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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de 7-9 civics curricula will cover financial management concepts in the near future. However, it will not easy to foster students

with concrete knowledge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within a short period. If class teachers manage their classes through financial

management activities, hopefully it would be conducive to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o develop abilities that students can take away

with. This study tried out a financial management program (FMP) in an eighth grade class, it aims to: (1) design and integrate the

FMP into classroom management; (2)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student’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toward financial

managem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FMP; (3)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classroom climate before and after the FMP. Based on the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 as well as domestic and foreign financial management curricula, this study designed a FMP that

contained six units and twenty-six worksheets for sixteen weeks. Four instruments were administrated to assess students’ knowledg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attitude toward money, consuming behavior, and perceived classroom climate. T-test and Cohen’s effect

size were used to tes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retests and posttests. In addi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udent’s competence toward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classroom climate was illustrated using a qualitative approach. Results of this case showed that: (1) The

FMP was applicable to the class; (2) The FMP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students’ concept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3) The FMP

had positive impacts on classroom climate. Findings suggest that FMP is effective to student’s competence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The FMP materials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s are valuable to financi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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