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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Gift 是禮物也是資優的意思，所以大家都說我們是上天送給爸媽的美好禮物，但是對我們

來說，這真的是一個完美的禮物嗎？自從我們通過考試鑑定，確認我們是資優生後，我們很開

心能在特別的班級中進行各種有趣的學習，雖然我們是資優生，但我們卻不因此感到驕傲，反

而對很多事情都感到好奇，也很努力做每一件事，甚至老師會希望我們辦理一些關懷社會的活

動，盡我們的能力去協助他人。但是我們發現有些人因為對我們不了解所以有誤解，例如：資

優生成績一定很高、資優生都是書呆子、資優生的成功不是來自努力等等，讓我們被貼上了許

多標籤。 

在上學期我們上專題課時，老師希望我們討論一個主題來做研究，因為一直以來我們都很

好奇，學校老師和同學是如何看待我們？是不是跟我們看待的自己一樣？所以我們馬上就決定

做這個題目，但是因為時間太短，來不及完成研究。所以我們想藉這個比賽讓我們的研究更完

整，並且能透過宣導，讓大家對資優生有更正確的看法，並且用正確的角度對待我們。 

二、研究小隊 

我們的研究小隊有兩位老師和四位學生，我們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各種有趣的問題。我們的

主題會取名為「『資』由飛翔『優』然自得」，是因為我們希望藉這個研究，讓我們的天賦自

由自在地飛翔。隊名「宜昌 XD 隊」則是因為我們想去除資優班標籤，而稱呼這個班為 XD 班

〈X=列印 Xerox，D=資源教室 D，意思就是「列印 D 班的好事」〉，因為我們的研究代表這個

班級的每個人，所以取了這個隊名。 

我們還有一位隱形隊員─鄭雅蔓，她在上學期跟我們一起做這個研究，這學期雖然因直笛

隊練習時間衝突而無法加入我們，但經常給我們很多協助，功不可沒！ 

 
圖 1-1 我們的研究團隊 

三、研究目的 

    我們的研究目的有下列幾項： 

（一）瞭解宜昌國小師生對資優生與同儕相處狀況之看法。 

（二）瞭解宜昌國小師生對資優生課程表現之看法。 

（三）瞭解宜昌國小師生對資優生身心特質之看法。 

（四）瞭解宜昌國小師生對資優生特別待遇之看法。 

（五）透過全校性資優宣導，宣導正確資優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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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文獻探討 

（一）花蓮縣資優教育概況 

從花蓮縣教育處（2014）編擬的「花蓮縣資賦優異白皮書」中可以知道，花蓮縣資優教育

的肇始，應起源於中正國小於 1985 年辦理美術教育實驗班（即目前中原國小美術藝才班），但

隨後此類藝術類資優班級因法令規定，轉型為「藝術才能班」。直至 102 學年度，花蓮縣終於在

宜昌國小及中正國小成立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並於同年 11 月完成鑑定，隔年 3 月，開始進行

抽離或外加語文及數理課程。國中部分，直至 103 學年度於自強國中成立數理資優班、104 學

年度於國風國中成立語文資優班，花蓮縣資優教育才逐漸茁壯發展。 

一般智能資優班非傳統績優升學班，而是特殊教育法保障下的特殊教育類班級，我們之中

有三位就是 103 學年度創班的學生，另一位則是第二屆入學學生。我們學校的資優資源班目前

共有 26 位學生，課程採必選修制度，學生能依據自己的學習潛能與興趣進行選課。資源班開設

的課程多元，包含：情意、專題、創思等特殊需求課程，及各種新奇的國語、數學課程，例如：

思辨、報導文學、戲劇、旅遊數學、科學探索、邏輯推理等。另外，學校更會在假日提供各種

有趣的充實課程讓我們盡情探索，增加了我們許多學習視野。 

（二）一般智能資優學生定義 

教育部（2010）提到我國的特殊教育法有規定，一般智能資優生是指在記憶、理解、分析、

綜合、推理、評鑑等方面，較同年齡具有卓越淺能或傑出表現者。其鑑定後應符合下列兩款規

定之標準：1.個別智力檢測量結果在平均數正 2 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 97 以上。2.經專家學者、

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學習特質與表現等具體資料。 

在測驗方式部份，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1997）提到一般能力優異資優學生的甄選程序

