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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桃園市某國小五年級學童進行親子共讀對於其閱讀動機與

學習成效之影響分析。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動機有三：(一) 探討國小五年級學

童家中進行親子共讀之現況；（二）探討進行親子共讀與國小五年級學童閱讀動

機之關係；(三)探討親子共讀與國小生學習成效之關係。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透過「親子共讀問卷」、「國小五年級學童閱讀動機

問卷」了解親子共讀與五年級學童閱讀動機之現況，並運用「五年級國語定期測

驗」探討親子共讀與五年級學童閱讀動機和學習成效之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 

一、親子共讀之頻率會隨著學童年級增長而下降。 

二、家長進行親子共讀時能運用各種策略，增加共讀活動的多元性。 

三、進行親子共讀的頻率會影響學童閱讀動機，但兩者只有低度相關性。 

四、進行親子共讀的方式會影響學童閱讀動機，但兩者只有低度相關性。 

五、在不同學習階段時，進行親子共讀的頻率和學童學習成效之相關性也不同。 

六、進行親子共讀時，親子正向情緒表現與學童學習成效有中度相關。 

 根據以上結論，對學校行政機關、學校教師及家長提出以下建議： 

一、學校機關應制訂完善的閱讀推動課程。 

二、學校行政機關應舉辦相關親子共讀活動與講座。 

三、學校教師應針對能引發學童閱讀動機之方式給予適當之增強。 

四、學校教師應運用多元方式評估學生在閱讀過後的學習成效。 

五、學校教師應與家長合作，共創雙贏閱讀學習。 

六、家長應持續親子共讀之進行，運用多樣化方式陪伴孩子共讀。 

七、家長應隨時接收新知，更新親子共讀的新觀念。 

 

關鍵詞：親子共讀、學習動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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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ies on read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for fif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exploring the status of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tivities for fif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seco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ies and the reading motivation or fif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ird,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ies and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 for fif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 study mainly uses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achieve the 

purposes. Through the "Parent child reading activities questionnaire" and " Learning 

motivation for fif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questionnair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ies and fifth grade students' reading 

motivation. Also, use the "Chinese term exam for fif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ies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fifth-grade students. 

 Through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the conclusion is summarized as following: 

1. The frequency of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ies will decrease as the grade of the 

child grows. 

2. Parents can use various strategies to increase the diversity of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ies when they are co-reading. 

3. The frequency of parent child reading activities will affect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students, but the two have only low correlation. 

4.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ies will affect the reading motivation of students, but the 

two have only low correlation. 

5. At different stages of learning, the frequency of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ies is 

different from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6. When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eis, parent-child positive emotional performance 

is moderately related to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tudy, the researcher brings up specific measures as 

references for schools, teachers, and parents. (1) Schools should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reading promotion course. (2) Schools should hold relevant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ies and lectures. (3) Teachers should give appropriate 

reinforcements in a way that motivates students to read. (4) Teachers should use a 

variety of methods to assess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after reading. (5) Teachers 

should work with parents to create a win-win reading learning. (6) Parents should 

continue the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es, and use a variety of methods to 

accompany their children to read. (7) Parents should always receive new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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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pdate the new concept of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es. 

 

 

Keywords: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ies, reading motivation, learning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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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在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章共可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

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 2016 年施測的 PIRLS 中，臺灣在參與的 50 個國家/地區中，與英格蘭、

挪威（五年級）並列第 8 名，臺灣學生整體表現成績平均 559 分，表現在國際平

均值 500 分以上，相較於 2006 年的 535 分及 2011 年的 553 分有顯著進步 (國家

教育研究院，2017)。PIRLS 的施測學生定位為四年級學童，從上述結果可看出

臺灣學生的閱讀表現普遍穩定，然而，IEA 在本次首次加入 e-PIRLS 調查

(extension of PIRLS)，題型皆為說明文，藉以瞭解四年級學童的數位閱讀能力，

卻發現台灣學生紙本閱讀素養和數位閱讀程度差距是評比國家中最大(親子天

下，2017)。現今為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學生使用網路與 3C 產品的頻率也極高，

但運用 3C 產品輔助學習的時間顯然較少，家長陪同使用 3C 產品進行數位閱讀，

或是仍然使用紙本進行親子共讀的方式也值得進行深究。 

閱讀是連接孩子認識世界的橋樑，而有家長的帶領，則讓孩子在這座橋梁

上走得更穩健。親子共讀的實施，可讓孩子提升語言的發展，也是能夠傳遞每個

家庭文化的最佳情境。親子共讀不但能夠提高孩子的閱讀成就水準，在情感面，

透過親子共讀，家長與孩子都能從中得到最真實、最直接、最自然的情感回饋，

也能從共讀的過程中培養親子互動，親子共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由於每個家

庭的概況不同，進行親子共讀之方式、頻率、策略與家長在意的共讀重點也會不

盡相同。親子共讀通常開始於孩子的學齡前，孩子經由年齡增長，家中的親子共

讀便漸漸減少，調查五年級學童從學齡前至現在的共讀經驗，有助於了解現今親

子共讀進行的狀況，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動機即是探討國小五年級學童家

中過去到現在進行親子共讀之現況。 

家是孩子第一個學習的啟蒙場合，而家長則是孩子生命中的第一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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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家中經歷各種探索和學習，經由家長的教導與陪伴，才具備在學校

學習的各項基礎能力。孩子在家長的陪伴下培養閱讀的能力，也開始能夠以此自

學、吸收新知識。然而，隨著年紀漸長、親子間的事務繁忙等因素，親子共讀的

頻率也開始日趨減少。升上高年級的學童由於已有能力可自主學習，也能夠自行

尋找有興趣之讀物來閱讀，若家長過往曾陪伴孩子進行親子共讀，此經驗與提高

學童目前的閱讀動機的關係也值得討論，因此，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動機則是探

討進行親子共讀與國小五年級學童閱讀動機之關係。 

由於學童已升上高年級，根據張春興(1994)引述皮亞傑的認知理論，其認知

能力與發展已進入形式運思期，而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

的國語文中也提到：學童在第三階段的分段能力標之一是將閱讀材料與實際生活

相結合，並能運用組織結構的知識閱讀(教育部，2008)，過去累積的共讀經驗，

將影響現在學習成效，因此過往家長進行親子共讀的經驗與國小生現在學習成效

之關係，則是本研究的第三個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說明之研究動機，以下列出幾項本研究之目的： 

一、探討學童家庭過往與目前進行親子共讀的現況。 

二、探討親子共讀的情形對於學童閱讀動機的影響。 

三、探討親子共讀對學童國語文學習成效的影響。 

 

貳、研究問題 

一、家長和學童在學齡前至目前就學期間進行親子共讀的現況為何？ 

二、進行親子共讀是否和提升國小學童的閱讀動機有相關？ 

三、進行親子共讀是否和國小學童的國語文學習成效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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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桃園市某國小五年級全學年之學童與家長，共計五班。

