，以達成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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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專業組織：專業組織團體能夠對於教師權益進行保障，教師專業行為準則

因此建立，教師個人專業知能將可提升，因此教師應主動積極參與相關專

業組織。 

從上述相關內涵可見，教師透過在職進修或者是專業培訓提升個人專業能

力，具有高度的自主權以及受到專業倫理信條來規範自我的行為等要項，其養成

階段必須經過嚴格的訓練且具備專長能力不容易被取代的特質。本研究依據上述

六個面向進行察覺、認識、解釋與反映教師對其專業角色知覺的認知過程。 

二、教師工作投入的理論基礎 

投入（engagement）主要是指一種注意力的集中，且專心從事某種行為，工

作投入即為投入更多心力於工作表現上（Burić & Macuka, 2018）。個體願意認同

其工作的內容及價值度以及對工作的參與程度，自動自發樂於工作，滿足個人需

求的一種工作態度，並從其中感受到對自我在尊嚴、地位、獎賞與自主權的自我

需求滿足（張運展，2019；Burić & Macuka, 2018）。並且會重視自己的工作，認

為自己的工作是富含意義的。工作投入（job engagement）也為個人積極充實投

入工作的心理狀態，表現出活力（ vigor）、奉獻（ dedication）、及專注

（absorption）的特性。在教育場域中，工作投入即教師對於教學工作抱有高度

認同，且願意積極、專注地投入其中，從教學工作中獲得滿足，即使在教育場域

中遭遇困境，仍能以學生的利益為導向，同時以自我實現為目標，將教學視為一

種滿足、樂趣與尊嚴的一種工作表現（王金國，2016）。 

工作投入的釋義包含了個人對於工作的認知和認同程度，以及情感、態度和

行為等多重因素的綜合概念。其中，認知涵蓋個人對於工作的知覺和理解，情感

另指工作者的偏好和工作態度，而行為部分則泛指在工作實際執行的行動（王亞

德，2014）。工作投入程度會受到個人特質和工作因素的影響，且彼此之間相互

作用，進而決定工作投入的程度（Ashrafi & Zeinabadi, 2019; Kume, 2021），過去

研究更指出教師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任教年資等也會影響其教學工作投入

（Okeke & Okaforcha, 2020）。本研究定義教師面對教育工作時表現出熱忱和專

注，並能夠於教學前作好充分準備，花費更多額外精神與時間，只為提供更知識

和技能給學生，稱之為教師工作投入。 

依據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關注教師工作投入中的活力、奉獻以及專注。

Schaufeli 等人（2002）認為單以相同工具衡量工作倦怠或工作投入並不足以了解

二項概念間之關係，因此發展出工作投入量表（UWES）共計 17 題，分為三面

向活力、奉獻以及專注。UWES 後來被廣為應用，在許多國家研究中受到驗

證，Schaufel 等於 2006 改善 UWES 的缺點，發展出 Utrecht 工作投入量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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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信效度，因不同國家有不錯的應用效果，應適用於跨文化的測量，因此本研

究將採用之。 

三、教師心理契約的定義 

教師心理契約是指教師和組織之間互惠義務的承諾與信念，其主要核心是在

表達相互關係中，除了正式契約所明訂規範的雙方權利與義務外，以及心理意涵

上的非正式相互期望。林邦傑與陳美娟（2006）研究國民中學教師，將心理契約

定義為組織與成員之間基於相互信任的概念性契約，其中包含了雙方的期望、責

任和義務等因素。這種契約不是正式的、明確的合約，而是一種隱含的、非正式

的協議，是基於雙方之間的互動和溝通而建立的。心理契約常基於組織文化、價

值觀和信任而建立的，教師感受到教育勞動環境的友善性以及個體工作家庭平衡

程度（Raduan & Na, 2020），學校組織與教師間建立的一種相互關係默契與互惠

承諾可被稱為教師心理契約，亦即具備個人須應盡義務的認知，依據個人主觀評

定的程度，作為執行任務回應學校管理實之行為態度依據。因此提升教師心理契

約程度對於學校組織而言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透過建立教師信任學校重視其存

在價值及教學貢獻的信念，可有效促進教學目標的達成（Tallman & Bruning, 

2008）。 

進一步探究心理契約的類型。Bozorg 與 Hoda 於 2012 年將心理契約區分成

具體交易型契約和抽象關係型契約兩種。具體交易型契約事務屬性常是有形的，

如工資和工作保障；關係型契約大至為無形的，如文化、工作／生活的平衡、賦

有挑戰的工作。在教師心理契約方面，林邦傑與陳美娟（2006）研究臺灣地區學

校教職員工的心理契約確定了兩個構面：組織心理契約和人員心理契約。綜合言

之，教師心理契約是一種建立在相互義務關係之上的契約，必須由學校組織與教

師彼此理解與支持才能得以維持，代表著教師對於自己在學校的角色、責任和義

務的認同。因本研究所要研究之對象為國小教師，所定義之變項為教師心理契

約，採用李勁霆（2021）所提出的概念，以「組織心理契約」和「人員心理契

約」作為教師心理契約的兩個構面，說明如下： 

（一）組織心理契約：所指為學校可以提供安全且優質的教學環境，以及充足

的教學工具，同時也給予教師有效的協助，並明確指示教學工作的範疇。 

（二）人員心理契約：即學校能夠對教師提供關懷，營造自由和諧的校園氛圍，

並提供教師創新空間等內涵。 

綜合言之，教師心理契約建立在相互義務關係之上，必須由學校組織與教師

彼此理解與支持才能得以維持，然而，契約的建立需要教師願意並且願意為了學

校的利益和教學效能而奉獻心力。同時，若欲建立良好的教師心理契約，學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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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須承擔起回饋並滿足教師期望的責任，了解教師內心的期望，願意回饋滿足期

