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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discuss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backgrounds, for debris flow knowledge, attitude and

teaching. Sample object from Yongjing Township and Hsinyi Township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ith a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data analysis to obtain the following results.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of debris flow knowledge were

poor. In the factors of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ork at plains or mountainous schools, and participated natural disasters related to

learning,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t. About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ttitude were very positive. Only the factor of year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t, the 21-30 years better than the years less than 10. The correlation of debris flow knowledge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attitude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t Most teachers will purposes of debris flow relevant teaching; the most commonly used teaching

method was internet, picture and media movies; Usually combined teaching areas for natural and life science fields, followed by

comprehensive and social fields; most textbook sources for internet,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nd television program reported; the

difficulties of teaching was insufficient knowledge by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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