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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school students, interne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ization. The sample of the questionnaires consisted of fifth and six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re are 642 valid copies. We analyzed the data by using sim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has an obvious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socialization of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interne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has an obvious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so-cialization of school students. The assistance of

interne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en-hances the positive influences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classmate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n the socialization of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terne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iz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e hope to provide teachers and parents some

suggestions of futur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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