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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的自我概念 

與人際關係之研究 

葉淑華 

國立台東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  

摘要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採「分層叢集隨機抽樣」針對臺北巿 12 個行政區六年級

學童做抽樣調查，共選取 312 人進行調查研究。研究工具包括：「國小兒童自我概念

量表」、「國小學童人際關係問卷」。研究所得的結果以描述統計、卡方考驗、t 考驗、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多重比較雪費、皮爾遜積差相關等統計法加以處理。 

研究結果主要發現如下： 

一、國小高年級學童普遍具有正向的自我概念、男童在自我概念的得分優於女童。 

二、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獨生子學童與非獨生子學童在自

我概念之得分沒有顯著差異。 

三、國小高年級獨生女學童在自我概念之得分高於非獨生女學童、獨生女學童在自

我概念之得分高於獨生子學童。 

四、國小高年級高社經地位學童在自我概念之得分高於中、低社經地位的學童。 

五、國小高年級學童的人際關係有待改善，而女生的人際關係優於男生。 

六、國小高年級學童的人際關係非獨生子女優於獨生子女、非獨生女學童優於獨生

女學童、獨生女學童優於獨生子學童。 

七、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與非獨生子學童的人際關係沒有顯著差異。 

八、國小高年級高社經地位學童的人際關係優於中、低社經地位學童。 

九、國小高年級學童的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呈中度正相關。 

本研究最後依據研究結論提出各項建議，以供實務應用及未來研究之參考。 

 

關鍵字：獨生子女，自我概念，人際關係 

 
 

 



A Study on Single Children’s Self-Concep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f the 5th and 6th Graders at Elementary School 

 
Yeh Shu- Hua 

 

Abstract 
 
A survey questionnaire is applied in this study and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is adopted.  312 of 6th grade students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12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of Taipei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surveyed with the “the scale of self-concept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questionnair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Returned questionnaires were processed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hi-square, T-test, one-way ANOVA, Scheffe's method and 

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to collect result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Generally, the 5th and 6th graders at elementary school have positive 
self-concept, and boy pupils of the 5th and 6th graders at elementary school 
got higher score for self-concept than the girl pupils of the same grades. 

2.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 of self-concept between 
the girls of single children of the 5th and 6th graders at elementary school 
and the girls of non-single-children of the same grades.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 of self-concept between the boys of 
single children of the 5th and 6th graders at elementary school and the boys 
of non-single-children of the same grades. 

3. The score of self-concept gained by the girls of single children of the 5th 
and 6th graders at elementary school are higher than the girls of 
non-single-children of the same grades. The score of self-concept 
obtained by the girls of single children of the 5th and 6th graders in 
elementary school are higher than the boys of single children of the same 
grades. 



4. Children of the 5th and 6th graders at elementary school and from higher 
social status families score more highly for the variable of self-concept 
than the ones of the same grades and from middle and lower social status 
families. 

5. The human relationships of the 5th and 6th graders at elementary school 
need improvement. Girls of the 5th and 6th graders at elementary school 
have bett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an boys. 

6. Non-single-children of the 5th and 6th graders in elementary school have 
bett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an single children. Girls of 
non-single-children of the 5th and 6th graders in elementary school have 
bett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an girls of single children of the same 
grades. Girls of single children of the 5th and 6th graders at elementary 
school have bett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an boys of single children 
of the same grades. 

7.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boys of non-single-children of the 5th and 6th 
graders at elementary school and the boys of single children of the same 
grades were not found out. 

8. Children of the 5th and 6th graders from high social status families at 
elementary school have bett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an ones of the 
same grades from middle and lower social status families. 

9. The self-concept of the 5th and 6th graders at elementary appears medium 
level of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gives sugges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for practices and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ingle child，self-concep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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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的自我概念與人際

關係之研究。在本章，第一節說明本研究問題背景與動機；其次在第二節敘述研究

目的；第三節則是對本研究之重要名詞加以釐清，便於分析與討論；最後第四節為

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問題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問題背景 

隨著現代社會工業化與都市化的發展，同時也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使得家庭結構

與功能產生了變化，從傳統的大家庭到折衷家庭，再逐漸走向核心家庭的模式，農業

社會中的家族觀念逐漸淡薄，家庭成員人數減少、婦女的就業率提高、現代社會更因

父母皆須外出工作，無法照顧到幼兒，家庭社會化及保護家人的功能部份被學校、社

會福利機構所取代。同時，工業化促使著人口集中在都市，跟隨而來的住宅空間和生

活費用更是都市生活中常見的壓力，一旦隨著孩子的出生，家中多了個成員，不僅生

活加重了負擔，接連而來的教育問題、教育費用，更是讓很多父母親擔憂養不起小孩。 

台灣也無法逃過少子化和老人化時代的來臨。根據內政部主計處（2008年5月14

日）的人口統計資料顯示，在2008年，台灣六十五歲以上的老年人口有二百三十四

萬三千零九十二人，約占總人口數的10.21%，已進入高齡化社會，老化指數較歐美

及日本等已開發國家為低，但較其他亞洲國家為高。同時，人口資料亦顯示，2007

年出生嬰兒約20萬4千人，出生率再創新低，已屬於世界上最低生育率國家之一。1971

年初婚者平均年齡男為28.2女為22.1歲，2006新郎與新娘的初婚平均結婚年齡分別為

30.7與27.8歲，簡單地說，三十年間，初婚年齡往後延了3-5歲。人口成長趨緩、家庭

人口高齡化、少子化的趨勢，初婚年齡提高，適婚年齢者漸趨晚婚，近年來更加明

顯。 

在少子化的趨勢當中，還可以看出另一種現象：獨生子女人數的增加。獨生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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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現象，父母親不但可以將經濟、心智和情感全部都投注在一

個孩子身上，使他們有更好的教育及成長環境，夫妻之間更可以共同撫育孩子，體驗

家庭生活中的另一個階段。所以，愈來愈多年輕人，主張選擇當『頂客族』或只選擇

生一個孩子，還有因離婚率的攀升，也產生不少單親家庭背景的獨生子女，所以未來，

獨生子女的家庭在台灣社會上越來越多，也使得整個社會邁入少子化時代，尤其在都

會地區，獨生子女家庭也會成為社會新家庭的模式。 

貳、研究動機 

研究者自從成為正式教師後，就一直待在首善之區的臺北市服務，在都會地區，

單子家庭並不少見，所以班上學生是很獨生子女也是平常的事。隨著少子化的現象，

班上學生人數是一屆比一屆少，但獨生子女學童的比例卻一屆比一屆高。在這幾年的

班級經營經驗的累積，發現班上社交方面較有困難的學生，同儕的接納度低、似乎與

同儕相處互動關係較差，反而是獨生子女佔的比例高一些，身為導師，每天都要處理

學童因人際相處所帶來的問題，這不禁讓研究者思索，難道獨生子女的人際關係是否

真的比非獨生子女要來的差？而一個人的人際關係和自我概念環環相扣，這些獨生子

女因為有父母全部的愛，所擁有親子關係更密切，是否會有更好的自我概念？心中的

疑惑，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根據國外的研究，美國心理學家Hall於1898年發表第一篇有關獨生子女的研究《家

中的獨生子女》，指出：「獨生子女本身就是一種病狀」（Being an only child is a disease in 

itself），對後世產生很大的影響。此後的數十年間，曾吸引許多教育學、心理學、社

會學、人口學和醫學研究者等，從事有關獨生子女各方面的研究，卻未獲得一致的看

法（張怡貞，1998）。未來，這些獨生子女長大成人後，也會逐漸成為一個較大的社

會團體，很多刻板印象使我們對獨生子女產生負面的觀感，例如：較自私、不與人分

享、不團結、缺乏合作精神…等，相對的，他們的心理發展與教育問題，甚至是否會

產生一些新的社會問題…等相關議題，這些隱藏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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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我們應該要先預見危機，重視問題的嚴重性。自己身旁也有許多親朋好友，都只

生一個寶貝。再看看內政部的人口統計資料，95年的總生育率為1.12，即每一個婦女

一生只生育1.12個小孩，生母平均年齡為29.2歲，呈逐年上升的現象。95年新生嬰兒

生母屬於生第1胎者占44.6％，35-39歲生母屬於生第1胎者占33.2％，40歲以上生母

屬於生第1胎者占31.8％，顯示頗多生母將屆或已屆高齡時才生育第1胎，故希望其生

育第2、3胎似頗困難！只生獨生子女的夫妻，一定會越來越多。身為教師，在未來一

定會在班上面對更多的獨生子女，我們是否該要打破這些刻板印象？或者該如何協助

這些獨生子女？給獨生子女的父母親一些相關的建議？這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綜觀國內學者針對獨生子女的研究，可以發現在 2001 年前並不多見，僅有張怡

貞（1998）國小學童獨生子女與非獨生子女同儕關係及其相關因素研究，陳如葳

（2001）獨生子女氣質、父母教養方式與其分享行為相關之研究。在 2001 年以後，

尤其是近三年，大家對獨生子女開始重視，相關的論文如洪信安（2001）海峽兩岸

小學獨生子女人格特質與父母管教方式的比較。陳小燕（2004）成年前期在學獨生

子女生活經驗之研究。王先棠（2004）台灣城市成年獨生子女：親子互動、人際關

係、婚育觀念。陳曉楓（2004）學齡前獨生子女的面貌及其母親的教養想法。金熙

善（2005）中國一胎化政策研究。李韋姍（2005）成年前期獨生子女的自我信念、

人際信念與家庭信念之研究。賴佳琪（2005）獨生子女與非獨生子女雙親教養態度、

學業失敗容忍力、人際問題解決態度之比較研究。詹淑芬（2005）中學獨生子女生

活壓力與自我認同之研究。周靜怡（2006）家庭教育投資對雙親家庭獨生與非獨生

國小學童數學成就之影響，共計有九篇相關論文。其中，只有張怡貞（1998）、洪信

安（2001）、周靜怡（2006）研究的對象是國小學童，而張怡貞（1998）是針對同儕

關係和父母管教方式做為研究目的，且研究的年代己非近年的事實，洪信安（2001）

則是針對海峽兩岸小學獨生子女的人格特質與父母管教方式做比較，周靜怡（2006）

則是針對獨生子女的數學成就做研究。國小學童高年級獨生子女的自我概念與人際

關係相關的研究，目前還沒有人著手進行研究，此為此研究的動機之三。 

    綜合以上所述，研究者希望透過國小學童高年級獨生子女的自我概念和人際關



 

 4

係之研究結果，能對教學上有具體貢獻並作為教育行政機關、教師、家長及未來研

究者的參考，以期有教學相長之效果。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訂定以下之研究目的： 

一、瞭解國小高年級學童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的現況。 

二、探討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和非獨生子女學童自我概念的差異情形。 

三、探討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和非獨生子女學童人際關係的差異情形。 

四、探究國小高年級學童的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相關情形。 

五、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可行之建議，以供學校單位、教師及家長教育與輔 

導上的參考。 

 

貳、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提出下列待答問題： 

一、瞭解國小高年級學童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的現況為何？ 

1-1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的現況為何？ 

1-2國小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的現況為何？ 

二、探討國小高年級學童的自我概念是否有顯著差異？ 

   2-1不同性別的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是否有顯著差異？ 

2-2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和非獨生子女學童在自我概念是否有顯著差異？  

   2-3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和非獨生子學童在自我概念是否有顯著差異？ 

   2-4國小高年級獨生女學童和非獨生女學童在自我概念是否有顯著差異？ 

   2-5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和獨生女學童在自我概念是否有顯著差異？    

2-6不同家庭社經背景的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是否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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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國小高年級學童獨生子女學童和非獨生子女學童在人際關係是否有顯著 

差異？  

   3-1不同性別的國小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是否有顯著差異？ 

3-2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和非獨生子女在學童人際關係是否有顯著差 

異？ 

   3-3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和非獨生子學童在人際關係是否有顯著差異？ 

   3-4國小高年級獨生女學童和非獨生女學童在人際關係是否有顯著差異？ 

 3-5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和獨生女在人際關係是否有顯著差異？   

3-6不同家庭社經背景的國小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是否有顯著差異？ 

四、探究國小高年級學童的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是否有相關？ 

 

 

第三節 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所提的具體假設如下： 

假設一、不同背景變項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有顯著差異。 

1-1不同性別的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有顯著差異。 

1-2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和非獨生子女學童在自我概念有顯著差異。 

1-3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和非獨生子學童在自我概念有顯著差異。 

1-4國小高年級獨生女學童和非獨生女學童的在自我概念有顯著差異。 

1-5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和獨生女學童的在自我概念有顯著差異。 

1-6不同家庭社經背景的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有顯著差異。     

假設二、不同背景變項國小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有顯著差異。  

2-1不同性別的國小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有顯著差異。 

2-2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和非獨生子女學童在人際關係有顯著差異。 

2-3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和非獨生子學童在人際關係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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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國小高年級獨生女學童和非獨生女學童的在人際關係有顯著差異。 

2-5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和獨生女學童的在人際關係有顯著差異。 

2-6不同家庭社經背景的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有顯著差異。  

假設三、國小高年級學童的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有相關性。 

 

第四節 重要名詞釋義 

壹、國小高年級 

國小高年級學童，是指就讀國民小學五、六年級的學童。本研究所稱的國小

高年級學童係指臺北市九十六學年度國民小學六年級普通班在籍學童。 

貳、獨生子女 

獨生子女是指孩子的出生排行，沒有親兄弟姐妹的人。本研究所稱的獨生 
子女係指學童在家中是父母唯一的孩子、沒有其他兄弟姐妹的小六受試者而言。 

參、自我概念 

自我概念是是人格的發展重要核心，指個人對自已、對他人及環境的看法，而

這是由生活經驗的累積而來。本研究的自我概念是指受試者在吳裕益、侯雅齡（2000）

所編製的「國小兒童自我概念量表」所得之總分。內容分為「家庭自我概念」、「學

校自我概念」、「外貌自我概念」、「身體自我概念」、「情緒自我概念」。在各分量表中

所得分數愈高代表兒童愈能肯定自己，對自己愈有信心，對自己的生活是積極的態

度；反之，分數愈低，則表示兒童愈不能肯定自己，較缺乏自信，對自己的生活充

滿消極的態度。 

 

肆、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就是人與人之間互動的關係，是會受彼此所影響。本研究中，人際關

係是指受試者在林淑華（2001）的「人際關係問卷」中的分數。內容分為「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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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與朋友的關係」、「與家人的關係」、「與師長的關係」，從學生在「人際關

係問卷」量表上的得分多寡而知，得分愈高者，表示人際互動關係越佳，反之，則

表示人際關係越差。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地區 

本研究以臺北市公立國民小學為研究地區。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北巿國民小學之六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 

三、研究內容 

本研究乃透過文獻的蒐集與相關資料的閱讀整裡，作為研究的理論基礎，並

採用「國小兒童自我概念」量表及「國小兒童人際關係問卷」量表，進行問卷調

查法，以印證理論。 

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 

     考慮到中、低年級的學生對於問卷的內容，因語法或概念不清楚，所以研究對

象僅限高年級學童。因此，在做研究推論時，應持審慎客觀的態度，考慮區域及研

究對象的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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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來進行，問卷中有些問題會涉及個人對自己的評價，所以

受試者填答問卷時，可能涉及受試者自我防衛心理或社會期許作用，如果問題對受

試者是敏感性的，可能答案會有所保留。再則受試者填答時是否有仔細看清楚問題

再勾選，對問卷內容題目的解釋也可能有所偏差，或只是隨便勾選也是無法避免之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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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透過相關文獻探討國小學童高年級學童自我概念與人際關係。研究者歸

納整理國內外相關文獻，共分四節加以闡述。第一節為自我概念的意涵與理論，第

二節為人際關係的意涵與理論，第三節為自我概念與人際關係的相關研究，第四節

為獨生子女的特質與行為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自我概念的意涵與理論 

本節將說明自我概念的意涵與理論，以期對於自我概念有一番的了解。 

壹、自我概念的定義 

每個人會隨著成長而更加了解自己，從嬰兒時期，個體就會知覺到別人和我之

間的區別，進而察覺到自我的存在，經過與生活周遭相處的人產生互動及隨著生活

經驗的累積，逐漸發展為『自我概念』（self-concept）；因此，自我概念是人格的發

展重要核心，影響個人對自已、對他人及環境的看法，也是自我概念研究被受重視

的因素之一。 

一、國外學者 

美國心理學的開拓者 James，是最早從事自我心理學研究而且斐然有成的學 

者，他在所著《心理學原理》（Principles of Psychology，1890）書中指出，自我係包

括「客體我」（Me）及「主體我」（I）。「主體我」又稱為「認知的主體」（self as knower），

是個體能經驗、知覺、想像、選擇、記憶和計畫的主體；「客體我」又稱「被認知的

客體」（self as known），是經驗與意識的主體，是「所有一切個人可以稱為屬於他的

全部東西」。自我也是自己所知覺、感受與思想成為一個人者（引自郭為藩，1996）。 

Mead(1934)是美國社會心理學者，也是符號互動主義的學者，他認為透過 

義、語言、思維，「自我」（self）才得以形成，經由社會化後，自我才能融入社群

（commuity）。也就是個體在不同的環境下，透過語言、環境中的他人對自己的反應

和意義而對自己有所知覺，這樣的知覺逐漸形成個人在該環境（團體）下的自我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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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簡單來說，在家庭中，家庭中的成員對個人的態度，將能形成個人的「家庭自

我」。而每個社會化的個人，也都是社會的縮影（引自胡榮、王小章譯，1995）。 

Rogers（1959）是人本心理學家，他認為自我概念，是個體從自我經驗下所得

的總結。自我概念係指主體我（I）與客體我（Me）特質的知覺，個體從自我經驗

下所得的總結，代表個人從經驗中對自己一切的知覺、了解、感受，這些綜合下的

結果，就是個人的自我概念（引自許明遠）。 

Cooley(1956)是美國社會學家，也是一位持符號互動理論觀點的學者。他提出

「鏡中自我」(looking glass-self)的概念，認為自我是與別人互動下的產物，每個人

對別人都是一面鏡子，反映出表現過的事。所以，在透過與他人的交往、彼此的互

動中，想像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進而以在他人的角度思考，他人可能對自己

的看法，漸漸地產生自我概念。也就是說，人的自我就在家人與朋友一再反映鏡中

我的過程，從別人的心裡看到別人是怎麼看我的，而漸漸形成（引自包凡一、王湲

譯，1992）。 

     Bourcet（1998）認為自我概念是指每個人對自己的技巧、能力、外表以及社會

適應能力等各方面的自我看法與自我了解。 

      Plucker（2001）對自我概念下了一個簡單的定義，他認為從最簡單的層面來

說，是一個人對自己的一個或一體的想法。人在進入成年期後，自我概念會變得更

抽象和分化。 

Manning（2007）提出自我概念和自我知覺、自尊是不同的。學生的學業成就

越高通常就會較高的自我概念，日後才會產生更高的自我評價。 

 

 

 

二、國內學者 

郭為藩(1996)認為自我概念是個人思考、感受、與認知的主體，決定行動、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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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外界的心理過程，是了解個人行為所必須探討的對象。一個發展成熟的個人，其

自我概念可分為三部份：身體我、社會我、人格我。也就是自我概念可以從三方面

來體察，從他人對自己的態度、反應以及評語中來了解自己，從自己和他人相互比

較結果來了解自己，從比較過去的自己和現在的自己來了解自己。    

張春興(1998)則認為自我概念指個人對自己多方面知覺的總和，包括個人對自

己的性格、能力、興趣、慾望的了解、個人與環境的關係、個人處理事物的經驗，

以及對生活目標的認識與評價。他認為自我概念是個人根據以往生活經驗對自己的

看法，這種看法是綜合各種層面，是一種主觀想法未必客觀真實。 

侯雅齡（1998）認為自我概念是一種多向度的統整性的組織，它具有多個層面，

會隨著個體成長、社會化以及與他人互動的歷程而改變，同時它會影響個體的行為

表現。 

周佑玲（2002）認為自我概念是一種習得的過程，會隨著個體在成長過程中逐

漸形成發展，一般而言都是從自我中心逐次發展為客觀化的自我評價，個體透過過

去學習與經驗的累積結果，並經由與他人、環境各種關係的互動中，形成了一組包

括個人生理、心理、道德、人格、社會等層面的價值標準和體系。 

胡舜安（2003）認為自我概念並非是天賦的實體，而是一個建構的概念，其內

涵多層面多向度多樣性的內容，包含了知覺的、概念的、及態度等要素，是個體行

為的核心，深深影響了個體行為。 

蔡慧玉（2005）認為自我概念乃是個人根據生活經驗所描述及評價的自己。也

就是自我概念乃是個人的自我知覺，是個體在於環境互動後所形成對自己的看法、

意見和價值判斷的整體評價。 

 

