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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的國小補校早年以提供基礎教育給失學或中途輟學的民眾為主，近年來又有新移民成員加入學習的行列，是我國推展

終身教育，建立終身學習社會的重要管道。 本研究旨在利用品質機能展開法找出彰化縣國小補校應優先改善之服務品質。

採用Parasuraman, Zeithaml,and Berry三人所提出的服務品質「SERVQUAL」量表為理論依據，以彰化縣國小補校學生作為

研究對象，探討補校學生對國小補校服務品質的優先改善項目。研究結果如下： 一、提出八所國小補校其優先改善之項目

，並與補校行政人員訪談，提出改善方法。 二、我國與新移民補校學生對於補校服務品質應優先改善項目，都包括「晚上

校園的光線充足、設施安全」與「學校提供緊急醫療協助」二項目。 三、以品質機能展開法，提出彰化縣補校應優先改善

之十個項目與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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