望以建立起彼此間信任和支持，促進教師與學校組織之間的積極互動。 

四、專業角色知覺、工作投入以及心理契約其相關研究 

（一）專業角色知覺對工作投入的預測力 

國小教師知覺專業角色內涵常會受到教師個體在教育階層中所展現的態度、

行為、價值觀與他人所期待的實際行為或特質所影響，例如是否將教育當作志

業，會有更多意願去增進自己的教學專業能力，也因此有更多的專業角色知覺，

而願意更加投入教育工作（吳和堂、鍾明翰，2011；李麗雲、李麗日，2014；黃

文三等人，2019）。另外，工作的自主性也會影響到工作投入的程度（張梧雨等

人，2020；盧偉斯、鄭博元，2021）。當教師參與高度專業性組織，能夠提升專

業知能，帶來更多專業自主性，將會影響對於教學工作投入程度 （張梧雨等

人，2020；Abun et al., 2021）綜合以上所述，提出研究假設 H1：國小教師的專

業角色知覺正負向會與其工作投入具有預測力 

（二）專業角色知覺與心理契約的預測力 

胡裕華與黃瓊慧在 2013 年的論述將角色聚焦在工作上，強調角色是指工作

者在工作職務上被期待的行為型態，並受到個人能力、工作團隊和工作規範而定

義之。此外，吳劍雄與鄭雅容（2023）提及角色知覺是個人在工作領域中知覺個

人所應扮演的角色並做出相符應的行為反應，包含專業的成長、知能、服務品

質、倫理，組織應重視並確保個人的專業角色知覺，對於工作能夠產生較高的承

諾以及貢獻。而 Przybylska（2021）認為教師的專業角色，來自於與教育環境的

協商和形塑，以及自我和他人的理解有關，同時職場領導能力、同儕合作、教師

個體對環境的適應程度、教學專業能力等不同面向反應出教師所知覺到的角色內

涵（Johle et al., 2022）。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 H2：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

覺與心理契約具有預測力 

（三）工作投入與心理契約的預測力 

 陳衍宏和趙修華（2023）提出心理契約對於員工採取人性管理特質，能夠

彌補正式規範的缺失。心理契約的研究對於了解工作滿意度、工作投入、組織效

能或承諾、離職或留任意願等相關變項之間的關係提供了重要的綜合觀點（蔡月

英等人，2020），另外，心理契約對於工作滿意度和工作投入具有部分中介效

果，意味著當心理契約得到滿足時，員工更容易感到滿意並投入於工作中（李勁

霆，2021；陳寶民，2022；蔡欣倫，2024）。因此，心理契約的滿足與工作投入

之間具有因果關係，強調了心理契約在塑造積極工作環境和促進組織成功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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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作用（Onuoha & Idemudia, 2018）。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 H3：國小教師的工

作投入與心理契約具有預測力 

（四）心理契約對角色知覺、工作投入之中介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有清晰的專業角色知覺，以及足夠的認同，通常會對其

工作投入產生正面影響  （吳和堂、鍾明翰，2011；紀金山，2012；Hyslop-

Margison & Sears, 2010）。本研究假設國小教師其專業角色知覺和心理契約對工

作投入具有預測力，亦即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和心理契約越正向時，其工作

投入越正向（Li et al., 2017），除此外，心理契約是指教師對個人與學校間關係

的感知，包括教師承諾、信任感建立、對工作環境關注等（Klassen et al., 

2012）。當教師的心理契約感較高時，能夠預測工作投入的程度（林邦傑、陳美

娟，2006）。因此，本研究想進一步探討教師專業角色知覺是否能有效預測工作

投入，及心理契約是否在教師專業角色知覺與工作投入具有中介影響，深入了解

這些變數對教師教學表現的影響，並進一步提高教師的工作效能和教學品質，提

出研究假設 H4：國小教師的心理契約，對專業角色知覺及工作投入有中介效果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架構 

研究者依研究動機和文獻探討形成研究架構，研究的自變項為國民小學教

師的專業角色知覺；依變項為研究對象之工作投入，以心理契約作為中介變項。

本研究架構如圖 1，並形成研究假設如下： 

圖 1  

研究架構 

                                                                                                      

 

 

 

 

       

 

 

假設 H1：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正負向會與其工作投入具有預測力。 

假設 H2：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和心理契約具有預測力。 

假設 H3：國小教師的工作投入和心理契約具有預測力。 

專業角色知覺 

心理契約 

工作投入 



57 

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對工作投入之影響：心理契約為中介變項 

 

 

 