綜合以上論述，自我概念即是指每個人從嬰兒時期，經由外在的環境，開始和

周遭人、事、物互動而學習成長，慢慢了解自己的想法、情感與行為，且透過本身

的內在思考和價值判斷，慢慢形成自己的待人處事的行為參照準則，隨著時間的累

積及經驗，而自我概念也會適時的做修正，也就是說自我概念會隨著成長的環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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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改變。 

貮、自我概念的形成、發展與內涵 

自我概念不是先天所具備，而是後天發展而成的。國內外學者對自我概念的形

成與發展有不同的看法與見解，簡要探討之： 

一、James 的看法 

James 在 1890 年提出，當個體開始辨別我與非我時，自我概念才開始發展，約

兩歲左右的幼兒，由於行走和語言能力的成熟與身體自主性的確定，強烈的自我意

識開始萌芽，此後，自我概念隨著身心的發展漸擴張其範圍，且隨環境的變遷，更

加強自我概念的穩定。自我的內涵更包含三部份：物質我（the material me）、社會我

（the social me）和精神我（the spiritual me）（引自郭為藩，1996）。 

（一） 物質我 

James 認為身體是每個人的物質我最內層的部份。其次是衣物，再次是親族、

家庭，其下尚有財產、創造物等。 

（二）社會我 

一個人的社會我是得自團體的認可，誰都希望別人的尊重與注意，每個人從親

友所獲得的名聲、榮譽，都是社會我的內涵。 

（三）精神我 

一個人的內在與主觀部分，包括心理傾向，思想、感受和行動的意識。精神我

居於自最高層而統攝全體，所以有些人會為其志趣與理想而放棄親友、聲譽與財產。 

二、Mead的看法  

Mead（1934）由「類化他人」的看法，認為自我概念的形成與發展可以分為以

下三個階段（引自胡榮、王小章譯，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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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階段 

在這個階段中，兒童會模仿環境中他人的行為，特別是最親近的父母親所做的

事情。 

（二）遊戲階段 

此時孩童略具創造力，並採用社會角色作遊戲，他們裝扮成父母或教師的角 

色。並能在社會情境的角色遊戲裡，同時拿取其中三或四位參與活動者（絕大部分

來自重要他人）的角色或態度，也能區別這些不同重要他人的角色，但他無法將這

些角色組合成一個具一致性的他人觀點。 

（三）概括他人階段 

當兒童能在一種社會情境中扮演角色，並真正知道他們自己對團體的重要與 

團體對他們的重要時，就是自我發展的階段。這時候孩童將社會的規則與觀點內化，

也將社會所界定的自我變成了他自己的自我。孩童因此具備下列三種能力：在社會

情境裡有能力從他人的角度思考；將這些個別的他人觀點組織成一個整體性的立

場；並從社會的角度來檢視自己的行為。總而言之，概化他人並不是指確實存在的

團體，而是個人生活經驗所衍生出來的一種想法或詮釋，個人也勢必根據這些理所

當然之別人的意見與態度來約束自己。 

 

三、Rogers 的看法 

Rogers（1959） 認為個體隨年齡的增長與生活經驗的增加，個人的自我概念也

隨之改變與擴大，因而形成二個自我（引自張春興，2002）： 

（一）真實自我 

是個人在心理上對自己的主觀看法，亦即個人現象場內自我概念中的自我，也

稱為「現象自我」（phenomenal self）。 

（二）理想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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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個人在想像中希望做的另一個自我。每個人從生活經驗中，在對人、對己、 

對事物互動時，不但會產生對自己一切的知覺、了解和感受，同時也會得到別人給

予的評價，通常是由父母或重要他人對自己行為的評價而來，這二者的結果，成為

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種理論架構，也就是自我觀念的形成與發展。所以，當個人

做了某件事因而受到父母的讚賞時，他們意識到這樣是好的，而將這樣的行為與想

法保留下來；反之，如果事情是父母所不讚許的，那麼個體他會認為是不重要的而

將之排除自我概念之外。因此，基本上每個人的自我概念是時常在做修正，以使經

驗能夠與自我形象相符合。也經由這樣長期的互動，會逐漸將外在的自我價值條件

與標準內化成一套屬於自己的價值體系，並以這套價值體系來對外界刺激做適當的

反應。同時，在個體的自我概念發展中，若「理想我」和「真實我」產生自我衝突，

就可能會有自我不和諧的情況產生。所以，對成長中的個體，要儘可能提供積極關

注，避免心理衝突，因而促使個體能達到自我實現。 

 

四、Shavelson, Hubner 和 Stanton 的看法 

Shavelson, Hubner 和 Stanton（1976）認為自我概念是個人透過與環境的經驗、

重要他人的互動及對自己行為的歸因而形成的自我知覺。自我知覺會影響個人行為

的方式，而個人行為也會影響個人知覺，這是一種「假設性建構」(hypothetical 

construct)，當個人所知覺，並認定成為自己，表現於行為系統成為一種客體的模式

而存在。一個完整的自我應具備七個特徵（洪錚蓉，1992；侯雅齡，1998）:  

 

（一）組織性(organization) 

個人會用自己的方法將複雜的經驗轉變成為較簡單的形式，並賦予它意義。      

（二）多面向(multifaceted) 

自我概念是多面向的，每一個特殊層面都和個人的獨特經驗或在團體的共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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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有關。 

（三）穩定性(stable) 

    在自我概念階層組織中，最上一層的「一般性自我概念」是最穩定的，而愈下

層的自我概念穩定性越低，越容易受影響而改變，也會隨著個體成熟度及學習而改

變。但若要改變一般性自我概念，必須累積許多特殊情境的改變，它才會受影響。 

（四）階層性(hierarchy) 

自我概念不僅是多面向且具有階層性，在最上層的是「一般性自我概念」（general 

self concept），其中又可分成學業與非學業的自我概念，而在學業的自我概念下，又

包含成就自我概念、能力自我概念和班上自我概念。非學業的自我概念下又可分成

社會的、情緒的、身體的自我概念。 

（五）發展性(developmental) 

自我概念會隨著年齡而變化、增長而發展的。年幼的孩子其自我概念是整體的，

隨著年齡與經驗的增加而使得自我概念逐漸分化。 

（六）評價性(evaluation) 

自我概念不僅是個人在情境中發展出對自我的看法，還包含個人在一些情境

中，不但發展出對自己的描述，也形成對自己的評價。個人會因不同的人、不同的

情境作不同向度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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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區別性(discrimination) 

自我概念與其他相關的概念(如智力、焦慮)是有所區別的。自我概念的內部結

構中，不同的面向之間，也具有區別性。如：情緒的自我概念要比社會的、身體的

自我概念對學業成就的預測力為高，數學自我概念與數學成就之相關要比數學與其

他科目成就之相關為高。 

 

 五、郭為藩的看法 

國內學者郭為藩（1996）更進一步以為，自我概念的發展除了受重要他人的人

際互動之影響外，更應配合個體身心發展階段而形成不同的自我概念發展階段。他

認為從自我的結構面分析，一個發展成熟的個人，其自我概念應包括三部份：對自

己身體及生理需要的認定、對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所擔任各種角色的認定，以及對某

些信念、理想與價值體系的認定，這三部份，分別構成身體我（body image）、社會

我（social image）、以及人格我（self-identity）。自我概念從生理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一）客體期－身體我萌芽階段 

自我概念的發展始於個體有身體我的意識，而身體我的觀念並非生下來即有，

是必須經由經驗學習而獲得。兒童在出生第三個月時，藉由微笑開始與外界有互動

關係；出生後第八個月，藉由雙手及眼睛去探索，開始建構其知覺的客觀世界，區

別你我的不同；直至三歲時，身體我的觀念才算成熟。為使個體在這一階段中的自

我概念能夠健全發展，則需使個體擁有足夠的安全感。 

（二）客觀期－社會我發展階段 

從足二歲到青春期這段時間，個體開始走出家庭，接觸更多的人、事、物，藉

由一連串「角色的認定」，使自我的內容變得較客觀，並能從別人的立場，從旁衡

量自己的行為，使其行為表現漸與社會標準一致，形成社會我。在這段期間，對性

別、家庭角色的認知，概括化他人，道德概念的發展，遊戲與學校生活是影響自我



 

 17

概念發展的重要因素，這時的個體都有強烈的歸屬感需求，期望自己能夠為家庭與

同儕團體所接納。 

（三）主觀期－人格我茁壯階段 

從青春期開始，個體會主動去認定、統整自已的精神層面，形成獨有、主觀的

「人格我」。此階段由於個體在身心方面急速發展，且面臨許多重要抉擇，促使其

透過學習，吸收一些社會中客觀的評價標準並逐漸內化形成自己的價值觀。隨著心

智的發展，自我判斷的能力提升，個體能夠將身體我、社會我和人格我整合成一個

統整的自我概念。 

六、陳皎眉的看法 

 陳皎眉（2004）認為自我概念的形成主要是透過自我評價、他人的反應、社會

比較、文化的教化而來。「自我評價」是我如何解釋自己的感覺與行為表現？「他

人的反應」是別人如何看我的？「社會比較」是和同儕比較，我的表現如何？「文

化的教化」是我如何受到社會文化的規範與教導？    

    綜合而之，自我概念在人格發展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而自我概念的形成是長

期的，而且與人和環境的互動息息相關，而影響自我概念的原因更是多，生理、家

庭、學校、同儕、社會環境、個人能力…都會一直不斷塑造並修正個體的自我概念。

如果每個人對自己有較正面的認定，不但可以形成健全、完整的自我概念，對自己

的未來和生命，會有較正向的人生期許及規劃。反之，沒有健全自我概念的人，容

易迷失自我，因此產生行為上的偏差，造成社會問題。而現代豐衣足食的社會，更

隨著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孩子接受知識的管道多，造成孩子普遍早熟的情形，國

小高年級的學童，就會面臨自我概念發展的關鍵期，而如何從教育的角度去幫助孩

子建立正確的自我概念，活出自己，尊重他人，更是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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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自我概念的相關研究 

 培養學童健全的人格，積極的自我概念是不可少的，影響一個人的自我概念有

很多原因，尤其是成長中的孩童，他們受家庭生活的影響、受學校及同儕的影響、

受社會的影響，逐漸形成對自我的認同，也就是自我概念。所以，有很多的學者從

各種角度來探討影響自我概念的因素，茲將之整理如下： 

 

一、 性別與自我概念 

歷年來，有關性別與自我概念的研究很多，茲將近十年來有關性別與自 

我概念的相關研究，列於下表 2-1： 

 

表 2-1 性別與自我概念之實徵性研究（續下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測量工具 研究結果 

白博仁 

（1999） 

903 位高雄縣市屏

東縣四至六年級

學生 

郭為藩「兒童自我態

度問卷」 

不同性別的國小學生，其自

我概念有顯著差異。 

吳裕益、 

侯雅齡 

（2000） 

1544 位北中南東

四區四至六年級

國小學生 

自編「國小兒童自我

概念量表」 

不同性別的兒童在自我概念

各分量表是有差異存在。女

生在「學校自我概念」高於

男生，男生在「外貌自我概

念」、「身體自我概念」、「情

緒自我概念」高於女生。 

邱霓敏

（2001） 

616 位高雄市五、

六年級學生 

郭為藩「兒童自我態

度問卷」 

不同性別的國小學童，其自

我概念有顯著差異、女生高

於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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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性別與自我概念之實徵性研究（接上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測量工具 研究結果 

洪若和 

（1995） 

4370位國小三至

六年 

自編之（兒童自我

概念量表） 

男女生之自我概念有顯著

差異，除了心理自我部

份，男生顯著高於女生。

其它各分量表，女生自我

概念顯著高於男生。 

洪聖陽 

（2001） 

臺南國小六年級

學生 412 位 

郭為藩「兒童自我

態度問卷」 

不同性別的國小學童在自

我概念並無顯著差異。 

胡舜安 

（2003） 

中部四縣市，959

名五年級和六年

級的國小學童 

侯雅齡「國小兒童

自我概念量表」 

不同性別的國小學童在自

我概念並無顯著差異，但

學校自我概念女生顯著高

於男生，身體自我概念男

生卻顯著高於女生。 

顏綵思 

（2004） 

1,393 位國小

五、六年級學生

 

自編之「自我概 

念量表」 

不同性別與年級之國中小

學生在自我概念上具有顯

著差異。 

羅佳芬 

（2002） 

832 名臺南縣市

四年級和六年級

的國小學童 

自編之「自我概念

量表」 

不同性別的國小學童在自

我概念並無顯著差異。 

Carroll,Annermaree

與Houghton 

Stephen等（2007） 

8到12年級中學

生 

Likert-type 

Scale 

 

男生比女生有較高的自

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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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性別與自我概念之實徵性研究（接上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測量工具 研究結果 

Liisa 

（1990） 

 

894 位12、15、

18 

歲青少年之六年

追蹤研究 

Coopersmith 

self-esteem 

inventory 

不同性別的自我概念沒有

顯著差異。 

Marjoribanks 

與 Mboya 

（1998） 

816 南非學生

（平均年齡：

18.21 歲） 

 

Likert-type 

Scale 

 

男女生自我概念有顯著差

異，其中男生的身體、情

緒及同儕自我概念顯著高

於女生。 

O＇Dea 與 

Abraham 

（1999） 

 

7 至8 年級國中

學生 

 

Harter 

Self-Perception 

Profile for 

Children 

男生比女生有較高的自

尊。 

 

 

從表2-1的相關研究可以看出，不論是國內外學者，對於性別與自我概念關 

係的研究，並沒有一致性的結果，呈現相同或相異兩極化的看法。但是，自我概念

似乎是隨著年齡的增長而有變化，在國小階段，女生的自我概念優於男生，而在國

中後則相反。 

這似乎說明自我概念會隨著年齡改變，性別與年級在自我概念上可能有交互作

用，性別與個體自我概念發展的關係為何，可能也必須將文化的差異性列入考量，

施測的部份量表採取累加各題總分的方式，是否會造成資料的結論有誤，青春期的

階段，因身體變化產生的心理變化，是否也會影響自我概念？這些都值得專家學者

做更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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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級與自我概念 

個體的自我概念是否會隨著年級的增加有變化呢？歷年來，相關的研究結果也

是呈現不一致的現象。茲將部份有關年級與自我概念的相關研究，整理如下表 2-2

中： 

 

表 2-2 年級與自我概念的實徵性研究（續下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測量工具 研究結果 

白博仁 

（1999） 

903 位高雄縣

市屏東縣四至

六年級學生 

郭為藩「兒童自

我態度問卷」 

不同年級之國小學童的自我概念

並無顯著差異。 

吳竺穎 

（1997） 

944 名台南縣

四至六年級學

生 

郭為藩「兒童自

我態度問卷」 

不同年級之國小學童的自我概念

並無顯著差異。 

邱霓敏 

（2001） 

616 位高雄市

五、六年級學

生 

郭為藩「兒童自

我態度問卷」 

不同年級之國小學童的自我概念

達顯著差異，五年級高於六年

級。 

周佑玲 

（2002） 

784 位國小

四、五、六年

及學生 

自我概念量表 不同年級在自我概念各層面上無

顯著交互作用 

洪若和 

（1995） 

4730 位國小三

至六年級學生 

 

自編之「兒童自

我概念量表」 

不同年級之國小學生，自我概念

有隨著年級的增加而遞增的趨

勢。 

 

 



 

 22

 

表 2-2 年級與自我概念的實徵性研究（接上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測量工具 研究結果 

胡舜安 

（2003） 

中部四縣市，959

名五年級和六年

級的國小學童 

侯雅齡「國小兒童

自我概念量表」 

不同年級之國小學童的自我概念

顯著差異。 

羅佳芬 

（2002） 

832 名臺南縣市

四年級和六年級

的國小學童 

自編之「自我概念

量表」 

不同年級之國小學童的自我概念

並無顯著差異。 

Alawiye 

（1987） 

 

351 位學童 

 

Student＇s Self 

Assessment 

Inventory 

 

二、四、六、八年級之間自我概念

達顯著差異，年級愈高自我概念愈

高 

 

Carroll,Annermaree

與Houghton 

Stephen等（2007） 

8到12年級中學

生 

Likert-type 

Scale 

 

不同年級之國小學童的自我概念

顯著差異。 

自我概念是呈個體自我概念的發展，從幼兒階段並沒有自我存在的觀念，慢慢

的在家庭教育中，與父母親友間的互動，形成了幼兒的自我概念，進入小學後，接

受了正式教育，自我概念的範圍再度擴大，由非學業成就的自我概念，擴大到學業

成就基礎的自我概念（張春興，1996）。多數學者認為，自我概念會隨著年齡的增加

而有所改變，但是變化的結果缺乏一致性的看法，較客觀的研究顯示，當個體隨著

年齡增長時，如果所學的學識和經驗是正向的日益豐富，自我概念的發展也會朝正

面發展。反之，如果個體在生活經驗或學業成就遇到難以接受的挑戰、困難及挫折，

就會造成自尊心的受挫，這些無法用問卷來解釋的因素，可能會影響自我概念的發

展。部份學者則指出，自我概念與年級的關係，可能尚需考慮性別的因素，所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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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值得再加以探究的部份。 

三、家庭社經地位與自我概念 

家庭是個體最早接觸到的社會環境，對個人的影響可說是相當地深遠，健全 

的家庭對兒童身心人格的發展與成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茲將部份有關家庭社經地

位與自我概念的實徵性研究整理如下表 2-3： 

表 2-3 家庭社經地位與自我概念之實徵性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測量工具 研究結果 

伍至亮 

（2001） 

1166 位國小高

年級學生 

自編之「兒童自

我概念量表」 

高社經地位者其自我概念優於低

社經地位者。 

周佑玲 

（2002） 

784 位國小

四、五、六年級

學生 

自我概念量表 家庭社經地位與自我概念未達顯

著差異。 

姜韻梅 

（2003） 

 

 

531 位國小

五、六年及學生 

 

國小兒童自我概

念量表 

不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國小高年級

學生，在「情緒自我概念」層面達

到顯著差異，中社經地位學生得

分，明顯高於低、高社經組。 

許明遠 

（2005） 

552 位國小高

年級學生 

國小兒童自我概

念量表 

高社經地位者其自我概念優於低

社經地位者。 

  

從表2-3中可以得知，家庭社經地位和自我概念之影響，可能因為實施的對 

象及工具的不同，所以並沒有一致的研究結果。不過，大致來說，中高社經地位的

家庭，家長重視家庭教育，所以會有較積極的家庭氣氛與親子關係，可使孩子有較

高的自信，因而發展出正向積極的自我概念。反之，社經地位愈是低下，家長疲於

家計，無暇全心照顧孩子，所以自我概念愈容易傾向負向的自我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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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我概念的評量 

（一）自我概念的測量方式 

由於自我概念是屬於個體內在對自己的一種態度，因此並沒有一種絕對的測量

方式。自我概念既不能直接加以評量，又不易以外在的檢核來予以觀察，所以，一

般認為自陳式量表是最普遍也最適合的方式(侯雅齡，1998a)。以下對一般評量自我

概念的方式做介紹。 

1.評定量表(rating scale) 

這種方式在中西方最常用的測量方式，尤其以Likert 所設計的「總和評定法」

(method of summated ratings)為代表(王文科，2001)。此種形式的量表包括一個

或多個系列且數目眾多的敘述語句，作答的項目通常在好惡的程度間分為好幾個等

級，並假設這些等級是等距的，受試者依自身的狀況逐一作答，在計分上依不同等

級給予不同的分數，並將各題的分數加總起來，得到一個代表整體自我概念的總分

(伍至亮，2001；郭為藩，1996)。 

2.形容詞檢核表(adjective checklists) 

