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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比較台中地區公私立國小教師的金錢態度和理財認知。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調查的對象

以台中地區公私?國民小學教師為母群體，以Yamauchi and Templer的?錢態??表(money attitude scale, MAS)，Chen and Volpe

(1998)之CV理財認知量表來探討在台中地區公私立國小教師的金錢態度與理財認知差異。公立國小問卷共計發出300份問

卷，回收有效樣本計238份，回收可用?為79.3%；私立國小問卷共發出150份問卷，回收有效樣本計92份，回收可用?

為61.3%。問卷回收後，以SPSS 12.0版本進?統計分析，根據研究問題進?敘述性統計分析、t檢定、單因子變??分析、皮爾

遜積差相關分析，根據結果，歸納出本研究之發現及結?。

本研究發現：

一、公立國小較私立國小教師對於金錢的流向更清楚且較懂儲蓄、維持，在消費上亦較保守。而私立國小教師較容易以金

錢衡量成功，且較視金錢為焦慮來源。

二、公私立國小教師皆屬於低理財知識水準，而私立國小教師的理財認知平均答對率高於公立國小教師。

關鍵詞 : 國小教師、金錢態度、理財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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