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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present situations, influences on different personal backgrounds and relevant situations

of Food Waste Recycling knowledge and behavior of fifth and sixth-graders’ in Changhua county with questionnaire. The study

employed SPSS V12 statistical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data with basic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t-test, one-way Anova,and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1)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fth and sixth graders’ origin of knowledge

of food waste is as follows: parents(52.77%), teachers(32.82%), television(4.7%),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5.99%),

television(5.09%),Net(2.66％), classmates(0.67%). (2)The father’s career influences students’ konwledge of Food Wast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knowledge in the factors of Grade, Gender, Parents’ educational level, Mother’s career,

Parents is or not a dealer in Food Waste, The home and class situation of food waste recycling, The origin of knowledge. (3)The

factors of Gender, Father’s education level, Mother’s carrer, The home and class situation of food waste recycling, The origin of

knowledge influences students’ behavior of Food Wast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behavior in the factors of Grade,

Father’s carrer, Mother’s education level, Parents is or not a dealer in Food Waste. (4)Food Waste knowledge and behavior are

mutually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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