大致分為初選與複選，初選為團體智力測驗，複選則是實施個別智力測驗，最後召開資優學生

鑑定會議決定。 

由上列敘述可以知道，一般智能資優學生是指在綜合性能力方面有卓越突出表現者，並不

是指單一種學術性向特別突出，所以一般智能資優學生有極佳的掌握學習能力與天份，但不代

表一定會有各種突出的學習成就。 

（三）資優學生的身心特質 

在優勢能力部份，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1997）提到，資優生在學習方面自我概念比普

通學生積極；在身心方面資優生的焦慮比普通生低，興趣也較廣泛。吳昆壽（2006）認為，資

優學生認知方面，語言思考早熟、邏輯思考合理、有動機和集中力。在情意方面，資優生很獨

立，為自己設較高的目標，追求完美。王曼娜等人（2010）也提到，資優生對事物特別敏銳，

會追根究柢、學習力佳、具有優異的口語及書寫表達能力。Barbara Clark（2007）則認為資優

生有超前理解力、口語能力佳、有理想主義及正義感。  在負面特質部份，臺北市資優教育資

源中心（2005）中提到，資優生因為某些特別的身心特質，例如高度自尊、完美主義等，會讓

資優生遇到困難可能會有比一般人更大的心理衝突。資優生的挫敗感也可能源自於生氣的情緒

或者是對某些沒有正確答案的問題，還有可能是家人或老師給資優生的過度期望導致的壓力，

臺灣師範大學（2016）中提到，資優生還有過度激動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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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資料可以得知，資優生有以下特質：在學習方面，資優生自我概念比普通學生積極、

邏輯思考合理、學習力佳、理解速度快、記憶力強、對事物感到特別敏銳而追根究柢；在身心

方面，資優生精力旺盛、較早熟、理想多、有理想主義、有正義感、追求完美因而可能害怕失

敗；在人際方面，資優生在學校適應及師生關係都優於普通生。 

（四）資賦優異迷思 

王曼娜等人（2010）認為「資優」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每位「資優學生」都有個別差異，

沒有人是十項全能的。「資優」本來就不一定與學業成績畫上等號，資優指的是在某項能力上有較

優異的潛力，有特殊的學習需求，並非額外的資源。另外，潘裕豐（2001）及李錫津（2002）

都認為，資優不等於傑出或成功，資優只是指具有學習的較佳潛能與行為表現，除了有足夠的

潛能外，還需要再努力和毅力，才會有出類拔萃的成就。在心智年齡部分，潘裕豐（2001）提

到，許多人時常有認為資優生的認知能力很高，那麼他的情意智能也應該很好才對的想法。但

是，資優的孩子存在著不平衡的發展現象，學業上的聰穎與情緒的控制關係不大。在特質部分，

潘裕豐（2001）也強調，資優生也和大家一樣會犯錯、生氣、崇拜偶像、迷戀事物，也因常具

有高度的好奇心，因此常會情不自禁地探究及發問，容易被誤認為是愛現、多話、我行我素、

自以為是，甚至是過動的學生。因此，請不要將資優生標籤化。 

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知道，資優學生僅是具有較佳學習潛能，是否會成功仍須看他們付出

多少的努力，資優生也各有所長，並非全才。另外，資優生和一般學生一樣會有犯錯的時候，

也會有同的情緒反應，也因為他們的學習激動特質，而顯得跟一般學生有所不同，並非刻意愛

現或引起注目，對資優生的誤解與不適切的標籤，將會使資優生受到傷害。 

 

二、研究流程圖 

我們的研究總共分為五個研究階段，整理成研究流程圖，如圖 2-1 所示： 

 

 

 

 

圖 2-1 研究流程圖 

這次的研究總共分成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決定隊名、主題，主題延續上學期專題課時

未完成的研究「他人對資優生的看法」。第二個階段是文獻探討階段，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許多

