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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lassroom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for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oyuan County of Taiwan. The survey method was adopted. The questionnaire was administered to 546 homeroom

teachers in 47 elementary schools. 542 responses were collected, and 538 of them were valid (99.2 %).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using t-test, one-way ANOVA,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The study found teachers are good as a whole in

classroom management strategies with the best management strategy in classroom discipline; teachers are generally good i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overall and prepar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 systematically gives the best effectiveness;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isted in “overall classroom management strategies” among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genders, ages, duration of services, and school

scales; for overall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mong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ages, duration of services, and school scales,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isted; there is no difference for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 degree in classroom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Finally,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lassroom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Based on the result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ake part in learning or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order to

enrich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adopting collabora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volved in the learning communit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shaping class features and the design and use of Internet blog

to unite the class centripetal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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