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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stainable campus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project that is carried out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Chaunghua county. Data is collected by questionnaires. The research tool is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on the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literacy of the environment. Some thirty schools, including school with sustainable

participation in this project and other schools, are picked as samples for research. There are fifteen of both picked. In each of the

school the subjects are one class of six grade students. A total of 772 students are chosen.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after

data analysis. 1. Up to 2006, there have been a total of sixteen schools in Chaunghua County that have taken part in long-term

campus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plan. The subsidies from the government for this plan are used to improvement the campus to

promote the discipline of students. 2. Self-evaluation score on environment educ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Chaunghua

elementary school is 3.93, falling to the category of good. Students of six grade scored 3.83 on environment literacy , falling the

category of positive and good. 3. The schools that have taken part in sustainable campus have a higher score than the common

school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the equipment of school reaches to a significant level. And there is not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f sizes of schools and they are school taking part in green school. 4. The difference on environment literacy reaches to a

significant level when their backgrounds vary, conditions such as sex, sizes of schools, the results of environment education, source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and whether the school taking part in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lan, etc.

However, there is not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f schools are in different areas. 5. Those schools that have taken part in sustainable

campus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project perform significantly better on both the results of campus environment educ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literacy than gener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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