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針對就讀台北縣、市的高中身心障礙學生所

知覺的家庭功能、學校支持、希望感與人際適應進行相關研究。其主要目

的想了解以下幾點： 

1. 高中身障生在知覺的家庭功能、學校支持、希望感與人際適應的分配情

形。 

2. 高中身心障礙學生知覺的家庭功能、學校支持、希望感與人際適應變項

之間的相關。 

3. 高中身心障礙學生知覺的家庭功能、學校支持、希望感對人際適應的預

測情形。 

本章依據研究結果與討論，做成以下結論，並提出相關建議，作為實

務工作與未來相關研究之參考。 

 



第一節  研究結論 

 

壹、 高中身心障礙學生在知覺的家庭功能、學校支持、希望

感與人際適應的分配情形都在中上程度 

    本研究高中身障生樣本在各向度的分配情形都在中上程度。進一步發

現，知覺到的家庭功能以情感涉入程度明顯高於高中一般生，問題解決程

度則明顯低於一般生；學校支持中分別以獲得情緒支持的頻率與老師支持

的有助性的得分最高；希望感部分，高中身障生與高中一般生無太大差

異；人際適應各向度較高中一般生的表現差。 

 

貳、 高中身心障礙學生在知覺的家庭功能、學校支持、希望

感與人際適應有相關 

一、 當高中身障生知覺到愈多正向的家庭功能、學校支持能提供較多的

幫助與希望感程度愈高，則人際適應情形愈佳。 

二、 當部分高中身障生認為家庭較少情感表達、獨立性、問題解決的功

能，又有情感的涉入；且學校的工具與情緒支持的頻率低，老師支

持的有助性低，而個人希望感也呈現低落狀態，但工具支持與同儕

支持有很大的幫助，雖然在師生人際適應及自我接納方面有一些不

適應，但其同儕關係的表現卻不錯。 

三、 當少數高中身障生知覺到家庭功能與學校支持有發揮一些功能，尤

其能夠知覺到情緒表達，以及了解到學校提供高比例的工具支持與

情緒支持，也有較高的效能思考，但同時覺得老師與同學的支持沒

有幫助，自己亦缺乏尋找替代方法解決問題的路徑思考時，其同儕



關係與師生關係也不好，唯自我接納較佳。 

 

參、 高中身心障礙學生知覺的家庭功能、學校支持與希望感

對人際適應有預測力 

一、 當同學支持的有助性、路徑思考與效能思考程度愈高，高中身障生

正向同儕關係的適應更佳。 

二、 當同學支持的有助性與獨立性程度愈低，高中身障生正向同儕關係

的適應更佳。 

三、 當老師支持的有助性、獨立性、路徑思考與問題解決程度愈高，高

中身障生師生關係的適應愈佳。 

四、 當效能思考、獨立性、情感表達與同學支持的有助性程度愈高，高

中身障生自我接納的適應愈佳。 

五、 當高中身障生在希望感的路徑思考、效能思考愈高，與知覺到家庭

中較多獨立性的功能，其人際適應情形愈佳；當高中一般生在希望

感的路徑思考愈高與知覺到家庭中較多情感表達、問題解決的功

能，其人際適應情形愈佳。因此預測高中身障生與一般生兩者人際

適應的向度有所不同。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有鑑於取樣、工具、資料處理方式及研究者之能力、時間等因素，本

研究之限制主要有： 

一、 研究對象 

1. 本研究的施測範圍以台北縣、市的高中身障生為主，不同地區及年齡層

的受試者或許有其不同的面貌。因此，研究的結果若要推論至其他地區

及年齡層則需多加考量。 

2. 本研究在性別上的取樣呈現男性高中身障生人數較女性多將近一倍的

狀況，是否能夠推論至其他研究則無法得知；而在障礙類別的取樣上，

以視覺障礙、聽覺障礙和肢體障礙為主，因而若欲將結果擴大至其他障

礙類別，可能會受到限制。 

 

二、 研究過程 

礙於研究進度與程序，施測時間選擇在下學期五、六月，此時適逢高

三準備升學考試最重要的時刻，一部分高三身障生已經通過身心障礙學生

甄試，考上大學，畢業並且離開學校；一部分則努力準備考試，不方便作

答。除流失部分樣本的限制之外，考試壓力是否會影響受試者作答態度，

而導致研究結果有所誤差，則需進一步確認。 

 