編製者以相關理論作為標準，列出與自我概念主題相關的形容詞，再由受試者

就所有形容詞卡做選擇，選出適用於自己或認為符合自己的項目，本法的缺點在於

勾選時，只有選取與未選取兩種選擇，沒有辦法對受試者的反應進行程度上的劃分，

還有受試者對該形容詞的意義解釋為何，也無法進一步瞭解，缺乏信度、效度，故

並不是一良好的測量方式(侯雅齡，1998a)。 

3. Q 分類法(Q-sorts) 

此法由Stephenson於1953所創，可以用來評量個體的態度、興趣、自我概念和

其他情感變項，尤其是在自我概念的應用上相當普遍。研究者先撰寫相當數量有關

描述自我的卡片，通常約一百張，要求受試者依據個人的看法，認為哪些語句最適

合描述自己或最不適合的，予以分類與排列，較常分為九級或十一級，一端為最不

贊同，也就是最不像自己，另一端為最贊同，也就是最符合自己，而每一級的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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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依常態分配來安排(王文科，2001；郭為藩，1996)。 

4.自由反應(free-response) 

在各種自由反應的測驗方式中，最常被用來瞭解個體自我概念的方法是「語句

完成法」，是將一系列的句根(sentence stems)陳示給受試者，讓其完成為完整的

句子。由於此種方法在分析評量結果時，會有分析複雜、不易建立完備的評分標準、

不易將結果以數量方式表現以及較為耗時等限制，因此較適用於個別對象自我概念

的分析，少使用在大樣本的研究 (侯雅齡，1998a；郭為藩，1996)。 

從多向度的觀點去探討自我概念，是國內外測量自我概念的主流，研究者在參

考各自我概念表的年代、觀點、本土化、研究對象、研究方向與研究內涵後，決定

採取吳裕益、侯雅齡(2000)編製「國小兒童自我概念量表」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工具

之一。 

 

第二節 人際關係的意涵與理論 

人是群體、社會性的動物，個人與個人、個人與團體之間會產生溝通、互動，

進而彼此影響，就形成了人際關係。因此，人際關係對每個人的情緒、人格形成、

學習成就、生活、工作、生涯發展…等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力。 

 

壹、人際關係的定義 

有關人際關係的定義，各專家學者的看法不同，在此列舉部份觀點如下： 

 一、國外學者部份 

Heider（1958）：最早提出人際關係的平衡理論的大師，這位持歸因理論的學 

者，認為人類的行為可以用內在或外在的因素解釋。而人際關係是指少數人之間的

關係，是個人對他人的想法、期望、知覺與反應。個體在友誼的關係中，對事物的

看法會隨著對方而有所調適。（林淑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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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tz（1973）：這位心理學家認為每個人都需要別人，因此都有人際關係的 

需求。人際關係是指兩個或兩個以上的人，為了某種目的的交互作用。 

 WM.Bukowski（2005）：認為友誼的發展是影響人際關係最重要的一環，每個人

的成長背景，也會影響人際關係的發展。 

二、國內學者部份 

李燕、李浦群（1998）認為要理解各種人際關係就必須注意關係本身，而不 

是注意關係的某一方。人際關係要發揮作用，參與雙方都必須力爭成為有能力的溝

通者。 

林靜芬（1995）認為人際關係指互有關聯的少數人，其間互動的狀態或歷程。 

時蓉華（1996）認為人際關係是人與人之間在活動過程中直接的心理上的關 

係，或心理上的距離。 

林淑華（2001）認為人際關係是人與人之間的心理交會、情感的溝通以及生 

命的對話所形成的一種特殊關係，涵括親情、友情、師長、朋友、同學等等之間的

互動、依存關係。 

陳嬿竹（2002）認為人際關係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在互動過程中影響 

著彼此的想法、感受和行為。 

劉香妏（2003）認為人際關係為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之關聯性，彼此藉由思 

想、情感及行為所表現吸引或排拒等互動關係性之歷程。 

陳柔蓁（2005）認為人際關係是人與人之間情感的溝通、彼此心理覺知的 

狀態、生命互動的歷程所形成的一種特殊關係，涵括親情、友情、師長、朋友、同

學等之間的互動關係。 

綜合以上學者所述，可以發現，人際關係就是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網，從出 

生和家人的關係、隨著個體成長，求學階段和同學、師長的關係、生活上和朋友的

關係、工作上和同事、上級主管的關係…等，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都深深影響著

每個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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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人際關係的理論 

人際關係理論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興起，原先應用於企業界，是對官僚科層組

織的一種反動（陳葇蓁，2005）。後來才被運用在教育心理學、發展心理學、社會心

理學，不同的社會科學對人際關係的探討焦點是不同的，以下參考國內外相關研究

文獻，茲將較重要的人際關係理論基礎，分別加以說明： 

一、人際需求論 

人際關係的建立，是個人的基本需求。Schutz認為人類有三種最基本的人際需

求，分別是接納（inclusive）和控制（control）、情感（affection）的需求。情感的需

求反映出一個人有表達愛和接受愛的慾望。接納的需求是希望在團體中被認同的慾

望。控制的需求則是指個人希望成功地影響週遭人們的慾望。Schutz 更是認為人際

關係的和諧來自於人們之間這三方面需求的相容與互補。茲將三種人際需求敘述如

下（許明遠，2005；陳騏龍，2001；羅佳芬，2002；Schutz. & Luckmam，1973）： 

 

（一）接納 

又稱歸屬需求。根據Schutz的看法，每個人都有被團體接納的需求，但這種接

納需求的強度則是因人而異，過度與不及，對於良好人際關係的發展無所助益，唯

有適度的接納需求，才能有良好的人際關係，也就是個體希望能夠存在於團體的一

種慾望。Schutz認為個人如能被團體接納，獲得重視，就不會有孤單的感覺。青春

前期的兒童藉由次級團體的形成，談論共同話題、交換秘密，而獲得情感的接納與

歸屬。 

 

（二）控制 

控制需求是希望能夠成功的影響周遭人、事、物的慾望。控制需求低的人，服從

權威，控制需求高的人，競爭性強，唯有適當控制的人，才能控制別人及被別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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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較能成功扮演社會角色，且控制需求與接納需求一樣，具有個別差異。兒童在

人際互動中，會努力表現優點，讓同儕對他產生認同，以凝聚情感獲得情誼。人際

需求論強調人際關係能滿足個人在情感、歸屬和控制的基本需求，以及個人在互動

行為具有程度上的差異性。 

 

（三）情感 

是指個人有表達情感與獲得情感的慾望，並以語言或肢體語言的方式表達情

感，和他人建立並維持情感上聯繫的需求。太過與不及的情感表達方式存有強烈的

焦慮，皆無法建立良好的人際互動，唯有合宜的情感表達才能擁有滿意的人際關係。

兒童在人際關係中的情感表達大部分是既直接而明顯的，進入青春期前期的兒童，

在情感的表達上容易受同儕的影響。  

二、社會交換論 

美國社會學家Homans，是社會交換理論的代表性人物，他是從微觀的角度去探

討人類的社會行為，強調人和人之間心理動機的研究。此理論認為個人與他人形成

關係的目的是為了滿足自己的需求。簡單的說，此理論的中心議題是人，它研究人

與人之間的社會交換關係，其中酬賞與互惠概念是交換理論的基礎。它更是以經濟

學的投資報酬率觀念來解釋人際關係的互動，強調人與人的關係是建立在酬賞

（reward）與成本（cost）的互換上。酬賞包括物質性的酬賞，或能滿足對方心理需

求的語言或非語言行動；成本則是為了維持繼續的關係所必須付出的時間、金錢或

精力等。交往過程中，酬賞與成本會相抵，而得到一個正或負的結果（黃淑玲，1995；

黃瑞琴，1994；陳騏龍，2001）。 

Homans 還認為在人際互動過程中，此種社會行為就是一種商品交換。他假設

個人所付出的行為是為了獲得報酬（reward）和逃避懲罰（punishment），人類動機

全是利己的。良好的人際關係就是在這種機制下建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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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同樣是社會交換理論的學者Thibaut 及Kelly（1959） ，發展出代價與報

酬的關係理論（cost-reward relationtheory），認為任何的人際關係，皆可藉由與他人

互動過程中所獲得報酬和代價的交換而得到解釋。在報酬和代價的交換過程，比個

人的人格特質更為重要，報酬包括物質性的及能滿足對方心理需求的語言或非語言

活動，如：好的感覺、聲譽、經濟收益、情感滿足；代價是指對方不想蒙受的損失，

如時間、金錢、精力、焦慮。在人際交往互動的關係中，人們期待低代價高報酬的

互動，因此，人們會被自己認為最能夠提供報酬的人吸引，並在人際互動過程中權

衡得失，以維持人際關係的平衡（許明遠，2005；陳雪梅，2004；詹欽銘，2003）。 

 

三、人際關係的人格論 

美國精神醫療學家Sullivan （1953），從社會心理學的觀點，建立了人際關係

的人格論。人一出生後，就生活在一個複雜，變動的人際關係之中，這種人際關係

就是人的社會性。而人格是社會的產物，只存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之中。單單研究

個人而不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就無法確定人格的形成和發展問題，所以，

個人與他人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是人格形成與發展的原因（李佩怡，1999；

徐西森等，2002；許明遠，2005）。 

因此，人際關係是否良好，對於個人的人格發展有非常大的影響力。人出生前

幾年，人際互動始於父母，父母是孩子社會化的開始，隨後同儕關係逐漸增加其重

要性，再到成年前期，親密關係的建立。在不同的階段，人格的發展乃涵括於不同

的人際關係中進行。人在此發展的脈絡下，Sullivan 關切的是在早期發展中人際關

係裡的焦慮喚醒（anxiety-arousing）。因為嬰兒完全依賴重要他人來滿足其生心理的

需求，缺乏愛與關懷將導致人感到不安全及焦慮，他強調兒童早期的人際關係扮演

塑造自我概念的角色，兒童的自我系統之發展，乃於與父母親子之間的互動關係，

因此，親子的互動模式不僅影響兒童的自我概念，也影響未來的人際關係。所以，

前青春期是孩童首度放棄對年長者的依賴關係，發展第一個真正同儕親密關係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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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時期；他認為此時期發展這種親密的、同性間的友誼關係是必須的，因為它可以

培養兒童對他人需求的敏感度，增加快樂情緒，及為未來的社會調適奠定基礎（引

自羅佳芬，2002）。兒童自我概念的形成是來自社會化過程及他人的評價，當兒童

接收到外在的評價時，將標籤個人的行為是「好的我」（good-me）及「壞的我」

（bad-me），而「壞的我」會帶來個體的焦慮及人際安全的威脅。 

因此，我們被他人評價的方式會影響我們評價自己的方式，當孩子在發展過程

中能和重要他人有正向人際互動，將使之對自我有正向觀念；反之，負向的人際互

動則產生負向的自我概念及自尊。所以，自我概念不是天生的自我，而是由他人「所

反應之評價」所形成的，因此，人際關係能使一個未成熟的青少年發展成為一個心

理健康的個體。 

參、人際關係的發展 

在生命的不同階段，會有不同的身心發展。隨著生理成熟、生活領域的擴展， 

個體也從社會化過程中，學習不同的社會適應能力，因而影響自己的人際關係。人

際關係也是隨著個體的成長而發展，個體若在人生每個階段都能有良好的人際關

係，一定會有積極快樂的生命觀，有關人際關係的發展，在此列舉部份專家學著的

觀點： 

 

一、Devito 

Devito（1997）認為人際關係的發展可分為六個階段： 

（一） 接觸期 

這是人際關係的一開始，雙方在第一次見面時，彼此打量對方，也就是給 

人的「第一印象」，第一印象的好壞通常取決於對方的外貌。  

（二）涉入期 

如果兩個人對彼此一開始的接觸就有好感，就會進入人際關係的第二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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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階段，雙方會嘗試更進一步去了解對方。於是，此時個人的基本人格特質、

人生觀、嗜好、態度、優缺點等都會逐漸顯現出來。 

（三）親密期 

在此階段，兩個人之間有了某種承諾，那麼相聚一起的時間也會增加，談話 

的內容也會愈來愈深入。 

（四）惡化期 

並非所有的人際關係都一定會進入惡化期，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愈親密， 

對彼此的要求、期望會愈高，就愈容易發生衝突。 

（五）修復期 

並不是所有的感情惡化都會經歷修復期，如果感情進入惡化期後，在雙方 

願意的條件下，可以經由妥協來制定新的相處規範及行為準則，或者可經由專家提

供諮詢意見，使關係得以繼續維持；否則，情感難以維持下去，就會進入解體期。 

（六）解體期 

人際關係最糟的結果，就是彼此解體。而有些感情的解體不是因為時、空、情

境的限制，自然而然在某一階段終止的，而是經過親密期後，感情開始惡化，無法

修復而終於導致結束。 

 

二、廣田君美 

日本心理學家廣田君美於1995年，則將小學兒童同伴團體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分

為五個時期：（引自陳靜宜，1997） 

（一）孤立期 

兒童之間還沒有形成適度的團體，各自正在探索與誰交朋友（一年級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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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準分化期 

由於空間接近，如座位的接近，上學同路等自然因素，兒童建立了某些關聯。 

（三）垂直分化期 

憑藉兒童學習水準和身體能力的高低，分化為屬於統治地位和被統治地位的兒

童（國小二至三年級）。 

（四）部分團體形成期 

兒童之間分化，並形成若干小團體。出現統帥小團體或班級的領導人物，團體

成員的團體意識增強，並出現制約成員的規範。 

（五）團體合併期 

各個小團體之間出現了結合，形成了大團體。並出現統帥全年級領袖人物，團

體成員的團體意識加強了，並出現制約成員的規範。 

 

三、張春興 

張春興（1996）認為學童的同儕關係隨年齡的增長而益形重要，年齡相近似的

同學之間，經由社會交往及競爭合作的各種活動，不但在身體容貌方面因彼此比較

而有軒輊之別，在學業成就方面更因彼此的競爭而有高下之分。 

綜合以上學者論述，可以知道早期的社會化經驗，是日後人際關係的基礎，深

深影響未來和人相處的態度。剛出生的嬰兒，與最早接觸的母親或主要照顧者，透

過情感的交流，發展出親子的依附關係；家庭中手足競爭和合作的關係，也會影響

個體人格發展及與人互動的方式。進入幼兒期的孩童，他們害怕被疏離、被遺棄與

不被注意，所以會希望成人的關愛，兒童對友誼的概念及發展階段，會因心理成熟

而產生變化，社交技巧隨著年齡愈趨成熟，慢慢的，同儕關係的影響力取代了家庭

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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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影響人際關係的因素 

 人際關係是一種人和人之間互動的過程所導致的結果，那麼，影響人際關係的

因素有哪些呢？在此列舉部份專家學著的觀點： 

一、張春興與林清山 

張春興與林清山（1991）二位學者，引用Myers（1962）的研究發現，認為國小

學童在班級情境中，學童間的競爭或合作關係直接影響到人際關係，亦即合作情境

有助於學童間的人際吸引，競爭情境對人際吸引具不良影響。合作情境有助於人際

關係的和諧；學生在合作情境下即使失敗，對於成功者的攻擊強度也較在競爭情境

下為低。除了合作情境外，也有學者強調合群欲（desire to affiliate）的滿足，

促使個人與團體採取同一行動。 

二、陳皎眉 

陳皎眉（1997）認為人生的快樂有一大半建立在良好的人際關係上，亦即人際

間的相互吸引。人際關係會受到兩人之間的時空因素的影響，也就是說時空距離愈

接近的人，愈可能成為朋友、親密伴侶或夫妻。通常擁有以下人格特質的人，較易

獲得他人的喜歡： 

（一）人們喜歡有正向自我概念的人。 

（二）人們喜歡對別人有正向看法的人。 

（三）人們喜歡「真誠」的人。 

（四）人們喜歡「溫暖」的人。 

（五）人們喜歡有能力的人。 

（六）人們喜歡外表有吸引力的人。 

（七）人們喜歡有愉快的人格特質的人。 

除此之外，多數學者也提到良好的人際關係，除了受到個人外表因素、態度及

價值的相似性外，另一個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溝通能力」（陳皎眉，1997；林以

正，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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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林以正 

林以正（1995）以社會滲透來說明人際關係，認為人際關係的發展就如同物理

上的滲透歷程般，最初由外圍的接觸，而後慢慢的變深、變廣。兩個人的交集逐漸

擴大，最後涉及生活的各個層面，甚至是最深層的自我也能夠在交往的過程中彼此

分享。亦即人際關係的發展就是不斷透過溝通的歷程，使互動的雙方能夠進行更多、

更深的自我揭露。 

另一位學者何秋蘭（2004）也認為個體在親密關係的形成中，其中一項最重要

的過程即是「自我揭露」（self-disclosure）。「自我揭露」是人際關係發展的必

要歷程，個體藉由自我表露，能表達對彼此的信任，自我表露愈多，人際關係也愈

密切。 

四、陳靜宜 

陳靜宜（1997）從三方面來探討影響國小學童人際困擾與衝突對立的原因，包

括學童本身的個人因素、家庭的教化作用，以及師生的互動摩擦等。人際關係不良

學童行為之形成因素包括： 

（一）個人方面 

1.生理問題：生理狀況異於常人，致妨礙正常之人際交往，如口吃、肢障、 

弱智。 

2.心理因素：心理上有缺陷，不能和同伴溝通或溝通方法不適當。如佔有慾 

強、個性古怪、內心抑鬱。 

（二）家庭方面 

1.父母社經地位的不尋常導致同伴疏離。如父母地位太優越或太差。 

2.父母管教態度不適當。如太過權威或太過放任、對子女期望過高、保護過 

於周密。 

3.父母本身的性格有問題、觀念不清、行為不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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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身為獨子或獨女，從小缺少與人共同遊戲的機會，因單獨遊戲已成習慣，所

以不知道如何與人相處。 

（三）學校方面 

1.班級風氣不良。如班風太保守、勾心鬥角、競爭激烈。 

2.教師的態度不當。如團體活動太少、考試太多。 

3.校內措施欠當。如團體活動太少、考試太多。 

綜合上述得知，影響人際關係的因素有很多，有些是外在的因素，而有些是因

為身體構造缺陷所造成。個體從小與家人互動、溝通，到學校適應團體生活及長大

後適應社會的能力，都是以人際關係為基礎，即使身體有缺陷，只要有樂觀的態度，

能夠在團體生活中尊重別人、和人溝通分享，不僅可以獲得良好的友誼，也可以從

別人的肯定中，來體會更豐富的人生經驗。 

 

伍、人際關係的相關研究 

 人無法獨自生存，更無法避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因此人際關係代表著人生的

基礎。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人際關係良好，培養學童健全的人際關係，更是老師、

家長一致的目標。影響一個人的人際關係有很多原因，所以，也有很多的學者從各

種角度來探討影響人際關係的因素，研究者將之整理如下： 

 

一、 性別與人際關係 

有關性別與人際關係實徵性的研究很多，大多數的研究都顯示，無論在兒童 

或青少年時期，人際關係與性別都有相關，茲將有關性別與自我概念的相關實徵研

究，列於下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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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性別與人際關係之相關實徵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測量工具 研究結果 

王仁弘 

（2003） 

572 位 3 到 6 年級

國小學童 

「人際關係量表」 國小女生的人際關係優

於男生。 

何秋蘭 

（2004） 

572 位 3 到 6 年級

國小學童 

「同儕關係問卷」 人際關係不論是自評或

他評，都是女童優於男

生。 

林世欣 

（2000） 

1194位1至3年級

年級國中生 

自編「同儕關係量

表」 

國中女生的人際關係顯

著優於男生。 

林淑華 

（2001） 

805 位國小中高年

級學生 

自編之「人際關係量

表」 

國小女生人際關係能力

顯著優於男生。 

涂秀文 

（1998） 

1057 位高雄市 33

所國中生 

自編之（人際關係量

表量表） 

國中女生的人際關係優

於男生，人際愈小，人際

關係愈好。 

黃玉蘋 

（2004） 

666 位國中 1和 2

年級學生 

陳嬿竹「人際互動調

查問卷」 

國中學生的人際關係女

生優於男生。 

羅佳芬 

（2002） 

832 位 4 年級和 6

年級國小學童 

「人際關係問卷」 國小女生的人際關係優

於男生。 

 

 從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在國中、小階段，女生的人際關係優於男生，而為

何有性別的差異，或許是男、女的不同。男性不善於公開表達內心情感，女性相較

比較感性、細膩，容易發展出親密的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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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年齡與人際關係 