資料，但因為網路資料未必全然正確，因此，我們也到東華大學圖書館借書，借到了資優教育

概論等書籍，在書中尋找「資優的定義」、「如何鑑定」、「資優生的特質和情意」以及「資優教

育的迷思」等。第三個階段是問卷調查及訪問階段，我們先針對全校有接觸過資優生的師生各

32 人發給問卷，接著再進一步訪問校長、教務主任、一位導師、一位一般生及一位特教生，我

們從他們的答案中了解了他們對資優生的看法，獲得寶貴資訊。在了解學校師生對我們的看法

後，我們進行全校性資優宣導，因為我們想讓大家了解「資優生」的真正特質。所以我們利用

週一朝會時間，向全校師生進行宣導。最後一個階段是撰寫報告，我們每個人都分配到一部份

的內容進行撰寫，把所查到的文獻資料、撰寫的心得，以及問卷、訪談結果，討論並整理成書

面報告，希望這份報告能讓我們了解大家的看法，也能讓大家更了解我們。 

決定隊名決定隊名決定隊名決定隊名 

延續上學期延續上學期延續上學期延續上學期 

專題研究專題研究專題研究專題研究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訪問調查訪問調查訪問調查訪問調查 

1.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2.訪問師長訪問師長訪問師長訪問師長、、、、同學同學同學同學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1.蒐集網路資料蒐集網路資料蒐集網路資料蒐集網路資料 

2.東華大學借書東華大學借書東華大學借書東華大學借書 

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並並並並 

撰寫報告撰寫報告撰寫報告撰寫報告 

全校全校全校全校 

資優宣導資優宣導資優宣導資優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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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 

（一）文獻研究法  

一開始，我們藉由網路資料搜尋

報。後來，老師帶我們到東華大學借書

優異」的定義、鑑定方式、特質

一方面檢視自己日常所表現出的特質

最後，我們將這些資料轉成研究問卷及訪談大綱

圖 2-2 至 2-4 依序為上圖書館網站搜尋圖書

（二）問卷調查法  

 我們利用專題課的時間學習

們的問卷內容全由我們閱讀完相關資料後編擬而成

大項度，例如：人際、情緒行為、

又有和同學的相處狀況、對資優生的印象等

可能的題目，並經過重重討論、

佳的 25 個題目，完成最後的問卷定稿

 

    
圖 2-5 至 2-7 依序為

 我們問卷發放的對象有教師

優生的普通生、接觸過或教過資優生的

有效的回收問卷，我們也在每份問卷上進行編碼

 表 2-1 問卷對象及編碼表 

 行政人員 

編碼方式 TP01-TP14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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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料搜尋，找到許多特教系教師或特教中心所編纂的文獻資料及簡

老師帶我們到東華大學借書，我們藉由書籍資料的整理及內容的探討

特質，及一般人對資賦優異的迷思（詳見檔案庫），

日常所表現出的特質外，也確認哪些部份是生活周遭的人對我們的錯誤看法

我們將這些資料轉成研究問卷及訪談大綱。 

      

上圖書館網站搜尋圖書、東華大學圖書館、東華大學借書

我們利用專題課的時間學習製作問卷的技巧、編碼方式、抽樣方式、

閱讀完相關資料後編擬而成。首先，我們先把閱讀到的內容分成不同的

、成績等；再針對每個大向度列出小項目，

對資優生的印象等(如圖 2-5)，最後每個人再針對這些小項

、修改、合併及刪除相類似題目後(如圖 2-6)

完成最後的問卷定稿（詳見檔案庫）。 

      
依序為問卷向度歸納、問卷題目篩選、問卷資料整理

有教師 32 位及學生 32 位，共 64 人。調查對象包括

接觸過或教過資優生的校長、各處室主任及行政、科任、

我們也在每份問卷上進行編碼，編碼方式如下表 2-1： 

科任教師 導師 

 TE01-TE02 TC01-TC16 三年級 ST01-

五年級 SI01-

32 人 各年級男女各

許多特教系教師或特教中心所編纂的文獻資料及簡

的整理及內容的探討，了解「資賦

，透過這些資料，我們

生活周遭的人對我們的錯誤看法。

 

東華大學借書 

、統計與結果撰寫，我

先把閱讀到的內容分成不同的

，例如人際大向度下，

最後每個人再針對這些小項目發想各種

6)，討論出我們認為最

 
問卷資料整理 

調查對象包括 3-6 年級班上有資

、導師等…，而為了能

 

學生 

-08；四年級 SF01-08 

-08；六年級 SS01-08 

各年級男女各 4 人，共 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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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們回收了全部的問卷，並且進行各題項填答狀況進行統計分析，再撰寫成研究結

