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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search whether exis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schools of city and village when perform outdo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We take these schools of Beidou Township Changhua County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city schools and

these schools of Fangyuan Township Changhua County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village schools. This method of the study is

questionnaires and the research data is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Chi-Square test and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this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se teachers of Beidou Township prefer to perform outdo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by class (junior class、middle class and senior class). The location is decided by the discussion of these teachers. The main

human resourc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local guides. The frequent method to assess the outdo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the group’s record of observation or research report. It is rare to accept the support from non-governmental and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The difficulty to perform outdo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hard to control the safety of students’ transportation. As

for Fang Yuan Township, these teachers prefer to perform outdo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with the whole school. The location is

decided by the discussion of thes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main human resourc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these teachers.

The frequent method to assess the outdo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the thoughts of these activities. It is frequently to accept the

supports from non-governmental or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The difficulty to perform outdo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these

families hard to support the pay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is study shows no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city and village when

teachers to perform outdo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with these conditions of sex、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the will of these

teachers in different scale of schools、the motive and timing、the time and location of these activities、the decision of these

locations、the source and resource of these courses、the resource of teaching、the subjects、the expense and subsidization、the

instruction before performing outdo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the examination of thes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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