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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台中縣海線地區國小級任教師及藝術與人文科任教師，在安排學生參觀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進行校外教

學時，其參觀意願與障礙因素之現況，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其參觀意願與障礙因素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開放性問項為輔，採用普查法進行研究，有效樣本人數為943人。調查結果利用統計軟體，對

蒐集之資料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法進行資料處理，研究結論如下：

國小教師在參觀經驗上的比例很高；但在帶領經驗的比例很低；參觀意願最高的是「資源利用」；而障礙因素最高的是「

教師素養因素」；教師在不同背景變項之性別、學歷、婚姻狀況、任教科別、個人參觀經驗及帶領參觀經驗等六項，對校

外教學參觀意願有顯著差異；教師在不同背景變項之性別、學歷、婚姻狀況、任教科別、任教地區、個人參觀經驗及帶領

參觀經驗等七項，對障礙因素存在顯著差異；教師校外教學參觀意願與障礙因素間存在顯著相關；教師在校外教學最需要

協助的項目是車輛安排、補助經費及提供專業的導覽人員。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提出建議以供教育主管機關、港區藝術中心未來營運方針、學校行政單位、及未來發展館校合作關

係之?考。

關鍵詞 : 校外教學 參觀意願 障礙因素 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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