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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埔鹽鄉國民小學與社區資源共享的情形，研究目的為：1.學校教育人員對於學校和社區資源共享的

看法。2.社區人士對於學校和社區資源共享的看法。3.彰化縣埔鹽鄉國民小學與社區資源共享的現況與建議。 本研究採用

問卷調查與深入訪談法，對象為彰化縣埔鹽鄉國民小學教育人員與社區人士，發放問卷295份，有效問卷279份。將蒐集資

料利用SPSS12.0 for Windows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並配合深入談訪結果，獲得結論如下： 一、彰化縣埔鹽鄉國民小學

行政人員對於幫助學生達成情意和品德教學，增強學校和社區彼此的認同感最高；教育人員年齡越輕，對於電腦和多元教

學能力越高；班級數少的學校和服務年資高的教育人員，對於資源共享的認知程度、學生多元學習、節省資源和經費觀點

認同。 二、彰化縣埔鹽鄉社區民眾男性、年齡大、職業為軍公教和高學歷人士對於社區資源的認識與運用認知更清楚，有

助於學校教學的提升，社區和學校相互得利，創造出新的契機。 三、增進學校與社區資源共享之做法，學校教育人員與社

區人士應敞開心胸，增加了解與互信，建立資源資料庫、成立專責聯絡單位和倡導資源共享理念及作法，進而資源互惠，

創造出雙贏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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