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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為：（1）瞭解國小學生的自我概念、自尊與學習適應。（2）探討不同性別、社經地位之國小學生自我概念

、自尊、學習適應的差異。（3）探討國小學生自我概念、自尊、學習適應之關係。（4）探討國小學生自我概念、自尊對

學習適應的預測力。（5）因果模式之驗證。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613名國小學生為調查對象，研究結果如下： 一、國

小學生的自我概念、自尊與學習適應情況良好。 二、國小學生的女生在自我概念和學習適應上的得分顯著高於男生。 不

同社經地位的國小學生在學業自我概念和學習適應有顯著差異。 三、國小學生的自我概念、自尊與學習適應間有顯著正相

關。 四、國小學生的自我概念、自尊能有效預測學習適應。 五、國小學生的自我概念、自尊與學習適應之因果模式驗證

，其適配度良好。

關鍵詞 : 自我概念 ; 自尊 ; 學習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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