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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ongr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between custodians and teachers on

learning achievement. The fifth and the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Taichung City elementary schools were the subjects of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458 valid samples were obtained by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ratistics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one-way ANOVA and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

1.The percentage of “Authoritative” in custodian parenting styles is highest.

2.The percentage of “Authoritative” in teacher discipline is highest.

3.The percentage of “different discipline” style in congr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between custodians and teachers is highest.

4.Custodian parenting styl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learning achievement. The students have highest learning achievement when

their custodian parenting style is “Authoritative”.

5.Teacher disciplin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learning achievement. The students have highest learning achievement when their

teacher discipline is “Authoritative” and “Indulgent”.

6.Different congr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between custodians and teachers h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learning achievement. The

students have highest learning achievement when their custodian-teacher discipline style is “Consistently Authoritative”.

7.Gender of student has not moderating effect on congr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between custodians and teachers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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