果，藉由問卷我們更加了解了填寫問卷的教師及學生對資優生的看法。         

（三）訪問調查法  

    我們為了讓研究更加完整，並且能蒐集更多質性資料，所以針對校長、主任、導師、普通

生及特教生進行訪談，每位訪談時間大概 30 分鐘。我們會選定這些人員進行訪談，是為了讓我

們可以了解學校中不同職位的師長與不同類型的同學對我們會有甚麼不同的想法。在訪談時，

我們要不斷的追問，也要不斷地去確保受訪者沒有偏離主題，我們的問題包括：1 資優生跟普

通學生的相處狀況(師生)、2 資優生在課業上應該有什麼表現(師生)、3 資優生和一般學生有甚麼

不同的特質(師生)、4 資優生應該有特別待遇嗎(師生)、5 學校可以再提供資優生哪些協助(師)、6

喜不喜歡班上的資優生？為什麼？(生)。 

    訪談完後，我們將錄音檔打成完整的逐字稿（詳見檔案庫），並且讓受訪者確認內容，最後，我

們也針對逐字稿內容進行編碼並完成結果分析（詳見檔案庫）。 

     

圖 2-8 至 2-12 訪談校長、教務主任、班級導師、特教學生、普通班學生照片 

 

四、研究器材 

    研究器材使用於研究歷程中，車子載我們東華大學借書；照相機紀錄了研究過程的點滴；

手機則是訪談錄音時的重要器具；影印機能列印我們的研究問卷；電腦用來整理各種資料及報

告；簡報筆和投影機則是做資優宣導時使用，當然基本的文具也不可少。 

表 2-2 研究器材一覽表 

圖片 

    
名稱 照相機 手機 電腦 影印機 

用途 活動紀錄 在訪談時錄音、拍照 寫心得和報告、查資料 印製問卷 

圖片 

    

名稱 汽車 簡報筆 投影機 文具 

用途 往來東華大學圖書館 發表時切換 PPT 使用 投放 PPT 記錄研究過程、筆記 

 

五、研究結果 

在文獻研究、問卷及訪談與全校宣導後，依據研究目的，我們發現以下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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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宜昌國小師生對資優生與同儕相處狀況之看法。 

1.問卷調查結果部份 

  表 2-3 宜昌國小師生對資優生與同儕相處狀況之填答結果 

題目 

非常 

不同意 

不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未 

填答 

T S T S T S T S T S 

資優生給人的印象是正面的。 1 3 3 7 25 16 3 5 / 1 

資優生和同學的相處狀況良好。 0 3 15 4 14 12 1 14 1 / 

資優生常歧視同學及驕傲的行為。 1 12 24 13 6 4 0 3 1 1 

資優生在團體中與同學合作無間（含課程、運動會） 0 3 10 8 19 13 2 9 / / 

根據上表顯示，有 87.5%（28 位）教師及 65.6%（21 位）同學贊同資優生給人正面的印象。

但在相處狀況部份，各有 46.8%（15 位）教師持正反意見，有 81.3%（26 位）同學持正面肯定。

在資優生驕傲行為部份，78.1%（25 位）教師及同學，皆不認為資優生有此行為表現。最後，

在團體合作部份，有 65.56%（21 位）教師及 68.8%（22 位）同學表示肯定。 

2.訪談結果部份 

教師認為資優生與同學的相處狀況與是不是資優生並無太大關連，與同學的相處狀況視性

格而定（F1、F2、F3），學生則認為資優生與普通生相處之間並無太大的隔閡（G1、G2）。大

多數受訪者認為有沒有資優生並不會造成班上太大的影響，資優生與一般學生相處融洽（F1、

F2、F3、G2），甚至學生認為班上的資優生能帶給班上新的知識（G1），如果沒有資優生就會不

有趣（G2）。 

摘錄部份摘錄部份摘錄部份摘錄部份訪談逐字稿訪談逐字稿訪談逐字稿訪談逐字稿：：：：資優班學生會在課業上會特別協助班上其他同學（F2-1-1）。資優生跟普通生的相處狀

