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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romotion of the students’local art learning knowledge and learning

attitude of forth grade students inelementary school with outdoor teaching. The museum of Bantaoyao Koji was chosen for the

study.The quaisi-experiment was desisigne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cluded 125 students from the researcher’s classes.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46) and a compared group (76).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instructed with outdoor

teaching of The museum of Bantaoyao Koji, while students in the compared group were taught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Stud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examined with an “Local Art Learning Knowledge Questionnaire” and a “Local Art Learning

Attitude Scale”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Ther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bout students

’ local art learning knowledge between two groups.（F=2.104，p=.000，p.05）. Keyword: Local arts、Spiral curriculum、Local

arts’ learning knowledge and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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