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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s harsh discipline,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junior high students. This study adopte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reated junior high students from the areas of

middle Taiwan as research subjects.A total of 483 junior high students interviewed. “Personal basic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Harsh Parenting scale”, “Experiences of Life scale”,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scale” were used as research tool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Some differences existed among the variables of

personal background factors, harsh discipline,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es

revealed the variables among harsh discipline,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were significantly. Some

variables of harsh discipline and childhood maltreatment could predic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s of education and guidance, and other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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