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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從1973年教育部成立第一班特殊才能班以來，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班是為具有藝術資賦優異特質學生而成立，時至今日

其是否達到提供適性的專業課程、專科師資與環境，以培養健全人格、優異之社會人才之目標。本研究以彰化縣國民中、

小學藝術才能班學生為對象，採問卷普查方式蒐集相關數據，並採用「SPSS For Windows 12.0版」統計套裝軟體作為資料

分析工具，探討彰化縣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班學生學習滿意度及其學習成就之相關研究，並根據資料分析不同人口變項

、學生之學習偏好、學生學習成就與學習滿意度之相關性和差異性，最後提出分析結果與結論。 研究發現：學習滿意度整

體達「滿意」程度；藝術才能班學生之學、術科學習成就平均數達「3(甲)」；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就在家庭經濟狀況、年

級、父親教育程度、校外學、術科之補習時間、就讀原因、升學意願等人口變項有顯著性差異；學習滿意度在不同學科複

習時間有顯著性差異；學習成就在不同美術課後複習時間、學科學習偏好、學科專長等變項有顯著性差異；學習滿意度在

藝術與人文學習成就上有顯著線性正相關，但在其它學科學習成就上並無顯著性相關；在美術應用能力次數、校外得獎次

數上有顯著性差異。 研究結論為：學習是需具備動力與目標，更需有良好的學習環境才能有優異表現，欲使藝術才能班學

生學習滿意度提高、學習成就表現優異，極需在各相關單位的努力俾使藝術才能班成為一處擁有高專業師資、完善課程、

設備、氣氛和諧之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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