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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English teachers’ attitudes toward the integrative use of story books into English teaching

and their practice. The survey was based on three roles of story books i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teaching efficiency,

classroom dynamics and language learning. Teachers’ practice of using story books in their classes was also explored, which

included the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ory books.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ould promote more active, motivating and

inspiring teaching in English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below: (1) Most teachers believed that

story books were effective in increasing teaching efficiency, activating classroom dynamics and enhancing 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years of teaching in elementary schools regarding teachers’ attitude toward the

integrative use of story books into English teaching. (3) Students’ various levels of English abilities were perceived as the most

serious difficulty for teachers to prepare story teaching. (4)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positions in elementary

schools regarding their evaluation on factors of story books used in English teaching. (5) More than 90% teachers in this study used

story books in their teaching, and they often integrated storybooks into festival programs. (6)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reparation and classroom interaction. It is hoped that the findings will emphasize teachers’ awareness about the power of

story books and make them design appropriate curriculum programs by adding storybook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anguage ac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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