每個人都會隨著年齡的增加，而認識更多的人，人際關係就會像個交織的網越

來越密。人際關係與年齡之間的關係為何？相關的研究，似乎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可能是因研究方法或檢驗向度的不同，而產生不同的答案。茲將有關年齡與人際關

係的相關研究，列於下表 2-5： 

 

表 2-5 年齡與人際關係之相關實徵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測量工具 研究結果 

林世欣 

（2000） 

1194名1到3年級

國中生 

自編之「同儕關係問

卷」 

不同國中生在他評同儕

關係上有顯著差異，二年

級國中學生優於一年級。

 

林淑華 

（2002） 

805 名國小中高年

級學生 

自編之「人際關係量

表」 

不同年級國小學童在人

際關係能力上沒有顯著

差異。 

涂秀文 

（1998） 

1057名1到3年級

國中生 

「國中生生活型態

問卷」 

國中生年級愈小，人際關

係愈好。 

黃大峰 

（2005） 

923 名 4 和 6 年級

國小學童 

「國小學童人際關

係量表」 

人際關係因年齡有顯著

差異，4年級優於 6年級。

楊易蕙 

（2005） 

876 名 4 和 6 年級

國小學童 

陳嬿竹「真實與網路

人際問卷」 

國小 6年級人際關係比 4

年級好。 

 

一般而言， 國小高年級兒童在友誼的發展階段，社交技巧也愈趨成熟，已開始

和同儕分享內心世界的親密關係。而研究結果之所以如此差異，可能因研究方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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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向度的不同，人際關係也可能受到青春期的生理影響， 一些無法預測的因素，

是施測當時無法考量的。就兒童人際關係的發展階段來說，一開始幼兒以自我為中

心，對於友誼的觀念十分淡薄，隨著年齡增長，兒童對友誼所投入的時間與心思也

相對增加，對社交技巧也愈趨成熟，慢慢從親子為重心的人際互動，轉而為以同儕

為伍的社會交往，若人際關係挫敗，可能會產生負面的自我概念，而影響日後人格

的發展。 

 

三、 家庭社經與人際關係 

與家人互動的經驗，是個體展開人際關係的第一步。個體第一個接觸的社會 

環境就是家庭，從學習父母、兄弟姐妹的言行舉止、與長輩間產生互動行為， 模仿

他們的舉止、學習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展開人際關係。就多年的教學經驗得知，若

父母有暴力行為，通常會導致成長中的孩子經由增強及模仿，從父母身上學得攻擊

行為並用肢體動作來對待同儕，家庭教育確實是奠定個體發展的重要基礎。不同的

家庭社經地位和人際關係之間的相關研究，茲列舉部份相關研究，整理於下表 2-6： 

 

表 2-6 家庭社經地位與人際關係之研究（續下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測量工具 研究結果 

林世欣 

（2000） 

1194 名 1 到 3 年

級國中生 

自編之「同儕關係

問卷」 

國中學生之自評同儕關係會因

父親、母親社經地位不同而有

顯著差異，而他評同儕關係只

因父親社經地位而有所差異。

林淑華 

（2002） 

805 名國小中高

年級學童 

自編之「人際關係

量表」 

家庭高社經地位的孩子在人際

關係顯著優於中、低社經地位

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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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家庭社經地位與人際關係之研究（接上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測量工具 研究結果 

徐慶娟 

（1995） 

734 名 3 和 5 年

級國小學童 

「國小學童人際關

係量表」 

國小三、五年級為對象

的研究指出兒童同儕地

位與家庭社經地位有顯

著差異存在。 

陳怡君 

（2004） 

1105名 1到 3年

級國中生 

自編之「網路使用

行為、同儕關係與

自我概念」問卷 

不同國中生家庭社經地

位在同儕關係上有顯著

差異。 

顏裕峰 

（1993） 

403 名 1 到 3 年

級國中生 

「人際關係問卷」 國中生的同儕人際關係

以及他評的同儕人際關

係，不因家庭社經地位

之不同而有差異 

羅瑞玉 

（1998） 

3825名 1到 3年

級國中生 

「國小學童利社會

行為調查表」 

不同家庭社經背景的國

小學生在利社會行為的

表現上有顯著差異。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不同家庭社經背景與年齡這二個變項對人際關係的結果沒

有一致的答案。大體而言，只有性別變項的研究結果較其它變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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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的相關研究 

每個人的心都有個心門，是無法隨意被打開，必須自己先敞開心房去迎接外在

的美好，並積極主動地敲門、接納自己後，才能進一步拓展人際關係。一個不願意

接納自我的人，事實上也不可能去接納他人，並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想要有良好

的人際關係，來自正確的自我認識。隨著成長，每個人都會更加瞭解自己，慢慢形

成個人對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自我概念的建立。 

陳皎眉（1997）表示，一旦自我概念建立之後，也會更進一步影響我們的社會

行為以及人際關係。舉例來說，一個具有正向自我概念的人，覺得自己是優秀的、

聰明的、前途光明的、討人喜歡的……，於是表現出自信、積極、樂觀、愉快、樂

於與人親近等特質和行為，當然，別人也會樂於與他們接近和交往，因此比較容易

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相反地，具有負向自我概念的人，可能覺得自己很笨、很醜、

總是出錯、永遠不會成功、沒有人會喜歡自己等，因此表現出自卑、消極、悲哀、

不敢與人接近等特質和行為，當然，別人也會望而卻步，不想與他們接近或交往，

因此也很難擁有良好的人際關係了。特別是兒童，兒童透過與其年齡相同、地位相

當的友伴所評價的「鏡子」裡，融合修正父母、師長等所傳遞的成人價值觀，為自

己找尋適當的定位，形成自我概念。 

Erwin也指出只有當個體理解到有一個不屬於自己的世界的時候，自我感才會產

生，也唯有具區分性、獨立性的自我覺知形成後，個體才擁有建立人際關係的能力

（黃牧仁譯，1999）。同時，在發展社會人際關係的歷程當中，個體藉此反映並對

自我下定義。他同時提到，在青少年探索自我的過程中，身體外表及其吸引力、人

際關係中的相似性是發揮影響力的兩大因素，即身體外表及其吸引力、人際關係中

的相似性會對其自我發展有所影響。 

因此，自我概念的建構歷程中，與重要他人及個體的互動影響十分深遠。尤其

在青少年時期，同儕是一種重要的社會關係，對其自我概念發展更顯重要，在此階

段，若被同儕團體孤立，容易在心理產生一種次等的感覺，而這種感覺並不利於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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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自尊的發展；所以，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是彼此互存互賴的關係。研究者列舉部

份國內相關研究，整理於下表 2-7： 

表 2-7 國內自我概念與人際關係之相關實徵研究 

研究者 研究結果 

吳芝儀（2000） 認為個體會為自己在同儕群體中找尋適當的「定位」，以形成明

確的自我概念。 

郭為藩（1996） 認為自我概念的形成與發展乃是長期的人際關係互相影響的結

果。 

張春興（2002） 學生在身心成長及學校生活經驗中，對於自己身心特徵、學業成

就以及社會人際關係等各方面所持的綜合性知覺與自我評價會

形成學生的自我觀念。 

陳騏龍（2001） 認為人際的行為與感覺皆源自於一個人的自我觀念，而人際關係

的滿足與否是影響自我觀念形成的重要因素。 

陳慶福、 

鍾寶珠（1998） 

認為個體的自我概念受到生活中重要他人，如父母、兄弟、同儕

團體、師長等對個體的接納與否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兒童自我

概念的形成是來自社會化過程及他人的評價，在發展過程中能和

重要他人有正向人際互動，將使之對自我有正向觀念；反之，負

向的人際互動則產生負向的自我概念及自尊。 

楊妙芬（1995） 針對單親與非單親兒童在自我概念與人際關係的研究中，研究結

果發現不論是否為單親兒童，當兒童的自我概念高者，其人際關

係也愈佳。 

熊淑君（2004） 當個體對自我有較高的自信與自尊時，在同儕團體中較能運用良

好的溝通能力與社交技巧，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反之，當自我

概念較低時，則表現退縮、害羞或抑制等內向型的行為，阻礙與

他人關係之建立與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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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相關研究可以推論，隨著時間，個體會越來越瞭解自己，慢慢形成對

自己的看法，建立自我概念，若發展出正向的自我概念，在團體生活中則會有自信

的表現及較好的社交能力，能與他人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反之，個體若發展出負

面的自我概念，行為表現方面通常都較退縮、與他人溝通能力較差，人際關係的建

立也很難有所突破。 

 

 

  第四節 獨生子女特質與行為之相關研究 

生兒育女在傳統的社會中，似乎是人生的必經過程。但經過時代的變遷，對於

生兒育女的觀念也有極大的轉變，以前的農業社會，因為需要大量的勞動人口，孩

子要生得愈多愈好，所以男丁生愈多，表示家業愈旺；進入工商業時代後，由於產

業型態的轉變，雙薪家庭的結構使得父母親的角色產生了變化，夫妻生育子女不再

以傳宗接代做為唯一考量，在經濟或其它因素的考量下，可以有自由意願選擇是否

要生孩子，因此，也產生了雙薪卻無子的頂客族，甚至，愈來愈多的父母選擇只生

一個孩子（袁儷綺，2002），而形成獨生子女家庭。 

 

壹、獨生子女家庭的增加 

美國獨生子女網站中指出，目前美國約有 2000 萬的獨生子女家庭，另外，美國

婦女只生一個小孩的百分比是 20 年前的 4倍，獨生子女家庭是近年來美國成長最快

速的家庭型態。（Abel，2008） 

而眾所皆知的中國一胎化政策，是從一九八○年九月起在全國範圍大力提倡和推

行「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的獨生子女「一胎化」政策，目前己經形成了規模近

9000 萬人以上的獨生子女群體。中國社會普遍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四二一」家庭結

構（李建民，2000）。在學者金煕善的研究中，所謂「四二一」家庭結構為，獨生

子女家庭有父母兩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四人對獨生子女進行精心的養育、呵護。 

臺灣的獨生子女也呈現逐年上升的現象，從內政部的人口統計資料，95 年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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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率為 1.12，即每一個婦女一生只生育 1.12 個小孩，這些數據也代表生育率都

接近獨生子女。 

綜合上述，世界各國獨生子女家庭都是呈現增加的趨勢，除了中國是因為實施

一胎化政策的關係，其它各國的夫妻卻是自然的只生一個小孩。而讓家庭規模變小

的原因有很多，有些是因晚婚所造成生育不易，有些是因為教育費用高而不敢多生，

有些是因為育兒的觀念改變，寧可重視孩子的「質」而不是「量」，有些是因為擔心

下一代的生長環境、能源耗盡問題而不敢多生。 

貮、獨生子女的影響     

    在學者金煕善的研究中，中國大陸在一胎化政策下產生的「四二一」家庭結構。

所謂「四二一」家庭結構為，獨生子女家庭有父母兩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四人對

獨生子女進行精心的養育、呵護。對夫妻而言，上有老、下有小的擔子不堪重負；

對於位倒金字塔底端的獨生子女而言，同時贍養6位老人的前景更是令人談之色變。 

從2003年起，每年都會有數百萬的獨生子女人群陸續進入結婚期，儘管不是所

有的獨生子女都會形成“雙獨婚姻＂，但肯定會有相當比例的“雙獨婚姻＂出現，

成規模的“四二一＂結構開始變為現實並逐步累積成多，大量核心家庭的可能解體

而產生另一種新型家庭。 

    除了「四二一」家庭結構的影響外，與生育率下降相關的就是人口老齡化的 

問題，當孩子生得少、平均壽命又延長的雙重效果，導致人口老化的問題日趨嚴 

重。老齡化的現象將會帶來經濟、社會，以及未來的發展嚴重的影響。 

就經濟、社會層面來看，當一個國家人口老化太快，勞動力必然產生不足， 

勞動力一旦不足，便會導致工資上漲，不利出口；或者必須大量引進外勞，引 

動社會變遷，甚至出現層出不窮的社會問題。張瓊芳在台灣光華雜誌的「全球嬰兒

荒」文章中，提到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前副局長張明正指出，老年人口增加太快對社

會非常不利，不僅醫療支出驚人，總體生產力也會萎縮，老年人多、年輕人少也會

帶來扶養負擔過重的壓力。台灣目前大約是八個年輕人養一個老人，推估到民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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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O年，將形成三個年輕人養一個老人的情況。 

   根據張瓊芳推估，生育率下降十年左右就會對學校的規模產生影響；二十年後會

影響產業的勞動力；三十年後會進一步影響下一個世代的出生率；六十年後則退休

人數也會產生變化。文章中從經建會人力規劃處專門委員王玲所做的人口推計報告

指出，我國六至二十一歲的學齡人口比例將逐年遞減，由 2001 年的百分之二十四，

五十年後將遞減至不到百分之十五。其中國小學童將減少四成，國中、高中減少百

分之三十八，大學階段的人數減少一半，屆時可能出現嚴重的「學子荒」，事實上，

學校招不到學生的情況已逐漸出現。就研究者所任教的國小班級數與小一新生就讀

人數，在 96 學年度已減一班，預估明年恐再減班。因少子化減班的這個問題，現已

在公立國小開始產生，相信再過幾年，也會影響到國、高中，甚至大學的學生人數。 

    綜合上述，獨生子女所帶來的，不單單只有個人人際關係、父母親教養的問題，

甚至還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教育層面。大陸的一胎化是政府強迫的政

策，而台灣卻自然而然走向一胎化？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晚婚造成的生育率降低、

養兒育女觀念的改變…等。日前經建會提出第三胎減稅或發放津貼等方案，就是鼓

勵國人能生育，在鼓勵生育同時還要增加人們生育的意願，做好完善的托嬰制度，

考量日後的老人問題，年金制度、社會安全制度都應及早規劃，才能更進一步妥善

預防人口日趨老化的未來，也能讓少子化的危機降到最低。 

 

參、獨生子女的特徵 

   一般社會大眾對獨生子女都會有刻板印象，認為獨生子女比自我中心、孤單、

令人討厭、同儕關係較差、被過度保護等等。以下就來探討獨生子女的特徵。 

一、 獨生子女的人際關係 

在國內的有些研究中發現獨生子女比非獨生子女在人際關係、分享等社會性行

為及學業成就上較差、較有情緒。例如石培欣（2000）針對國中學齡之獨生子女的

研究中指出，獨生子女之國中生在家庭環境、同儕關係與學業成就方面普遍較非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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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女不利。張怡貞（1998）指出獨生子女的同儕關係比非獨生子女差；獨生子女

的身分對於兒童表現利社會行為，如合群合作、與人分享上有顯著負面影響；另外，

獨生子女的反社會行為比非獨生子女傾向高，不過研究者也指出其原因可能是因為

獨生子女樣本以男生居多有關。 

在中國大陸，由於實施一胎化制度，從1980 年陸續出現許多有關獨生子女相關

之研究，其中部份研究結果顯示獨生子女比較常出現不良的飲食習慣、任性、以及

羞怯。但學者Wan與 Fan（1994）認為，之前這樣的研究結果，經過後續他人高頻率

的引用，致使中國大陸的一般大眾自1980 年以來對中國獨生子女多呈負面的看法，

甚至稱獨生子女為「被寵壞、功能不良的小皇帝」（Guo,2000）。 

近年來國外有些關於獨生子女的相關研究試圖挑戰過去對獨生子女較負面的刻

板印象。如McKibben 在1998 年於紐約「Time」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獨生子女

的症狀」中指出獨生子女其實是擁有一些正向特徵的，比如獨生子女很聰明、適應

良好、且比非獨生子女成熟。 

綜合以上研究，研究者發現國內有關獨生子女的人際關係較多負面的研究結

果。Newman則認為當獨生子女與父母時常保持美好、親近的關係時，這樣的「黏著」

（bond）關係若過於熱切會使獨生子女無法自然轉換為同儕關係和獨立性的培養（薛

美珍譯，1996）。另外，大眾媒體的傳播對於獨生子女有較多的負面評價，導致獨

生子女在與人互動時，容易因其角色而產生先入為主的偏見，成為獨生子女人際上

的困難（陳小燕，2004）。就研究者的帶班經驗中，事實上，有些獨生子女的個性

都很大方，喜歡與他人互動、並且能與同儕建立親密友誼。獨生子女的人際關係一

直認為不佳，確實如此或有誤解存在，值得專家學者做更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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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獨生子女與父母 

獨生子女父母只生一個孩子是受到母親個人、家庭、社會文化三方因素所影響

（陳曉楓，2004）。因為父母親只有唯一個孩子，重視親子溝通，自然把所有的愛

都集中於一個孩子，不管是精神上或物質上，都儘可能讓獨生子女滿足且不虞匱乏，

這種教養方式，無論是獨生與否，若將父母的付出都視為是理所當然，甚至認為所

有人都應該對他（她）好或百依百順的，日後必然會造成負面的人格發展。而父母

親是孩子第一個導師，獨生子女和父母親的關係會更加密切，父母親的教養方式，

對獨生子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楊麗芬（1993）在教育新族群的誕生-淺談獨生子女的教育一文中，論及獨生子

女教育的心理原則有三：必須堅持「兒童教育兒童」的原則，即是說讓兒童在適合

兒童的場域中學習與互動；必須堅持疼愛要求相結合的原則，說明父母需以剛柔並

濟的的方法來教育孩子；必須堅持教育影響互相一致的原則，強調父母及學校對獨

生子女的教育影響是一致的。 

張怡貞（1998）認為欠缺兄弟姐妹缺損性以及獨生子女的唯一性，很可能使獨

生子女的同儕關係和利社會行為發展不利，因此父母可以藉由安排更多的同儕接觸

機會，例如平日讓子女帶同學或親戚同儕到家裡遊戲或學習、主動認識其平日同伴

以及同伴的家長、共同參加社區團體活動，讓獨生子女更能從家庭過渡到同儕團體

生活的環境，並提供適當時機練習與同伴合群、分享、合作等行為，或經由模仿示

範同伴行為，發展其對同儕的社會興趣、情感支持的互惠行為或關心照顧別人、培

養溝通技巧、教導以及依附同儕的互補性互動關係。 

張佩韻（2001）針對獨生子女也提出可以有不同的教養方式，她認為父母應該

要計畫以孩子為中心的活動，即是說是屬於孩子的活動，而非是大人的的活動，並

不是要將孩子訓練成一個小大人。舉例而言，讓孩子參加群體性的活動或服務性的

活動，學習合群、學習為他人服務，並非一直參與成人活動。另外，她也提到要給

孩子適當的稱讚且讓孩子學會與人分享。適當的稱讚則指因獨生子女是父母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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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很容易得到父母的稱讚，但是需要具體讓獨生子女知道自己表現好的地方在哪

裡，而非不切實際的讚美。學會與人分享這是獨生子女一定要學習的課題，因為在

物質上他們是很容易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但父母需引導獨生子女瞭解分享的快樂

與情緒的喜悅，讓獨生子女學會與人分享背後的意義。 

由此可見，獨生子女與父母親一向有強烈的依附關係，因此，可能導致不容易

和同儕產生依附，再加上沒有兄弟姐妹可成長、互動，所以獨生子女的教養是需父

母仔細思量的。所以，獨生子女的父母親應兼具規範與疼愛，來教養子女，不可僅

是溺愛孩子，要有效並堅定對孩子要求，不隨意因孩子的喜怒來更改立場。以孩子

生活為中心的教養環境，鼓勵他們多多參與同儕團體活動，而非帶在父母身邊，以

成人生活領域為主。 

二、 獨生子女的壓力 

從小缺少手足的獨生子女，內心是否會感到孤單？隨著年齡，又有什麼樣的 

煩惱呢？我們也應該試著從他們的角度，更進一步來了解獨生子女的感受。 

有些國外的研究者，從訪問獨生子女本身的經驗去了解身為一個獨生子女心中

的感受。缺乏兄弟姐妹一起成長的獨生子女，倒底會不會「孤單、寂寞」呢？Robert

（1997）在獨生子女的研究中，他以深度訪談的方式，訪問20位年輕的、已成年的

獨生子女，研究結果反應出這些年輕的獨生子女會感受到缺乏手足之間的親密感。

另一位學者Rosen（2001）利用問卷調查以及訪談的方式探究15位已成年之獨生子女

身為獨生子女的感受。在Rosen 的研究結果顯示這些已成年獨生子女的成長過程並

沒有適應不良的情況發生，但是他們會感覺到「孤單」。 

除了缺少兄弟姐妹手足間親密分享的感受，在國外的研究結果中，還顯示獨生

子女似乎感受到比非獨生子女較多的煩惱與挑戰。在Robert（1997）的研究發現，

受訪之獨生子女認為他們目前所面臨的挑戰，包括必須在各方面成功的壓力、出現

經常尋求他人注意的傾向、感受到與同儕關係建立的困難、感受到自己的早熟、以

及覺得自已比同年齡的孩子，對大人有一份較強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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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孤單、壓力大，由於獨生子女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所以他們比較容易受到