研究對象之學校位於桃園市精華地區，鄰近藝文特區，附近小學眾多，創校源於

紓解臨近學校學生壓力。今年班級數中，一年級共 4 個班級、二年級共 5 個班級、

三年級共 4 個班級、四年級共 5 個班級、五年級共 5 個班級、六年級共 4 個班級，

故此校規模為中型學校。此區家長社經地位較高，職業多以從事商為主，平日關

心教育議題、積極參與學校教學事務，因此，家長參與親子共讀的經驗應該會比

較多；而此區學童之學科能力佳，在民國 106、107 年之三、五年級學力檢測，

國語和數學之得分皆高於全國平均，值得探討與家長曾進行親子共讀是否有所影

響。 

本次選擇五年級學生與家長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學生升上高年級後，將迎向

一段不同於低、中年級的學習旅程。學習內容的加深、加廣，可能讓學童有不同

於以往的學習經驗，而曾在家庭中進行過親子共讀的學童，和與之相反的學童，

也可能在是否曾有過家長的引導而在學習成效有所不同。因此研究者想了解過去

長久以來累積的共讀經驗，對於學童日後發展閱讀經驗的影響與和學習成效間的

關係。 

研究對象包含學童 106 人及其家長 106 人，共約 212 人，分別調查學童在家

中參與親子共讀後，是否對其閱讀動機有所影響，並了解學童的學習成效是否和

進行親子共讀有所相關；在家長部分，將調查家中進行親子共讀之現況，了解家

長進行親子共讀之方式與頻率等面向，以和學童的閱讀動機、閱讀成效之關聯進

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問卷法，並以動機量表與實施國語定期測驗為研究工具同時進

行，以研究者編製的「親子共讀問卷」、「國小五年級學童閱讀動機問卷」了解親

子共讀與五年級學童閱讀動機之現況，並運用「五年級國語定期測驗」探討親子

共讀與五年級學童閱讀動機和學習成效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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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的限制 

親子共讀與學生的閱讀動機與閱讀學習成效在每個學習階段皆可探討，然而

此次研究因受限於時間及人力，因此，研究對象為桃園市某國小之五年級學生，

因此其他年段之學生在本研究中將不予深入了解，在研究對象的推論上會有所限

制。 

二、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法、閱讀動機量表與國語文定期測驗檢測進

行，雖然運用問卷調查法與閱讀動機量表可以立即且大量回收問卷，但填答者在

填答時的情境、對問卷題目的理解等諸多內外在因素，皆有可能影響問卷填答的

真實度與可信度；而本研究之學習成效檢驗，以研究實施期間之國語文定期測驗

的測驗分數作為分析，若施測分數越高，表示對語文的學習成效越好，因此，運

用上述這兩種研究方法解釋研究結果也會有所限制。而本研究只能透過桃園市某

國小五個五年級的班級進行研究，因此，也無法直接推測不同環境以及城鄉差異

造成之親子共讀對閱讀動機與閱讀成效影響的程度。 

 

第四節 名詞釋義 

 

壹、親子共讀(parent-child reading) 

親子共讀一詞之定義因各學者理念不同，因此，也有不同解釋。袁美敏(2001)

將親子共讀的意涵整理為以下四點：(一)親子共讀為計畫性閱讀；(二)家長是親

子共讀的經營者；(三)親子共讀是互動式閱讀；(四)親子共讀是互動式閱讀(轉引

自王雅慧，2009)。 

本研究中的親子共讀定義，意即由家長進行引導者的角色，帶領孩子進行有

目的的閱讀活動，親子間以閱讀活動做為媒介，進行互動、溝通，並互為主體，

也皆可從中獲得效益的親子活動。 

 

貳、閱讀動機(reading motivation) 

張春興(1994)認為動機(motivation)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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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導使該一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內在歷程或內在原因。而學習動機(motivation to 

learn)是指教師講課時能引起學生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促使該學習活動

趨向教師所設定的教學目標的內在心理歷程，因此，本研究中的閱讀動機是指可

引起學生的閱讀活動，維持閱讀活動，並促使該閱讀活動趨向學生自己訂定的閱

讀目標的內在心理歷程。 

本研究中閱讀動機的操作定義是指學童在賴舒祺(2017)編製之「閱讀動機量

表」的得分，若學童得分越高，則閱讀動機越高，反之則越低。 

 

參、學習成效(learning performance) 

鐘明芬(2009)提到：學習成效是指教學結束後，學習者在知識、技能、態度

上的改變(邱貴發，1992；Piccoli,Ahmad,& Ives,2001)。本研究中所指之學習成效

的操作定義為學童進行「五年級國語定期測驗」，若學童得分越高，則學習成效

越佳，反之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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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親子共讀對於學童閱讀動機與學習成效之影響分析，本章共

分為四節：第一節為親子共讀之相關研究；第二節為閱讀動機之相關研究；第三

節為學習成效之相關研究，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親子共讀之相關研究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個學校，在進入學校的正規教育前，家長擔負教育孩子

的重責大任，許多家長會在幼兒時期利用各種方式陪伴孩子閱讀、學習，進行親

子共讀，以培養幼兒的閱讀興趣。 

親子共讀之理論可溯源自 Vygotsky(1978)所提出的社會建構論 (social 

constructivism)(蔡雅琪，2004)，社會建構論的主要理念認為：知識是經由社會互

動下所獲得的產物，是由師生、同儕共同創造、建構的，特別強調彼此間的參與、

討論、社會互動、相互磋商，由於知識可以經由鷹架(scaffolding)的搭建、小組

討論合作、進行團隊遊戲等方式進行學習(陳芸慧，2006)。因此，親子共讀則是

家長與孩童間進行社會互動，透過彼此間的交互溝通、交流、分享想法，共同創

造知識的方式。孩童透過家長搭建的鷹架，理解書中的架構、認識現實世界的問

題處理方式，習得各種知識。親子共讀意指家長和兒童共讀圖書，即分享閱讀

（shared reading）。此閱讀方式與一般成人閱讀的形式不盡相同。一般成人閱讀

的文本只有文字，而且是獨自進行。但是親子共讀所閱讀的圖書通常有圖片和文

字(張鑑如，劉惠美，2011)。 

Miller(1995)提出父母在親子共讀中是扮演孩子的閱讀夥伴與計畫參與者的

角色，此為父母參與子女的閱讀計畫(parental involvement)。以閱讀中角色關係

而言，Cairns(1998)把父母作為兒童的閱讀夥伴(reading partners)。目前國內最常

以 Diehl(2000)和 Ellis(1995)的「親子共讀」為代表(王雅慧，2009)。 

進行親子共讀時，父母可從共讀時光增進與子女間的情感，子女也可從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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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中學習各種知識，舉凡生活常識、學理知識、品格培養、處世道理…等，皆可

