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Relationship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ived Parental Rearing Behavior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Role Stres

于春華、謝茵如

E-mail: 365698@mail.dyu.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ived nurturing be-haviors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parents and

the teacher role stress. The sub-jects participated are in-service homeroom teachers islandwide, with the overall re-covery ratio of

98% from 294 out of a total of 300 questionnaires issued.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are analyzed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single factor ANOVA, Pearson 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ethod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urturing behavior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parent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eacher role stress, role

conflict, role ambiguity, and role overload. Finally,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teachers, students' parents, school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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