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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家庭社會資本與學校社會資本對自閉症學生的學習適應之影響。研究對象包括五位分別就讀於某特殊學校

幼稚部、國小部、國中部以及高職部之自閉症學生。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的方式，透過半結構式訪談、觀察評量、及開放性

問卷調查等方法蒐集資料並加以分析討論。 研究結果如下： 一、健全的家庭結構及高社經地位家庭均可提高社會資本的

質與量，讓星兒可以獲取較豐富的資源以改善星兒學習適應之能力。 二、家長參與關注及家人的接納與支持均可增加星兒

社會互動人際關係地發展，均可附加於星兒身上，對其學習適應也有助益。 三、良好的社區鄰里關係可以擴展與建立星兒

最近且最方便取得的社會關係網絡，對增聚星兒及其父母社會資本都是重要的支持來源。 四、充足且容易取得的學校及醫

療院所復健資源，可順利推行星兒早期療育，對提升其適應學習的能力有重要影響。 五、社福機構或家長團體的福利補助

可彌補星兒財務資本的不足，而這些機構團體所提供的教養資訊、福利服務等更可拓展星兒及父母社會資本的網絡。 六、

教師的學經歷、星兒自身的學習歷程與成長經驗、以及學校所提供的人力及專業人員支援都是影響星兒學習適應成效之因

素。 七、同儕支持是星兒取得學校社會資本的最重要來源。 八、學校所規劃設計的軟硬體設施，可以改善星兒身心的缺

陷及發展其學習潛能，是星兒重要的資本來源。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分別從家庭社會資本及學校社會資本的提出相

關之建議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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