家庭事件所影響，也因此比較容易感受到日後父母年老或健康的問題。已成年的獨

生子女知道自己未來可能面臨的問題，這些問題，例如：自己一個人必須獨立撫養

年老父母、若生育下一代，更要學習如何成為有兩個孩子以上的父母。Robert（1997）

在他的研究中發現，獨生子女未來面臨的限制包括必須獨立撫養年老的父母、缺少

原生家庭中同齡家人的關係、擔心未來教養多個孩子的能力。由此可見，獨生子女

在成年後，一方面由於缺乏兄弟姊妹的支援會產生「一人撫養父母」的沉重負擔，

另一方面，由於缺乏與手足相處的生活經驗，在將來生兒育女之後可能產生在教養

多個子女上的困難。李韋姍（2005）在訪談11位獨生子女中發現，獨生子女知道自

己未來會面對孤獨的人生課題；所以在童年期理應要比非獨生子女更享有優勢；日

後也必須照顧父母親的情緒感受且義無反顧承擔責任。 

    由此可見，獨生子女的內心其實是會感到孤單，而從小就是父母親唯一的

焦點，父母親的期望較高，自然而然所承擔的壓力會比較大，他們知道自己在未來，

也必須要獨立照顧年老的父母親，雖然感到沈重但是還是要去面對。  

 

 

肆、獨生子女行為的相關研究 

綜觀國內學者針對獨生子女的研究，可以發現在 2001 年前並不多見，在 

2001 年以後，尤其是近三年，大家對獨生子女開始重視。以下就獨生子女的相關研

究，茲將部份相關研究列成表 2-8 來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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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獨生子女之相關論文彙整（續下表）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及取樣 研究結果 

洪信安

（2002） 

海峽兩岸小學獨生子

女人格特質與父母管

教方式的比較 

量化研究

 

台北市、高雄 

市、北京、上海

各選兩所小

學，選取四、六

年級獨生學童

共 1372 人 

1.父母管教方式中的父親回

應、人格特質中社會適應、自

我接受度、心理堅忍度三項，

與父親管教類型在親和力、社

交技巧與情緒穩定性、母親管

教類型在親和力、社交技巧、

社會適應與適應感等四項人

格特質上有交互作用。 

2.海峽兩岸四地獨生學童在地

區變項下，其父母管教方

式、人格特質及父母管教類

型亦有不同。 

袁儷綺

（2002） 

獨生學童性別、年級與

其依附、生活適應之相

關研究— 以台南市為

例 

量化研究

【問卷

法】 

 

 

台南市十四所

公立小學四年

級和六年級之

獨生與非獨生

學童464名 

 

1.與父母親的依附關係，獨

生學童優於非獨生學童。

同儕依附關係，獨生女童

優於非獨生女童及獨生男

童。 

2. 在生活適應之差異，獨生

學童在「親和力」、「社

會適應」、「功課與遊戲

的調適」、「生活目標」、

「情緒穩定性」及「心理堅

忍度」均優於非獨生學童。

3.在依附關係與生活適應的

相關上，獨生與非獨生學

童在父母親與同儕依附關

係及生活適應成顯著正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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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獨生子女之相關論文彙整（接上表）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及取樣 研究結果 

張怡貞

（1998） 

國小學童獨生子女

與非獨生子女同儕

關係及其相關因素

研究 

量化研究 臺北市公私立

小學六年級學

童，抽取二十所

學，1167 名學

童，獨生學童

119 名 

 

1.獨生子女的同儕關係比

非獨生子女差。 

2.「獨生」的身份，對於

兒童表現利社會行為

有顯著負面影響。 

3.獨生子女的反社會行為

比非獨生子女傾向高。

4.兄弟姊妹數對兒童同儕

關係有顯著正面影響；

獨生子女缺乏兄弟姊

妹，對其同儕關係不

利。 

陳如葳

（2001） 

獨生子女氣質、 

父母教養方式與其

分享行為相關之研

究 

量化研究

【問卷調

查法】：

觀察法 

 

 

臺北市七所幼

兒園 76 位五

足歲之獨生子

女 

1.幼兒氣質與父母教養方

式有部份相關。 

2.幼兒氣質及父母教養方

式與其分享行為之間並

無相關存在。 

3.觀察的分享行為與教師

評量的分享行為則有顯

著相關。 

4.幼兒氣質、父母教養方

式、分享行為在幼兒性

別上均無顯著差異。 

5.幼兒氣質無法有效預測

其分享行為，而父母教養

方式只有「忽視」能預測

幼兒之分享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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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獨生子女之相關論文彙整（接上表）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及取樣 研究結果 

陳小燕 

（2004） 

成年前期在學獨生

子女生活經驗之研

究 

質化研究 6位成年前期

在學獨生子女 

1.覺察心頭感受多轉折。

2.追尋自我空間與他人關

係的平衡。 

3.體悟雙親期盼深切，令

人倍懷感恩情。 

4.唯恐失親，把握當下並

願意承擔。 

陳曉楓 

（2004） 

學齡前獨生子女的

面貌及其母親的教

養想法 

質化研究 4位幼稚園的

獨生子女 

1. 獨生子女並非全然反

映一般人對獨生子女

的傳統刻板印象。 

2. 親師眼中獨生子女之

面貌也不盡相同，老師

對獨生子女的刻板印

象所影響，即獨生子女

實際特徵表現與傳統

刻板印象，互相交織糾

結而成親師眼中獨生

子女之圖像。 

3. 母親只生一個孩子的

決定是個人自主與家

庭、社會文化影響下的

產物，其中高度自主意

識是母親坦然面對只

有一個孩子事實的主

要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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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獨生子女之相關論文彙整（接上表）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及取

樣 

研究結果 

黃瑞惠    

王登峰 

       鍾思嘉 

（2002） 

兩岸獨生子女家庭

父母親教養態度之

比較 

－以北京和臺北地

區為例  

 

質化研究 研究共訪談十

四個家庭，北

京和臺北地區

各七個受訪家

庭。 

1.北京和台北兩地受訪的獨

生子女家庭父母的教養態

度並沒有太大的差異。 

2.父母們也表示在意子女的

學習情況。對子女的社會

性期許大於生養的關懷。

兩地的母親皆承擔了子女

教育的主要責任。 

3.北京的父母對獨生子女的

期望較台北的父母更為殷

切，並且也更積極的為孩

子規劃未來 

4.北京的父親對子女的要求

較台北的父親寬鬆。 

關穎

（1996） 

教育素質對獨生子

女發展的影響 

量化研究 中國大陸全國

之高中、初中

學生共 3284

位，家長 3324

位。 

由於父母對孩子高學歷的期

望，一方面會造成獨生子女

某種程度的學習壓力，另一

方面卻因為過於看重孩子的

知識學習而忽略了基本能力

的培養，造成孩子在人格需

要和道德發展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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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獨生子女之相關論文彙整（接上表）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及取

樣 

研究結果 

Mancilla

s，Adrean 

（2007） 

質疑獨生子女的刻

板印象 

文獻分析、

質性研究 

獨生子女的文

獻及訪談 

研究者重新探討大眾對獨生

子女的刻板印象，重新發現

獨生子女的特質與才能。 

 

綜合以上論述，研究結果顯示，大部份的研究結果顯示獨生子女的同儕關係比

較差，社交技巧需要再教育，和父母親有良好的親子依附關係，喜歡有自己的獨立

空間，知道自己是父母唯一的孩子，內心的壓力較大。而獨生子女的父母，大部份

家長的教育程度較高，有些父母本來就計劃生一個小孩，有些人是因為不孕而導致

不能再生第二個小孩，但他們都一樣努力的希望能將自己的獨生子女成功地撫養長

大，雖然是自己唯一的孩子，但也怕因過度放縱孩子，會造成負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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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第二章已做文獻的分析與歸納，對自我概念與人際關係有概略的認知與

了解。本章依序將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流程、資料處理

與分析等，共分五節敘述於後。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旨在探討國小高年級獨生學童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根據第二章的理

論及相關研究之探討，並依據第一章所述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建構本研究的基

本架構。如圖3-1 所示：  

 

 

                           A 

 

 

                                                C 

 

                         B 

 

  

 

 

  A：不同背景變項對自我概念的差異情形 

B：不同背景變項對人際關係的差異情形 

C：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的相關情形 

                                 

圖 3-1 研究架構圖 

國小高年級學生

背景變項 
 

1. 性別 
2. 獨生與非獨生 
3. 家庭社經背景 
 

人際關係 
 
1. 與同學的關係 
2. 與朋友的關係 
3. 與家人的關係 
4. 與師長的關係 

自我概念 
 
1. 家庭的自我概念 
2. 學校的自我概念 
3. 外貌的自我概念 
4. 身體的自我概念 
5. 情緒的自我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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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對象 

依據研究架構與假設，本研究之母群體，是臺北市公立國民小學九十六學年度

六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 

壹、研究樣本的取樣 

本研究因以「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自我概念與人際關係的差異

為主，在考慮獨生子女樣本以都會區為多，故選取臺北市公立國民小學六年級學生

為本研究的母群體，採「分層叢集隨機抽樣」（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分層的方法，以臺北市共12個行政區域（大安區、松山區、中正區、中山區、文山

區、信義區、士林區、內湖區、北投區、南港區、大同區、萬華區）為主，再於各

層樣本中以「學校」為單位，編號排序，自各層中隨機抽取學校，於所抽到的學校

中再隨機抽取六年級三個班級。為使對照組的受試人數相當，抽到的班級，先和導

師確認該班獨生子女學童的性別與人數，再從該班非獨生子女中，隨機抽測同獨生

子女學童的性別與人數，讓實驗組與對照組受試學童的性別和人數一致，再一起進

行施測。正式樣本一覽表見表3-1。共發出 312份，回收 312 份，回收率100%。剔

除無效問卷（指沒有作答、填答不全、明顯反應心向）10 份後，共得有效問卷 302 

份，問卷可用率 96.7%。 

表 3-1 正式樣本一覽表（續下表） 

學校所在行

政區 

學校名稱 獨生子人數 獨生女人數 非獨生子人數 

    

非獨生女人數

大安區 大安國小  12 6 12 6 

松山區 西松國小 6 12 6 12 

中正區 南門國小  3 8 3 8 

中山區 大佳國小  10 5 10 5 

文山區 興德國小  6 6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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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正式樣本一覽表（接上表） 

學校所在行

政區 

學校名稱 獨生子人數 獨生女人數 非獨生子人數 

    

非獨生女人數

信義區 永吉國小  4          11 4          11 

士林區 士林國小  9 2 9 2 

內湖區 麗湖國小  5 7 5 7 

北投區 桃源國小  7 2 7 2 

南港區 南港國小  5 9 5 9 

大同區 蓬萊國小  8 0 8 0 

萬華區 西園國小  3 5 3 5 

 總計 78 73 78 73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法作量化分析，問卷的型式以封閉式題目為主。所使用的

工具為「國小學童與自我概念」、「人際關係問卷」。問卷內容包括三部分：「個

人基本資料」、「國小兒童自我概念量表」、「國小學童人際關係問卷」。量表之

主要內容、形成、編製與修訂過程、信度、效度等詳述如下： 

壹、問卷內容 

一、 學生基本資料 

    係指有關國小學生個人背景變項，包括以下四個類別： 

（一）性別：男、女。 

（二）兄弟姐妹人數。 

  （三）父母親教育程度。 

  （四）父母親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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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之背景變項中之家庭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是用來區分

社會階級。決定SES 的方法通常根據教育程度、職業及經濟收入情形等客觀標準來

區分。本研究是根據林生傳（2000）參考Hollingshed 的「兩因素社會地位指數」

（Two-factor index of social position）區分法，經參考我國社會實況酌予修訂而成。家

庭社經地位指數計算方式為：將家長教育程度及職業水準各分為五個等級，以受試

者父母親任何一方教育程度指數及職業指數最高者為代表，再將教育程度等級乘以

4，職業等級乘以7，二者之總和即7 0為社經地位指數，再將此指數區分為五個等級

（林生傳，2000）。 

 

家長之教育程度分為五個等級（林生傳，2000）： 

Ⅰ、得有碩士、博士學位者。 

Ⅱ、大學校院畢業、技術學院畢業，獲學士學位者。 

Ⅲ、大學肆業、專科畢業者。 

Ⅳ、高中、職畢業者。 

Ⅴ、國中畢業者及其他。 

 

家長之職業水準分為五個等級： 

Ⅰ、高級專業人員、高級行政人員。 

Ⅱ、專業人員、中級行政人員。 

Ⅲ、半專業、一般公務人員。 

Ⅳ、技術性工人。 

Ⅴ、半技術、非技術工人。 

 

有關家長之職業水準分類，因「中華民國職業分類典」（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2000）所列職業分類過於鉅細遺糜，不利於國小兒童作答，逐採納王仁弘（2003）

修改陳春秀（2001）的歸類模式，如表3-2 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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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家長職業分類 

選項 職業類別 

Ⅰ 大專校長、大專教師、醫師、護理長、大法官、科學家、高級行政主管(中

央主管、特任或簡任公務人員)、立法委員、考試委員、將級軍官、董事長、

總經理 

Ⅱ 

 

Ⅱ 

中小學校長、中小學教師、會計師、法官、律師、工程師、建築師、檢察

官、警官、校級軍官、薦任級公務員、記者、公司行號科長、縣市議員、

經理、襄理、協理、副理、作家、畫家、音樂家 

Ⅲ 

 

技術員、出納員、一般公務員、批發商、包商、代理商、秘書、代書、警

察、消防人員、尉級軍官、護士、會計 

Ⅳ 

 

一般技工、水電工、領班、監工、商店老闆、店員、零售員、推銷員、自

耕農、司機、裁縫師、廚師、理髮師、美容師、郵差、士兵、士官、打字

員 

Ⅴ 工人、女傭、小販(攤販)、學徒、臨時工、工友、清潔工、大樓管理員、服

務生、家庭主婦、無業 

資料來源：王仁弘，2003。國小中高年級學童人際溝通能力與生活適應相關研究。

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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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家庭社經地位等級區分 

教育程度 

 

教育程

度之加

權 

 

職業水準 職業水

準之加

權 

 

社經地位 

指數 

 

社經地位 

區分界限 

社經地 

位等級 

Ⅰ 5 × 4 Ⅰ 5 × 7 

 

5 × 4＋5 ×7＝55 

 

Ⅰ（55-52） 

Ⅱ 4 × 4   

 

Ⅱ 4 × 7 4 × 4 ＋ 4×7＝44

 

Ⅱ（51-41）      

Ⅲ 

 

3 × 4 Ⅲ 3 × 7 3 × 4＋3 ×7＝33 

 

Ⅲ（40-30）      

中高社經 

地位 

 

Ⅳ   

 

2 × 4 Ⅳ 2 × 7 2 × 4＋2 ×7＝22 

 

Ⅳ（29-19） 

Ⅴ  

 

1 × 4 Ⅴ 1 × 7 1 × 4＋1 ×7＝11 Ⅴ（18-11） 

低社經地

位 

資料來源：林生傳，2000，教育社會學，頁50。 

 

二、 國小兒童自我概念量表 

本研究採用吳裕益、侯雅齡（2000）所編製的「國小兒童自我概念量表」。所

得分數愈高代表兒童愈能肯定自己，對自己愈有信心，對自己的生活是積極的態度；

反之，分數愈低，則表示兒童愈不能肯定自己，較缺乏自信，對自己的生活充滿消

極的態度。本量表以Shavelson et al.（1976）之多項度階層化自我概念理論為基礎，

並佐以本土化實徵性方法加以建構及編製（吳裕益、侯雅齡，2000）。 

（一）量表內容 

「國小兒童自我概念量表」共分五個分量表，各分量表題目不等。其中家庭自

我概念分量表有17 題（題號 1至17）、學校自我概念分量表有14 題（題號18 至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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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貌自我概念分量表有9 題（題號 32至40）、身體自我概念分量表有12 題（題號

41 至52）、情緒自我概念分量表有9 題（題號53 至61）。總計全量表共有61 題。

本量表採李克特（Likert）五點計分，正、反向題不規則的穿插於各分量表中。測驗

方式採個別施測或團體進行施測兩種方式，施測時間約為三十分鐘，若學生無法在

時間內作答完畢，得以延長施測時間（吳裕益、侯雅齡，2000）。 

（二）信度與效度 

本量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 值）介於.83～.89 之間，均相當理想；而所

有題目－總分相關（item-total correlation ）皆達.45 以上，校正後題目－總分相關亦

全高於.30，顯示各題皆與各分量表有不錯的相關，本量表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信

度。在重測信度方面，各分量表的重測信度則介於.76 至.91 之間，顯示穩定性頗佳。 

本量表依全國各地區人口比例分層抽樣1544 名國小兒童，依性別、年級（四、

五、六年級）、父母婚姻狀況為自變項，自我概念的五個層面為依變項，分別進行

單因子多變項變異數分析，並進行不同年級在自我概念各層面上的趨勢分析，以考

驗不同群體兒童在此量表得分之差異，結果顯示本量表信度極佳（吳裕益、侯雅齡，

2000）。  

在效度方面，可以考驗不同性別、年級、父母婚姻狀況的兒童在自我概念上的

差異；在效標關聯效度上，以班級社交計量、焦慮量表為效標進行同時效度及典型

相關分析之效度考驗，結果顯示各年級的學校自我概念與各班級社交計量的指數之

間的相關係數之絕對值，幾乎都高於其他自我概念分量表與各指數間的相關；自我

概念與鄭翠娟編製的「兒童焦慮量表」求相關，焦慮與情緒自我之相關稍高於其他

自我概念，且在家庭及學校自我概念分量表有兩個典型係數達到.05 顯著水準，分

別為.572 與.264，考驗結果皆與理論預期相符。在建構效度上，是以探索性因素分

析及初階、高階驗證性因素分析來檢驗自我概念五個分量表的建構效度，結果都支

持兒童自我概念是一多向度的階層性的心理構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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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小學童人際關係問卷 

本研究中，人際關係是指受試者在林淑華（2002）的「人際關係問卷」中的分

數。本問卷內容包括「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關係」、「與家人的關係」、

「與師長的關係」，與本研究所探討之人際關係面向甚為符合。全問卷共22題。 

（一）填答及計分方式 

本問卷為Likert 四等量表，正、反向題穿插於各分量表中。計分方法除第4、13、

14、15、16、17、19 題為反項題目，依「總是如此」、「經常如此」、「有時如此」、

「從未如此」，分別給予1、2、3、4 分；其餘的題目，依「總是如此」至「從未如

此」的順序，分別給予4、3、2、1 分。在總分上得分愈高者，表示人際關係愈好；

反之，得分愈低者，表示人際關係愈差。 

（二）量表信度與效度 

1.信度 

本量表在信度考驗結果，求得總量表的Cronbach α係數為.78，各分量表

Cronbachα 係數：與同學的關係為.73；與朋友的關係為.88；與家人的關係為.81；

與師長的關係為.72（林淑華，2002）。顯示問卷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詳細結果

摘要如表3-4。 

表3-4 國小學童人際關係問卷信度分析結果 

分量表  題號 Cronbachα係數 

與同學的關係 1、2、3、4 .73 

與朋友的關係  5、6、7、8、9、10、11、12 .88 

與家人的關係  13、14、15、16、17、18、19 .81 

與師長的關係   20、21、22 .72 

總量表  .78 

2.效度 

林淑華的「國小學童人際關係量表」採因素分析及內部一致性考驗，進行效度

與信度的檢定。經主成分分析法及正交轉軸法取特徵值大於1的因素，為配合因素結

構簡單化的原則，共抽取四個因素，符合理論架構。再以轉軸後因素負荷量高於.30

為有效題目，共計22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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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的實施流程可分為四個階段：準備階段、問卷施測階段、資料分析階段、