況沒有什麼不一樣，以相處狀況來講，還是要看人格特質（F3-1:1-2）。跟一般的同學沒兩樣，還是要看他的人格

特質（F1-1-4）。就是還蠻融洽的，不會感覺會有隔閡（G2-1:1-2）。資優生都會講一些不同的東西然後讓我們學到

新的知識(G1-6-1)。班上沒有資優生的話，就會變得比較沒有那麼有趣（G1-1-3） 

（二）宜昌國小師生對資優生課程表現之看法。 

1.問卷調查結果部份 

  表 2-4 宜昌國小師生對資優生課程表現之填答結果 

 題目 

非常 

不同意 

不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未 

填答 

T S T S T S T S T S 

成績好的學生才能當資優生。 7 10 18 17 6 4 0 1 1 / 

資優生整體能力良好。 2 2 8 10 20 15 1 4 1 1 

資優生整體學科方面表現良好。 1 2 7 5 20 15 4 6 / / 

資優生整體藝能方面表現良好。 0 1 19 9 13 15 0 5 / 2 

資優生需要有特殊的課程。 1 6 0 11 21 8 10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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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顯示，78.1%（25 位）教師及 84.4%（27 位）學生不認為成績好才能當資優生，

但卻有 65.6%（21 位）教師及 59.4%（19 位）學生認為資優生整體能力應該良好，尤以學科部

份表現為甚。另外，有 96.9%（31 位）教師認為需提供給資優生特殊的課程，同學部份則持平

均正反意見。 

2.訪談結果部份 

受訪教師認為資優生學習能力強、對知識的慾望也較強烈、主動性與積極性也較高，但各

有所長（F1、F2、F3），而受訪學生則認為，資優生的成績都會比較好、學習能力也會較佳（G1、

G2），也有學生認為，資優生在上課時會糾正老師的錯誤（G1）。     

摘錄部份摘錄部份摘錄部份摘錄部份訪談逐字稿訪談逐字稿訪談逐字稿訪談逐字稿：：：：有時候也會挑老師毛病，就是他覺得他們思考的跟老師的不一樣（G1-2:1-2）。功課會

比較好、成績會比較高（G2-2-1）。我覺得他在課業的表現上應該很好，積極性會比較高（F1-2:1-2）。其實他們的

能力各有專長，有些數學能力很好，那有些語文能力也特別好（F2-2-3）。我有觀察他們上課的樣子，其實都表現

出濃濃的興趣（F2-2-4）。他的表現可能一些發表能力或是他的思考能力，本來進去這個資優班讀書就優於一般同

學（F3-2-4）。 

（三）宜昌國小師生對資優生身心特質之看法。 

1.問卷調查結果部份 

  表 2-5 宜昌國小師生對資優生與同儕身心特質看法之填答結果 

題目 

非常 

不同意 

不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未 

填答 

T S T S T S T S T S 

資優生喜歡被稱呼為資優生。 7 2 18 14 5 16 2 0 / / 

資優生的心智年齡和同年齡同學相同。 4 3 6 14 15 13 7 2 / / 

資優生有較高的閱讀興趣。 1 1 7 3 18 19 6 8 / / 

資優生處理事務的的態度積極。 1 1 6 10 14 17 11 3 / 1 

資優生只專注在有興趣的事物上。 10 0 12 16 7 12 3 5 / / 

資優生比較喜歡實作課程(如：討論、實驗、體驗活動) 5 0 9 7 12 18 6 7 / / 

資優生因能力佳，在普通班級中容易不專心聽課。 14 2 14 21 2 6 2 1 / 2 

資優生很在意自己的成績和表現。 5 0 9 5 10 22 8 5 / / 

資優生容易有過度激動的行為。(如：不斷發問、有獨

特  想法、喜歡競爭性活動等) 
4 0 13 16 10 15 5 1 / / 

資優生情緒控制能力較差。 9 4 19 24 3 2 1 0 / 2 

資優生常有預期失敗的心理。 8 2 18 21 4 8 4 0 / 1 

根據上表顯示，78.1%（25 位）教師認為資優生並不喜歡被稱呼為資優生，但學生部份則

為持平看法。在心智年齡部份，68.8%（22 位）教師認為資優生的心智年齡與一般同儕無特別

差異，但學生部份則偏向於持平看法。在有較高的閱讀興趣部份，75%（24 位）教師及 84.4%

（27 位）學生表示贊同；再處理事務態度積極部份，78.1%（25 位）教師及 62.5%（20 位）學

生表示贊同；在只專注於有興趣的事物上，68.8%（22 位）叫師不認同，但學生部份則為持平

看法。資優學生是否比較喜歡實做課程部份，56.3%（18 位）教師及 78.1%（25 位）學生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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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在專心聽課部份，87.5%（28 位）教師及 71.9%（23 位）學生皆認為資優生因能力佳，

