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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policy for teachers to condu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iplining attitudes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problems. In this study,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ducted

data collection, since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document analysis method are filled out of behavior on

the subjects to conduct research.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were as follows： Elementary teachers' awareness of corporal punishment

with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Legislative are similar. Most of the attitude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policy are affirmative and supportive. After carrying out the zero corporal-punishment policy, the

attitudes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re positive to the law; rational to practicing; performs the highest value of educational

love in ideal level. After practicing the zero corporal-punishment policy,most of the elementary teachers are positive to the influence

on class management, but feel hard to handle the deviation behavior of students.

Keywords : Corporal punishment、Zero corporal punishment、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policy、The attitude of discipl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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