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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in this study. By means of searching systematically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lated

theses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in Taiwan, the elements and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t the elementary schools

were reviewed and developed. The seven elements induced include curriculum design, pedagogy, teaching materials, resource use,

teaching activities, parent participation, and campus demonstration. After elaborating upon the seven elements and reviewing the

current status, the implementing methods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t elementary schools could include: (1) to design

the curriculum to refer to the local environment the students are familiar with, (2) to prepare well before outdoor play-learning

instruction, (3) to establish collaborative teamwork to develop the eco-related teaching materials, (4) to organize volunteers (children

’s parents, retired teachers, etc.) and utilize community resources effectively, (5) to discuss and clarify the student ambiguities after

teaching activities, (6) to influence the families through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homework, (7) to arrange students to serve for

camp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8) to promote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lements,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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