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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learning attitude of children and

youngsters. The method adopted was survey research.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1066 third to ninth graders from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located in Changhua county. The instruments include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scale and learning

attitude scale .Data collected were analyzed by statistical methods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t-test, ANOVA

analysis,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simple regression and Two-factor ANOVA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summarize as follows: 1. Today's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learning attitude are the good middle level. 2. The female teachers

and female students have a better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3. Female students have a better attitude toward learning. 4. The

elementary school tha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ve a better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attitude toward learning. 5. Different

family structures of students i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learning attitude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6.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attitude. 7. Male students will increas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on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learning attitude. 8.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ill increas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on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learning attitude. Finally, according to research results, this study gave practical and feasible suggestions to the teaching,

school direction planning and future resear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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