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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forth grade kid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n battery recycling, and the affection of our

education. Quasi-experimental method was performed at the 4th grade class of Ludong elementary school in Changhua county The

students were departed into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All the data gotten from experiment were analyzed with average,

standard deviation,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After teaching we can find a big difference in their knowledge. Whil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on their attitude and

behavior. 2.After teaching,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ttending batteries recycling increased quickly. 3.After teaching, it showed that

knowledge related to attitude, attitude related to behavior, but knowledge didn’t relate to behavior. The results verified a

straight-line relationship in the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 4.The source of all those knowledge in batteries recycling was in

sequence gotten from teachers, families, extracurricular books, and activity posters. 5.Their fathers’ educational level makes no

difference in pupil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n the batteries recycling. But if their mothers got a higher education, it would

come to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6.With or without the recycling experience, those children’ knowledge and attitude have no big

difference, but they really did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recycl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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