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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autistic students’ family social capital and school social capital on their learning

accommodation. Participants were five autistic students enrolled separately in the kindergarten, primary, junior and senior

department of a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 Adopting the qualitative method, this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observations and the open-ended questionnaire. The gathered data was analyzed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major

findings: 1. A healthy family structure and high socio-economic status could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autistic students’

social capital. This capital could make them get more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ir learning accommodation. 2.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concern, and family support and acceptance could increas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f children with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 and help them learn better. 3. Good community relations could extend and

build a reachable and available social network of children with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 They are an important support source to

increase social capital of children with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 and their parents. 4. Adequate and accessible rehabilitation

resources of schools and hospitals could help the early treatment and education of children with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 carried

out smoothly. These treatment and education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enhancing their learning accommodation skills. 5.

Welfare benefits provided by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or parent groups could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financial capital of children

with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 Parenting information and welfare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se organizations and groups could also

extend social capital network. 6. Teachers' educational levels and work experiences, children’ own learning process and growth

experience, and the support of additional human resources and professionals provided by schools could b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utistic children’ learning accommodation. 7. Peer suppor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autistic children’

school social capital. 8. Software and hardware facilities designed by schools could improv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fects of

children with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 and promote their learning potential. They were important sources of autistic children’

soci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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