        假設 H4：國小教師的心理契約於專業角色知覺和工作投入間有中介效果 。 

二、研究樣本 

預試樣本數，依據吳明隆、涂金堂於 2012 提出的標準，以量表包含最多題

項「分量表」的題數其三至五倍人數作為發放數量，而本問卷中以「教師專業角

色知覺量表」題數最多，共有 24 題，故以此三至五倍為本研究之預試樣本數，

以立意抽樣針對國民小學教師發放線上問卷，總計回收 161 份問卷，其中 4 份為

無效問卷，刪除後有效問卷率達 97.51%。 

表 1 

正式樣本之描述統計 （N=585） 

項目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27 38.80 

女 358 61.20 

年齡 

29 歲以下 88 15.04 

30～39 歲 299 51.11 

40～49 歲 176 30.09 

50 歲以上 22 3.76 

婚姻狀

況 

未婚 279 47.67 

已婚 306 52.33 

教育程

度 

大學 468 80.00 

碩士以上（含 40 學分班） 117 20.00 

任教年

資 

10 年以下 414 70.77 

11～20 年 151 25.81 

21 年以上 20 3.42 

學校區

域 

北部 262 44.79 

中部 158 27.00 

南部 141 24.10 

東部 24 4.1 

總計 58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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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樣本數量的計算公式，研究母體為教育部統計處 111 學年度（2022～2023

年） 所公布全台灣之公私立國民小學教師 110,177 人，根據樣本統計網 Creative 

research systems，計算出於在信心水準在 95%，誤差範圍為 5%的情形之下，應收樣

本數為 383 人。將全台教師分成北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新竹市、桃園市、

新竹縣及宜蘭縣）、中區（臺中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南區（高雄

市、臺南市、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及澎湖縣）與東部地區（花蓮縣及臺東縣），

並依據各區教師人數比例，進行分層隨機抽樣的問卷發放，研究者透過多元管道聯

繫，包括電話、信箱聯繫各地區教師及行政人員協助發放 Google Forms 線上問卷進

行調查，並於各大網路社群平台同時發放正式問卷，回收問卷共 600 份，無效問卷

15 份進行刪除，最後為 585 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率達 97.5%。 

正式樣本數基本資料分佈情形如表 1 所示，有效樣本總數為 585 人，男性 227

位，38.8%；女性 358 位，61.20%。29 歲以下 88 位，15.04%；30～39 歲 299 位，

51.11%；40～49 歲 176 位，30.09%；50 歲以上 22 位，3.76%。已婚 306 人，

52.33%；未婚 279 人，47.67%。大學 468 人， 80%；碩士以上（含 40 學分班）117

人， 20%。年資 10 年以下 414 人， 70.77%；年資 11~～0 年以下 151 人， 25.81%；

年資 20 年以上 20 人， 3.42%。北部地區 268 人，44.79%；中部地區 45 人， 

27.00%；南部地區 153 人， 24.10%；東部地區 34 人， 4.1%。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量化分析，問卷內容分為「基本資料」與「專業角色知覺量表」、

「工作投入量表」及「心理契約量表」三個分量表，依據學術倫理，在取得原著者的

授權同意書後，將預試確定問卷的信效度，再正式進行問卷發放。預試問卷透過

SPSS22.0 軟體項目分析進行題目鑑別力檢核，作為後續正式問卷修正依據（吳明

隆、涂金堂，2012）。量表效度部分將透過因素分析以因素負荷量來檢測問卷題項的

因素負荷量，若低於 0.4，即該題項對整體的解釋變異量貢獻極小（邱皓政，

2007），須考慮予以刪除。據此，本預試問卷中決斷值（CR 值）須顯著；共同性不

得小於 0.4，整體量表 Cronbach's α 值大於 0.7 顯示量表具有良好內部一致性，則研究

問卷量表具有可靠的信度。量表問卷決斷值（CR 值）方面，以各量表題目取得同意

程度前 27%和後 27%相比較，當 CR 值達到顯著性，則顯示量表中該題目具有良好的

鑑別力，則題目予以保留（吳明隆、涂金堂，2012）。編製問卷過程如下所述： 

（一）基本資料 

包含性別（男、女）、年齡、婚姻狀況 （已婚未婚）、教育程度（大學、研究所以

上）、任教年資、任教職務與學校區域（北中南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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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角色知覺量表 

本研究採用陳厚傑(2012)的研究中之「專業角色知覺」分量表，分為專業成長、專

業知能、專業服務、專業組織、專業自主以及專業倫理共六個分構面，共計24題。預

試問卷量表各題的共同性皆大於 .4；項目總數相關均達統計顯著性。整體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91，顯示量表具可靠性，且CR值均達顯著，顯示題目具有良好的鑑

別力，特徵值皆大於1，故教師專業角色知覺量表之問卷題目均予以保留。KMO=.73，

Bartlett球形檢定達顯著，採用主成分分析，因素分析歸類結果為六個因素，其因素負

荷量都在.4以上，採用最大變異法，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73.84%，問卷題目與構面歸

類結果符合研究者對問卷構面與構面所涵蓋題項相同，具良好效度。量表為五點量

表，受試者依符合自身真實情况進行填答，分數愈高，代表專業角色知覺感受度愈

高，反之，則表示其專業角色知覺感受度愈低。分量表 α=.81~.87，總量表α=.94，顯示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三）工作投入量表 

