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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摘  要


本研究旨在從客家地區國小高年級學童之家庭金錢教養與金錢態度之研究來探討父母親的族群差異與學童金錢態度的關係，客家學童與非客家學童的家庭金錢教養與金錢態度是否有所不同。首先從文獻中討論金錢態度的意涵，接著分析金錢態度量表、學童金錢態度之相關研究、家庭金錢教養之相關研究，最後再檢視客家儉樸特質與金錢價值之相關文獻資料，做為本研究問卷設計之參考。本研究所使用的「金錢態度問卷」乃參考Yamauchi＆Templer之MAS金錢態度量表、邱宜箴（2003）的國小學童金錢態度量表和謝麗珠（2009）所編製的金錢態度量表，將其修改而成，並加上由研究者自行設計修改之「文化與家庭金錢教養問卷」，探究不同族群背景變項是否影響國小高年級學童之家庭金錢教養與金錢態度。調查資料以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和Scheffe事後比較等方法，分析不同族群變項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在零用錢、儲蓄習慣、金錢態度和文化與家庭金錢教養之差異情況。本研究結果敘述如下：


ㄧ、客家學童與非客家學童的零用錢發放情況無顯著差異。


二、客家學童與非客家學童的儲蓄習慣無顯著差異。


三、客家學童與非客家學童的金錢態度有顯著差異，客家學童較有儲蓄的概念，花錢較保守，另外在對金錢焦慮感和不信任感較高。


四、客家學童與非客家學童的文化與家庭金錢教養有顯著差異，表示客家學童較常接受到父母親金錢態度方面教養的影響。


關鍵字：文化、金錢教養、金錢態度



	摘要(英)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tribal groupings and money attitudes of elementary school.This study sampled 266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Hakka area inTaoyuan County ,Guanyin ,and administered with Money Attitude Scale (MAS).


With t- test, ANOVA analysis and Scheffe post hoc comparison statist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found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s no impacts upon pocket money.


(2)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s no impacts upon savings .


(3)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ve different impacts upon money attitudes, Hakkas tribal grouping are likely prone to savings, conservative in spending money,and also have higher anxiety toward money.


(4)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ve different impacts upon family money rearing,it shows that money rearing from parents have higher impacts upon Hakkas tribal grouping.


Keywords: culture, family money rearing, money attitudes



	關鍵字(中)	
      	  ★ 文化
★ 金錢教養
★ 金錢態度	關鍵字(英)	
      	  ★ family money rearing
★ money attitudes
★ culture
	論文目次	目   次


目   次	i


表目錄	iii


圖目錄	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	4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6


第四節 名詞釋義	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1


第一節 金錢態度之意涵	11


第二節 金錢態度量表	16


第三節 金錢態度與家庭金錢教養之相關研究	20


第四節 客家儉樸特質與金錢價值	25


第三章 研究設計	27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	27


第二節 研究對象	29


第三節 研究工具	30


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實證結果	35


第一節 研究樣本資料分析	35


第二節 學童的零用錢之分析	37


第三節 學童的儲蓄行為之分析	63


第四節 學童的金錢態度之分析	71


第五節 學童的家庭金錢教養之分析	78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81


第ㄧ節 結論	81


第二節 建議	87


參考文獻	92


壹、中文部分	92


貳、西文部分	95


附錄ㄧ 專家效度問卷	96


附錄二 專家修正意見	101


附錄三 前測問卷	106


附錄四 正式問卷	109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王永銘（2004）。國小學童金錢態度消費行為與電視廣告態度之相關研究。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古佳慧（2010）。媒體框架與客家意象之研究-以電影「ㄧ八九五」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江彥震（2003.8.3）。客家精神，客家族群文化象徵。客家郵報，7版。


汪志堅（2007）。消費者行為。台北：全華。


吳月桂（2007）。台中市國小六年級學生偶像崇拜與消費行為、金錢態度之研究。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吳幸宜譯（1994）。Gredler,M.E.著。學習理論與教學應用。台北市：心理。


