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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國小高年級學生同儕衝突、因應策略及生活適應的差異情形、相關，並考驗同儕衝突

與因應策略對生活適應的預測作用。以彰化縣國小高年級學生為對象，共發出825份問卷，有效樣本共819人(99.3％)。問卷

調查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及多元迴歸分析等進行統計分析。所得結果如下

： 一、不同性別國小高年級學生在同儕衝突、因應策略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年級國小高年級學生在同儕

衝突、因應策略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小高年級學生在同儕衝突、因應策略及生活適應上有

顯著差異。 四、國小高年級學生同儕衝突與因應策略呈顯著正相關；因應策略與生活適應呈顯著正相關；同儕衝突與生活

適應之學校適應呈顯著正相關。 五、國小高年級學生同儕衝突與因應策略對生活適應具有顯著預測力。

關鍵詞 : 同儕衝突、因應策略、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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