以從父母選擇的讀物中習得，子女也可在親子共讀進行時，直接針對有疑問之處

詢問父母，獲得最直接的回應，親子共讀可以說是孩子認識世界的眾多方式中十

分重要的一扇門，親子共讀有以下益處： 

表 2-1-1 親子共讀益處比較表 

面向 學生 家庭 其他 

益處 

增強語言能力 

學習協調溝通能

力 

增加知識 

提升寫作能力 

獨立思考 

更喜愛閱讀 

直接豐富孩子的

聽覺字彙及理解

力 

可及時獲得父母

的回應 

增進感情 

增進親子間的關

係 

經驗傳承交流 

休閒娛樂 

及早建立孩子對

書和閱讀有更多

且完整的認識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王嘉龍(2001)、教育部(2001)研究整理 

 

由上述表格可得知，家長可在家長進行親子共讀的過程中，增加和孩子培養

感情的機會。平日家長作為管教者，需要建立較為權威的形象，然而在進行親子

共讀時，家長能隨著讀本中故事的角色進行角色變換，放下平日較為嚴肅的形

象，陪伴孩子用較輕鬆愉快的方式一起閱讀，增進親子感情；家長也可運用各種

提問、討論的方式，在親子共讀中和孩子進行對話，並藉此修正孩子的表達能力，

讓孩子在口語表達上更流暢，藉由與成人的對話訓練說話的邏輯，並培養勇於整

理、發表想法的態度。 



DOI:10.6814/NCCU20190020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

進行親子共讀時，家長和孩子會進行對話，關於讀本的選擇、共讀中想針對

某些段落暫停進行討論、討論時意見的相左…等狀況，都需要進行彼此間的溝通

和協調，家長可以從中觀察孩子與人溝通之方式，孩子也可以從親子共讀中向家

長學習當和他人有想法不同之時，可運用哪些適當的方式進行溝通。 

家長選擇的讀物種類千變萬化，可依照孩子的興趣選擇讀本，更可依照家長

想帶給孩子的知識選擇讀物。不管是任何類型的讀物皆能夠帶給孩子不同的學習

體驗，增加生活、做人處事、學科方面的知識。 

閱讀後最重要的是能夠進行產出，而產出的成品應是通順的文章。進行親子

共讀後，孩子能夠將共讀讀本時學習到的用字遣詞、文學修辭運用在所思所想

中，能有條理地整理思緒，寫出文意通順的文章。 

孩子可藉由親子共讀的過程，和家長交流人生經驗。家長可利用讀本中的人

物與所遇到的情境與孩子分享自己的人生境遇，讓孩子也可從中更了解家長成長

的背景與故事，而孩子也可與家長分享自己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加深彼此間的生

活經驗傳承。 

家長帶領孩子進行親子共讀時，可利用讀本中的情境帶領孩子尋找可疑之

處，與孩子討論讀本中知識的正確性或適切性，並帶領孩子一同運用正確的方式

檢驗書中的資訊，培養孩子獨立思考的能力。當親子共讀為孩子帶來有趣的體

驗，讓孩子體會到閱讀是認識世界、引發想法的方式，便會讓孩子更喜愛閱讀，

進而培養喜愛閱讀的習慣。 

親子可依童從事的娛樂項目眾多，親子共讀是其中一項。雖然親子共讀是較

為靜態的活動，但也可以是較不受時空間限制，可讓親子共樂的娛樂之一，只要

手中有讀本，親子共讀皆可隨時隨地進行。書開啟了親子間的對話，對話為彼此

帶來更深的了解，在親子共讀時進行互動，能讓親子間變得更加親密。 

共讀時，孩子學習到的豐富的聽覺字彙將成為往後閱讀字彙的儲存庫，增進

孩子在往後閱讀及語言學習上的理解力，此外家長會去引導孩子認識書本、了解

如何閱讀書籍、使用書籍，並去驗證閱讀的方法和概念的運用。經過長時間的共

讀習慣，在家長的陪伴閱讀中，孩子的想像力及資源獲得不斷的增長，將可提升

孩子的想像力表現。從共讀的過程中，孩子的問題和關心的事可及時獲得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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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也可讓孩子在共讀過程中開啟面對問題時可轉變的方向，產生激勵。 

綜上所述，親子共讀已變成父母教養孩子時重要的其中一環，讓孩子在成長

歷程中經由親子共讀獲得更多方面的滋養，以在將來體現在生活中。長期且持續

的進行親子共讀，能夠讓孩子擁有更高的閱讀動機，也將幫助孩子提升想像力、

理解力等學習成效。 

國際教育評估協會(Inter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主導的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特別指出閱讀成就最有關係的環境就是家庭環境，家庭環

境包含家長的閱讀態度、家中閱讀活動、家中圖書教育資源，因此若家中有豐富

藏書，且父母有良好的閱讀習慣，會時常陪伴子女一起進行閱讀活動，使孩子有

更多機會接觸閱讀，便能提升學生的閱讀素養(鄭水柔，2016)。 

親子共讀的重要性已日漸受到重視，許淑雲(2009)綜合各家學者之觀點後，

整理出親子共讀的五大重要性，分別為：有助於促進兒童閱讀的能力與成就、可

提供子女閱讀楷模，並增進情感、有利於增進兒童的人格涵養與發展、有益於提

升兒童的語文能力及成就、有助於強化兒童閱讀環境的內涵，基於以上因素，親

子共讀的議題也開始廣為發展。 

林珮伃(2009)指出，親子共讀的實施方式非常多樣化，可依照所欲達成的閱

讀目的依照「聽、說、讀、寫」選擇實施的方式，然而實施時注意的重點皆不脫

離重視親子的正向情緒行為表現、幼兒本身的積極投入表現、父母對語文技巧的

重視和直接教導、父母對幼兒自主性的教養觀，而許多研究都顯示家庭社經地位

與孩子學業成就有正向的關聯(引自蔡麗惠，2010)。 

進行親子共讀時，父母可能會遇到一些阻礙，讓共讀的成效較難彰顯，教

育部(2009)在《閱讀，從 0 歲開始》父母手冊一書中歸納出親子共讀時最常見的

阻礙，如下所述： 

（一）孩子容易分心，難以吸引注意。 

（二）孩子自顧自的翻書，我行我素。 

（三）孩子在共讀進行中迫不及待想知道故事的結果。 

（四）孩子排斥家長買的共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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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長一開始沒有共讀經驗，不知如何開始共讀。 

（六）孩子沒興趣和父母討論書中內容。 

（七）父母甫開始進行共讀，孩子就想結束共讀等。 

教育部也在此手冊中提到可分別用適當的變換聲調維持孩子的注意力；用

適當的引導和堅持讓孩子熟悉共讀的形式；請孩子猜猜看故事的結果，以轉移想

要快點知道故事結局的好奇心；在孩子對共讀書不感興趣時，試著用簡介的方式

吸引孩子的目光；也建議初次嘗試共讀的父母可將句子縮短，並加入豐富的表

情，甚至扮演故事中的角色，讓故事更生動；在孩子不想與父母討論共讀書籍內

容時，父母可以先拋磚引玉，讓孩子有動機分享想法；若孩子在短時間內就想結

束共讀，父母也不用著急，可先暫停稍候再試，閱讀習慣需要長時間的累積方可

展現，培養閱讀動機後，孩子漸漸就能拉長共讀時間。 

 

