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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國中普通班教師在融合教育實施下 的教學困擾情形及其在不同背景變項的差異情形，並進一步分析

教師背景變項及各構面對教學困擾的預測力。本研究以「彰化縣 國民中學普通班教師對融合教育的教學困擾調查問卷」為

研究工 具，研究對象為彰化縣國中普通班教師334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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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現彰化縣國中普通班教師在融合教育實施下確實有 教學困擾存在，整體教學困擾

約為中度。教學困擾程度各構面由 高而低依序為：課程與教學、評量方式、教室管理、專業知能、 支援服務及親師合作

。不同背景的普通班教師對融合教育的困擾 程度差異情形，課程與教學、評量方式、教室管理方面，無顯著 差異；專業

知能方面，學校規模中型(31-49 班)之普通班教師教 學困擾較高；支援服務方面，任教16-20 年、學校規模大型(50 班以上)

之普通班教師教學困擾較高；親師合作方面，已婚、專 任教師之普通班教師教學困擾較高。各構面變項可有效預測整體 

教學困擾，以「專業知能」最具有預測力。 茲根據研究結果分別對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行政單位、普通 班教師及未來研

究者提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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