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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青少年知覺學校因素（良好班級氣氛、權威式導師領導風格、負向同儕互動及優異成就表現）對其面子觀

形成之影響。首先經由相關文獻探討了面子的定義，瞭解面子的功能和青少年的面子心理現象，亦分析了面子與學校教育

之關係。使用問卷量表調查法進行研究，研究工具為自編的「情境式感受調查量表」，量表內容包括「個人基本資料表」

、「良好班級氣氛」、「權威式導師領導風格」、「負向同儕互動」及「優異成就表現」等五部份。調查國中學生個人背

景資料及在四個假設情境下，面子的感受程度，共發出558份問卷，有效問卷為540份，可用率為97%。採用描述性統計、

二因子(單變量)變異數分析、t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等統計方法考驗青少年的背景變項在知覺四個假設學校情境下所

產生的面子差異。 依資料分析結果，本研究獲致以下結論： 一、良好班級氣氛情境對青少年面子觀的影響最高；權威式

導師領導風格情境影響則最低。 二、有面子情境對於青少年面子觀的影響會高於沒面子情境。 三、優異成就表現情境對

國中男生的面子觀影響高於國中女生。 四、權威式導師領導風格和負向同儕互動情境對國中女生面子觀影響高於國中男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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