本研究使用Schaufeli等在2002年所編製的長版之Utrecht工作投入量表，共17個題

項，用於測量員工在工作中的投入程度，包括員工在工作中的情感、認知和行為方面

的表現。本研究問卷參考長版之量表後，修正其內容包含「活力」、「奉獻」與「專

注」等三個層面，合計16题。預試問卷量表各題的共同性皆大於.4；項目總數相關均達

到統計顯著性。整體教師工作投入量表Cronbach's α =.90，代表量表具有良好信度。CR

值均達到統計顯著性，，特徵值皆大於1，顯示問卷量表題目具有良好的鑑別力。因

此，教師工作投入量表之問卷題目均予以保留。教師工作投入量表KMO=.82，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χ2=1711.57，p<.05達顯著，採用主成分分析，因素分析歸類結果為三個因

素，其因素負荷量都在.4以上，採用最大變異法，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65.47%，具良

好效度。此量表為五點量表，受試者依自身真實情况進行填答，分數愈高意指教師工

作投入愈高，反之愈低。各分量表Cronbach's α值為.79、.89和.72，顯示量表具有不錯

的信效度。 

（四）心理契約量表 

本研究採用李勁霆於2021所進行的研究量表中分量表「教師心理契約問卷」，內

含「組織心理契約」與「人員心理契約」二項分構面，共計21 題。受試教師依符合自

身真實情况填答，所得的總分愈高，分數愈高表示其心理契約愈高，反之，則表示其

心理契約愈低。量表各題的共同性皆大於.4；項目總數相關第19題為-.28且該題目並非

反向題目，由刪除項目時的Cronbach's α值可知在刪除該題項後整體量表Cronbach's α值

將得到明顯的提升，因此予以刪除。量表Cronbach's α =.94，顯示量表信度指標具有可

靠度。此外，題目之CR值均達到統計顯著性，特徵值皆大於1，顯示問卷量表題目具

有良好的鑑別力。因此，教師心理契約之問卷題目除第19題以外，所有題目均予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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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量表KMO=0.92，Bartlett的球形檢定χ2=4964.42，p<.05達顯著，採用主成分分析，

因素分析歸類結果為二個因素，其因素負荷量都在0.4以上，採用最大變異法，累積的

解釋變異量為77.16%，問卷題目與構面歸類結果符合研究者對問卷構面與構面所涵蓋

題項相同，具良好效度。量表為五點量表，受試者，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α=.92、.91，

顯示其內部一致性良好，具有不錯之信度。總量表α= .92，代表本調查問卷之各層面具

有穩定度，且問卷整體的信效度頗佳。 

四、資料分析 

將所收有效問卷，資料輸入SPSS統計軟體進行分析，顯著水準均設定在p<.05，

本研究描述性統計分析呈現現況、皮爾森積差相關探究變項間關聯，以及逐步迴歸分

析驗證預測力和中介效果。 

肆、研究結果 

一、國小教師專業角色知覺、心理契約與工作投入之現況 

以描述性統計，包含平均數、標準差等方式呈現分析數據，藉以了解國小教師在

專業角色知覺、心理契約以及工作投入三個變項上的現況，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 。 

（一）國小教師專業角色知覺之現況分析 

調查結果，總量表平均每題得分為 3.93分、總量表平均分數為94.42 分；標準差

11.41分。本量表採  5 點量尺計分，「專業倫理」平均得分為4.04分（M=16.16，

SD=2.23）是各向度得分最高，依序由高至低排列，「專業服務」平均得分4.03分

（M=16.14，SD=2.17）、「專業成長」平均得分為 3.90分（M=15.60，SD=2.28）、「專

業知能」平均得分為 3.88分（M=15.54，SD=2.22）、「專業自主」平均得分為3.88分

（M=15.53，SD=2.24）、「專業組織」平均得分 3.86分（M=15.46，SD=2.27）。分析結

果專業角色知覺在各向度及總量表得分皆高於量尺平均數，屬於中上情形。 

（二）國小教師心理契約之現況分析 

總量表顯示平均每題得分 3.80分、總量表平均分數為75.97 分；標準差10.72分。

本量表採 5 點量尺計分，「人員心理契約」平均得分為3.86分（M=34.75，SD=4.93）

是各向度得分最高，而「組織心理契約」平均得分為3.75分（M=41.23，SD=6.30）。

分析結果心理契約在各向度及總量表得分皆高於量尺平均數，屬於中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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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小教師工作投入之現況分析 

總量表顯示平均每題得分 3.62分、總量表平均分數為57.83 分；標準差9.63分。本

量表採 5 點量尺計分，「奉獻」平均得分為3.82分（M=19.12，SD=3.05）是各向度得

分最高，其餘由高至低為「活力」平均得分為3.55分（M=21.32，SD=3.84）、「專注」

平均得分為 3.48（M=17.39，SD=3.73）。分析結果工作投入在各向度及總量表得分皆

高於量尺平均數，屬於中上情形。 

表 2   

國小教師專業角色知覺、心理契約與工作投入之現況摘要表（n=585） 

構面 題數 單題平均得分 平均數（M） 標準差（SD） 

專業知能 4 3.88 15.54 2.22 

專業服務 4 4.03 16.14 2.17 

專業倫理 4 4.04 16.16 2.23 

專業自主 4 3.88 15.53 2.24 

專業成長 4 3.90 15.60 2.28 

專業組織 4 3.86 15.46 2.27 

專業角色知覺總量

表 
24 3.93 94.42 11.41 

組織心理契約 11 3.75 41.23 6.30 

人員心理契約 9 3.86 34.75 4.93 

心理契約總量表 20 3.80 75.97 10.72 

活力 
6 3.55 21.32 3.84 

奉獻 
5 3.82 19.12 3.05 

專注 
5 3.48 17.39 3.73 

工作投入總量表 
16 3.62 57.83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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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小教師專業角色知覺、心理契約和工作投入之相關分析 

