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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at observing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n solid waste problems for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nd

find out the interrelations among three of them. The method to carry out this study is using a survey, which includes questions and

statements to which the participants are expected to respond anonymously.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are the fourth and sixth

grade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Changhua County. After cluster sampling, 473 valid questionnaires are collec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including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re processed with SPSS for

window 12.0/ PC.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 1. Listed in descending order, the sources of students’ knowledge on

solid waste problems originate from family members, school teachers and TV media . 2. The students had middle scores at

knowledge on solid waste problems. 3. The students hold the positiv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n solid waste problems. 4. The students

’ individual background variables such as grade make a difference at students’ knowledge on solid waste problems. Significantly,

the sixth grade students’ knowledge is better than the fourth grade. 5. The students’ individual background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make a difference at students’ attitude on solid waste problems. Significantly, schoolgirls have positive attitudes more than

schoolboys. 6. The students’ individual background variables such as city and countryside, grade, gender, whether the student once

volunteered for environment or not and whether the student once visited a place to dispose of solid waste or not make differences at

students’ behavior on solid waste problems. 7. There ar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n solid

waste problems for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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