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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的性別、年級、家庭社經地位、家庭節能減碳環境及班級節能減碳環境等背景變項對其節

能減碳知識、態度與行為的影響，並以電子線上問卷為研究工具進行調查。資料以SPSS V12統計軟體中描述性統計、獨立

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Pearson積差相關等進行統計與分析。依據分析結果，本研究結論如下：性別對國小高年

級學童節能減碳態度與行為的表現有顯著差異。年級對國小高年級學童節能減碳知識的表現有顯著差異。國小高年級學童

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童家庭節能減碳的環境有顯著的差異。國小高年級學童家庭社經地位對節能減碳知識的表現有顯著差異

。國小高年級學童家庭節能減碳環境對節能減碳知識、態度及行為的表現有顯著差異。國小高年級學童班級節能減碳環境

對節能減碳知識、態度及行為的表現有顯著差異。國小高年級學童整體節能減碳知識、整體節能減碳態度與整體節能減碳

行為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

關鍵詞 : 節能減碳環境，知識，態度，行為，電子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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