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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d on Changhua County 5th&6th grad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reaction, preference and difficulties toward

learning art and humanity course.Subjects were 375 primary school pupils. For measurement Likert 5-step table was used.

The obtained data was treated with SPSS 12.0 statistic softwar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rossover analysis results were obtained as the

following:

1. Learning situation: Within Art and Humanity courses, in Visual Art domain, watercolor painting was taught with highest

percentage and the sculpture was the lowest, and drawing and weaving were also not high. In music courses, flute, learning music

scores were higher compare with other music domain studies. The performance art study was low in percentage, it was about 60%

percent, and dancing course was offered about 48%.

2. Learning reaction: Music appreciation, clay molding, watercolor painting were among 3 most preferred courses, and Chinese ink

painting, dancing and learning music scores were among the disliked courses.

3. Although there were higher and lower preferences in courses, however the preference grades did not have quite big gap, and for

the total tendencies, it was toward liking.

4. The reasons about like or dislike, students’ reaction were mostly “interesting” and “boring”.

The researcher hopes from results of this study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could be offered for educators as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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