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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re are fiv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1, Realizing the background of politic and the base of theory in school

community. 2, Realizi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bout the performance of content in school community of senior vocational and

the cognitive situation perform the possibility of school community. 3, Realizing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olicy in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 community and the process of this policy in private senior school. 4, Analyzing the performance with the reward

plans of senior vocational community whether it affluent the performance school community in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 5,

Deploring the mainly difficulties in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 performance and this policy will be listed the references by the

Education Ministry. This research takes case study consubstantiality with the way of community deeply and advances the collection

of data. This study invited eight school ministry with a deeply、openly talking and try to find out the problems in performance

school community.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show the administers still have suspicious about senior vocational community policy

thought they join this case which they seems not to show positive attitude for this policy. However, the private schools have

difficulties in the possibility performance of school community. Therefore, it will not have any results because the private school

problems about school community policy is not solved. Then, the key point is to solve the management of private vocational school

first and go on the policy of senior vocational community. The suggestion of research in the future： 1.The extent of research can

augment community cooperation of every school. 2.The district of research can distinguish the community types of urban and

suburb. 3.The object of research is to compare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munity between National and Private Senio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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