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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Hsichou Incinerator field trip upon elementary school six grader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attitude. This research used questionnaires and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ools. This study took

The Sijhou Township Elementary School sixth grade 56 students as experimental group, and implemented incineration plant

off-campus teaching; 54 children wer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implemented general teaching. Participants were given the

environment cognitive questionnaire, before and after attitude scale measurements. Af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data was integrated

and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 after off-campus teach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attitude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osttes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scor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pre-test score. This indicated incineration plant off-campus teaching could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knowledge and attitud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Secondly, school children’s attitudes and ideas toward Sijhou incineration plant: 1. After

off-campus teaching, school children’s attitude toward incineration plant changed from the negative to the positive. 2. Studen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current feedback mechanism of the incineration plant. 3. School children’s proposed incineration plant

feedback: to increase public facilities. 4. School children’s suggestions for Sijhou incineration plant: incineration plant should

improve the plant's inside air quality, and recommended to open incineration plant to the villagers, and school visits fo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n pollution prevention. Thirdly, Sijhou incineration plant off-campus teaching was interesting and meaningful, and

students learned a lot. Finally, the study results proposed suggestions for schools and teachers, the Sijhou incineration plant and

related units for future research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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