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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designed to research on the leadership behavior of consciousness PE teachers of upper grade students in elementary

school and satisfaction degree of PE classes; the upper grade students of the 97th school year in Changhua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was set as the objects, and 350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in the form of stratified sampling with 300 recovered valid

questionnaires, and the study shows as fol?lows: 1. “Behaviors of training and guidance” has the highest degree in leadership

behavior of consciousness PE teachers of upper grade students in elementary schools, while “caring behavior” has the lowest rate.

2. “Site planning” obtained the highest satisfactory degree of PE classes assessed by upper grade students in elementary schools,

while “curriculum planning” had the lowest. 3. Upper grad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enders hol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eadership behaviors of consciousness coaches as well as in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to consciousness PE classes. 4. Upper grad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or not participating in the school team hol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adership behavior of the

consciousness coaches, such as “training and instruction behavior”, “democratic behavior” and “caring be?havior”; there’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behavior of study support as well as in degree of satisfactory to PE classes. 5. For the different views on

self PE result, there’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upper grade students in the leadership behavior of consciousness PE teachers; they

also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urriculum planning” of satisfactory degree to con-sciousness PE classes. 6. Upper grad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rankings at home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eadership behavior of consciousness PE teachers; whil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satisfactory degree of consciousness PE classes. 7. The

leadership behavior of consciousness PE teachers of upper grade students in elementary schools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atisfactory degree to PE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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