第二節  閱讀動機之相關研究 

 

 親子共讀是家長引領孩童認識世界的方式之一，孩童在家長適切的帶領下，

常能增加本身對於閱讀的喜好與興趣。閱讀動機指的是引起個體的閱讀活動，維

持已經引起的閱讀活動與閱讀行為，並促使閱讀活動朝向閱讀理解的目標進行的

內在活動歷程(楊麗秋、黃秀霜、陳惠萍，2009)。常德芳(2011)認為閱讀動機是

個體對閱讀活動所抱持的態度、理由及目的，涵蓋心理與社會的需求層面，是一

個複雜的心理歷程，促使個體的閱讀活動朝向閱讀理解的目標進行。而家庭是孩

子接觸閱讀的第一個場所，布置親近書籍的環境、提供愉快的閱讀氛圍、製造美

好的閱讀經驗、父母引導並陪伴孩子閱讀，都能使孩子在耳濡目染下感受閱讀樂

趣、提升閱讀動機。Waples(引自楊麗秋、黃秀霜、陳惠萍，2009)認為閱讀動機

有兩種來源，分別是個人內在的需求和社會互動間的需求。個人內在的需求指的

是出自於個人自發性的需要，或因為讀物本身的刺激而吸引個人主動去閱讀；社

會互動間的需求則是指個人受到外在社會刺激所影響而有意願進行閱讀。 

 閱讀動機是一多面向且領域特定的構念，Wigfield(1997)指出：閱讀動機可



DOI:10.6814/NCCU20190020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

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內在動機包含的向度與內涵分述如下(陸怡琮、賴素

玲，2008)： 

一、 閱讀好奇：為了解某特定主題或內容而閱讀。 

二、 閱讀投入：為享受閱讀所帶來的愉快感受而閱讀。 

三、 閱讀重要：因為閱讀對個人的重要性而閱讀。 

外在動機也包含三項項度，將其與內涵分述如下： 

一、 閱讀認可：為了獲得他人認可而閱讀。 

二、 閱讀成績：為了獲得好成績而閱讀。 

三、 閱讀競爭：為了能比同儕有更好的表現而閱讀。 

閱讀動機涉及了讀者為何而閱讀，與讀者對閱讀活動所展現的想法。讀者

會進行閱讀活動，表示對於文本的理解具有挑戰的能力，而閱讀動機屬於內在或

外在，則將影響讀者對於閱讀之看法，與其欲從閱讀活動中得到的成果，更將影

響閱讀活動的持久度。 

閱讀動機發展的因素眾多，為便於研究，研究者歸納出影響閱讀發展動機

的因素如表 2-2-1： 

表 2-2-1 影響閱讀發展動機之因素列表 

面向 個人 其他 

因素 

年齡 設定目標 

性別 充足的時間 

自我效能 社會互動 

興趣 提供自主感 

降低焦慮 得到滿足感 

個人經驗 引發興趣或好奇 

家庭背景 學校環境 

 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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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陸怡琮、賴素玲(2008)、張佳琪(2016)研究整理 

 

當給予學生決定學習工作的自主權時，他們傾向認為自己對於學習是有興趣

且有能力能完成的。因此，賦予學生學習權，讓學生自主決定，能夠提高其閱讀

動機。當出現刺激的、新奇的資訊時，會引發學習者強烈的好奇心，想要主動去

探索答案。當現有的知識不足以解答問題，學習者就會自行去尋找方法解決問

題，以滿足其好奇心。人們對閱讀活動所設立的目標難度，通常會影響達成該目

標動機的高低。目標導向可分為成就目標導向(mastery goal)與表現目標導向

(performance goal)，雖然這兩種目標之優劣目前仍無定論，但多數研究認為成就

目標導向將較有利於正面習慣的培養。 

閱讀自我效能是指個人對自己在閱讀中能力高低的看法(Bandura,1997)。自

我效能的信念會影響讀者選擇讀本的難易，也會影響讀者將投入多少努力，以及

若遇到困境時能否堅持，更能影響讀者在閱讀中可達成的成就。若讀者能夠成功

達成有挑戰性的閱讀目標，則下次將會有足夠的自信能夠繼續挑戰更高層次、更

有難度的新目標。以往的研究指出，若學生處於高焦慮的情境下，將會影響其學

習狀態。而閱讀活動的進行，提供讀者一個暫時休憩的港灣，讓讀者再進行閱讀

時能夠浸潤於讀本中，降低焦慮。統一進度常是影響學習動機的因素。每位讀者

有不同的吸收、學習時間，給予讀者充足的時間，能讓讀者更充分消化讀物，也

能提高閱讀興趣，發展閱讀動機。人類有與其他人建立親密情感連結之需求，藉

由讀者閱讀後進行的分享、發表，讓想法得以溝通、傳播，在社會互動中進行閱

讀的交流，將也是影響閱讀動機發展的因素之一。 

綜上所述，進行親子共讀能夠藉由家長與孩子的問答間吸引閱讀興趣，家長

也可針對孩子的個性與能力，在進行共讀時隨時對進度與引導方式進行調整、調

配共讀的時間與速度，讓孩子能夠在設定可行的目標後達成任務，增進自我效

能，同時親子間也能因進行親子共讀，而有更多情感交流與溝通的時刻。 

 孩童隨著年齡的改變，其心智年齡與身體發展也會隨之不同。年齡較小的孩

童會將閱讀視為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具有較高的閱讀動機；年紀較大的青少

年，由於受到課業的壓力與其他外在事項的吸引力(變得更多樣化的休閒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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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閱讀動機可能降低；成人時期的閱讀動機是基於自己對於知識自發性的探

