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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online reading recognition system on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for sixth grade students. The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as well a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by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if learning satisfaction can predict learning achievement. The participants

were 194 sixth grade students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located in Nantou County. Two measurement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online

reading recognition system on learning satisfaction scale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descriptive sratistics, independent-sample t-test,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one-way ANOVA and multiple regress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showed that (a)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gender (b)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recognition frequency (c) learning satisfaction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d) learning satisfaction could predict learning achievement. Based on the

findings, some suggestions would be provided for teachers , parent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in the related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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