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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social capital (parents’ learning by

participation, norm of family, interaction of family, interaction of parents and school and interaction of parents and community)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class participation, school participation and society participation), and to explain the prediction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ffected by family social capital on the students of junior high school. Participants include 720 students

from 8 junior high schools in Changhua County based on the method of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680 validated questionnaires

are collected and the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is 94.44%. The study is designed by quantitative research. First,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s used to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The data then are analyzed by using t-test,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ANOVA）

to test the difference of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between the family social capital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Third, the data

use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o get the relationships in family social capital to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itize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t last, the data is analyzed by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s to control background variables to test the

explanation betwee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amily social capital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amily social capital among gender, familial structure and habitation. 2. The higher

socio-economical status the parents place, and the family social capital is more abundant. 3.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itize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mong gender, familial structure and habitation. 4. The higher socio-economical status the parents

place, and the citizen participation is more positive. 5. Family social capital versus citize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n the students in a

junior high school, the results of studies show positive correlation. 6. Family social capital on the students of junior high school , are

effective in predicting the citize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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