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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were to investigate art teaching in the self-contained special classes of junior high schools in central

Taiwan, and 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ies which the teachers encountered. This study adopte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of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s. The survey subjects included 140 teachers in the four counties/cities of central Taiwan.

Furthermore, 4 teacher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group as interviewees. The data have been collected and processed through such

statistical methods as frequency distribution, percentage and Chi-square test. Through the interviews, further discussion was

compiled. This study included the following issues：1.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2. The design of curriculum and the

sele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3.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ategies. 4. Teaching resources and equipment. 5. Evaluation of

instruction. 6. Teaching difficulties. Results of the study were as follows: 1.In terms of “students”: The teachers felt disturbed

because of the students with severe disabilities, and the insufficiency of students’ art skills. However,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 w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ents’ abilities. Moreover, sixty percent of the teachers didn’t have assistants when teaching, which

made them feel “lack of manpower resources”. 2.In terms of “teachers”: What troubled the teachers most was “lack of

professional art training.” Therefore, few teachers conform to the principle, "to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expertise of teachers" when

teaching. 3.In terms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equipment”: The teachers felt helpless because the schools lacked teaching

environment,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They often used painting equipment, but the utility rate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equipment

was less than 30％. Moreover, about thirty percent of the teachers have never used community public arts facilities. 4.In terms of 

“the design of curriculum”: The curriculum which teachers design included cutting/ripping, pasting as well as practical training

most; but the teachers seldom arranged the courses of calligraphy, weaving and sewing. Moreover, most of the schools didn’t have

inclusive course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suggestions for the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teacher training administrators, schools,

and teachers we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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