（一）國小教師專業角色知覺與工作投入之相關情形 

統計分析結果，專業角色知覺與工作投入間具顯著正相關（r =.35~.71, p<.01）從

表3可以發現教師專業角色知覺六個構面與奉獻的相關程度皆高於活力與專注。在關

係程度上，除了專業知能、專業服務、專業倫理分別和工作投入中的專注構念為低度

相關外，其餘皆為中度相關。 

（二）國小教師專業角色知覺與心理契約之相關情形 

統計分析結果，專業角色知覺與心理契約有顯著正相關（r =.59~.80, p<.01），如

表3所示，教師專業角色知覺六個構面與人員心理契約的相關程度高於組織心理契

約。在關係程度上，除了專業成長與人員心理契約為高度相關外，其餘皆為中度相

關。 

（三）國小教師心理契約與工作投入之相關情形 

本研究參照吳明隆與涂金堂（2012）指出，以.40以下為低度相關，.40到.80為中

度相關，.80以上為高度相關做為相關強度的參照標準。研究結果，從表3發現：(1)整

體層面，心理契約與工作投入有顯著正相關（r =.55~.75, p<.01），(2)個別層面，可以

發現組織心理契約、人員心理契約二層面與奉獻層面的相關程度（r =.70、.74）為高

度相關，其組織心理契約、人員心理契約與活力（r =.62、.62）與專注（r =.51、.59）

的相關程度為中度相關。 

三、國小教師心理契約在專業角色知覺與工作投入的中介效果分析 

（一）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與心理契約之預測分析 

以專業角色知覺用迴歸方式預測心理契約，結果預測模式（F=211.64, p<.001）達

顯著，其中多元相關係數=.79，決定係數=.63。整體而言，專業角色知覺可以有效解

釋心理契約62.9%的變異量。表示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越好，心理契約越佳。 

再以專業角色知覺各子構面以逐步迴歸方式預測心理契約結果摘要如表4，可以

發現有除了專業知能，其餘子構面均被選入。此預測模式（F=211.64, p<.001）達顯

著，其中多元相關係數=.80，決定係數=.64。整體而言，專業角色知覺可以有效解釋

心理契約64%的變異量。表示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越好，心理契約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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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專業角色知覺、心理契約與工作投入之 Pearson 積差相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1              

2 .68** 1             

3 .69** .76** 1            

4 .66** .68** .63** 1           

5 .66** .69** .67** .71** 1          

6 .60** .59** .62** .69** .71** 1         

7 .84** .86** .86** .86** .87** .82** 1        

8 .59** .60** .58** .64** .67** .68** .74** 1       

9 .61** .66** .67** .67** .71** .69** .78** .82** 1      

10 .62** .65** .65** .68** .72** .72** .79** .96** .94** 1     

11 .45** .46** .43** .51** .56** .54** .58** .62** .62** .65** 1    

12 .58** .60** .61** .60** .64** .60** .71** .70** .74** .75** .73** 1   

13 .38** .38** .35** .49** .51** .52** .51** .59** .55** .60** .77** .70** 1  

14 .51** .52** .50** .58** .63** .60** .66** .70** .70** .73** .93** .88** .91** 1 

註：**r= 0.01 層為顯著（雙尾檢定）。1＝專業知能、2＝專業服務、3＝專業倫理、4＝專業自主、5＝專

業成長、6＝專業組織、7＝專業角色知覺總量表、8＝組織心理契約、9＝人員心理契約、10＝心理

契約總量表、11＝活力、12＝奉獻、13＝專注、14＝工作投入總量表。 

表 4  

專業角色知覺各層面預測心理契約之逐步迴歸分析 

選入變項 β t R R2 ∆ R2 F 值 

專業組織 .31*** 8.15 .72 .52 - 

211.64*** 

專業成長 .24*** 5.61 .78 .61 .09 

專業服務 .11** 2.65 .80 .63 .03 

專業自主 .16*** 3.86 .80 .64 .01 

專業倫理 .11** 2.75 .80 .64 .01 

***p<.001, **p<.01 

以專業角色知覺各構面分別進行組織心理契約層面、人員心理契約層面預測分析

摘要如表5、表6。表5可以發現除了專業倫理，其餘子構面均被選入。此預測模式

（F= 151.39, p<.001）達顯著，其中多元相關係數=.75，決定係數=.57。整體而言，除

專業倫理外，其餘五個構面可以聯合解釋組織心理契約57.70%的變異量，也就是說對

組織心理契約有57.70%的解釋力。即國小教師的專業組織、成長、自主、知能及服務

越好，組織心理契約越佳。 

以專業角色知覺各構面預測人員心理契約之逐步迴歸分析如表6，發現除了專業

知能，其餘子構面均被選入。以專業角色知覺各構面所建立之預測模式（F= 1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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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達顯著，其中多元相關係數=.79，決定係數=.63。整體而言，專除專業倫理

