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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南投重建校園學童對重建校園空間教育情境的環境知覺，並藉由學童個人背景屬性與校園空間情

境之「趣味性」、「學習性」、「舒適性」、「多樣性」、「安全性」、「視覺美感」等六項認知構面，探討重建之新校

園環境其帶給學童之認知訊息。 本研究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對象，計得有效問卷400份，以學童在校生活之六類型空間進

行學童認知問卷調查，經相關統計分析後，本研究有以下之發現： 一、學童對不同校園教育情境認知因子間有顯著之差異

二、學童背景屬性之不同與校園教育情境認知部分有所相關 1.學童年級之不同與校園空間情境認知有顯著水準 2.學童父母

親教育程度不同與校園情境認知有顯著水準 3.學童家庭情況不同其校園情境認知有顯著水準 三、學童對各類型校園空間認

知有所差異 建議未來校園教育空間情境規劃： 一、建議未來校園提高其『庭園廣場』與『走廊川堂』之「多樣性」規劃

設計考量。 二、建議未來校園提高其『運動場』之「趣味性」、「學習性」、「舒適性」及「安全性」規劃設計考量。 

三、建議未來校園提高其『走廊川堂』之「趣味性」、「舒適性」、「多樣性」、「安全性」規劃設計考量。 四、建議未

來校園提高其『班級教室』之「舒適性」、「多樣性」、「視覺美感」規劃設 計考量。 五、建議未來校園提高其『電腦

教室』之「視覺美感」規劃設計考量。 六、建議未來校園提高其『圖書室』之「學習性」與「視覺美感」規劃設計考量。

希望藉由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得以提供未來校園規劃設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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