討，願意挑選自己有興趣與想了解的讀物，閱讀動機也會較強。性別的差異不僅

表現在生理上，在心理上也會影響閱讀動機。從蔡政勳(2007)和高蓮雲(1992)的

研究中可以發現：男生較喜歡閱讀知識性的讀物，喜好的閱讀內容包含：科幻、

冒險、自然等工具性的書籍；女生較喜歡的閱讀內容則是小說、文學、休閒等讀

物。 

 賴素玲(2005)指出，個人對於某主題的喜好將會影響對於閱讀的頻率、次

數、時間。若個人對閱讀表現出興趣，則與之而來的則會是閱讀動機。被激發的

閱讀興趣轉化成閱讀動機後，強化的閱讀動機可以讓閱讀的行為延長，增加閱讀

的頻率、次數和時間。孩童曾經體驗過的閱讀經驗，會影響閱讀動機。若孩童曾

在閱讀活動中獲得美好的體驗，則可使之有自發性的意願進行下次的閱讀活動；

反之，若曾進行的閱讀活動無法讓孩童帶來愉悅的經驗，則可能減少其閱讀動機。 

 不同社經地位的家長對於影響孩童的閱讀動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方子華

(2004)的研究中指出，越高社經地位的家長越能提供孩童良好的閱讀環境，在閱

讀讀物的選擇、閱讀方式的運行、閱讀氛圍的營造都能提供孩童優良的閱讀經

驗；此外，若家中有其他手足能夠共同進行閱讀，增加孩童社會互動的經驗，可

在閱讀後進行分享、溝通、討論，也可激發孩童更高層次的閱讀學習和成長(馮

秋萍，1998)。 

 學校環境因素可分成學校制度、教師態度、班級情境面向。在學校制度方面，

學校訂定相關的閱讀獎勵制度，酬賞參與閱讀活動的孩童，可激勵孩童自主進行

閱讀的活動；教師態度方面，教師在班級中是否重視閱讀、推動閱讀，在教學計

畫中閱讀活動的比重、進行閱讀活動的方式、看待孩童閱讀的態度，都會影響孩

童的閱讀動機；班級情境方面，班級內提供給孩童的讀物數量、讀物種類，以及

老師是否有在教室布置的情境安排中讓孩童能夠直接得獲得與閱讀相關之刺

激，也將影響孩童的閱讀動機。 

  在科技化的現代社會中，五光十色的媒體出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也吸引著

孩童花費更多時間使用。多媒體的聲光效果容易取代傳統紙本的閱讀模式，閱讀

活動也正歷經著大變革。閱讀模式的改變也會影響孩童的閱讀動機，從原本的紙

本閱讀，到現在有更多選擇，可以使用電子書或線上閱讀，不同型態的讀物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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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孩童的閱讀動機。 

 由上述影響孩童閱讀動機的研究中可發現，家庭背景與個人經驗也會是影響

孩童閱讀動機的重要一環。若家長可在家庭中建置一個隨處皆可閱讀的情境，並

以身作則陪伴孩童共同閱讀，則將會是最好的身教和境教，讓孩童習慣浸潤於充

滿閱讀的環境中，久而久之讓孩童將閱讀內化成是一件自然的活動，則更能讓孩

童的閱讀動機維持長久。 

由劉佩雲、簡馨瑩、宋曜廷(2003)整理的相關研究中可看到：在影響閱讀動

機的因素方面，相關研究發現閱讀動機在性別、年級、社經地位、種族及城鄉間

具顯著差異：女性多具較強閱讀動機，閱讀的自我信念較強，對於閱讀評價較高，

其閱讀態度較男性正向(李素足，1998；Eccles, Wigfield, Harold, & Blumenfeld, 

1993; McKenna, Kear & Ellsworth, 1995; Wigfield & Guthrie, 1995, 1997)。在年級

方面，先前研究發現小學學童年級越高則越少正向閱讀動機(李素足，1998; Eccles, 

Wigfield, Schiefele, 1998; Wigfield & Guthrie, 1995)，但也有未見年級差異者

(Baker & Wigfield, 1999)。在城鄉比較上，國內研究發現市區(台中市)學童的閱讀

動機與閱讀效能顯著高於較為鄉間(台中縣)的學童(李素足，1998)。在社經水準

的比較上，國外研究發現中家庭收入以上的學童比低收入家庭學童較有正向的閱

讀態度與較多的閱讀活動(Baker, Scher, & Mackler, 1997)。 

 在家長進行共讀時的策略方面，吳淑娟(2012)進行的研究以 51 位母親(含一

位祖母)與其四~五歲身心正常發展的孩童為研究對象，探究母親的閱讀興趣是否

會在進行親子共讀時影響孩童的閱讀動機和閱讀興趣。研究結果顯示，母親進行

親子共讀時，若以孩童為中心，則孩童會表現出正向的參與度；若母親進行親子

共讀時，以自己本身為中心，則孩童會表現出負向的參與度。是以，家長運用何

種角度帶領孩童進行親子共讀，將會影響孩童參與親子共讀的閱讀動機(王佩

徛，2015)。學前教育月刊編輯曾訪問著名的兒童畫家鄭明進先生，鄭明進先生

認為親子共讀應該是生活中的樂趣，共讀的讀本不是教科書，因此不避強求孩子

閱讀完後一定要分享心得，家長應營造出讓孩童感受到閱讀是單純的快樂的氛圍

(徐庭蘭，2004)。現今有太多閱讀活動都要求孩童要能夠進行具體成果的展出，

例如：寫學習單、分享心得，然而有時過度的要求成果反而會適得其反，讓本來

有高度閱讀動機的孩童聞閱讀而色變。若孩童閱讀量充足，便能夠適時的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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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現閱讀的成果。閱讀動機可以是發自內心單純喜愛閱讀的心情，若能讓孩童

有自發性的閱讀動機，則孩童將自己去尋找欲了解的知識，也會更願意吸收知

識。因此，家長進行親子共讀時，若要培養孩童的閱讀動機，可運用多樣化主題

的讀本、多元的共讀方式等策略，避免太過強制性的成果產出，削弱孩童的閱讀

動機。 

 不同的家庭環境也會影響孩童的閱讀動機，有研究指出，不只家長的教育程

度、社經地位、或職業會對孩童的閱讀發展能力有所影響，讓孩童擁有豐富的閱

讀環境，也和早期的閱讀能力發展息息相關(Morrow，1993)，親子共讀讓家長和

孩童間進行了有形、無形的語文互動，有形的互動指的是親子一起閱讀各種讀

物、報章雜誌等；無形的互動則是指共讀時進行的各種言談和對話、共讀時進行

的互動遊戲和歌曲教唱等，家長若能營造出輕鬆、自在的閱讀環境，則孩童的閱

讀動機也可因此被激發，讓孩童想到閱讀就能連結到曾有過的愉悅經驗，這樣的

閱讀環境將是培養孩童對於閱讀有好印象，進而將之深化為閱讀動機的因子之

一。 

由以上研究結果可得知，影響閱讀動機的因素眾多。其中在年級方面，年級

越高，則通常閱讀動機越低，正如同親子共讀的推行，隨著年級漸長，進行的頻

率也與之減少。而從上述研究結果也可發現，市區學童的閱讀動機較鄉間高，可

能也與所獲得的文化刺激多寡有關；中家庭收入以上的學童與低家庭收入的學童

相比能夠得到的閱讀活動較多，代表在家庭中家長會帶孩童進行的閱讀活動較為

多元(例如：進行親子共讀、閒暇帶孩童上圖書館或是逛書店…等活動)，因此本

研究將探究在市區內普遍具有中家庭收入以上的高年級學童，在進行親子共讀

後，影響其閱讀動機間的關係。 

學童的閱讀行為會影響學科水準、成就等表現，因此提升閱讀動機，讓學生

願意主動進行閱讀即變得十分重要。楊麗秋、黃秀霜、陳惠萍(2009)整理出以下

的方式，以增進學生的閱讀動機： 

壹、他人的閱讀示範 

在有鷹架搭建的基礎下，學童可經由他人的示範了解如何進行有效率、有架

構性的閱讀，也能更快掌握閱讀的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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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供閱讀自主權 