外，其餘五個構面可以聯合解釋組織心理契約63.70%的變異量，亦即對人員心理契約

有62.7%的解釋力。表示國小教師的專業成長、專業服務、專業自主專、業倫理及專

業組織越好影響人員心理契約越佳。 

表5  

專業角色知覺各層面預測心理契約組織層面之逐步迴歸 

選入變項 β t R R2 ∆ R2 F 值 

專業組織 .32*** 7.69 .68 .47 - 

151.39*** 

專業成長 .21*** 4.60 .73 .54 .07 

專業自主 .14** 3.10 .75 .56 .02 

專業知能 .10* 2.32 .75 .56 .01 

專業服務 .10* 2.19 .75 .57 .00 

***p<.001, **p<.01, *p<.05 

表 6 

專業角色知覺各層面預測心理契約人員層面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 

選入變項 β t R R2 ∆ R2 F 值 

專業成長 .23*** 5.20 .71 .50 - 

194.31*** 

專業組織 .26*** 6.67 .76 .57 .08 

專業倫理 .18*** 4.27 .78 .61 .04 

專業自主 .13** 3.21 .79 .62 .01 

專業服務 .12** 2.73 .79 .62 .01 

***p<.001, **p<.01 

（二）國小教師的心理契約對工作投入之預測分析 

以心理契約及其構面以逐步迴歸方式預測工作投入結果摘要如表7 ，可以發現只

有心理契約變項被選入。此預測模式（F=659.50, p<.001）達顯著，其中多元相關係數

為.73，決定係數=.53。整體而言，心理契約可以有效解釋工作投入53%的變異量。表

示國小教師心理契約越好，能影響工作投入越佳。         

表 7   

心理契約對工作投入之逐步迴歸分析 

選入變項 β t R R2 ∆ R2 F 值 

心理契約 .73*** 25.68 .73 .53 - 659.50*** 

***p<.001 



65 

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對工作投入之影響：心理契約為中介變項 

 

 

 

（三）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與工作投入之預測分析 

以專業角色知覺及其構面以逐步迴歸方式預測工作投入結果摘要如表8。在表8可

以發現有專業成長、專業組織、專業自主變項被選入。此預測模式（F=163.13, 

p<.001）達到p<.001顯著水準，其中多元相關係數為.68，決定係數為.46。整體而言，

專業角色知覺可以有效解釋工作投入46%的變異量。表示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越

好，能影響工作投入越佳。 

表 8   

專業角色知覺對工作投入之迴歸分析 

選入變項 β t R R2 ∆ R2 F 值 

專業成長 1.35*** 6.62 .63 .39 .39 

163.13*** 專業組織 1.08*** 5.47 .67 .44 .05 

專業自主 0.78*** 3.87 .68 .46 .01 

***p<.001 

（四）國小教師的心理契約在專業角色知覺對工作投入之中介效果 

中介效果的判斷標準，考量自變項（專業角色知覺）對依變項（工作投入）和中

介變項（心理契約）的預測力、中介變項（心理契約）對依變項（工作投入）的預測

情形，前面所述成立後，以迴歸分析進行統計，自變項（專業角色知覺）、依變項

（工作投入）原本的迴歸係數須下降或者不顯著，才會具有中介效果（Baron & Kenny, 

1986）。  

專業角色知覺、心理契約分別投入模型一、模型三中，將專業角色知覺投入模型

二，再將專業角色知覺、心理契約投入模型四中，如表9所示。模型一專業角色知覺

對心理契約β=.79, p<.001、模型二心理契約對工作投入β=.73, p<.001、模型三專業角色

知覺對工作投入的β=.63, p<.001，均達顯著水準，因此符合 Baron 與 Kenny（1986）

提出中介檢核標準條件一至條件三。而模型四放入中介變項－心理契約之後，專業角

色知覺對於工作投入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由.655 降為.207且均達顯著水準，意即心理契

約中介變項的加入後，減弱了專業角色知覺對工作投入的影響力，故此研究結果符合 

Baron 與 Kenny（1986）部分中介檢核標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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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心理契約為中介變項的迴歸分析 

依變項 心理契約 工作投入 

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專業角色知覺 .79***  .66*** .21*** 

心理契約  .73***  .56*** 

VIF 值 1 1 1 2.69 

R2 .63 .53 .43 .55 

調整後 R2 .63 .53 .43 .55 

F 987.83*** 659.50*** 437.29*** 321.00*** 
***p<.001 

四、研究結論 

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得出以下結論，並整理成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如下表

