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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topics for the disaster preventive education in schools are mostly the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students,

not so many about teachers. But for the disaster preventive education,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a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to affect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study, we discuss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s accomplishment for

disaster preventive education in Changhua County. We do a survey that uses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to as a research tool and

the valid questionnaires are totally 425. We use SPSS12.0 statistical software to make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one-way ANOVA, Scheffe’ method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data analysis.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Changhua County have high accomplishment for the disaster preventive education. There are som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bout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for the disaster preventive education, which affected by teachers’

gender, school scale, teaching years and have they ever participated in some course about the disaster preventive education. If the

teachers’ attitudes for the disaster preventive education are positive, the results which affected by the variables are not obvious.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he attitudes for the disaster preventive education are not correlative significantly.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we present some 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acadamic research

units,schools,teachers and some reseaches about this topic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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