成人減少對孩童選擇讀物的干預，讓孩童有更多選擇喜歡讀物的空間，可讓

孩童更樂於閱讀。家長或教師可用引導與鼓勵的方式，提醒孩童可以多方面涉獵

各種讀物，減少對孩童選擇讀物的控制權，會讓孩童更有動力閱讀。 

參、增加與他人互動的機會 

閱讀完讀本後，學童或許會有許多想法想分享、有疑問想發問，若讓孩童有

機會可與師長或同儕進行討論互動，可讓孩童從社會互動當中習得更多不同角度

的資訊，內化整理後可獲得更廣泛的知識，也可藉由與他人分享的成就感，提升

下次再閱讀的動力。 

肆、提升孩童對讀本的熟悉度，建立先備經驗 

孩童對於完全不了解的讀本，需要花更多時間建構觀念，若能從孩童的生活

經驗出發，配合身心發展順序選擇適合之讀物，給予適當的挑戰性，能夠提升孩

童在閱讀時對新知識的新鮮感，同時又能讓孩童閱讀時用已建立之基模判斷分

析，讓孩童感受到先前閱讀所累積的能力能夠學以致用，進而持續產生閱讀動機。 

伍、提供適當的閱讀誘因 

前述研究中提到，閱讀動機可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若能依照孩童之特

質與需求，事實給予適當之閱讀誘因，則能提升孩童的閱讀興趣，增加孩童的閱

讀動機。然要注意，若孩童本身已具有閱讀動機，則閱讀活動本身即是最佳的誘

因，不須再給予其他外在誘因。 

陸、閱讀的教學方案 

有良好的讀物，就需要適切配合的教學方案。教學者依照讀物的特性與欲傳

達之意涵，設計相對應的教學方案，運用多元的教學方式，帶領孩童進行閱讀，

可增進孩童對於閱讀世界的認識，進而增進其閱讀動機。 

 除了上述之方式，張佳琪(2016)的研究也整理出下列方式以增加孩童的閱讀

動機： 

壹、以孩童為主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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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可多賦予孩童自主的選擇權。孩童在選擇讀物時，會依照他們的生活經

驗、認知能力、閱讀興趣等因素選取，若成人以引導的方式讓孩童能依照自己的

意願選取適合的讀物，則可以增進他們的自信心，進而提升閱讀的動機。不僅是

家庭的閱讀活動，若學校或政府在選取適合不同年齡孩童閱讀之書籍時，能夠讓

孩童有表達想法的機會，則選取的讀物更能貼近該年段孩童的需求，也能增進閱

讀動機。 

貳、他人引導及協助孩童閱讀 

 Bandura(1973)曾提出社會學習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認為人類的學習是

經由與社會進行持續的交互作用互動的歷程，因此個人在環境中對於人、事、物

的看法十分重要，能夠影響學習。對於孩童來說，需要有重要他人或楷模的模仿，

幫助孩童建立認識世界的觀念，因此若教師或家長能夠擔任孩童的楷模，與孩童

共同閱讀，則可以提升孩童的閱讀動機；此外，若是能提供孩童與他人互動的機

會(包含成人與同儕)，讓孩童在閱讀時能有分享、表達自己想法的機會，便可在

發表中重整閱讀的思緒，也可在聽完他人的分享後，將相關的知識內化到自己的

閱讀經驗中，提升閱讀理解的層次。許多學校的教師也會舉辦讀本介紹活動，讓

孩童在同儕間互相分享、介紹自己喜歡的讀本，使孩童在他人介紹後引發閱讀動

機，進而借閱讀物。 

參、提供適當的誘因與鼓勵 

 閱讀動機可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若能依照孩童的需求與特質提供適當

的誘因，則可以增加孩童的閱讀動機。此外，對孩童來說重要他人為家長及師長，

若家長及師長能夠對於孩童的閱讀行為給予口頭或實質鼓勵，也能增進孩童的閱

讀行為。 

肆、設計多元的閱讀活動 

 教師在班級中應提供各種閱讀活動，激發孩童的閱讀行為。在靜態的閱讀活

動方面，可進行身教式的寧靜閱讀(MSSR)，陪伴孩子共同遨遊在閱讀的世界中，

並讓孩童有機會思考、沉澱閱讀的內容；在動態的閱讀活動中，教師可設計活動，

讓孩童用多元化的方式彼此發表、發表讀後感想，或是共同創作小書等，讓孩童

用不同智能呈現閱讀後的成果。教師若能在閱讀活動中提供給孩童適合其程度具



DOI:10.6814/NCCU20190020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

有挑戰性的任務，可讓孩童更有動力進行閱讀，並在任務完成後增強其自信，進

而提升閱讀動機。 

伍、建構良好的閱讀環境 

 陳安儀(2013)指出，營造一個讓孩子能夠經常碰到書的環境，是增進孩子喜

愛閱讀的方式之一。若是在學校或家中，都能有一個區域專門讓孩童閱讀，將此

區域設計成溫馨而又安全，則孩童可自然而然的在此環境中舒適的進行閱讀活

動。 

 綜上所述，影響閱讀動機的因素甚多，在家庭中進行親子共讀可讓孩童在有

家長的示範與陪伴中培養閱讀的習慣，家長在家中營造適合閱讀的區域，讓孩童

有更多選擇讀物的自主權、適時提供鼓勵的誘因，也可以讓孩童更願意閱讀。在

親子共讀進行中，用多元化的方式引導閱讀、在搭建鷹架讓孩童學習的同時，也

提供具有挑戰性的閱讀任務，可讓孩童更有意願閱讀，當孩童可以從閱讀活動中

獲得成就感，認為閱讀是件有趣的事情，往後就會更主動、積極地進行閱讀活動，

維持閱讀動機。 

 

第三節  學習成效之相關研究 

 

 李勇輝(2017)指出學習成效是判斷學生學習成果的指標，衡量成效的目的在

使學生瞭解其自身學習狀況，並作為教師改進教學和學生改善學習的依據(Guay, 

Ratelle, & Chanal, 2008)。學習成效評量學生參與學習活動後，在某種指標的表現

或某種行為的改變(Guay et al., 2008; Pike, Smart, & Ethington, 2012)。Kirkpatrick

與 Kirkpatrick(2006)提出成效評估的四層次模式(four- level training evaluations 

model)，屬於總結式評鑑，四個層次依序為反應、學習、行為、成果等四項。以

親子共讀的情境來看，學習成效可以是評量學童在參與親子共讀後，在某種指標

的表現或某種行為的改變。以指標的表現來看，可以以學科表現進行檢驗；以某

種行為的改變來看，可以測量學童的閱讀動機是否會因為進行親子共讀而有所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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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成效的重要性可分成幾個面向說明。張鳴珊(2014)指出，從國家的角度

