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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lists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information ethics a major issue for IT education.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sets up the organization to promote free software and helps overcome IT education obstacle due to

software license fees.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larify whether the free software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eachi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ttitude and behavior towards information ethics.The research adopted the quasi-experiment design

method.Sampling 207 students from the forth and upper graders in elementary school in Changhua.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they

finish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information ethical behavior and attitude about Property, Privacy, Freedom of speech,Online

game.After recovering questionnaire, analysis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aired sample T-test, ANOVA analysis, cross-analysis.The

main conclusions obtained in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Teaching with Free software can improve information ethics attitude and

behavior . 2.On information ethical behavior, Elementary school girls is better than boys. 3.On information ethical behavior,

students who spend less than one hour a week to use internet is better than students in four to seven hours. 4.On information ethical

attitude,sixth grade students are best in Property and Privacy. 5.On information ethical behavior, fifth grade students are best in

Property and Online game. 6.On information ethical behavior,forth grade students are best in Freedom of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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