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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difference of hometown identity between the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of Grade 5 and Grade 6

in Changhua City and Fangyuan Township and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hometown identity among the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This study mainly adopted the methods of document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pondents were the whole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of Grade 5 and Grade 6 in Changhua City and Fangyuan Township.

They were taken as being the Parent Population. It’s a survey of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This study adopted ‘Questionnaire

of the Hometown Identity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of Grade 5 and Grade 6 in Changhua County’ as the research tool

and analyzed the data according to the actually obtained data by using some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single-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summarized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The

occup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parents of the surveyed children in Changhua City and Fanyuan Township show

obvious rural-urban disparity. 2.The hometown identity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of Changhua City is more positive than

the children of Fangyuan Township. 3.For all the surveyed children in Changhua City and in Fangyuan Township, the degree of

identity with respect to the dimension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is highest and the degree of identity with respect to the dimension of

economic life is lowest. 4.For all the surveyed children in Changhua City and in Fangyuan Township, the attitude performance of

the mental level is better than that of behavior with respect to the five dimensions in hometown identity. 5.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hometown identity between the surveyed school children with respect to their gender, their fathers’ level of education,

their mothers’ level of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ir real number of local tr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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