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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status quo and relation on animal protection cognition and animal protection

teaching behavior of Taichung Municipal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Nan Tun district The researcher directed the "

questionnaire of Taichung City Nan Tun district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cognition and teaching behavior of animal protection

" as a research tool, with teachers employed in Taichung City elementary metropolitan school as research objects .There were 270

questionnaires by randomly delaminated sampling, and had retrieved 265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ith 98.1% response rate.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 T-test, one-way ANOVA, Scheffe post hoc comparative method and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other statistical measurements. The main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 Taichung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Nan Tun district have high awareness of animal protection; Those teachers in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tions got remarkably

discrepancy on animal- feeding experiences , teaching territory and studying experiences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Nan

Tun district in Taichung City got remarkably discrepancy on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tions of animal protection teaching

behaviors. Teachers who had joined the studies of animal protection or pursued further education got remarkably discrepancy on

recognizing animal protection teaching behaviors.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Nan Tun district in Taichung City got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on animal protection cognition and animals protection teaching behavior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propos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for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schools, teachers and future related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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