研究完成階段，如圖3-2所示： 

壹、 準備階段 

一、擬定題目：自2006年8月開始決定碩士論文研究方向後，再與同學、師長討論論

文之可行性，最後再經由指導教授的指導訂定本研究題目。 

二、蒐集資料：自2007年1月起開始蒐集國內外有關資料文獻，加以統整和分析，   

    以確定研究的方向和目標。 

三、選擇研究工具：藉由文獻的分析作為理論依據，參酌專家學者的相關研究，最

後再經由指導教授的討論，選擇研究工具「國小兒童自我概念量表」及「國小

學童人際關係問卷」。 

四、撰寫研究計畫：自2007年7月開始撰寫研究計畫。 

 

貳、 問卷施測階段 

    確定研究工具後，於2008年1月底完成正式問卷施測。 

參、 資料分析階段 

    將問卷所得的資料加以整理、登錄後，以電腦套裝軟體SPSS10.0進行統計分析，

考驗問卷的信效度即待答問題。 

肆、 研究完成階段 

    將問卷資料統計結果加以歸納分析，進行結果討論，撰寫完整之論文，並完成

論文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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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定題目 

 

    蒐集資料與文獻探討 

 

選訂研究工具 

 

                                      
    撰寫研究計畫 

 

 

 

     研究對象選取及正式施測 

 

 

 

  
   統計軟體分析資料 

 

 

 

 

 

圖 3-2 研究流程圖 

壹、準備階段 

參、資料分析階段 

肆、撰寫論文 

研究完成階段 

貮、問卷施測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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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於問卷回收後，將有效問卷輸入電腦編碼、登錄，並予以儲存檔案，採

用SPSS統計套裝軟體程式，依序進行各項資料統計處理，並作結果分析。本研究所

採用的統計方法包括: 

 

壹、整理資料 

一、 檢核資料 

當正式問卷回收之後，一一檢查問卷的填答情形，凡資料填寫不全者即為無效

卷，要將之去除。再剔除「國小兒童自我概念量表」中「檢核題」（第33 及36 題）

填寫相互矛盾者。 

 

二、資料編碼並核對 

對於每份有效問卷予以編碼，輸入電腦儲存建檔後，核對仔細，修正可能的錯

誤，使調查所得的資料都能正確無誤，以SPSS FOR WINDOWS 10.0 版統計套裝軟體

進行統計。 

 

貳、統計分析 

本研究採取的統計方法主要包括： 

 

一、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針對「國小高年級學童自我概念與人際關係問卷」，採用次數或人數分配平 

均數、標準差、百分比來描述資料集中情形；用標準差說明樣本分散的情形。 

 

二、 卡方考驗（Chi-square test） 

以卡方考驗來檢驗不同背景變項的國小高年級學童是否為獨生子女之差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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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考驗（Independent-samples t-test） 

（一）考驗自我概念是否因學生不同的背景因素（性別、獨生與非獨生）而有 

顯著差異。 

  （二）考驗人際關係是否因學生不同的背景因素（性別、獨生與非獨生）而有 

顯著差異。 

四、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 

  （一） 用以考驗自我概念是否因為學生背景之不同（家庭社經地位）而有顯 

著差異。 

  （二） 用以考驗人際關係是否因為學生背景之不同（家庭社經地位）而有顯 

著差異。 

 

五、多重比較雪費（Scheffé  method） 

  （一）經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自我概念因為學生背景之不同（家庭社經地位） 

而有顯著差異時，再以多重比較雪費（Scheffé）法比較該變項各組間的差異 
情形。 

  （二）經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人際關係因為學生背景之不同（家庭社經地位） 

而有顯著差異時，再以多重比較雪費（Scheffé）法比較該變項各組間的差異 
情形。 

 

六、Pearson 積差相關（Pearson＇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用以了解自我概念與人際關係兩者之間的相關程度及各層面的相關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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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主要根據問卷及量表調查所得之實徵資料加以統計分析，再將分析結果與

研究假設相互驗證，以探究國小高年級獨生學童背景因素對自我概念及人際關係的

影響。本章之結果與討論分成四節加以探討： 

第一節   國小高年級學童的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的現況分析； 

第二節   不同變景變項的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上的差異情形； 

第三節   不同變景變項的國小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上的差異情形； 

第四節  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與人際關係的相關情形。 

本研究是以「國小兒童自我概念量表」、「國小學童人際關係問卷」所收集得

來的資料，以t考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在不同變項中，在自我概念量表、人際關係

問卷上得分差異的情形，並以統計分析不同背景變項的國小高年級學生，在自我概

念、人際關係的差異性，考驗結果如有差異，再以薛費法（Scheff'e   method）進

行事後比較，最後以皮爾遜積積差相關分析求出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和人際

關係上得分的相關情形。 

 

第一節   國小高年級學童的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的現

況分析 

本節旨在了解樣本的背景變項、自我概念及人際關係的實際情況及分配狀況。 

壹、研究對象背景變項分配狀況 

本研究之母群體，為臺北市公立國民小學六年級學生，以臺北市共12個行政區

域（大安區、松山區、中正區、中山區、文山區、信義區、士林區、內湖區、北投

區、南港區、大同區、萬華區）為主，由各層中隨機抽取學校，於所抽到的學校中

再隨機抽取六年級三個班級。各班的獨生子女人數並不相同，除了各班的獨生子女

人數進行施測外，再抽取同該班獨生子女性別及人數的非獨生子女，進行對照組施

測。利用問卷調查法來蒐集所需資料，來調查臺北市公立國民小學高年級獨生子女

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的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為探究國民小學高年級學童的背景

資料，以下使用次數分配及百分比做分析。結果如下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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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國小高年級學童背景變項資料分析摘要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性別 男 

女 

156 

146 

51.7% 

48.3% 

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

女學童 

獨生子學童 

獨生女學童 

非獨生子學童 

非獨生女學童 

78 

73 

78 

73 

25.8% 

24.2% 

25.8% 

24.2% 

家庭社經地位 低社經地位 

中社經地位 

高社經地位 

65 

122 

115 

21.5% 

40.4% 

38.1% 

 

由表4-1得知，就性別而言，本次研究有效人數共計302名，其中男生有156人，

佔51.7%；女生佔146人，佔48.3%，男、女比率差異不大。 

就獨生子學童，有78名，佔25.8%；獨生女學童，有73名，佔24.2%；非獨生子

學童，有78名，佔25.8%；非獨生女學童，有73名，佔24.2%；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

生子女學童各佔50%。 

就家庭社經地位，低社經地位的家庭有65名，佔24.2%；中社經地位的家庭有122

名，佔40.4%；高社經地位的家庭有115名，佔38.1%。 

綜合以上所述，本次研究有效人數共計302名，在性別、獨生子女學童與否兩者

變項的採樣人數差異性不大，且人數相當。而在家庭社經地位中社經的家庭有40.4%

及高社經地位的家庭有38.1%，高出低社經地位甚多，人數差異較大。 

 

貮、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的家庭社經背景 

 本研究為了解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的家庭社經背景，茲以獨生子女學童與

非獨生子女學童與家庭社經背景做交叉分析表4-2、卡方檢定分析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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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與家庭社經背景交叉表 

家庭社經地位 獨生與否 

低社經家庭 中社經家庭 高社經家庭 總和 

非獨生子女個數 28 63 60 151 

        百分比 43.1% 51.6% 52.2% 50.0% 

獨生子女個數 37 59 55 151 

        百分比 56.9% 48.4% 47.8% 50.0% 

總和個數 65 122 115 302 

總和百分比 21.5% 40.4% 38.1% 100.0% 

 

由表4-2得知，非獨生子女學童在低社經家庭有28名，佔43.1%，非獨生子女學

童在中社經家庭有63名，佔51.6%，非獨生子女學童在高社經家庭有60名，佔52.2%。

獨生子女學童在低社經家庭有37名，佔56.9%，獨生子女學童在中社經家庭有59名，

佔48.4%，獨生子女學童在高社經家庭有55名，佔47.8%。 

綜合上述，本研究之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的家庭社經背景，最多為

中社經地位，佔40.4%，其次是高社經地位，佔38.1%，最後是低社經地位，佔21.5%。 

     就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的家庭社經背景，再以卡方檢定做探討，結

果如表4-3： 

 

表4-3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的家庭社經背景的卡方檢定 

 數值 自由度 漸近顯著性（雙尾）

卡方 1.595 2 .451 

  

由表4-3得知，這獨生與否和家庭社經地位二個背景變項未達顯著標準。表示這

二個變項互為獨立，無顯著相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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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自我概念之現況分析 

為了解目前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上的表現情形，茲以平均數及標準差分

析如表4-4。自我概念的計分方式為最高得5分，最低得1分。由表4-4得知國小高年級

學童自我概念中，以「家庭自我概念」層面得分最高，其次為「學校自我概念」、

「情緒自我概念」、「身體自我概念」；而以「外貎自我概念」得分最低，惟各分

層面每題平均數皆在中間值（3.0）以上，顯示出目前國小高年級學童的自我概念情

況良好。 

 

表4-4 國小高年級學童自我概念之現況分析摘要 

自我概念 題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每題平均數  排序 

家庭自我概念 17 16628.00 10.94 3.93 1 

學校自我概念 14 16091.00 9.09 3.81 2 

外貌自我概念 9  9147.00 7.74 3.37 5 

身體自我概念 12 12375.00 9.72 3.41 4 

情緒自我概念 9 9289.00 7.11 3.42 3 

整體自我概念 61 63530.00 31.50 3.59  

 

參、人際關係之現況分析 

為了解目前國小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上的表現情形，茲以平均數及標準差分

析如表4-5。 

表4-5 國小高年級學童人際關係之現況分析摘要 

人際闗係 題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每題平均數 排序 

與同學人際關係 4 9.53 2.70 2.38 3 

與朋友人際關係 8 25.68 5.05 3.21 2 

與家人人際關係 7 23.01 3.90 3.29 1 

與師長人際關係 3 6.05 2.27 2.02 4 

整體人際關係 22 64.26 9.21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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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的計分方式為最高得4分，最低得1分。由表4-5 得知國小高年級學童

人際關係中，以「與家人的關係」層面得分最高，其次為「與朋友的關係」，「與

同學的關係」及「與師長的關係」得分最低，且低於中間值（2.5）。 

 

肆、綜合討論 

   綜合本節的研究，其重要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一、 獨生子女學童並非都是獨生子 

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並非以男生為主，在本研究的問卷調查中，發現獨 

生女的比例也不少。這可能表示，現代的父母親重男輕女的觀念比較淡薄，可以接

受只生一個女孩，並不一定要生到男生，才是代表傳宗接代。 

二、 低社經家庭地位的獨生子女學童比例不少 

 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並非以高社經家庭地位為主，而是來自中社經家庭居

多，在低社經家庭反而獨生子女學童的人數比非獨生子女的比例多。而獨生子女和

家庭的社經地位沒有相關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現代社會要養育小孩的費用很高，特

別在都會區，因經濟不景氣，再加上物價高漲，父母親除了怕負擔不起龐大的教育

費用，也對未來的日子沒有信心，所以無論何種家庭地位，都可能只生一個孩子。 

三、國小高年級學童自我概念之現況 

   國小高年級學童在「國小兒童自我概念量表」中每題平均得分為3.59，各層面得

分高於中間值3.0，顯示目前國小學童均有正面的自我概念，對自我在家庭、學校、

外貌、身體、情緒等概念上均具有正面的評價，此與伍至亮（2001）、姜韻梅（2003）、

胡舜安（2003）、許明遠（2005）的研究結果一致。 

四、國小高年級學童人際關係之現況 

國小高年級學童在「國小學童人際關係問卷」中每題平均得分為2.72，高於中

間值2.5，顯示國小學童目前人際關係大致良好，此與林淑華（2002）的研究結果一

致。惟在「與同學的關係」及「與師長的關係」中得分較低，此與許明遠（2005）

的研究結果一致，顯示國小高年級學童對家庭的人際取向及依賴高於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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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不同背景變項的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上

之差異性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不同背景變項的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上之差異情形。茲說

明如下： 

壹、 不同性別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上之差異情

形 

為探究不同性別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上的差異情形，採 t 考驗分析，結

果如表4-6。 

 

表4-6不同性別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之差異分析摘要 

層面 學生性別 n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顯著差異

情形 

男生 156 3.96 .83 .62 家庭自我概念 

女生 146 3.90 .73  

 

男生 156 3.72 .67 -2.29* 學校自我概念 

女生 146 3.89 .61  

女＞男 

男生 156 3.42 .87 1.06 外貌自我概念 

女生 146 3.31 .85  

 

身體自我概念 男生 156 3.61 .83 4.45** 男＞女 

 女生 146 3.21 .74   

情緒自我概念 男生 156 3.46 .82 .92  

 女生 146 3.37 .76   

整體自我概念 男生 156 3.63 .59 1.50  

 女生 146 3.54 .51   

*P＜.05  **P＜.01 

 



 

 72

由表4-6 得知，國小高年級男生在「家庭自我概念」、「外貌自我概念」、「身

體自我概念」、「情緒自我概念」各層面及「整體自我概念」之平均數皆高於女生，

其中在「身體自我概念」達到顯著差異；國小高年級女生則在「學校自我概念」層

面之平均數高於男生，而且「學校自我概念」層面達到顯著差異。由於不同性別國

小高年級學童在「學校自我概念」、「身體自我概念」層面達到顯著差異；而在「家

庭自我概念」、「外貌自我概念」、「情緒自我概念」、「整體自我概念」未達到

顯著差異。因此本研究假設1-1「不同性別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上有顯著差異」

部分獲得支持。 

 

貳、 國小高年級學童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 

童在自我概念上之差異情形 

為探究國小高年級學童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在自我概念上的差異情

形，採 t 考驗分析，結果如表4-7。 

 

表4-7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在自我概念之差異分析摘要 

層面 獨生與否 n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非獨生子女學童 151 3.85 .79 家庭自我概念 

獨生子女學童 151 4.02 .76 

-1.87 

非獨生子女學童 151 3.79 .62 學校自我概念 

獨生子女學童 151 3.83 .68 

-.51 

非獨生子女學童 151 3.29 .84 外貌自我概念 

獨生子女學童 151 3.43 .88 

-1.36 

非獨生子女學童 151 3.41 .79 身體自我概念 

獨生子女學童 151 3.42 .83 

-.041 

非獨生子女學童 151 3.38 .77 -.88 情緒自我概念 

獨生子女學童 151 3.46 .81  

非獨生子女學童 151 3.54 .54 -1.34 整體自我概念 

獨生子女學童 151 3.63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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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7得知，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在「家庭自我概念」、「學校自我概念」、

「外貎自我概念」、「身體自我概念」、「情緒自我概念」各層面及「整體自我概

念」之平均數皆高於非獨生子女學童，但未達到顯著差異。因此本研究假設1-2「國

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在自我概念上有顯著差異」未獲得支持。 

 

 

 

參、 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與非獨生子學童在自我概

念上之差異情形 

為探究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與非獨生子學童在自我概念上的差異情形，採 t 

考驗分析，結果如表4-8。 

 

表4-8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與非獨生子學童在自我概念之差異分析摘要 

層面 獨生子與否 n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獨生子學童 78 4.00 .84 家庭自我概念 

非獨生子學童 78 3.92 .82 

.65 

獨生子學童 78 3.74 .72 學校自我概念 

非獨生子學童 78 3.71 .63 

.35 

獨生子學童 78 3.48 .92 外貌自我概念 

非獨生子學童 78 3.35 .81 

.94 

獨生子學童 78 3.60 .87 身體自我概念 

非獨生子學童 78 3.62 .79 

-.17 

獨生子學童 78 3.49 .84 情緒自我概念 

非獨生子學童 78 3.43 .81 

.47 

獨生子學童 78 3.66 .62 整體自我概念 

非獨生子學童 78 3.60 .56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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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8得知，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在「家庭自我概念」、「學校自我概念」、

「外貎自我概念」、「情緒自我概念」各層面及「整體自我概念」之平均數皆高於

非獨生子學童，只有「身體自我概念」之平均數低於非獨生子學童。但未達到顯著

差異。因此本研究假設1-3「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與非獨生子學童在自我概念上有

顯著差異」未獲得支持。 

 

肆、 國小高年級獨生女學童與非獨生女學童在自我概

念上之差異情形 

為探究國小高年級學童獨生女學童與非獨生女學童在自我概念上的差異情形，

採 t 檢驗分析，結果如下表4-9。 

表4-9國小高年級獨生女學童與非獨生女學童在自我概念之差異分析摘要 

層面 獨生與否 n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顯著差異

情形 

獨生女學童 73 4.03 .67 家庭自我概念 

非獨生女學童 73 3.78 .77 

2.13* 獨生女＞

非獨生女 

獨生女學童 73 3.91 .63 學校自我概念 

非獨生女學童 73 3.87 .59 

.39  

獨生女學童 73 3.38 .83 外貌自我概念 

非獨生女學童 73 3.24 .87 

.96  

獨生女學童 73 3.22 .78 身體自我概念 

非獨生女學童 73 3.19 .74 

.26  

獨生女學童 73 3.42 .79 情緒自我概念 

非獨生女學童 73 3.32 .72 

.80  

獨生女學童 73 3.59 .49 整體自我概念 

非獨生女學童 73 3.48 .51 

1.35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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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9得知，國小高年級學童獨生女學童在「家庭自我概念」、「學校自我概

念」、「外貎自我概念」、「身體自我概念」、「情緒自我概念」各層面及「整體

自我概念」之平均數皆高於非獨生女學童，且在「家庭自我概念」達到顯著差異。

因此本研究假設1-4「國小高年級獨生女學童與非獨生女學童在自我概念上有顯著差

異」部份獲得支持。 

 

 

伍、 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與獨生女學童在自我概念

上之差異情形 

為探究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與獨生女學童在自我概念上的差異情形，採 t 考

驗分析，結果如表4-10。 

表4-10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與獨生女學童在自我概念之差異分析摘要 

層面 獨生子女 n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顯著差異

情形 

獨生子學童 78 4.00 .84 家庭自我概念 

獨生女學童 73 4.03 .67 

-.23  

獨生子學童 78 3.74 .72 學校自我概念 

獨生女學童 73 3.91 .63 

-1.55  

獨生子學童 78 3.48 .92 外貌自我概念 

獨生女學童 73 3.38 .83 

.71  

獨生子學童 78 3.60 .87 身體自我概念 

獨生女學童 73 3.22 .74 

2.86** 獨生子＞

獨生女 

獨生子學童 78 3.49 .84 情緒自我概念 

獨生女學童 73 3.42 .79 

.48  

獨生子學童 78 3.66 .62 整體自我概念 

獨生女學童 73 3.59 .50 

.7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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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10得知，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在「外貎自我概念」、「身體自我概念」、

「情緒自我概念」各層面及整體自我概念之平均數皆高於獨生女學童，且在「身體

自我概念」達到顯著差異。國小高年級獨生女學童在「家庭自我概念」、「學校自

我概念」二方面的平均分數高於獨生子學童，但未達到顯著差異。因此本研究假設

1-5「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與獨生女學童在自我概念上有顯著差異」部份獲得支持。 

 

陸、 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上

的差異情形 

為探究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上的差異情形，採單因子

變異數分析，結果如表4-11。 

由表4-11得知，高社經地位國小高年級學童在「家庭自我概念」、「學校自我

概念」、「外貌自我概念」、「身體自我概念」、「情緒自我概念」及整體自我概

念總量表層面之平均數皆高於中、低社經地位學童，在「家庭自我概念」、「學校

自我概念」與整體自我概念總量表層面達到顯著差異。因此本研究假設1-6「不同家

庭社經地位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上有顯著差異」獲得支持。 

 

表4-11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之差異分析摘要（續下表） 

層面 家庭社經地位 n 平均數 標準差 F檢定 Scheffé  
事後比較 

低社經 65 3.71 .85 

中社經 122 3.97 .74 

高社經 115 4.02 .77 

家庭自我概念 

總和 302 3.93 .78 

3.61* 高社經＞

低社經 

低社經 65 3.64 .69 

中社經 122 3.83 .61 

高社經 115 3.88 .66 

學校自我概念 

總和 302 3.81 .65 

2.94*  高社經＞

低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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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之差異分析摘要（接上表） 

