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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ergy is a necessity for everyone in life, while energy shortage is increasingly serious, hopes to implement energy education, with

the education to teach students to be an energy literate citizens.To use the flexible course with teaching time in nine-year curriculum

process energy education course with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to investigate energy education course of effect wish saving energy

attitude in the elementary students. This study was teaching before and after questionnaires, through integrated finishing order

SPSS12.0 analysis concluded as follows: First, in saving energy attitude scale to get protest average score for each question of 3.88,to

display saving energy attitude tend to positive i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students. Seco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ook

" saving energy education courses", in " saving energy attitude scale" displayed the sco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before teaching(t

＝8.513，P＝.021＜.05 ） . Third,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ttitude Scale" post-test

score of 114 and 106.12 (F = 9.428, P =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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