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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1）explore self-concept,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and peer rela-tionship of the fifth and sixth graders of new

residents by background variables ；（2） explore the correlations among self-concept, peer relationship an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3）examine whether self-concept an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could be the predictors of peer relationship；（4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study, a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examine 318 fifth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Changhua County. All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t-Test, Pearson’s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via the SPSS 12.0. The main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Regarding self-concep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gender, grade, the nationality of the mother, and family patterns. 2.In the respect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grade, the nationality of the mother, b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gender and family patterns. 3.In the respect of peer

relationshi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gender, grade, the nationality of the mother, and family patterns. 4. Pearson’s

correlation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self- concept,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and peer relationship. 5. It

is possible to predict peer relationship based on self-concept an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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