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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chen Liu, Chih-chun Wu, Mei-He Shih (2018).  Parents-children communication in 

college. Paper presented at 2018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ISEP 2018). Osaka International House Foundation, Osaka, Japan April 1 

-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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