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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家庭社會資本與公民資質之差異情形，並以典型相關來分析其間的關連性。研究對象為一

百零一學年度就讀台灣南投縣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抽樣方法乃應用分層隨機抽樣，受試樣本數計1,313人。本研究以自編

之「家庭社會資本量表」和「公民資質量表」為研究工具，對所取得的數據資料進行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與典型相關分析。

本研究的結論如下： (一) 家庭結構與父親的教育程度在家庭社會資本上有交互作用。 (二) 家庭結構、父親的教育程度及母

親的教育程度在公民資質上無任何交互作用。更精確地講，僅「家庭結構」因子在公民資質三個構面上具有顯著的差異性

。 (三)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生而言，「家庭互動」、「家庭規範」、「父母與學校互動」、「父母與社區互動」等四個變數

與社會能力中的「認同意識」、「公民權利與責任」、「公共參與」等三個變數個變數之間存在高度的典型相關，其中以

「家庭互動」與「認同意識」的交互相關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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