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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六年級學童經濟認知表現與購物風格類型之差異情形及其間的關連性，並建構國小六年級學童經濟認

知表現對購物風格類型的預測模型。研究對象為一百零一學年度就讀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等中台灣地區公立國小之六

年級學童，抽樣方法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有效樣本數共計840人。問卷採用自編之「購物風格量表」及「經濟認知測驗卷

」，本研究的結論如下： 一、經濟認知表現以總體經濟認知的答對率最高，基本經濟認知 的答對率最低。 二、利用集群

分析法將學童之購物風格類型進行分類，結果共分為實用型與非實用型兩類 。 三、學區位置、學校類型與父親學歷兩兩

在經濟認知表現上都具有顯著交互效應。 四、不同購物風格類型的國小六年級學童，其經濟認知表現有顯著差異；實用型

購物風格在基本經濟認知的表現優於非實用型購物風格。 五、受試者的背景變項與購物風格的列聯相關度不高。 六、經

濟認知表現四構面對背景變項與購物風格類型都具有顯著預測力。 最後，根據結論提出相關建議，以作為家庭、學校及未

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 : 經濟認知、購物風格、集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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