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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 great majority of Children English Cram Schools, we have noticed teachers teach children in a vivacious, interesting and

life-oriented way, guiding children to learn amidst the joys of play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dopted the methodology of case study

among qualitative studies. By means of data collection, interview, classroom observation, we selected one native teacher and one

foreign teacher in an English cram school located in Bade City of Taoyuan County as the subjects of case study in an attempt to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eachers’ cultural background, creative personality and creative teaching. The results

of the case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var-ied cultural backgrounds where they have grown up would have an impact upon the teachers

’ creativ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Like-wise, their creativ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would have an impact upon their

performances in creative teaching. Finally, we’d like to offer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case study to English cram school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as the hands-on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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