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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研究動機源於研究者本身即擔任特教教師工作，希望對於特教班之教室配置規劃與特教生互動行為的關係有進一

步的了解。而本研究的目的則期望能歸類分析國民中學附設特教班在校園中的教室配置類型，及探討特教班在不同教室配

置下特教生與普通生之互動關係，期能提出更適合特教生與普通班互動行為發展的教室配置類型，及特教班在校園中教室

配置之特色與規劃建議，以提供具體之建議方案。 本研究範圍為彰化縣設有自足式特教班之11所國民中學，採取之研究方

法為文獻探討法、半結構式訪談法、實地觀察法等。本研究之結論為： 1.特教班與普通班教室呈現L型之配置關係，使特

教班與普通班產生共同的活動空間，有助於提升特教生與普通生之互動頻率。 2.多參與學校例行活動之運動會可增進特教

生人際互動之機會。 3.特教班教室宜與輔導室相鄰或同一個樓層，以增進特教生到輔導室之便利性。 4.特教班教室與各行

政處室之最佳配置關係，由近至遠最適宜的配置依序為輔導室、訓導處、教務處、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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