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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parenting styles, housework participation and self-concept

among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 second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housework

participation and self-concept. The third was to understand if parenting styles and housework participation could predict

self-concept. This study used survey questionnaire.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the participants were 986 fifth and sixth graders from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the central area of Taiwan. The valid responses were 804 (81.5％).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d

Parenting Styles Scale, Children Housework Participation Scale and Children Self-Concept Scale. Statistical analyses includ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s,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 current parenting styles, housework participation and self-concept of high grade elementary students were in good

condition; (b) students of different parenting style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housework participation and self-concept; (c)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remained among parenting styles, housework participation and self-concept; and (d) parenting styles and

housework participation could predict self-concept. Discussions and suggestions will be offer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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