層面 家庭社經地位 n 平均數 標準差 F檢定 Scheffé 
事後比較

低社經 65 3.30 .93 

中社經 122 3.31 .83 

高社經 115 3.47 .84 

外貌自我概念 

總和 302 3.37 .86 

1.28  

低社經 65 3.29 .83 

中社經 122 3.44 .77 

高社經 115 3.46 .84 

身體自我概念 

總和 302 3.41 .81 

.99  

低社經 65 3.31 .74 

中社經 122 3.38 .83 

高社經 115 3.52 .76 

情緒自我概念 

 

總和 302 3.42 .79 

1.72  

低社經 65 3.45 .59 

中社經 122 3.58 .52 

高社經 115 3.67 .55 

整體自我概念 

總和 302 3.59 .55 

3.22* 高社經＞

低社經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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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綜合討論 

   綜合本節的研究，其重要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一、不同性別在自我概念上之差異 

整體而言，男生的自我概念總分優於女生，研究結果與白博仁（1999）、何秋

蘭（2004）、顏綵思（2004）、許明遠（2005）、Marjoribanks與 Mboya（1998）的

研究結果一致；但與洪若和（1995）、洪聖陽（2001）、邱霓敏（2001）、羅佳芬

（2002）、胡舜安（2003）等研究結果不同。在研究結果上有所差異，可能是因為

影響自我概念的結構層面較複雜，以及每個研究者選擇的抽樣方式、抽樣地區、生

活環境不同、男女生不同的生活特質或不同測驗工具，都會影響研究結果。 

從各層面分析發現，不同性別之國小高年級學童在「學校自我概念」、「身體

自我概念」達顯著差異。女生在「學校自我概念」優於男生，男生在「身體自我概

念」優於女生，此與侯雅齡（1998a）、胡舜安（2003）、姜韻梅（2003）、許明遠

（2005）的研究結果一致。在「身體自我概念」方面，男生表現優於女生，此與侯

雅齡（1997）、林世欣（2000）、伍至亮（2001）、姜韻梅（2003）、O＇Dea 與Abraham

（1999）的研究結果一致。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青春期的男女學童，其生理變

化的情形，因通常女生比男生較為早熟，所以在學校的各種表現上，會比男生表現

得好，且以研究者的教學經驗，女生因處事細心、負責，在班上常是老師的好幫手，

也比較容易受到老師正面的期望及讚許，因此女生在「學校自我概念」優於男生。

但是，高年級女童身體的發育較男童早，身高較男童高，容易成為同學注目之焦點，

而對身體的變化較容易產生自卑，沒有信心，甚至情緒上的不穩，而男生由於社會

化因素較偏好運動，有益於良好的「身體自我概念」，所以男童的「身體自我概念」

會優於女童。 

 

二、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在自我概念上之差異 

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在「家庭自我概念」、「學校自我

概念」、「外貎自我概念」、「情緒自我概念」、「身體自我概念」各層面及「整

體自我概念」之平均數沒有顯著差異，這與張怡貞（1998）、蔡佳靜（2001）的研



 

 79

究結果一致，出生序和自我概念沒有明顯差別。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現代的社

會少子化情形普遍，除了父母親更重視孩子的教育、關心孩子之外，學校的教材內

容也常出現認識自己、肯定自己、欣賞別人的兩性議題。所以，無論是獨生子女或

非獨生子女，普遍都能建立正向的自我概念。 

  

三、獨生子學童與非獨生子學童在自我概念上之差異 

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與非獨生子學童在「家庭自我概念」、「學校自我概念」、

「外貎自我概念」、「情緒自我概念」、「身體自我概念」各層面及「整體自我概

念」之平均數沒有顯著差異。推究其原因，可能因為國小高年級男生，因大部份尚

未進入青春期，且男生個性較大而化之，所以在自我概念的表現上並沒有什麼太大

的差別。 

 

四、獨生女學童與非獨生女學童在自我概念上之差異  

國小高年級學童獨生女學童在「家庭自我概念」、「學校自我概念」、「外貎

自我概念」、「身體自我概念」、「情緒自我概念」各層面及「整體自我概念」之

平均數皆高於非獨生女學童，且在「家庭自我概念」達到顯著差異。推究其原因，

獨生女學童在家容易感受到家人對她高度的期待，女生的心思細膩，和雙親的互動

更加親密；而非獨生女學童所感受到父母親期望及關愛的訊息比獨生女淡薄些，所

以在「家庭自我概念」獨生女學童高於非獨生女學童。 

 

五、獨生子學童與獨生女學童在自我概念上之差異 

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在「外貎自我概念」、「身體自我概念」、「情緒自我

概念」各層面及整體自我概念之平均數皆高於獨生女學童，且在「身體自我概念」

達到顯著差異。推究其原因，獨生子學童在「身體自我概念」高於獨生女學童，可

能是因為大多數的女生在國小高年級就進入青春期，所以會開始在乎自己的身材及

面對成長發育的心理調適，所以「身體自我概念」低於獨生子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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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家庭社經地位在自我概念上之差異 

高家庭社經地位國小高年級學童在「家庭自我概念」、「學校自我概念」、「外

貌自我概念」、「身體自我概念」及「情緒自我概念」及整體自我概念的平均數皆

高於中、低社經地位學童。且在「家庭自我概念」、「學校自我概念」及整體自我

概念層面達到顯著性差異，其餘層面並無顯著差異。整體而言，高家庭社經地位學

童的自我概念總分優於中、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童，也就是高、中家庭社經地位學童

在自我概念的表現比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童佳。。此結果與洪若和（1995）、伍至亮

（2001）、許明遠（2005）的研究結果相似。 

在本研究中，高家庭社經地位學童的自我概念優於中、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童自我

概念，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高家庭社經地的學童，通常家庭生活環境較為優渥，

父母親也對兒童的教育較為關心。家庭社經地位除了指出家庭的經濟物質條件，還

隱含著因父母的教育、職業背景而影響對子女教育的主張、家庭功能及價值觀等，

這些也會影響自我概念形成。此外，文化條件較不利的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童，容易

在心理及能力上的自我評價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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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不同背景變項的國小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上

之差異性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不同背景變項的國小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上之差異情形。茲說明

如下： 

壹、 不同性別國小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上之差異情

形 

為探究不同性別國小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上的差異情形，採 t 考驗分析，結

果如下表4-12。 

表4-12不同性別國小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之差異分析摘要 

層面 學生性別 n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顯著差異

情形 

男生 156 2.37 .69 -.22 與同學的關係 

女生 146 2.39 .66  

 

男生 156 3.04 .66 -4.99**與朋友的關係 

女生 146 3.39 .54  

女＞男 

男生 156 3.26 .60 -.92 與家人的關係 

女生 146 3.32 .51  

 

男生 156 1.96 .76 -1.26 與師長的關係 

女生 146 2.07 .75  

 

男生 156 2.66 .45 -2.74**總量表 

女生 146 2.79 .39  

女＞男 

 **P＜.01 

由表4-12 得知，國小高年級女生在「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關係」、「與

家人的關係」、「與師長的關係」及總量表各層面之平均數皆高於男生，其中在「與

朋友的關係」及人際關係總量表達到顯著差異。因此本研究假設2-1「不同性別國小

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上有顯著差異」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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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在人           

際關係之差異情形 

為探究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與非獨生子女在人際關係上的差異情形，採 t 考驗

分析，結果如下表4-13。 

表4-13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在人際關係之差異分析摘要 

層面 獨生與否 n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顯著差異情

形 

非獨生子女 151 2.48 .67 與同學的關係 

獨生子女 151 2.28 .67 

2.64** 非獨生子女

＞獨生子女

非獨生子女 151 3.28 .55 與朋友的關係 

獨生子女 151 3.14 .70 

1.86  

非獨生子女 151 3.23 .58 與家人的關係 

獨生子女 151 3.35 .53 

-1.89  

非獨生子女 151 2.02 .80 與師長的關係 

獨生子女 151 2.01 .72 

.177  

非獨生子女 151 2.75 .43 總量表 

獨生子女 151 2.69 .42 

1.18  

  **P＜.01 

 

由表4-13得知，國小高年級非獨生子女學童在「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

關係」、「與師長的關係」及總量表各層面之平均數皆高於獨生子女學童，且在「與

同學的關係」達到顯著差異情形。而獨生子女只有在「與家人的關係」高於非獨生

子女。因此本研究假設2-1「國小高年級學童獨生子女與非獨生子女在人際關係上有

顯著差異」部份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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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與非獨生子學童在人際關         

係差異情形 

 

為探究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與非獨生子學童在自我概念上的差異情形，採 t 

考驗分析，結果如下表4-14。 

 

表4-14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與非獨生子學童在人際關係之差異分析摘要 

層面 獨生子與否 n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獨生子學童 78 2.28 .66 與同學的關係 

非獨生子學童 78 2.46 .71 

-1.65 

獨生子學童 78 2.96 .73 與朋友的關係 

非獨生子學童 78 3.13 .57 

-1.59 

獨生子學童 78 3.27 .60 與家人的關係 

非獨生子學童 78 3.25 .59 

.19 

獨生子學童 78 1.94 .71 與師長的關係 

非獨生子學童 78 1.99 .81 

-.45 

獨生子學童 78 2.61 .44 總量表 

非獨生子學童 78 2.71 .47 

-1.34 

 

由表4-14得知，國小高年級非獨生子學童在「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關

係」、「與師長的關係」及總量表各層面之平均數皆高於獨生子學童，只有在「與

家人的關係」是獨生子學童高於非獨生子學童，但都未達到顯著差異。因此本研究

假設2-3「國小高年級學童獨生子學童與非獨生子學童在人際關係上有顯著差異」並

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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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小高年級獨生女學童與非獨生女學童在人際關係 

之差異情形 

為探究國小高年級獨生女學童與非獨生女學童在人際關係上的差異情形，採 t 

考驗分析，結果如下表4-15。 

表4-15國小高年級獨生女學童與非獨生女學童在人際關係之差異分析摘要 

層面 獨生女與否 n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顯著差異

情形 

獨生女學童 73 2.28 .69 與同學的關係 

非獨生女學童 73 2.50 .615 

-2.10* 非獨生女

＞獨生女 

獨生女學童 73 3.34 .61 與朋友的關係 

非獨生女學童 73 3.44 .47 

-1.09  

獨生女學童 73 3.43 .41 與家人的關係 

非獨生女學童 73 3.20 .57 

2.81** 獨生女＞

非獨生女 

獨生女學童 73 2.06 .78 與師長的關係 

非獨生女學童 73 2.09 .72 

.22  

獨生女學童 73 2.78 .38 總量表 

非獨生女學童 73 2.80 .39 

-2.54   

*P＜.05  **P＜.01 

 

由表4-15得知，國小高年級非獨生女學童在「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關

係」、「與師長的關係」及總量表各層面之平均數皆高於獨生女學童，且在「與同

學的關係」達到顯著差異。但獨生女在「與家人的關係」平均數高於非獨生女，且

也達到顯著差異，因此本研究假設2-4「國小高年級學童獨生女學童與非獨生女學童

在人際關係上有顯著差異」部份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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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與獨生女學童在人際關係之

差異情形 

為探究國小高年級學童獨生子學童與獨生女學童在人際關係上的差異情形，採 

t 考驗分析，結果如表4-16。 

 

表4-16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與獨生女學童在人際關係之差異分析摘要 

層面 獨生子女 n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顯著差異

情形 

獨生子學童 78 2.28 .66 與同學的關係 

獨生女學童 73 2.29 .69 

-0.42  

獨生子學童 78 2.96 .73 與朋友的關係 

獨生女學童 73 3.34 .61 

-3.49** 獨生女＞

獨生子 

獨生子學童 78 3.27 .60 與家人的關係 

獨生女學童 73 3.43 .41 

-1.95  

獨生子學童 78 1.94 .71 與師長的關係 

獨生女學童 73 2.09 .72 

-1.29  

獨生子學童 78 2.61 .44 總量表 

獨生女學童 73 2.78 .38 

-2.59** 獨生女＞

獨生子 

 **P＜.01 

 

由表4-16得知，國小高年級獨生女學童在「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關係」、

「與家人的關係」、「與師長的關係」及人際關係總量表各層面之平均數皆高於獨

生子學童，且在「與朋友的關係」及人際關係總量表達到顯著差異。因此本研究假

設2-5「國小高年級學童獨生子學童與獨生女學童在人際關係上有顯著差異」獲得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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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國小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      

之差異情形 

為探究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國小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上的差異情形，採單因子

變異數分析，結果如表4-17。 

表4-17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在人際關係之差異分析摘要 

層面 家庭社經 

地位 

n 平均數 標準差 F檢定 Scheffé 
事後比較

低社經 65 2.16 .64 

中社經 122 2.29 .68 

高社經 115 2.61 .62 

與同學的關係 

總和 302 2.38 .68 

12.09** 高社經＞

中社經＞

低社經 

低社經 65 3.03 .74 

中社經 122 3.31 .53 

高社經 115 3.21 .65 

與朋友的關係 

總和 302 3.21 .63 

4.16* 中社經＞

低社經 

低社經 65 3.19 .59 

中社經 122 3.26 .56 

高社經 115 3.37 .52 

與家人的關係 

總和 302 3.29 .56 

2.62  

低社經 65 1.98 .83 

中社經 122 1.98 .68 

高社經 115 2.14 .78 

與師長的關係 

總和 302 2.02 .76 

2.59  

低社經 65 2.59 .44 

中社經 122 2.69 .42 

高社經 115 2.83 .41 

整體人際關係 

總和 302 2.72 .43 

7.65** 高社經＞

中社經＞

低社經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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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17得知，國小高年級高社經地位學童在「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

關係」、「與師長的關係」及總量表各層面之平均數皆高於中、低社經地位學童，

且在「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關係」及總量表層面達到顯著差異。因此本研

究假設2-5「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國小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上有顯著差異」獲得支持。 

 

柒、綜合討論 

綜合本節的研究，其重要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一、不同性別國小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上之差異 

就性別而言，國小高年級女生在「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關係」、「與家

人的關係」、「與師長的關係」及總量表各層面之平均數皆高於男生，其中在「與

朋友的關係」及人際關係總量表達到顯著差異，由此可知，高年級的女生的人際關

係優於男生。此結果與涂秀文（1998）、林世欣（2000）、林淑華（2002）、羅佳

芬（2002）、王仁弘（2003）、何秋蘭（2004）、黃玉蘋（2004）的研究結果一致。 

研究者推究其原因，國小高年級女生無論在身體或心理都較同年齡的男生早

熟，再加上女性溫柔體貼、善解人意、與他人互動良好，且和他人的溝通方式較為

婉約…等特質，所以，高年級女生對同儕的需求會高於男生，因此人際關係的表現

上優於男生。 

 

二、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在人際關係上之差異 

國小高年級非獨生子女學童在「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關係」、「與師

長的關係」及總量表各層面之平均數皆高於獨生子女學童，且在「與同學的關係」

達到顯著差異情形。而獨生子女學童只有在「與家人的關係」高於非獨生子女學童。 

研究者推究原因，可能是因為獨生子女學童是家中唯一的寶貝，父母親通常都

會花很多的時間及注意力來陪獨生子女學童，將焦點放在唯一的孩子身上，除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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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角色之外，且也必須像玩伴一樣陪獨生子女學童成長，所以親子的關係會更

為親密。而因缺少手足的獨生子女學童，在學校生活中，可能較獨立且也喜歡獨處，

所以「與同學的關係」的表現會比非獨生子女學童要差，如何和同儕產生良好的互

動，成為獨生子女學童待加強之處。 

 

三、獨生子學童與非獨生子學童在人際關係上之差異 

就獨生子學童與非獨生子學童的人際關係來探討，國小高年級非獨生子學童在

「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關係」、「與師長的關係」及總量表各層面之平均

數皆高於獨生子學童，只有在「與家人的關係」的平均數是獨生子學童高於非獨生

子學童。研究者推究原因，可能是獨生子學童和父母親的互動機會比非獨生子學童

較多，雙親除了是父母的角色之外，因缺少兄弟姐妹，父母親也要像玩伴一樣陪獨

生子女學童成長，所以在「與家人的關係」的分數會高於非獨生子學童。 

  

四、獨生女學童與非獨生女學童在人際關係上之差異 

就獨生女學童與非獨生女學童的人際關係來探討，國小高年級非獨生女學童在

「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關係」、「與師長的關係」及總量表各層面之平均

數皆高於獨生女學童，且在「與同學的關係」達到顯著差異。但獨生女在「與家人

的關係」平均數高於非獨生女，且也達到顯著差異，研究者推究原因，可能是獨生

女學童和父母親的互動機會較非獨生女學童多，所以在「與家人的關係」會高於非

獨生女學童。但非獨生女的社會性優於獨生女，所以在「與同學關係」是比獨生女

要好得多。 

五、獨生子學童與獨生女學童 

就獨生子學童與獨生女學童的人際關係來探討，國小高年級獨生女學童在「與

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關係」、「與家人的關係」、「與師長的關係」及人際

關係總量表各層面之平均數皆高於獨生子學童，且在「與朋友的關係」及人際關係

總量表達到顯著差異。研究者推究其原因，可能是高年級的女生較男生早熟，再加

上女性喜歡關懷別人、感情細膩、溫和、善解人意…等特質，容易與他人相處融洽，

所以獨生女學童的人際關係優於獨生子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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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在人際關係上之差異 

從家庭社經地位來看，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國小學童在整體人際關係達顯著差

異，高家庭社經地位學童優於中、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童。從各層分析發現，不同家

庭社經地學童在「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關係」各層面及整體人際關係達到

顯著差異。此結果與徐慶娟（1995）林世欣（2000）、林淑華（2002）、許明遠（2005）

研究結果一致。研究者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出生在高社經地位的學童，除了物

質生活比較好，因父母親的經濟狀況較好，也會投資在孩童身上、栽培孩子，所以

高社經地位的學童顯得比較有自信，而有自信的孩子就具備有吸引力的特質，因此

在人際關係的表現會優於中、低社經地位的學童。 

 

第四節 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子女學童

的自我概念與人際關係相關性分析 

本節首先分析國小高年級學童的自我概念與人際關係的相關情形，並再利用皮

爾遜積差相關分析，分析本研究中自變項與依變項及各量表間的相關情形。 

壹、國小高年級學童的自我概念與人際關係的相關情 

形 

在相關分析中，以r＝.60~.80 為高相關；r＝.40~.60 為中相關；r＝.20~.40為低

相關（吳明隆，2005：228）。由表4-18得知，國小高年級學童的整體自我概念與與

人際關係各分層面及整體人際關係之相關係數達.582以上（p＜.01），整體呈中度相

關。 

表4-18國小高年級學童整體自我概念與人際關係各層面相關分析摘要 

變項 人際關係 

 與同學的

人際關係 

與朋友的 

人際關係 

與家人的 

人際關係 

與師長的人

際關係 

整體人際 

關係 

整體自我 

概念 

.40** .45** .52** .23* .58**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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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表4-19得知，國小高年級學童整體人際關係與自我概念各分層面的相關

係數最低之相關係數為. 285以上（p＜.01），其餘層面都呈中度相關，在「學校自

我概念」更是達到高度相關。因此，本研究假設（三）國小高年級學童自我概念和

人際關係有相關係獲得支持。 

表4-19國小高年級學童整體人際關係與自我概念各層面相關分析摘要 

變項 自我概念 

 家庭自我 

概念 

學校自我 

概念 

外貌自我 

概念 

身體自我

概念 

情緒自我 

概念 

整體自我

概念 

整體人際

關係 

.46** .68** .35* .29* .41* .58* 

*P＜.05   **p＜ .01 

 

貮、綜合討論 

本研究中，國小高年級學童的整體自我概念與整體人際關係相關係數達相關（p

＜.01），顯示自我概念愈佳，其人際關係愈好。此結果與楊妙芬（1995）、郭為藩

（1996）、林世欣（2000）、陳騏龍（2001）、施玉鵬（2002）、熊淑君（2004）、

許明遠（2005）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但與何秋蘭（2004）的研究結果不同。在分

量表與整體量表之間的相關係數也相當高，也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內部一致性頗高。