10： 

（一）教師在專業角色知覺與工作投入之關係程度上，除專業知能、專業服務、專業

倫理分別與專注為低度相關外，其餘皆為中度相關。此結果說明當國小教師越

具有專業角色知覺時，就越趨於奉獻。因此，研究假設「H4：國小教師的專業

角色知覺對工作投入有顯著相關」成立； 

（二）教師專業角色知覺與心理契約之關係程度上，除了專業成長與人員心理契約為

高度相關外，其餘皆為中度相關。此結果說明當國小教師越趨於在專業角色知

覺時，就人員心理契約程度越高，因此研究假設「H5：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

覺與心理契約有顯著相關」成立； 

（三）在工作投入與心理契約之關係程度上，除了人員心理契與奉獻為高度相關外，

其餘皆為中度相關。此結果說明當國小教師越趨於組織心理契約、人員心理契

約時，越趨於奉獻。因此研究假設「H6：國小教師的工作投入與心理契約有顯

著相關」成立。 

表10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 

 研究假設 結果 

H1     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對工作投入具有預測力 成立 

H2     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與心理契約具有預測力 成立 

H3     國小教師的工作投入與心理契約具有預測力 成立 

H4     國小教師的心理契約對專業角色知覺與工作投入具有中介影響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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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與建議 

一、研究討論 

（一）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與工作投入具有預測力 

本研究假設H1「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與工作投入具顯著正相關」獲得支持，

即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能有效預測工作投入，且專業角色知覺可以有效解釋工作

投入42.9%的變異量，且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越佳，其工作投入也會越佳。換言

之，倘若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越趨於正向，會提升國小教師工作之正向投入。當

教師對自己的專業角色有較高的認同感時，他們對工作表現出更積極的投入，當教師

感到自己具有相關的知識、技能和能力時，他們更有信心並願意投入更多努力來實現

自己的專業目標（顏弘欽、張奕華，2023；Badri et al., 2016）。專業角色認同能夠同

時激發教師對於教育使命和責任的認知，當教師認識到自己在學生成長學習中的關鍵

角色時，責任感和使命感可以促使教師對於提供優質教育，對自身工作目標保持高度

關注和投入，就更有動力和熱情去投入教育工作（李麗雲、李麗日，2014；Abun et 

al., 2021；Lipscomb et al., 2022）。 

（二）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與心理契約呈具有預測力 

根據本研究實證結果分析發現，本研究假設H2「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與心理

契約具顯著相關」獲得支持。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能有效預測心理契約，且專業

角色知覺可以有效解釋心理契約63%的變異量，且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越佳，其

心理契約也會越佳。換言之，倘若國小教師的專業角色知覺越趨於正向，將會提升國

小教師心理契約之正向成長（胡裕華、黃瓊慧，2013；Crundall & Kroll, 2018）。整體

而言，國小教師的心理契約會受到專業角色知覺明顯的影響，研究發現國小教師在會

被其待能夠扮演專業角色於專業職務上，會受到工作者能力、工作團隊、工作規範的

影響（胡裕華、黃瓊慧，2013）。 

（三）國小教師的心理契約與工作投入具有預測力 

根據本研究實證結果分析發現，本研究假設H3「國小教師的工作投入與心理契約

有顯著相關」獲得支持。國小教師心理契約能有效預測工作投入，且心理契約可以有

效解釋工作投入53%的變異量，且國小教師的心理契約越佳，其工作投入也會越佳。

換言之，教師對組織的期望、價值觀和責任感，當教師對心理契約保持積極的態度和

承諾時，他們更有動力和熱情在工作中投入，換言之心理契約滿足能夠對工作投入產

生正向影響（黃文平等，2015）。心理契約也涉及教師對於組織對自己的關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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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響的感知，當教師感受到組織對他們的重視和參與的機會時，他們更有動力去積