課堂聽講顯得較不專心；另外，56.3%（18 位）教師及 84.4%（27 位）學生皆認為資優生對於

自己的成績表現顯得在乎。在過度激動行為部份，53.1%（17 位）教師認為資優生未有明顯激

動行為，學生部份則偏向持平看法，顯示出本校資優生的過度激動特質並不明確，或未被師生

所觀察到。在情緒控制部份，87.5%（28 位）教師及學生皆表示資優生情緒控制力佳；最後，

81.3%（26 位）教師及 71.9%（23 位）學生認為資優生常有預期失敗的心理。 

2.訪談結果部份 

有些受訪者認為資優生比較瘋狂且敢發言（G2），有些認為資優生學習能力較強、理解能

力較高、專注力也較強（G1、F1、F2、F3）。受訪者一致認為資優生的情緒與一般學生並無差

別（F1、F2、F3、G1、G2），但認為資優學生需要群訓的學習（F1）。在瞭解學生特質部份，

有一受訪者認為學生也需要發現自己的興趣，可是普通班老師也需要了解並包容資優學生的特

質(F1、F2)。 

摘錄部份摘錄部份摘錄部份摘錄部份訪談逐字稿訪談逐字稿訪談逐字稿訪談逐字稿：：：：比較敢發言、比較...瘋狂（G2-3:1-3）。他的思考能力比我們快、發表的可以比我們更

詳細（G1-3:1-2）。身心特質或是他的情緒就是他個人的特質部分我覺得這個部分是不用花特別的心力（F3-3:3-5）。

心智可能差不多，理解力比較高、學習能力比較好，投入的時間會比較長（F2-3:1-5）。對知識的渴望比較強，有

積極的特質，會比較喜歡閱讀（F1-3:1-3）。普通班老師就是他們要認識的就是資優班學生的一些特質(F2-5-3)。資

優生要有接受更多的付出跟群訓的訓練(F1-5:1-3)。資優生有某些部分比老師強，因為老師的知識不代表都會，要

有欣賞資優生的能力跟氣度(F1-5:4-5)。 

（四）宜昌國小師生對資優生特別待遇之看法。 

1.問卷調查結果部份 

  表 2-6 宜昌國小師生對資優生特別待遇看法之填答結果 

題目 

非常 

不同意 

不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未 

填答 

T S T S T S T S T S 

大家都很在意資優生的表現(如成績、品德) 0 5 6 12 22 8 4 8 / / 

資優生常受到師長的特別待遇(如：特別要求、特別

表揚) 
1 12 15 12 15 6 1 2 / / 

資優生常背負更多不是份內的工作和責任？  2 6 8 17 18 7 4 2 / / 

資優生比起普通生，通常有更良好的家庭環境支持 0 9 7 6 16 14 9 3 / / 

根據上表顯示，81.3%（26 位）教師及 62.5%（20 位）學生認為資優生的各項表現容易受

到關注，在特別待遇部份，75%（24 位）學生不認為資優生有特別待遇，但教師卻是持平看法

（各 50%），在背負更多非份內工作或責任部份，68.8%（22 位）教師表示贊同，但 71.9%（23

位）學生卻表示反對學生。最後，在家庭支持部份，78.1%（25 位）教師及 53.1%（17 位）學

生認為資優生有更好的家庭環境支持。 

2.訪談結果部份 

有一受訪學生認為資優生受到的責罰會較少(G1)，另一位學生則認為資優生受到的標準會

比較高一點(G2)。但所有的受訪老師一致認為老師們的責罰是有彈性的，不同的責罰是因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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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常的表現，而不是因為是不是資優生而改變的

了更多的權力，而也因為資優生能力較好

摘錄部份摘錄部份摘錄部份摘錄部份訪談逐字稿訪談逐字稿訪談逐字稿訪談逐字稿：：：：但是只是罵一下下然後跟你說一下下

(G2-4-3) 。講到待遇我覺得就要談到權利

這就是所謂的一個適性教育的概念在裡面

習目標在那裡就是讓你們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成就感

的懲責罰 (F1-4:1-2) 。 

（五）全校性資優宣導，傳遞正確資優理念

  在瞭解大家對我們的看法後

一場資優宣導，目的是希望能透過這次的宣導讓大家對學校的資優生們有正確的觀念

主題定為「資賦優異大哉問」（詳見檔案庫

再搭上我們的自身案例，引出資優生並非

試都會滿分等概念，我們也特別強調我們並不喜歡被稱為資優生

源班學生」，因為資源班是提供給有特別需求的學生特殊學習的地方

準備，因為這是建立大家對資優正確看法的好時機

的笑聲回應，我想我們應該有成功的把正確的觀念以輕鬆的方式傳達給大家了

    

