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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ondition of disaster prevention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s of

fifth-grade and sixth-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Changhua County.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nd relationship

among disaster prevention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s of fifth-grade and sixth-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varied

backgrounds are investigated as well.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urvey were 655 elementary school fifth-grade and sixth-grade students

in Changhua County of whom were selected through cluster sampl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tilized as the main method of this

study. Questionnaire surveys were given to the students of 26 classes from 13 schools which including basic information inventory,

disaster prevention knowledge questionnaire, disaster prevention attitude questionnaire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behaviors

questionnaire, of which were designed to collect related data for further analysis. Frequency distribution, t-test, one-way ANOVA

and Pearson's correlation are used for analyzing data.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the followings : In general, students

had good tendency on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s. Level of disaster prevention knowledg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varied backgrounds of students. Besides, the score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ttitude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behaviors were in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varied backgrounds of students. Additionally, there w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mong

disaster prevention knowledge, disaster prevention attitude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behaviors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Hopefully, the informa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which may giv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school teachers/staffs, and researchers good suggestions some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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