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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親師管教方式的一致性，對學生的情緒管理是否造成影響，並以學生性別為干擾變項，觀察其在親師管教

方式的一致性下是否會對學童情緒管理造成影響。 本研究透過問卷方式，總計發出問卷610份，回收問卷610份，扣除作答

不完全及無效問卷5份，有效問卷共計605份，有效回收率為99%，研究結果顯示： 一、監護人與教師的管教方式會對學童

情緒管理產生差異。 二、不同的一致性親師管教方式會對學童情緒管理產生差異。 三、親師管教方式一致與不一致會對

學童情緒管理產生差異。 四、學童性別對親師管教方式的一致性與情緒管理間不會產生干擾。

關鍵詞 : 情緒管理、監護人管教方式、教師管教方式、管教方式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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