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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aste dry

battery recycling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We carry out this experiment by questionnaire, waste battery recycling course

and systematic way of analyzing before and after various samples. 62 random sampling 4th grade students and 63 students as control

were selected. By waste dry battery course, it was found out that apparent prior/post differences can be seen for sampled students;

however, post test is better than that of prior one. There seems no relationship among the waste dry battery recycling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for these sampled 4th grade students. But one is thorough understanding in battery recycling knowledge that

may lead to a strong desire to recycling waste dry battery. In gender analysis, there seems no apparent difference between boy and

girl students for waste dry battery recycling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In other words, it has no gender preference for waste

dry battery 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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