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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資源有限，避免資源不必要的浪費，本研究希望透過電池回收教案教學的方式，將資源回收的理念傳達給學生，並探

究教案教學對國小四和六年級學童電池回收知識、態度、行為改變的程度。本研究對象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並以問卷進行

前測，其中控制組未接受電池教案教學，實驗組則接受電池教案教學活動，教學結束後再以同一份問卷對兩組學童進行後

測。並運用描述統計量、平均數、標準差、成對樣本 t 檢定、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皮爾遜積差相關等方

法，分析電池回收教案教學的實施對學童知識、態度、行為的差異情形。 研究結果證明實施電池回收教案教學後，實驗組

學童在電池回收知識、態度與行為的前、後測平均得分都達顯著差異，亦即後測皆優於前測；而控制組學童未參與電池回

收教案教學在電池回收知識前、後測得分則無顯著差異。四年級學童和六年級學童在電池回收教案教學前、後，電池回收

知識、態度、行為的表現與年級無顯著相關。全體學童在電池回收教案教學後知識和態度間、態度和行為間有顯著正相關

，顯示學童電池回收知識愈高，其回收態度表現愈好；電池回收態度表現愈好，電池回收行為的表現也會愈正向、積極。

關鍵詞 : 電池回收、知識、態度、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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