研究者推究其原因，認為自我概念的發展是從幼兒就開始受重要他人的影響，這些

重要他人包括父母、師長、同學，朋友等，而良好的人際關係更是兒童晚期自我概

念發展的關鍵。但若再細究影響兒童的自我概念及人際關係的因素，可能還包括社

經地位、生理特徵、父母的教養方式、社交技巧、學業表現、族群意識和生態環境

等。 

在研究分析中也發現，整體自我概念和整體人際關係和學童是否身為獨生子

女，沒有顯著的差異，可能是因為現代的獨生子女，雖然家中沒兄弟姐妹，但也從

小可以在托兒所、幼稚園開始和同年齡的孩子過著團體生活，或是父母親也會製造

各種情境可以讓獨生子女可以學習團體生活中的分享和禮讓，培養獨生子女的社會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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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小高年級學童獨生子女的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之現況，並探

討不同背景變項的國小高年級學童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的差異情形及其相關性。為

達到研究目的，研究者首先進行相關文獻與理論的資料蒐集，並加以綜合分析與探

討，以做為本研究架構的概念基礎。在實徵性研究方面，本研究以臺北市國小六年

級學童為研究對象，並由侯雅齡（2000）編製「國小兒童自我概念量表」、林淑華

（2001）編製的「國小學童人際關係問卷」做為研究工具，進行問卷調查。本章就

問卷調查分析所得之主要研究發現，歸納成結論；並依據結論與研究心得，提出建

議以做為家長、教育行政機關與學校教師在教育上及未來研究之參考。本章共分成

兩節，分別是第一節結論，第二節建議。 

 

第一節 結論 

   綜合第四章的分析結果，本研究可獲至以下結論，茲分述如下： 

 

壹、研究對象背景分析 

臺北市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並非以男生為主，在本研究的問卷調查中，發現

獨生女的比例也不少。而且獨生子女學童並非以高社經家庭地位為主，以中社經家

庭居多，在低社經家庭反而獨生子女學童的人數比非獨生子女的多。這可能表示，

現代的父母親重男輕女的觀念比較淡薄，可以接受只生一個女孩，男孩女孩一樣好，

並不一定要生到男生，才是代表傳宗接代。近年來的經濟不景氣，現代社會要養育

小孩的費用很高，特別是物價高的臺北市，可能因為負擔不起龐大的教育費用，所

以低社經地位的家庭也會選擇只生一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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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臺北市國小高年級學童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的現況 

ㄧ、臺北市國小高年級學童自我概念的現況 

（ㄧ）臺北市國小高年級學童均有正面的自我概念 

    臺北市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各層面都在3分以上，皆高於平均數

（M=3.00），顯示目前臺北市國小高年級學童均有正面的的自我概念。在自我概念

層面的排序是： 

1.家庭的自我概念。 

2.學校的自我概念。 

3.情緒的自我概念。 

4.身體的自我概念。 

5.外貌的自我概念。 

 

 

二、臺北市國小高年級學童人際關係的現況 

（ㄧ）臺北市國小高年級學童人際關係未達平均數 

臺北市國小高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各層面只有「與朋友人際關係」在3分以上，

高於平均數（M=2.50），但在與「同學的人際關係」、「師長的人際關係」未達平

均數，顯示目前臺北市國小高年級學童的人際關係有待加強。在人際關係各層面的

排序是： 

1. 與家人的人際關係。 

2. 與朋友的人際關係。 

3. 與同學的人際關係。 

4. 與師長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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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不同背景變項臺北市國小高年級學童自我概念差異

情形 

ㄧ、性別 

臺北市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只有「學校自我概念」、「身體自我概念」

這兩個層面，會因不同性別而有所差異。在「學校自我概念」是女性學童高於男性

學童，在「身體自我概念」是男性學童高於女性學童。但就整體而言，臺北市國小

高年級學童在整體自我概念，不會因為性別不同而有所差異。 

二、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 

臺北市國小高年級獨生子女學童在自我概念的「家庭自我概念」、「學校自我

概念」、「外貎自我概念」、「情緒自我概念」及整體自我概念平均分數皆高於非

獨生子女學童，只有在「身體自我概念」非獨生子女學童的平均分數高於獨生子女

學童。就整體而言，臺北市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整體表現，不會因為是獨生

子女學童或非獨生子女學童，而有所差異，但獨生子女學童在自我概念分數上的表

現是高於非獨生子女學童。 

三、 獨生子學童與非獨生子學童 

臺北市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在自我概念的「家庭自我概念」、「學校自我概

念」、「外貎自我概念」、「情緒自我概念」及整體自我概念皆高於非獨生子女學

童，只有在「身體自我概念」非獨生子女學童高於獨生子女學童。整體而言，臺北

市國小高年級學童在自我概念整體表現，不會因為是獨生子學童或非獨生子學童，

而有所差異，但獨生子學童在自我概念分數的表現高於非獨生子學童。 

四、 獨生女學童與非獨生女學童 

臺北市國小高年級獨生女學童在「家庭自我概念」、「學校自我概念」、「外

貎自我概念」、「身體自我概念」、「情緒自我概念」各層面及「整體自我概念」

之平均數皆高於非獨生女學童，且在「家庭自我概念」達到顯著差異。因此，臺北

市國小高年級獨生女學童與非獨生女學童在自我概念的表現上，是有明顯的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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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獨生子學童與獨生女學童 

臺北市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在「外貎自我概念」、「身體自我概念」、「情

緒自我概念」各層面及整體自我概念之平均數皆高於獨生女學童，且在「身體自我

概念」達到顯著差異。而國小高年級獨生女學童在「家庭自我概念」、「學校自我

概念」二方面的評價高於獨生子學童，因此，臺北市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與獨生

女學童在自我概念的表現上，有明顯的差異性。 

六、不同家庭社經地位 

臺北市國小高年級高家庭社經地位學童在「家庭自我概念」、「學校自我概念」、

「外貌自我概念」、「身體自我概念」及「情緒自我概念」及整體自我概念的平均

數皆高於中、低社經地位學童。且在「家庭自我概念」、「學校自我概念」及整體

自我概念層面達到顯著性差異。所以，高社經地位家庭學童在自我概念的表現優於

中、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童。 

 

肆、不同背景變項臺北市國小高年級學童人際關係差異

情形 

ㄧ、性別 

臺北市國小高年級女生在「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關係」、「與家人的

關係」、「與師長的關係」及人際關係總量表各層面之平均數皆高於男生，且在「與

朋友的關係」及人際關係總量表有明顯的差異性。因此，不同性別的臺北市國小高

年級學童在人際關係上是有差異性。 

 

二、獨生子女學童與非獨生子女學童 

臺北市國小高年級非獨生子女學童在「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關係」、

「與家人的關係」、「與師長的關係」及總量表各層面之平均數皆高於獨生子女學

童，其中在「與同學的關係」達到顯著差異。因此，臺北市國小高年級學童獨生子

女與非獨生子女學童在人際關係是有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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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獨生子學童與非獨生子學童 

就臺北市國小高年級獨生子學童與非獨生子學童的人際關係來探討，國小高年

級非獨生子學童在「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關係」、「與師長的關係」及總

量表各層面之平均數皆高於獨生子學童，但都沒有達到顯著差異。 

四、獨生女學童與非獨生女學童 

就臺北市獨生女學童與非獨生女學童的人際關係來探討，國小高年級非獨生女

學童在「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關係」、「與師長的關係」及總量表各層面

之平均數皆高於獨生女學童，且在「與同學的關係」達到顯著差異。但獨生女在「與

家人的關係」平均數高於非獨生女，且也達到顯著差異。因此，臺北市國小高年級

學童獨生女與非獨生女學童在人際關係是有所差異。 

五、獨生子學童與獨生女學童 

就臺北市獨生子學童與獨生女學童的人際關係來探討，臺北市國小高年級獨

生女學童在「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關係」、「與家人的關係」、「與師長

的關係」及人際關係總量表各層面之平均數皆高於獨生子學童，且在「與朋友的關

係」及人際關係總量表的分數獨生女更是高於獨生子。因此，獨生女的人際關係的

表現是優於獨生子。 

六、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在人際關係上之差異 

從家庭社經地位來看，臺北市高年級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國小學童在整體人際關係

達顯著差異，高家庭社經地位學童優於中、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童。從各層分析發現，

不同家庭社經地學童在「與同學的關係」、「與朋友的關係」各層面及整體人際關

係上的差異明顯不同。 

 

伍、國小高年級學童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相關情形 

臺北市國小高年級學童整體人際關係與整體自我概念層面兩者呈中度相關，因

此，臺北市國小高年級學童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有顯著正相關，這表示臺北市國

小高年級學童自我概念得分愈高，人際關係得分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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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研究者提出以下幾個層面的建議，以做為教育主管、學校

單位、獨生子女家庭、非獨生子女家庭、及未來研究之參考。 

 

壹、對教育主管的建議 

一、提昇教師相關的輔導智能 

    本研究中發現，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童在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的表現都優於中

低社經家庭地位的學童。而隨著M型社會的來臨，高社經地位的家庭可能由於晚婚

或菁英式的育兒觀念，低社經地位的家庭可能是考量經濟而只生一個小孩，再加上

現今社會離婚率的提高，也產生了單親家庭的獨生子女。所以，教師輔導智能的提

升，重視低社經家庭地位子女之諮商與輔導，應是日後我國教育政策的重點之一。 
 

貳、對學校單位的建議 

一、多舉辦獨生子女的班親活動 

從本研究得知，獨生子女學童在學校與同學的人際關係有待加強，因此學校可

以舉辦一些親師活動，讓家長知道孩子在學校團體生活中與同學相處的情形，或者

從班親活動中，獨生子女的父母就可以直接觀察到自己的孩子與同儕互動的情形。

藉此，也可以讓家長和老師溝通彼此教育理念。 

 

二、教師需重新認識獨生子女 

 本研究發現，獨生子女有別於一般的刻板印象，他們在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的

表現，和非獨生子子女部份是沒有差異的。然而，過去一般社會大眾難免對獨生子

女會有一些刻板印象，就連學校老師也不例外，認為他們的家長一定太寵小孩，所

以他們是比較驕縱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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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孩子成長的歷程，教師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獨生子女時代的來臨，教

師應主動參加或取得有關獨生子女學童的資訊，充實所缺乏的知識，減少對獨生子

女的刻板印象，發揮教育愛，真誠的關懷獨生子女，更進一步瞭解他們的需求及問

題所在。 

三、重視低社經家庭學童的輔導 

在本研究中，雖然國小高年級學童在整體自我概念和整體人際關係的現況都是

高於平均數，表示都有正面的評價，但就背景變項來探討時，會發現高社經地位家

庭的學童在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的表現都優於中低社經家庭地位的學童。而隨著M

型社會的來臨，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貧富差距越來越大，M型社會帶來的應該不

只是經濟的衝擊，從教育的立場來看，日後該如何幫助這些中低社經家庭的學童，

讓他們建立起更好的自我概念，拓展良好的人際關係，讓孩子的未來也能發光發熱，

這也是學校教育單位應該重視的問題。 

四、鼓勵學童參與各種社會服務 

 本研究發現，國小高年級學童人際關係是有待改善的。在都會生活中，高樓林

立、人情淡薄，從小少了和鄰居相處的人際關係，造成與人疏離的人際關係…等，

也影響著孩童人際關係的發展。所以，學校應該鼓勵孩童參與各種社會服務，在校

也可多安排活動使高年級的學童服務中、低年級學童。當孩童有機會走向人群，在

與人相處的互動中，孩童就能夠與他人發展出良好的關係，自然而然的拓展自己的

人際關係。 

五、建立高年級女童健康的自我概念 

本研究發現，高年級學童在「身體的自我概念」表現上，女童的得分明顯低於

男童。這可能表示，邁入青春期的女童，除了自己的身體、心理產生變化之外，也

容易受大眾傳播媒體影響，開始欣賞偶像或藝人，除了容易將自我價值建立於外貌

和體型上，也導致形成不健康的自我概念。因此，學校單位在課程設計時，應該多

規劃一些課程，好讓高年級女童認識自己，接納自己的優、缺點，發揮自己的潛能，

了解天生我才必有用，重新建立健康的自我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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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將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納入班級經營中 

本研究得知，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是有相關性的，國小老師若將學童的自我概

念和人際關係納入班級經營中，將有助於孩子的成長。在自我概念各層面上，由於

女童在外貌、心理及情緒的自我概念都比男童差，因此，教師要透過性別平等教育

或人權教育，讓學童了解兩性間的差異並尊重異性。在人際關係上，教師要善用同

儕團體的影響力，對同儕付出關懷，形成有利的學習氣氛，發揮教育的功能。自我

概念和人際關係是會相互影響，兩者缺一不可。 

 

參、對獨生子女家庭的建議 

一、擴大家庭的生活圈 

本研究發現，獨生子女在人際關係的困擾較為明顯，特別是在與朋友和與同學

的人際關係比非獨生子女的人際關係要來得差，表示人際關係的表現有待改善。獨

生子女通常是家庭的重心，因為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中，父母親很容易花所有的時

間陪孩子，不像在非獨生子女家庭，父母親要時間平均分給每個孩子，非獨生子女

也能培養獨立自主的一面。所以獨生子女的家庭，父母親容易犯的錯就是把焦點放

在唯一的孩子身上，除了幫助孩子擴大他們的交友圈，更要擴大自己的生活圈，安

排自己的活動。愈常和其他父母、孩子相處，透過交流，獨生子女父母所學到的經

驗愈多。父母親把所有的時間、精力放在獨生子女身上，對孩子未必是好處。 

 

二、培養獨生子女的社會性 

本研究顯示，就獨生子和獨生女學童的人際關係來探討，獨生女的人際關係優

於獨生子，甚至在「與朋友的關係」差別更大。這是否因為獨生子比獨生女更受寵

愛，所以影響社會性及人際關係的發展，這有待更進一步的研究討探。 

但一般而言，家中有兄弟姐妹的學童，比較容易養成社會性，因為在家中過著

有兄弟姐妹的團體生活，很自然的就學會人際互動。獨生子女學童在成長過程中，

少了團體生活中和別人搶玩具、禮讓、和好，了解和別人如何和睦相處，因此，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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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缺乏人際互動。所以，獨生子女父母更要鼓勵獨生子女和其他孩子接觸，讓孩子

去別人家玩，擴大他們的團體生活，也可以邀請孩子的同學到家做客。特別是獨生

子，更是要多讓獨生子在同儕中學習人際關係的建立。 

 

肆、對非獨生子女家庭的建議 

一、多花時間與孩子相處 

本研究發現，非獨生子女在「與家人人際關係」的得分低於獨生子女，推究其原

因，可能是因為獨生子女得到的是父母親所有的愛，家人就是陪著長大的玩伴，而

在非獨生子女的家庭生活中，可能就無法像獨生子女一樣，容易感受到家人對他的

關懷與愛。因此，非獨生子女的父母親，更要多關心自己的小孩，愈是親密的關係，

愈是要用心維護。當孩子學會與家人相處，和家人有良好的人際關係，才能進一步

的學會和社會上的其它人相處。 

 

伍、對未來研究者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僅以臺北市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而沒有包括其他縣市地區之國小學

生，因此研究結果的推論自有其限制。再若能將其他縣市或將國中獨生子女學童也

納入研究對象，比較國小與國中學生的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其研究結果將更具推

論性，也可獲得更多更豐富的資料與研究結果。 

  另外，獨生子女人口會慢慢的進入社會生活，青年獨生子女的社會適應，或未來

獨生子女的婚姻與家庭問題，都是值得再加以探討的問題。 

 

二、研究變項    

本研究之學童個人背景變項分成性別、獨生與否及家庭社經地位三項，以探討

臺北市國小獨生子女學童的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可再擴增其他背景變項，例如：

學童學業成就、父母親生育獨生子女的動機、父母親對學童的管教態度…等，以使

研究設計更加完善，研究結果更加周延與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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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是以問卷調查法為主，但是在進行填答時，容易受到受試者心理因素的

影響或題目語意不易了解，影響國小學童的作答而使結果受到影響。再則有些受試

者在填寫問卷時，可能會有隨意勾選的情形，而影響研究的結果也是缺點之一。如

果未來的研究者可以進入教室現場做參與觀察、訪談法、個案研究或是行動研究等

質性研究，以不同角度做進一步的了解，作為量化結果的檢視與印證，將可使研究

結果更客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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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國小高年級學童人際關係問卷 

國小高年級學童人際關係問卷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料 

1.學校：               國小 班級：       年       班    座號：         

2.性別：          1.男生       2.女生 

3.家中排行：      1.老大       2.中間       3.老么      4.獨生子(女) 

 

4.父親教育程度是：      1.研究所畢業          2.大學專科畢業 

3.高中、國中畢業   4.小學畢業 

       5.未受正式教育 

5.母親教育程度是：      1.研究所畢業          2.大學專科畢業 

3.高中、國中畢業   4.小學畢業 

       5.未受正式教育 

各位小朋友： 

這份問卷主要是想了解小朋友的自我概念與人際關係，所以答案並沒有

對、錯之分，各位小朋友所填寫的答案純做學術用途之用，對外絕對保密，請

放心填答。請小朋友按照真實生活的情形選擇答案，作答時看清楚每一個題目

的意思，但不需思考太久。記得每一題都要作答。感謝各位小朋友的幫忙！    
 
    
國立台東大學社會科教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魏俊華 博士 

研 究 生：葉淑華 敬啟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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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父親、母親的職業是： 

（說明：以下所列的職業當中，請分別寫出符合你父親及母親的職業編號，父親的

職業寫在父親欄中，母親的職業寫在母親欄中，例如：父親的職業為「大專校長」，

其職業編號為「1」，則在「父親的職業編號」欄填寫「 １ 」。若你找不到，請直

接在其他欄中填寫父母親的職業名稱。） 

（一）父親的職業編號：        其他：           （填寫職業名稱） 

（二）母親的職業編號：        其他：           （填寫職業名稱） 

 

編  號  職                 業                    類                     

別 

1 大專校長、大專教師、醫師、護理長、大法官、科學家、高級行政主管(中

央主管、特任或簡任公務人員)、立法委員、考試委員、將級軍官、董事長、

總經理 

  2 中小學校長、中小學教師、會計師、法官、律師、工程師、建築師、檢察

官、警官、校級軍官、薦任級公務員、記者、公司行號科長、縣市議員、

經理、襄理、協理、副理、作家、畫家、音樂家 

  3 技術員、出納員、一般公務員、批發商、包商、代理商、秘書、代書、警

察、消防人員、尉級軍官、護士、會計 

  4 一般技工、水電工、領班、監工、商店老闆、店員、零售員、推銷員、自

耕農、司機、裁縫師、廚師、理髮師、美容師、郵差、士兵、士官、打字

員 

 

  5 工人、女傭、小販(攤販)、學徒、臨時工、工友、清潔工、大樓管理員、

服務生、家庭主婦、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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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國小學童人際關係問卷 

這是一份個人情況表達的問卷，不是考試，答案沒有對或錯，請你放心回答。

以下的句子在描述你和他人交往的情形，請根據你自己的真實感受或想法在適當 

的     內打   。每一題都請回答，不要有遺漏喔！謝謝你的合作！ 

 總 

是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極 

少 

如 

此 

1.如果班上選舉幹部時，我常被其他同學提名。     

2.在班級中，我常常擔任幹部。     

3.在班級活動的時候，我能夠領導班級。     

4.同學常常欺負我、取笑我。     

5.朋友有困難時，我會盡力幫助他。     

6.我會守住朋友的秘密。     

7.和朋友在一起，我會盡量讓他快樂。     

8.朋友難過或傷心時，我會給予支持與鼓勵。     

9.朋友常幫助我，我也會設法幫助他。     

10.遇到困難的時候，朋友都會協助我。     

11.接受朋友幫助，我會向他道謝。     

12.朋友家發生意外時，我會表示關心。     

13.我覺得家人都不了解我。     

14.我喜歡自己一個人留在房間裡，不與家人接觸。     

15.我會為了小事，就對家人發脾氣。     

16.我覺得家人很喜歡說我的壞話。     

17.家人處罰我時，我會頂嘴。     

18.和家人在一起，我會覺得很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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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覺得家人都不喜歡我。     

20.下課時，我常和老師交談。     

21.在學校中，我常幫忙老師做事。     

22.在班級中，我常和老師一起討論個人的理想和抱負。     

謝謝您的合作，祝您學業進步。 

 

第三部分：國小兒童自我概念量表（略） 

【吳裕益、侯雅齡所編製的「國小兒童自我概念量表」，由心理出版社取得版權公

開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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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量表使用同意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