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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環境教育的實施對國小學童垃圾分類知識、態度、行為的影響，以問卷及現地實驗做為研究工具，並採取

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方式，以教育研究法中準實驗研究之不等組前後測方式進行。 問卷內容所測得資料以SPSS統計軟體中

描述性統計、成對樣本t 檢定、共變數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進行統計分析。現地實驗項目包含三部分，分別為「垃

圾總重量」、「垃圾分類錯誤的種類」、「垃圾分類行為錯誤的原因」為分析探討層面。 研究結果發現透過「環境教育」

教學，實驗組學童在垃圾分類知識、態度、行為問卷前後測達顯著性差異，現地實驗得知學生大多了解垃圾分類的種類，

容易錯誤的部份則為資源垃圾回收處理方式，如瓶罐、鋁箔包未清洗壓平、紙類未攤平等。教學實施方面須注意「態度」

方面的自省，藉由知識、態度改變，使實際垃圾分類行為有所增強。 學生背景資料分析得知，女生在垃圾分類態度及行為

表現上優於男生，知識部分則男女無差異。學生家長教育程度及職業與學生「垃圾分類」之知識、態度、行為表現無關。 

最後，本研究對未來進行垃圾分類相關研究，分別提供建議，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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