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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s of the garbage disposal

issues among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Beidou Town and Chutang Town, Changhua County. Moreover,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s of the garbage disposal issues, which are

several personal background variations in the gender, grades, characters on garbage sorting process, studying district areas, the

numbers of classes, the housing styles, and the family member numbers. Questionnaire is adopted by the study, and the analysis

method includ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method, t- test, one 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elementary students, both in Beidou Town and Chutang Town, had good performances on the

test of the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s in the garbage disposal issues. Howeve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udents in Beidou

Town is superior to that in Chutang Town. Moreover, compared to the two areas, there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in th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the garbage disposal issues. The background varieties to influence elementary students on the garbage

disposal knowledge and attitude are “grades”, “the studying district areas”, “the numbers of classes”, and “the housing

styl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m; moreover,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other variations. Furthermor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garbage disposal behavior, which are “characters on garbage sorting process”, and “the

housing styles”. Also,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ther variations. It showed that the elementary students who live in

urban area (Beitou town) are much more aware of the knowledge and attitude in garbage disposal than those in rural area (Chutang

town). In addition, the higher grade students have much good performances, which concerns about the knowledge and attitude in

garbage disposal, than the lower grad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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