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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為檢驗學童人際關係、網路人際關係與社會化之關係。問卷調查對象為國小五、六年級學生，有效回收問卷數

為642份，並以簡單線性迴歸分析與層級式迴歸分析驗證研究假設。實證結果得知：真實人際關係對學童之社會化具顯著

的正向影響，網路人際關係對學童之社會化具顯著的正向影響，網路人際關係中之「協助性」會強化真實人際關係中之「

與同學關係」對於學童社會化的正向影響。期望透過瞭解國小學童人際關係、網路人關係與社會化的現況，提供教師與家

長未來研究與教育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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