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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aimed to design and carry out a curriculum on character education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It not only

helped observe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character behavior of elementary students, but also developed the teaching skills.

With the four core values, i.e. “respect ”, “caring”, “honesty” and “responsibility” , as research topics, a 12-week action

research was conducted. The researcher used action research for the second grade students of the school where the researcher has

been teaching. Participants were 10 boys and 11 girls. A qualitative combined with a quantitative method for collecting data,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listed as below:

First, the design and practice for the curriculum of character education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1. It is feasible to apply picture books to character education curriculum at the second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2. Students love multiple teaching activities, which can improve th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3. Students’ participation was increased by the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4. The character education improved the friendly atmosphere in the classroom.

Second, the imparts of the curriculum of character education to students’ cognitive concept:

1. Students performed positively after receiving such curriculum.

2. The curriculum helped increase friendship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mong students.

3. The effects of model learning helped develop the thought of good character in students’ mind.

Third, the impact of the researcher:

1. It helped to improve the researcher’s abilities of applying the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teaching.

2. It improved the ability of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ve thinking.

3. The teacher, students and parents interact more closely, and built mor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mong each other.

4. The researcher exchanged teaching experience with colleagues, and thus helped each other develop teaching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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