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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移民子女家庭氣氛與生活適應之間的關係。 採問卷調查法，以彰化縣國中420名之新移民子女為研究對

象。以 描述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t檢定、皮爾森積差相關以及迴歸 分析等方法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

新移民子女的整體家庭氣氛達中等以上程度，其中以家庭溝通 與關懷的表現程度最高，而家庭經濟與支援的表現最低。 

二、新移民子女的整體生活適應達中等以上程度，其中以人際適應 的表現程度最高，而家庭適應的表現最低。 三、不同

母親國籍、家庭經濟狀況的新移民子女在家庭氣氛的表現 程度上有顯著差異。 四、不同性別、家庭經濟狀況的新移民子

女在生活適應的表現程度 上有顯著差異。 五、新移民子女的家庭氣氛分層面與生活適應分層面之表現狀況皆 有顯著正相

關。 六、新移民子女的整體家庭氣氛與整體生活適應有顯著相關。 七、新移民子女的家庭氣氛對其生活適應各層面的表

現狀況具顯著 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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