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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了解國小學童家庭氣氛、學校生活適應與 幸福感對復原力之影響。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工具為家庭氣

氛 量表、學校生活適應量表、幸福感量表與復原力量表，從全國小 學中，隨機抽取 10 所學校，共 587 位國小五、六年級

學童為研究 對象，經由統計分析結果，提出建議，供教師、家長及未來研究 作為參考。 研究結果如下：(一)國小學童的家

庭氣氛、學校生活適應、 幸福感與復原力大致良好。(二)不同性別之國小學童在家庭氣 氛、學校生活適應、幸福感與復原

力有顯著差異。(三)不同家庭 氣氛、學校生活適應與幸福感在復原力上有顯著差異。(四)國小 學童之家庭氣氛、學校生活

適應、幸福感與復原力間有顯著正相 關。(五)家庭氣氛與學校生活適應會直接影響國小學童的幸福 感。家庭氣氛、學校生

活適應與幸福感會直接影響國小學童的復 原力。家庭氣氛與學校生活適應也會透過幸福感間接影響復原力。

關鍵詞 : 家庭氣氛，學校生活適應，幸福感，復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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