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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eventh grade students at Puyen Junior High School, Changhua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ppli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such as student’s gender, resident areas, the numbers of attending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ctivities, the numbers of contacting nature, etc. and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Thereafter, an investigation was studied on effect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for student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 activitie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Some conclusion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ing: 1. The major sources of th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knowledge for students are TV media, books, newpaper and magazine (86.2％), also teacher and classmate

(81.0％), and networks(67.2％), family or friends (50.0％). 2.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the numbers of contacting

nature for th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knowledge, attitude of students. However, those variables such as various genders, resident

areas and the numbers of attending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ctivities show no significance. 3.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knowledge of students through pre-test and post-test scores by t-test. It shows that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teaching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acquiring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knowledge for students. 4.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ttitude of students through pre-test and post-test scores by t-test. It shows that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teaching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enhancing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ttitude for students. 5.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behavior of students through pre-test and post-test scores by t-test. It

shows that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teaching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encouraging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behavior f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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