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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 of the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using picture books in 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 second graders. An

experiment was designed to test the effects of using picture books in a second grade EFL classroom in Taiwan. Forty-two students in

the Jhong Lian Elementary School of Nantou County were separated into two groups. Each group had twenty-one students. Two

units were developed for the experiment. The topics of the units are about colors and numbers. The total teaching hours are four

hours (six weeks). That was forty minutes for one section and one section for each week. A self-developed test was used in the

experiment to assess the students’ proficiency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using the picture books can be

of help in teaching English to Taiwanese second graders. Based on the results in the study,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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