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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knowledge, attitude and teaching needs for green building o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Changhua

County, by means of survey, with a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for 419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questionnaire is divided into the

four part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 knowledge", "attitude" and "teaching needs".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12.0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one-way ANOVA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 before reaching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The three major sources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re internet, television an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2.72.3% of the teachers have never participated in any green

building-related activity. 3.The score of the overall green building knowledge is 58.2%, while the highest scoring rate in waste

reduction and the lowest in energy conservation. 4.Teachers’ attitude is positive, while the highest scoring rate in green building

cognition and the lowest in green building sentiment. 5.The teaching needs are the pictures sets, films and outdoor visiting places as

well as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of green building. As for the further study, the off-campus study every Wednesday afternoon, with

outdoor visiting as its activity and practitioners as the instructors, is the most popular with teachers. 6.There is remarkable difference

in green building knowledge for teachers of different sex, position, school location and learning experiences. 7.Teachers of different

teaching experiences, position, school location and learning experiences of green building will show remarkable difference in their

attitude to green building. 8.The teaching needs of green building vary with teachers’ position and learning experiences. 9.There is

a marked relevance between green building knowledge and green building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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