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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篇研究旨在瞭解國小高年級學童之人口統計變項與藝術與人文領域學習滿意度之關係為何；以彰化縣高年級學童為研究

對象，採便利抽樣方式選取319 人發放問卷，得有效問卷為319份。以「藝術與人文領域學習滿意度量表」為工具，進行資

料蒐集整理，並利用SPSS Windows 12.0 中文版本進行統計分析，主要獲致以下研究結果:

1.彰化縣國小高年級學生藝術與人文領域學習滿意度屬於中上程度；學習滿意度的各構面中，設備與環境的滿意度最高，

其他依序為教師教學與專業能力、學習效果、課程安排與設計、人際互動關係。

2.?同性別之國小高?級學生在藝術與人文學習?域學習滿意?上有部份顯著差異。女生對課程安排與設計、設備與環境滿意

度高於男生。

3.?同年級之國小高?級學生在藝術與人文學習?域學習滿意?上並無不同。

4.學校規模37班至60班之學童在教師教學與專業能力、人際互動關係、設備與環境、學習效果上之滿意度高於18班以下

、19班至36班及61班以上規模的學校。

5.學期成績優的學童在教師教學與專業能力與學習效果滿意度高於乙、丙之學童。

6.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的學童在課程安排與設計、設備與環境、學習效果的滿意?高於其他經濟狀況之學童。

7.?同才藝活動參與之國小高?級學生在藝術與人文學習?域學習滿意?上無無不同。

本研究所得的結果，可供學校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之參考，希望能提高學生之學習滿意度，進而提升藝術與人文領域之教

學成效。

關鍵詞 :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育 國小高?級學生的學習 學習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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