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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class self-governing activities and democracy literacy of higher grade students in

elementary school. Background variables were compared and class self-governing activities and democracy literacy differences were

comprehended; furthermore, the correlation and predictability between class self-governing activities and democracy literacy were

explored. The research method used in this study is questionnaire survey. First, by literature review, the framework and then the

questionnaire designed for this study were developed. 755 higher grade students of elementary school from Chang-hua County were

selected; a total of 73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and the valid rate was 96.8%. By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

way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 simple regression and other statistical methods, survey data were processed and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followings were concluded: 1. The majority of higher grade classe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in

Chang-hua County have implemented class self-governing activities. 2. The class self-governing activities implemented in the higher

grade classe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in Chang-hua County include election for class officers and holding class meetings. 3. The

higher grade student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in Chang-hua County have the ability to implement class self-governing activities,

although not yet reached the level of student autonomy, but has reached the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4. The democracy literacy of

higher grade students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Chang-hua County shows good performance results. 5. The more attention the school

has paid on class self-governing activities, the better autonomy ability in such activities the students have possessed. 6.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s, class cadre experience) show different performance in democracy literacy. 7. Class

self-governing activities correspond with students’ government and democratic principles; by implementing these activities, their

democracy literacy performance will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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