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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國民中學特殊學生家長對融合教育 的滿意度，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特殊學生家長對融合教育滿意

度的差異，以及探討各變項對融合教育是否具預測力。 本研究以自編修改之「彰化縣國民中學特殊學生家長對融合 教育

的滿意度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針對彰化縣國民中學安置 在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家長為研究對象，回收有效問卷157 

份。問卷調查所得資料以平均數、標準差、t檢定、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及逐步多元迴歸進行分析處理。 根據本研究結果，

可以歸納以下結論為特殊學生家長對融合 教育的滿意度達滿意程度，其中以「親師溝通」分量表平均數最 高，最低的是

「與普通同儕的互動」。不同背景的特殊學生家長 對融合教育的滿意度差異情形，孩子沒有早期療育經驗的家長在 「親

師溝通」方面滿意度較高；沒有障礙程度的學障及孩子障礙 程度輕度、重度的家長在「教師教學」方面滿意度較高；孩子

就 讀學校規模中型(31~49班)的家長在「鑑定與安置現況」、「與 普通同儕互動」、「教師教學」、「課程安排」、 「學

校支援」方面滿意度較高。各構面變項可有效預測整體 滿意度，以「教師教學」最具有預測力。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

出建議，作為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行 政單位、普通班教師、特殊學生家長及未來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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