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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resources have its limit. To avoid unnecessary waste, this study tried to pass recycling concepts to student by battery recycling

teaching plan and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attery recycling teaching plan and knowledge, attitude, behavior of fourth-grade

and sixth-grade students. The objects of study were departed into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and compiled information with

questionnaires. Different from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didn’t take the teaching plan, and then test students by

same questionnaires after teaching pla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attery recycling teaching plan and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n battery recycling were analyzed with statistic, average, standard deviation, pair-sample t-test,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fter battery recycling teaching plan, we can find a

big difference in student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experimental group. Their average grades were higher than before.

However, there’s no noticeable difference to students of control group which didn’t accept battery recycling plan. The

forth-grade and sixth-grade student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battery recycling have no noticeable correlated with

their grades. After battery recycling teaching plan, students’ knowledge and attitude, attitude and behavior are strikingly

correlat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when students own more battery recycling knowledge, their attitude toward recycling will be better;

when the recycling attitude is better, the battery recycling behavior will be better,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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