圖 2-13 至 2-15 

 

參●結論 

根據研究目的和研究結果，

一、研究結論 

（（（（一一一一））））資優生在人際相處部份因個人性格而定資優生在人際相處部份因個人性格而定資優生在人際相處部份因個人性格而定資優生在人際相處部份因個人性格而定

生能給人正面印象且與同學有良好的合作關係

資優生的人際相處狀況，

（（（（二二二二））））資優生在資優生在資優生在資優生在整體能力及整體能力及整體能力及整體能力及學業表現上較佳學業表現上較佳學業表現上較佳學業表現上較佳

學校師生雖不認為成績好的學生才能當資優生

科成就較同儕佳、學習動機強烈

（（（（三三三三））））資優生資優生資優生資優生心智年齡與一般生差異不大心智年齡與一般生差異不大心智年齡與一般生差異不大心智年齡與一般生差異不大

此之外此之外此之外此之外，，，，並並並並未明顯感受到其他特質上的差異未明顯感受到其他特質上的差異未明顯感受到其他特質上的差異未明顯感受到其他特質上的差異

不明顯，雖認為資優生有不同的專長

入行為，也未明顯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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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因為是不是資優生而改變的(F1、F2、F3)。受訪教師皆認為

而也因為資優生能力較好，因此該付出的責任也相對較多

但是只是罵一下下然後跟你說一下下 (G1-4-1) 。標準的話，

權利跟義務，我們知道說享有多少的權利就是要盡到對等的義務嘛

這就是所謂的一個適性教育的概念在裡面，派給你們不一樣的工作，那我覺得也是理所當然的

習目標在那裡就是讓你們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成就感(F2-4:1-6、F2-4:8-9)。我覺得老師一視同仁所以本來就有彈性

傳遞正確資優理念。 

在瞭解大家對我們的看法後，我們在 9 月 26 日週一學校行事時間，在全校師生面前進行了

是希望能透過這次的宣導讓大家對學校的資優生們有正確的觀念

詳見檔案庫），內容則是用卡通柯南及名人菲爾普斯影片做為串場

引出資優生並非十全十美、資優生的成功來自於努力及資優生並非考

我們也特別強調我們並不喜歡被稱為資優生，我們比較喜歡大家叫我們

是提供給有特別需求的學生特殊學習的地方。這場宣導我們使出了全力

因為這是建立大家對資優正確看法的好時機，從台下師生熱情專注的眼神及有趣片段時

我想我們應該有成功的把正確的觀念以輕鬆的方式傳達給大家了

   

 宣導簡報封面、宣導簡報內頁、宣導現場

，我們提出下列結論與建議： 

資優生在人際相處部份因個人性格而定資優生在人際相處部份因個人性格而定資優生在人際相處部份因個人性格而定資優生在人際相處部份因個人性格而定，，，，學校師生多持正面肯定學校師生多持正面肯定學校師生多持正面肯定學校師生多持正面肯定：：：：

生能給人正面印象且與同學有良好的合作關係，甚至能帶動班級氣氛

，應與本身性格關聯性較強。 

學業表現上較佳學業表現上較佳學業表現上較佳學業表現上較佳，，，，顯現出積極特質顯現出積極特質顯現出積極特質顯現出積極特質，，，，且需要提供其特殊需求課程且需要提供其特殊需求課程且需要提供其特殊需求課程且需要提供其特殊需求課程

學校師生雖不認為成績好的學生才能當資優生，但仍普遍認為資優生所展現的能力及學

學習動機強烈、態度積極，極多數教師認為資優生

心智年齡與一般生差異不大心智年齡與一般生差異不大心智年齡與一般生差異不大心智年齡與一般生差異不大，，，，情緒穩定情緒穩定情緒穩定情緒穩定，，，，但較為但較為但較為但較為重視成績及重視成績及重視成績及重視成績及