極參與工作並表現出更高的投入，這種參與感和影響感可以促使教師感到自己在組織

中的價值和重要性，從而增加他們對工作的投入（Ford et al., 2019）。整體而言，國小

教師的工作投入會受到心理契約明顯的影響，學校組織提供之職涯管理亦對國小教師

的心理契約滿足有正面效益（Sturges et al., 2005）。因此，工作投入、心理契約實現有

顯著正向關係。 

（四）國小教師之心理契約，在專業角色知覺對工作投入有部分中介效果 

經迴歸分析實證結果發現，研究假設 H4「國小教師心理契約對專業角色知覺與

工作投入具有中介影響」假設，部分成立。其中總影響效果為 .66、直接影響效果

為.21。教師專業角色知覺透過心理契約作為中介變項時的間接影響效果為.45，研究

結果發現教師心理契約在專業角色知覺對工作投入之間具有間接影響效果，即國小教

師的心理契約對於專業角色知覺與工作投入具中介效果。此實證結果顯示，國小教師

心理契約認同感在專業角色知覺和工作投入之間的提升，會增加教師對教育貢獻和學

校政策推行的信賴感，相反地，在教師心理契約的重視方面，若無法從組織中感受到

安全感以及被支持，引發負面情緒，將降低工作投入狀況（黃廷邦等人，2021）。國

小教師的工作投入不僅會受到專業角色知覺的正面影響，心理契約具有影響力。 

本研究發現工作投入也會受到心理契約的正面影響。推測可能是因為心理契約中

的隱性契約承諾和責任感能強化教師對組織和工作角色之認同感，當教師感受到組織

對他們的重視和參與的機會時，這種參與感和影響力可以強化專業角色知覺對工作投

入的效果，更有動力和熱情去投入工作，因此，國小教師心理契約感越強時，則對其

的專業角色知覺越清晰（Hyslop-Margison & Sears, 2010； Willemse et al., 2015），專業

角色的認同程度越高，進而對工作投入形成正面影響。且當教師感受到組織提供的發

展機會和支持時，則更有動力去追求個人和專業的成長，進而增強專業角色知覺對工

作投入的效果，並追求個人和組織目標的實現（紀金山，2012）。 

整體而言，本研究相較過往研究更進一步發現心理契約確實在專業角色知覺對工

作投入的正面影響中具有中介效果，且國小教師的心理契約會強化專業角色知覺對工

作投入的影響）。 

二、研究建議 

（一）學校組織層面 

1. 強化組織效能，以提高教師組織參與程度 

參與專業組織不僅保障教師權益、建立專業準則，還於提升教師之專業形象及工

作效能（林秉毅等人，2019；Boettger & Moore, 2018）。因此，學校組織層面可採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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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來發展教師專業組織：例如，將專業組織納入學校決策過程，透過數位網路平

台，讓基層教師有更多參與感和歸屬感，或設立明確公正的評鑑標準和獎勵機制，鼓

勵教師更積極的參與專業組織，讓加強教師與組織間的互動，也能增加更多教師參與

意願，以利有效發揮專業組織之效能（丁一顧、陳佳琳，2019；陳慧芳、李安明，

2015）。  

2. 強化組織韌性與教學支援系統，以提升教師工作專注程度及組織心理契約感 

學校組織層面可以從健全行政支持系統，減少教師非教學事務層面，改善目前國

小教師的專注程度較低之情形，進一步提升其對學校單位之組織心理契約感（Okeke 

& Okaforcha, 2020）。學校組織需要強化其韌性，在教師與學生的之間扮演中介角色，

因應對局勢做出更積極的反應，籌備健全資源之配置系統，確保教師能夠獲得足夠的

教學資源和輔助工具以支持教師教學工作，減輕過多行政負擔（Boettger & Moore, 

2018）。學校組織應承擔完全行政責任並積極塑造友善工作與教學環境，與教師間建

立相互信任和支持，當教師心理契約得到滿足時與組織間則互為正向關係，促使其願

意投入更多的能量於工作中，更願意與學校積極良性互動（Lam et al., 2010）。 

（二）教師個人層面 

1. 積極參與專業組織交流，提升自我專業能力 

專業組織主要目的是讓教師在該專業組織中獲得預期的成果，包括專業形象、服

務水準和社會地位等方面（林秉毅等人，2019；Boettger & Moore, 2018）。當權利與義

務發生矛盾衝突時，教師即可尋求專業組織的支持與協助（Fullan, 2016；Hargreaves 

& Fullan, 2012），並實際參與教育創新及組織變革，進而建立良好的同儕關係和合作

網絡，以提升工作效能實現組織承諾。建議教師們可透過參與實體或線上之研討會、

工作坊和專業培訓等活動，不斷學習更新的教學理念和方法，與同行交流經驗，並與

專家學者進行學術對話，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以適應教學的轉變，並為學生提供更優

質的教育（丁淑觀，2021）。 

2. 平衡職家生活維持心理健康，提升工作專注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心理契約越正向成長，將會提升國小教師工作之正向投入提高專

注程度，因此，建議國小教師應關注自我身心健康，找到適合自己放鬆和舒壓方式對

保持良好的工作和生活平衡對於減輕壓力、提升工作效能至關重要（Zhang et al., 

2021）。教師在創新與工作時間之負荷考驗其對工作與生活的適應能力，建議可向專

業輔導老師或心理諮商師諮詢獲得支持和建議，亦都有助於教師更好地應對壓力，以

幫助處理學校教師心理壓力（Klassen et al., 2012），例如2019年起所增加的教師諮商輔

導支持體系相關制度，即在於協助教師有效紓解個人壓力，建議可多使用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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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好教師的心理健康，使其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擁抱教育工作中的喜悅和樂趣，

保持對學生的關注和愛心，持有正向的心態，為學生提供更優質的教育。 

（三）對未來研究建議 

研究對象建議可擴及包括國中、高中和大學的教師，以及民間教育機構等，以利

全面地瞭解教師專業角色知覺、心理契約以及工作投入或其他變項之間的關係。再

者，未來相關議題研究可增加質性研究方法，以深入瞭解教師對於專業角色知覺、心

理契約和工作投入的主觀體驗和觀點，將質量研究結果互相印證，藉此獲得更全面和

深入的研究結果。 

本研究量表為自陳式填答，存在共同方法變異的可能性。故另採Harman’s One-

factor Test作為事後檢測，將全部測試量表題目（排除背景變項）進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根據未轉軸前因素量與解釋變異量判讀共同變異之程度。因素分析結果第一個因

子其解釋量為38.50%，未超過總解釋量54.50%的50%，表示共同方法變異是可接受的

（Podsakoff & Organ, 1986）。如果共同方法變異對研究結果造成影響，建議未來研究

者可以使用多種評估方法進行交叉驗證，如觀察法、訪談法或文件分析法或匿名調

查，減少受訪者在回答問卷時的主觀傾向，以提昇信效度。且為了有效降低共同方法

變異的潛在影響，建議在不同的時間點進行測量，或進行追蹤研究，觀察其長期之變

化和相互關係，藉此提升未來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促使未來學者能更全面地瞭解並探

究各變項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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