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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學童擁有之文化資本與公民資質情形， 內容包括分析目前國小學童擁有的文化資本及公民資質現況、

背景變項與學童文化資本及公民資質的差異情形、學童文化資本與公民資質的相關情形，並探討學童學童的文化資本對公

民資質的預測情形。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首先依文獻分析發展出本研究架構與調查問卷，計抽取彰化

縣高年級學童770位，回收有效問卷共765份，回收率達99.4％。調查資料以平均數、標準差、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積差相關、多元逐步迴歸等統計分法，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根據分析結果，獲致以下結論： 一、

彰化縣國小學童擁有之文化資本及公民資質情形大致良好。 二、國小女學童擁有之文化資本及公民資質情形優於男學童。

三、家庭結構完整學童擁有的文化資本與公民資質優於家庭結 構不完整的學童。 四、家庭社經地位屬於高階層的學童，

所擁有的文化資本與公民 資質優於中階層及低階層學童。 五、市區學童擁有的文化資本及公民資質情形優於偏遠地區學

童。 六、學童擁有的文化資本與公民資質情形有密切相關。 七、學童擁有的文化資本與公民資質並未受性別和家庭結構

之交互作用影響。 八、從學童擁有的文化資本可有效預測其公民資質情形，其中以 學童的「文化商品」對公民資質的預

測力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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