來看，政府必須確認各級學校機關的運行與教學能夠讓學生習得應達到之成果，

也要確認提供的補助或運用符合有效原則、確認各級學校產出之學生，擁有在社

會適應的競爭力與能力；從學校的角度來看，學生是否達到學校預定的教學目

標，即是學習成效的展現、教師的教材是否和教學計畫相符，而進行的課程教學

又是否讓學生具備適應社會的能力、學校的資源與課程是否有需要再修正的地

方、評鑑學校各項教學措施是否需要再調整等，都是會與學習成效有連帶影響的

因素；從學生的角度來看，學習成效是幫助自己能夠認知已學會的知識，並能發

現自己尚需補強之處、了解自身學習困難，進行學習步調的自我調整的一種方

式，也因此，不論是何種內容的學習，皆須注意學習成效。而親子共讀的進行是

否能夠影響學習成效？在家長方面，家長能由孩童經由親子共讀後能力的展現，

透過多元的評量方式，例如：問答評量、遊戲評量、討論發表、寫作評量，了解

孩童的學習成效，針對孩童的學習成效加以修正進行親子共讀的策略。在孩童方

面，親子共讀的學習成效可以從孩童的人格特質養成、是否培養了內在的閱讀動

機、國語文學科成就分析。 

 學生的學習成效能夠反映教學的完整度與有效度，因此分析影響學習成效的

因素也十分重要。張鳴珊(2014)認為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因素有學生特質因素與

學校因素。在學生學習因素方面，包含學生個人條件(例如：個人身心發展、目

前的學習能力等)和家庭因素(例如：家庭給予的文化刺激、父母教育方式等)，而

學校因素指的是學生在班級內與同儕的互動情形、教師教學的方式與策略、社團

參與的程度。鍾明芬(2009)指出，影響學生學習成效有五大因素，分別是：學生

因素、教師因素、教材因素、家庭因素及其他因素，而在五大因素底下又可細分

為眾多子構面，可由子構面中了解各細部因素影響學生學習成效之原因。 

由上述構面可得知，在家庭因素中，父母社經地位會影響學童的學習成效，

而父母的管教方式亦然，因此本研究將在「親子共讀實施調查問卷」中調查家長

的職業類別，藉此了解家長社經地位與學生學習成效之關聯；父母的管教方式依

照楊的祥(2003)的整理，可以分成四種管教類型：開明權威(authoritative)(高回應

高要求)、寬鬆放任(indulgent)(高回應低要求)、專制威權(authoritarian)(低回應高

要求)、忽視冷漠(neglecting)(低回應低要求)，運用親子共讀作為管教輔助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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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應較屬於開明權威的管教類型，本研究將分析家長進行親子共讀的方式與

學童的學習成效之關聯。 

運用良好的親子共讀策略，可讓親子共讀的進行更加順利，增加親子共讀實

施的成效。余佳容(2016)整理出實施親子共讀時可運用的策略： 

壹、瞭解孩童興趣，運用生動的肢體語言，以提升孩童專注力 

為了提升孩童對於讀本之閱讀動機，家長可在進行共讀時注意說話語氣的抑

揚頓挫，配合故事情節的發展改變聲調。除此之外，適當的在劇情起伏之處結合

生動的肢體語言，也能讓孩童更沉浸於讀本的情境中，提升孩童對於讀本的參與

感與專注力。 

貳、營造適合的共讀環境及心境，以利孩童能靜心聆聽 

進行共讀時，若能在一穩定的環境下開始，將讓孩童培養「準備」的心情，

讓孩童知道來到這個環境就是共讀活動開始的時刻。共讀環境可以是家中的書

房、客廳等地點，充滿讀本的地方、給予孩子安全感的氛圍，都能是適合共讀的

環境，讓孩子養成熟知共讀進行的地點，也將有助於穩定孩子的心情，讓孩子在

進行共讀時能夠靜下心來參與。 

參、掌控共讀的節奏，並引導孩童提問 

「共讀」即是家長與孩童共同閱讀，在家長陪伴孩童共讀時，除了引導孩童

針對讀本進行觀察與聆聽，也可適時在能夠深入探討與討論之處停下，引導孩童

對文本內容進行提問，可訓練孩童的觀察力，也可讓孩童除了聆聽外也學習如何

提出自己的看法、表達自己的想法。 

肆、尋找專家意見 

當進行共讀時遭遇阻礙，或需要針對共讀方式進行諮詢，除了可和其他家長

進行討論，也可徵詢專家的意見。可徵詢的專家範疇有學校的教師、親子教育文

章專欄之作家、親職教育講座講師等，向專家說明進行共讀時的困難，請專家對

症下藥提供適合的解決方式，從不同角度切入問題，有助於突破現行的親子共讀

現況，改善親子共讀的進行，提升親子共讀的效果。 

以親子共讀的角度來看，影響孩童在學習成效的因素可能有：家長進行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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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提供的情感性支持、家長共讀時使用的策略與方式多元與否、家長進行共讀

時是否能夠讓孩童對於知識能建立一套自我學習的基模、家長進行親子共讀的時

間與頻率是否能夠持久、孩童本身在親子共讀進行時的動機強弱、孩童在親子共

讀時的參與度和主動度等，孩童的學習成效能夠反映親子共讀進行的方式是否有

效。 

 學習成效的高低需要有科學的評估方法，學界已有許多研究者針對學習成效

的評估進行眾多研究，林盈伶 (2006) 整理出以下學者之相關研究：

Kirkpatrick(1967,1987)提出的學習成效評估模式是：反應 (reaction)、學習

(learning)、行為(behavior)、結果(result)；CIRO(Warr et al, 1970) 提出的學習成效

評估模式是：背景 (context)、投入 (input)、反應 (reaction)、結果 (outcome)；

Parker(1976) 提出的學習成效評估模式是：參與者個人特質(Participant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參與者與組織表現(Participant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培

訓投資報酬(return on training investment)；Brinkerhoff(1988)提出的學習成效評估

模式是：設定目標、設計方案、實施方案；Bushnell(1990) 提出的學習成效評估

模式是：投入(input)、過程(process)、產出(output)。 

 由上述表格可以得知，學習成效有多種評估模式，而每一種評估模式的功能

也大不相同，當中又以 Kirkpatrick 提出的學習成效評估模式較以學習者本身的

因素影響學習成效，因此將以 Kirkpatrick 的學習成效評估模式說明如何評定學

生的學習成效。 

 林盈伶(2006)指出，Kirkpatrick 提出的學習成效評估模式有四種完整的架

構，可用不同的層面來分析學習成效，以下將說明四個評量層次的內容： 

壹、反應 

 指學生對課程的喜愛度及滿意度，可藉由課程進行後發下的意見回饋表，了

解學生對於課程的滿意度、教師的教學方式、教師的授課內容、教師的口語表達

技巧等意見。在本層次不包含任何的學習認知能力，僅了解學生對於該課程之反

應，此層次容易執行，因此有許多評量都包含此方式。雖然良好的學習反應不全

然能代表可獲得好的學習成效，但卻有機會藉由良好的學習反應，促使學生主動

學習，進而促進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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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習 

