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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find out the effect of the discussing methods of moral teaching o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and the

influences caused by the cognitive styles so as to offer a reference to moral education. To meet our goals, the study adopts the

"pretest-posttest equivalent groups design" in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Samples come from convenience sampling. Six classes of

5th grade students from four elementary schools of Changhu County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85 students were

assigned 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structed by the moral teaching method by discussing 5 weeks courses, and 85 students as the

control group who didn’t receive any treatment. The measure instruments in this study include 1)Social Issue Questionnaire, 2)

Moral Behaviors Judgment Scale, 3) Morality Awareness Judgment Scale, 4) Morality Sentiment Judgment Scale, and 5) Group

Embedded-Figures Tests.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these 2 groups reached the distinct standards in moral judgment

and moral action,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This proved the effect of moral teaching.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enders on moral judgement and moral action. 3. Moral teaching method by discussing reached

the goal of congnitive and affective teaching. 4. Cognitive styles did not cause any influences on the discussing methods of moral

teaching. 5. Most students in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 Moral Teaching Method By Discussing Curriculum”,

and were willing to attend which means that the curriculum is worthwhile to promote. At last,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above,

discussion is undertaken and some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as teaching practice and future study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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