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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高級職業學校鑄造科教師與學生對實習工廠安全衛生教學成效、現有設施、行政管理成效感受之現況，與不同

背景變項的高級職業學校鑄造科教師與學生對實習工廠安全衛生教學成效、現有設施、行政管理成效感受的差異情形。研

究對象是全國六所設有鑄造科的高級職業學校31位教師與675位學生，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使用的工具包括高級職

業學校鑄造科安全與衛生教學成效量表、教學設施量表、行政管理量表。調查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t考驗、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Scheffe 法事後比較、Pearson 積差相關等進行統計分析。 依據分析結果，歸納出主要的研究發現以做成結論，並

參照文獻評析所獲心得做成建議，俾利教育行政單位、辦理高職鑄造科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未來研究者參考。本研究所

得結論為： 一、高級職業學校鑄造科學生在安全與衛生教學成效、安全設施現況感受是普通的。 二、高級職業學校鑄造

科教師在安全與衛生教學成效、安全設施現況、行政管理現況感受 是良好的。 三、高級職業學校鑄造科教師與學生在安

全與衛生教學成效、安全設施現況感受上有顯著 的差異。 四、高級職業學校鑄造科學生在安全與衛生教學成效、設施現

況感受上不因家長職業不同 而有顯著差異。 五、高級職業學校鑄造科學生在安全與衛生教學成效感受上因性別、年級、

學校、是否修 過安全與衛生課程、是否參加安全衛生演練活動等背景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六、高級職業學校鑄造科學生

在安全與衛生設施況感受上因性別、年級、學校、是否修過 安全與衛生課程、是否參加安全衛生演練活動等背景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 七、高級職業學校鑄造科教師在安全與衛生教學成效、設施現況與行政管理現況感受上不 因性別、年齡、服

務年資、最高學歷、是否修過相關安全衛生學分、是否參加過安全 衛生相關訓練活動、任教科目、是否有安全衛生專業證

照等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建議高級職業學校鑄造科應加強工業安全衛生觀念的宣導工作、建立高級職業學校鑄造科

的安全衛生管理制度、並將「工業安全衛生」列入高級職業學校鑄造科部定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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