未明顯感受到其他特質上的差異未明顯感受到其他特質上的差異未明顯感受到其他特質上的差異未明顯感受到其他特質上的差異：：：：學校師生在資優學生的特質差異感受上較

認為資優生有不同的專長，但未明顯感受到其對於有興趣事務會有明顯的投

也未明顯感受到其所展現的過度激動特質與傾向動覺的學習方式

受訪教師皆認為資優生得到

因此該付出的責任也相對較多(F1、F2、F3)。 

，會比一般人還要高一些 

就是要盡到對等的義務嘛 (F3-4:1-4)。

那我覺得也是理所當然的，老師設更高的學

我覺得老師一視同仁所以本來就有彈性

在全校師生面前進行了

是希望能透過這次的宣導讓大家對學校的資優生們有正確的觀念。宣導的

名人菲爾普斯影片做為串場，

資優生的成功來自於努力及資優生並非考

我們比較喜歡大家叫我們「資

這場宣導我們使出了全力

熱情專注的眼神及有趣片段時

我想我們應該有成功的把正確的觀念以輕鬆的方式傳達給大家了！（錄影檔詳見活動集） 

   

宣導現場照片 

：：：：學校師生多認為資優

氛。受訪教師也強調，

且需要提供其特殊需求課程且需要提供其特殊需求課程且需要提供其特殊需求課程且需要提供其特殊需求課程：：：：

但仍普遍認為資優生所展現的能力及學

多數教師認為資優生需要特殊需求課程。 

重視成績及重視成績及重視成績及重視成績及有有有有預期失敗心理預期失敗心理預期失敗心理預期失敗心理，，，，除除除除

在資優學生的特質差異感受上較

對於有興趣事務會有明顯的投

所展現的過度激動特質與傾向動覺的學習方式。但校長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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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主任都表示，應協助校內師生及資優學生本身，多瞭解資優生的獨特身心特質，對彼

此都能有所助益。 

（（（（四四四四））））資優生的表現容易受到關注資優生的表現容易受到關注資優生的表現容易受到關注資優生的表現容易受到關注，，，，但是否受到特殊待遇及責任但是否受到特殊待遇及責任但是否受到特殊待遇及責任但是否受到特殊待遇及責任，，，，師生看法不一師生看法不一師生看法不一師生看法不一：：：：學生對於資

優生是否有特殊待遇和應負起更多責任，差異感受不明顯。但多數教師認為，資優生既

然享有更多權益及較佳能力，本應負起更多責任。而在待遇部份，教師認為應視學生狀

況而有所調整，才是適性教育。 

（（（（五五五五））））透過全校性資優宣導透過全校性資優宣導透過全校性資優宣導透過全校性資優宣導，，，，能有效傳遞正確的資優理念能有效傳遞正確的資優理念能有效傳遞正確的資優理念能有效傳遞正確的資優理念：：：：藉由資優生以自身經驗做分享，能

更有效加速建立師生對資優生的正確觀念，有助於彼此互動成長。 

二、研究建議 

（（（（一一一一））））請學校或相關單位多舉辦瞭解資優學生特質的請學校或相關單位多舉辦瞭解資優學生特質的請學校或相關單位多舉辦瞭解資優學生特質的請學校或相關單位多舉辦瞭解資優學生特質的宣導性宣導性宣導性宣導性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在這次的研究調查中，發現

學校師生對於資優學生的瞭解程度高，但在其特殊的身心特質覺察上較不明顯，由於花蓮

縣成立國小一般智能資優班剛滿三年，所以在這個部份的訊息可能還是較為缺乏，建議學

校或政府單位未來可以多舉辦關於資優生身心特質的宣導性課程，資優生也能持續性負起

在校推動資優宣導的責任，讓更多師生能盡早瞭解資優學生的特質，才能理解他們的特別

學習需求或行為。 

（（（（二二二二））））增加資優宣導後的調查比較增加資優宣導後的調查比較增加資優宣導後的調查比較增加資優宣導後的調查比較：：：：因為研究期程的關係，很可惜來不及在全校資優宣導後，

再做一次師生對資優生看法的調查，希望未來我們可以繼續補足這個部份的研究，不僅可

以比較出宣導前後的差異，更可以明確知道這次的宣導成效是否有達到預期效果。 

（（（（三三三三））））增加資優生增加資優生增加資優生增加資優生及家長及家長及家長及家長對自我對自我對自我對自我/孩子孩子孩子孩子認同看法調查認同看法調查認同看法調查認同看法調查：：：：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納入資優學生對於自

我認同，和學生家長對孩子認同的看法調查，因為我們發現有多數的資優生及家長，對於

資優生的概念還是很模糊，也因此讓資優生承受了不少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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