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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程實施之成效。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選取執行彰化縣國民

中學技藝教育學程的相關教師148 位，與完整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的學生488 位為研究樣本。調查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

、單一樣本t 考驗、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Scheffe’事後比較法等進行統計分析。經過實

證研究獲得之結論如下： 一、相關教師對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整體執行成效滿意度傾向滿意。 二、擔任不同職務與不同年

資的教師，在執行成效滿意度上呈現顯著的交互效應。其中年資在5年以下的高中職教師兼職行政，在「課程與教學」的

構面上，其滿意度顯著優於國中教師兼職行政，也優於高中職專任教師；在「環境與設備」的構面上，高中職教師兼職行

政，其滿意度顯著優於高中職專任教師。 三、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在整體學習成效滿意度傾向滿意。 四、不同性別

與不同學程開辦方式的學生，在學習成效滿意度上呈現顯著的交互效應。其中不同開辦方式的男生與女生在「課程與教學

」、「環境與設備」與「學生輔導」等三個構面上，合作式皆優於自辦式；而不同性別的自辦式學生在「課程與教學」、

「環境與設備」、「學生輔導」等三個構面上並未有顯著的差異；不同性別的合作式學生在「課程與教學」、「環境與設

備」、「學生輔導」等三個構面上，女生滿意度皆優於男生。 五、學生的學習成效滿意度，不因其學業成績、家庭結構、

家長（主要照顧者）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根據上述之研究結論提出具體建議，俾利主管教育機關、學校、教師、

學生、家長，以及後續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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