三、 研究工具 

1. 本研究所使用的家庭功能量表與人際適應量表，以一般高中生為預試

對象，經過項目分析與因素分析後，原八個向度、三個向度最後皆修

訂為四個向度，與當初該量表建立的歸類有所不同。修訂該研究工具

係以高中生實際的家庭功能運作與人際適應情況為主，而非參照原有



理論架構，故本研究工具若未來要應用到其他樣本時，需考量對象的

不同而謹慎使用。 

2. 本研究在家庭功能與學校支持的測量上，僅由高中身障生自行評估，

無法得知家庭與學校系統的全貌。未來研究可以採用測量不同家人與

學校人員的觀點，或是用不同的統計方法與分析，以測量更完整、不

同面貌的家庭功能與學校支持的樣貌。 



第三節  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調查結果，從實務工作及未來研究兩方面提出具體建

議，作為參考。 

 

一、 對高中身障生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高中身障生的希望感愈高，其人際適應愈佳，因此建議高

中身障生多以正向、積極的態度參與人際互動，若曾經有過負向的經驗，

也可以試圖鼓勵自己、勉勵自己用不同的心情與方法面對。 

其次，當高中身障生知覺到較多家庭功能中的獨立性，對其人際適應

較佳，因此，高中身障生需意識到自己並不需要時時受到家人的保護，相

對的，學習獨立、照顧自己，為自己負責，以減少家人的負擔，則有助於

他們與家庭之外的系統連結，增加人際適應。 

至於在學校支持方面，高中身障生對於老師與同學能否給予關心十分

敏感且在意，因此本研究鼓勵高中身障生多表達自己對於學校支持的需

求，讓老師、同學或是其他學校人員更加了解感受與想法。 

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高中階段的身障生已有足夠的能力面對與處理

自己的人際適應問題，若能增加其希望感，並嘗試表達自己期待「獨立」、

渴望老師與同學所給予的關心，將有助於其人際適應。 

 

二、 對高中身障生家庭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當高中身障生知覺到家庭成員之間彼此有較高的獨立

性，而又不失去情感的凝聚與表達，將有助於的人際適應，尤其在正向同

儕關係與自我接納的部分，幫助更大。因此本研究建議，雖然身心障礙本

身會造成生活各方面的不方便，也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家庭各系統的運



作，但若家庭能給予高中階段的身障孩子多一點獨立自主的空間，學習照

顧自己，並且為自己負責、決定，而家人仍舊是身障孩子後勤支援者，適

時提供關懷與協助，讓孩子知道自己是有被關心的，會增加孩子的適應。

此外，獨立自主亦是該階段青少年的主要課題，本研究認為家人適度地「放

手」有助於他們成長、發展與社會適應。 

 

三、 對高中身障生的老師與同學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當高中身障生能夠感受到老師與同學所付出的關心及支

持，則能有效增進高中身障生的同儕關係、師生關係與自我接納的適應情

形，顯然這是高中身障生在學校環境中最直接也是最有力的支持。 

對高中身障生而言，生理的限制不可避免的會帶來人際互動上的不

便，然而，他們細膩、敏感的特質，在人際互動中其實反應著「既渴望，

又害怕受傷害」的複雜心情；此外，外在支持系統如：老師、同學等的介

入也的確有助於他們的人際適應，尤其是情感上的支持，讓他們真正的感

受到被關懷與被了解；反之，則愈感到孤單、無助，甚至會有憤怒的反應，

而與外在系統愈來愈疏遠。因此，本研究認為增進學校的老師、同學與高

中身障生彼此的認識與互動，搭起溝通的橋樑，是促進他們人際適應的第

一步，以減少認知的落差與衝突，並逐步落實融合教育的理念—不僅要達

到制度、設施上的融合，還要有心理上的融合。 

最後，高中身障生的障礙情形不盡相同，所需的服務內容也有其個別

差異。因此，在學校行政部分，除了提供一般性的服務之外，也可透過 IEP

會議等各項管道，確實了解高中身障生的個別需求，給予實質、有幫助的

支持。 

 

 



四、 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1. 再探究希望感理論 

希望感理論目前在國內累積的文獻與研究並不多，因此多依賴國外理

論架構；且本研究在希望感量表編製過程，發現效能思考部分之內部一致

性偏低，建議未來可增加本土化的研究，建立本土化的理論架構與研究成

果。在研究主題方面，過去有關希望感的研究比較偏向探討與學業的相關

性，本研究則發現，希望感與人際適應亦有顯著相關，對人際適應也有預

測力，建議未來可拓展更多元的研究議題。 

 

2. 多元開發高中身障生研究議題 

融合教育的推動，以及十二年就學安置計畫的施行，促使高中身障生

接受普通教育情形愈來愈普遍。本研究初步探究高中身障生受環境與個人

變項影響其人際適應情形，結果發現確實有不同於高中一般學生的一面，

未來可再擴展研究議題，以更加了解青春期階段的高中身障生的身心特

質、認知、情緒，或是與社會互動的情形，提供給實務工作者與教育、社

會福利單位實質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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