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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find out the results of using problem-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social study for fifth grade

students on their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peer relations. This study adopted the method of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two fifth grade classes; i-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with 33 students in each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received the problem-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whereas the control group was received conventional

narrative teaching. The study lasted for eight week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these two groups took the new problem-solving

test, CTT-I, and peer relations scale as pre-and-pro test. Then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aired sample t-test, ANCOVA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were used to test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The problem-based teaching

learning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roblem solving skills. 2) The problem-based teaching learning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3) The problem-based teaching learning showed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eer relations. 4) There existed a

correlation between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5) After the experiment, more

than 60%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believed that problem-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uld help stimulat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social science, enhance their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promote their peer relationships, and enjoy self-learning.

The results and suggestions were submitted as a reference for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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