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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ed to examin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recognition and usage behavior about plastic products, and, with

questionnaire, to understand how they actually recognize and use plastic products. Previous studies indicated that promoting the idea

of resource recycling would enhance the habit to participate in recycling plan. Education would help students to build correct

knowledge and sense of value, and to recognize the value of environment on personal life, and further to internalize as their own

value, and then finally change people’s concept of recycling.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elementary school 5th and 6th graders

showed their knowledge about the harms plastic products could do to human body and environment. On the issue of common

knowledge about plastic products, although schools and stores categorize recycling, and students learned multiple recycling symbols

about plastic products, they didn’t fully realize the meaning of these recycling symbols. In actual usage behavior, with statistic

analysis and Scheffe post hoc comparison, it showed no difference among school students regardless of school size, personality, and

age. Family and social education contributed to the major 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media influence, however, because students in

this stage were selective about media message and mostly chose entertaining programs, the acces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nowledge was almost the same as those who didn’t often contact with media. Contrast with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this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later research might focus on different areas and stages to make the study more complete. In research

method, experimental instruction was suggested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variants; qualitative research was

recommended for group interview to enhance students’ concept of preparing tableware; and seminars for teacher and par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should be held to find out what the research objects really think outside the questionnaire to make the research

more meaning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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