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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於探討桃園特色國民小學教師對學校行銷現況與之間的差異比較，採行問卷調查法，以臺灣桃園縣市27所特色

國民小學校長、主任、行政人員及一般教師為取樣範圍，分別對教育人員出問卷各482份，回收有效問卷422份。問卷處理

以SPSS 12.0套裝統計軟體，以描述統計、卡方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薛費法事後檢定等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研究結

果顯示，桃園縣特色國小學校行銷現況以行政人員為主要推行者，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制定，行銷主要功能為建立特色學

校形象，行銷對象以家長（家長會、志工團體）為主，並透過親師座談會或交流活動進行實際行銷活動。行銷現況知覺程

度會因服務年資、學校地區、學校規模、學校歷史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整體行銷組合策略達到中高程度符合，以價格策

略最高，因不同服務年資、現任職務、學歷、學校規模、學校歷史的不同，而有部分不同。

關鍵詞 : 特色學校、學校行銷、行銷組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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