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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on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the social studies class for

the third graders.This research adopted the method of ‘Nonequivalent group pretest-post’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he total

sample of this study was 50 third grade pupils from two classes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One class was assign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ile the other class was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xperiment period was 6 weeks, which equaled to 720 Minutes of

teaching. The measurements for this experiment included social studies motivation scale, social studies classroom climate scale and

social studies achievement scale. The experimental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COVA and MANOVA.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On the social studies learning motivation scale: Cooperative learning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lecturing teaching group. 2) On the social studies classroom climate scale: Cooperative learning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lecturing teaching group. 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upils

on the social studies learning achievement scale. Finally, suggestions for implement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future studies were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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