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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父母教養方式、學校適應、自我覺察對其同儕關係之影響。

本研究以台中縣市、彰化縣市國小高年級學童為母群體，抽取405位學童為施測樣本，研究工具為個人基本資料表、同儕

關係量表、父母教養方式量表、學校適應量表、自我覺察量表。

本研究結果發現：不同性別之國小學童在自評同儕關係、學校適應有顯著差異，女生優於男生；不同社經地位之國小學童

在父母教養方式、學校適應、自我覺察有顯著差異，高社經地位者優於低社經地位者；國小學童的父母教養方式、學校適

應與自我覺察及自評同儕關係有顯著正相關；師生關係、自我肯定、自我負責可以有效預測國小學童的同儕關係。

關鍵詞 : 父母教養方式、學校適應、自我覺察、同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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