李茂興、余柏泉譯（1994）。Elliot Arenson,Timothy D.Wilson,Robin M


Akert著。社會心理學。台北市：揚智。


李堯賢（2009）。家庭金錢教養與金錢態度之研究-以台中縣海縣國小為例。私立中華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邱宜箴（2003）。國小學童金錢態度量表之編製及理論模式驗證。國立台中師範學院教育測驗統計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市。


林芳如（2001）。國小學童金錢態度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台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林信丞（2007）。從客家雜誌分析台灣客家形象之變遷。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林世彪（2006）。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童金錢態度與消費行為之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林麗華（2006）。桃園縣國小高年級學童金錢態度與消費行為之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林麗瓊（1993）。台北市國中生金錢觀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胡蘭沁（2002）。由零用錢之運用探討中小學生消費社會化。臺南師院學報，35期，227-266。


韋雪琴(1991)。教孩子用錢。台北市：時報文化。


高瑩君譯（2005）。布麗吉特•拜勒著。培養小孩正確的價值觀。臺北：天下雜誌。


徐炳勳譯（1992）。Feldman,B.N.著。小富豪。臺北縣：及幼。


徐淑敏（2002）。兒童零用金消費行為與觀念之研究：以台北市國小學生問卷調查為例。台北市師範學院學報，33期，235-250。


高毓婷（2000）。台北都會區青少年消費文化初探-以兩所不同社會階級學區的國中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貞（1995）。從社會學習觀點看台北青少年的消費動機，政大學報，70期。


陳支平、周雪香（2005）。華南客家族群追尋與文化印象。合肥：黃山書社。


陳忠慶（1999）。現代應有的生活理財觀。會計研究月刊，158期，38-41。


曾逸昌（2005）。客家通論：蛻變中的客家人。苗栗頭份：作者自印。


黃秋芳（1993）。台灣客家生活紀事。北市：臺原。


楊文貴（2005）。富小孩栽培手冊。臺北：富智。


劉錦雲（1994）。論客家人的性格特徵。客家文化論叢，11卷，53-64。


劉興華（2005）。桃園縣觀音鄉觀音國民小學學校本位課程-鄉土教材。桃園縣觀音鄉觀音國民小學，26-27。


蘇建文、林美珍、陳李綢、程小危、吳敏、林惠雅、柯華威、幸曼玲、陳淑美（1995）。發展心理學。台北市：心理。


葉倫會（2010）。台灣客家人物系列壹 真情實話—溫送珍訪談錄。（再版）。台北市：蘭臺。14-16。


謝重光（2005）。客家文化與婦女生活。上海：古籍。


蕭美智（1993a）。板橋國小高年級兒童零用錢之研究。教育資料文摘，31卷，6期，110-129。


羅香林（1992）。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


鐘志從（1999）。幼兒的金錢觀念、金錢使用能力及其父母金錢教養之影響。家政教育學報，2卷，90-110。


貳、西文部分


A. Furnham(1984).Many sides of the coin：the psychology of money usage.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5(5),501-509.


Belk,R.W.,＆Wallendorf,M.（1990）.The sacred meanings of money.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11,35-67.


K.T.Yamauchi＆D.I.Templer（1982）.The  development of  a money attitude scale.Jour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46（5）,522-528.


Krueger , D . W .（1991）.Money  meanings  and madness：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Psychoanalytic Review,78（2）,209-224.


Marshall , H.R.,＆ Magruder, L.（1960）.Relations  between  parent  money education  practices  and  children’s  knowledge. Child  Development, 31,253-284.



	指導教授	
      	  江明修、陳欽春
(Min Hsiu Jiang、Chin Chun Chen)
      	 	審核日期	2011-7-18
	推文	
      	  [image: ]facebook   [image: ]plurk   [image: ]twitter   [image: ]funp   [image: ]google   [image: ]live   [image: ]udn   [image: ]HD   [image: ]myshare   [image: ]reddit   [image: ]netvibes   [image: ]friend   [image: ]youpush   [image: ]delicious   [image: ]baidu   
      	 
	網路書籤	
      	  [image: ]Google bookmarks   [image: ]del.icio.us   [image: ]hemidemi   [image: ]myshare   
      	 


  

  











若有論文相關問題，請聯絡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TEL:(03)422-7151轉57407，或E-mail聯絡
	       - 隱私權政策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