 若要了解學生在學習後是否真正習得教學目標，則進行測驗將會是最好的測

量方式。可進行的測驗方式包含：紙筆測驗、口頭測驗等多元評量。由於評量涉

及學生的各項能力是否有所增長，因此進行的方式也會較測量「反應」層次來得

繁複，然而，此層面卻可以更有證據的測量出學生學習後實際獲得的能力。 

參、行為 

 學生在經過課程學習後，能將習得的知識實際運用在生活中。此層面的檢核

方式可以使用行為觀察量表，了解學生應用之程度多寡。要讓學生在行為上有所

改變，必須有以下情境：學生本身具有想要改變和進步的動機、學生知道要應用

的知識為何，如何將知識應用於生活中、學生要浸潤在一個有機會能夠發生改變

的環境中、提供學生改變的酬賞，例如：評量獲得高分、認知自己已學會等。 

肆、成果 

 學生在學習課程後，行為上改變了，且能夠產出具體的成果。然而成果的具

體標的較難定義，有以下原因：課程成果的定義較為抽象困難，不容易具體界定、

較難訂定清楚的課程成果標準、有些學習成果並非立即能展現，較難衡量學習成

果界定的時間、無法明確地確定學習的成果與其他非學習因素之間的關係，也很

難衡量彼此之間交互影響關係的程度。 

 由上述研究可知，進行親子共讀後，評估學習成效的方式、分析學生是否有

自發性、持續性的閱讀動機，可以由學生填寫閱讀動機問卷，了解學生在家長陪

伴的親子共讀活動後，是否在閱讀動機有所提升；在「學習」的層面中，可以藉

由「五年級國語定期測驗」的紙筆測驗成績結果，了解學生在進行親子共讀後，

語文方面是否有顯著成長。是以，本研究將使用「閱讀動機問卷」、「五年級國語

定期測驗」來分析學童的學習成效與親子共讀間之關係。 

 教育部在 2001 年出版的「閱讀四季：親子閱讀指導手冊」中，提到親子共

讀的三大價值包含知識性、啟發性及情感性。在知識性的部分，可有效提升學童

語文能力與知識能力；在啟發性的部分，親子共讀可有效啟發學童的閱讀習慣，

並有效啟發學童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在情感性的部份，可達成的學習成效能培養

學童具備不同的情感表現、培養學童與親子及師生間的關係(張祐齊，2010)。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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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共讀的進行，在知識累積、啟發動機和培養情感上皆可讓學童得到學習成效，

也因此現在有許多家長仍堅持在家中進行親子共讀。 

 關於進行親子共讀可以增進的學習成效，過去已有許多相關研究，王佩徛

(2015)整理包含的內容有： 

一、 可提升親子間的關係 

二、 增加口語理解之能力 

三、 培養讀寫產出之能力 

四、 促進語言發展能力伍、增加語彙識字能力 

五、 培養孩童的閱讀動機、閱讀習慣 

六、 提升家長進行親子共讀的能力 

 研究結果大都顯示，進行親子共讀可以有效的提升孩童的學習成效，包含：

語文能力、閱讀動機和習慣等，然而，學習成效的多寡也同時會受到孩童的家庭

背景、家長教育程度、家長進行共讀之方式與策略、孩童之年紀等因素所影響。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親子共讀能夠影響學童的學習成效，不僅能增加孩童在

知識上的成長、發展語言認知能力，孩童更能在與家長的互動當中學習人際關

係、增進情感辨識的知能。故本研究以親子共讀、閱讀動機、學習成效的相關研

究為理論基礎，並以親子共讀在國小實施的現況為探討重點，期望在探討親子共

讀的現況後，能更了解學童的學習成效與進行親子共讀間的關係，並能增進家長

對親子共讀進行方式、益處的了解，讓家長能願意撥空陪伴孩子進行親子共讀，

增進家庭親子間的親密感，同時也讓孩童的學習場域拓展的更為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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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探討親子共讀實施於家庭之現況，並瞭解親子共讀對於學童閱讀

動機與學習成效之影響。為達到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與測驗，探究

親子共讀與學生閱讀動機、學習成效之關係。經由相關文獻之蒐集、整理與分析，

研究工具之編製與施測，利用分析方法加以歸納處理資料。 

    本章就研究過程，共分為六節，依序為：研究架構、研究方法、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研究流程、資料處理與分析，將依序加以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文獻探討而設計研究架構，如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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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為瞭解親子共讀與學生閱讀動機、學習成效之關係，因此除了探

究相關文獻以利了解相關理論，同時也需要了解親子共讀在現今家庭中實施之現

況。 

調查研究的種類繁多，根據研究資料的蒐集方法，在教育上，常用之調查研

究可分為問卷調查(questionnaire survey)、調查表調查(schedule survey)和訪問調查

(visiting survery)等三種。將設計編製好之問卷分送或郵寄給受試者填答，或將受

試者集合起來填答，稱為問卷調查(林新發，1991)。 

本研究因要瞭解親子共讀實施於家庭之現況並探究親子共讀對於學童閱讀

動機與學習成效之影響，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及專家學者研製之量表問卷，以符

合本研究目標進行編修，完成本研究之相關測驗與調查問卷，並選定桃園市某國

小五個五年級班級學生與家長各 106 位為研究對象。最後運用 SPSS 套裝電腦統

計程式，將受訪者填答資料作質的分析，以輔助瞭解親子共讀與學生閱讀動機、

學習成效之關係。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桃園市某國小五個五年級之班級的學生與家長為主要

研究分析對象五年一班到五年五班的學生人數分別為：21 人、21 人、20 人、22

人、21 人，回收的有效問卷中，受測的家長共有 99 人；學生則有 105 人。本校

位於桃園市桃園區，地處藝文特區，因此家長社經地位較高，從事職業多屬商，

也幾乎曾有進行親子共讀之經驗。本校學生學業能力普遍佳，以 106 年 5 月 25

日進行由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辦之縣市學力檢測為例，本校三、五年級學生的國語

和數學檢測成績皆高於全國平均值，表示本校學生在學科表現可達到不錯的水

準。 

回收問卷後，針對參與問卷調查與五年級國語定期測驗施測的有效樣本，作

人數統計表及學生家長基本資料、親子共讀背景資料作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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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瞭解親子共讀實施於家庭之現況與親子共讀對於學童閱讀動機與

學習成效之影響，研究者將使用林珮伃(2009)編製的「親子共讀實施調查問卷」、

賴舒祺(2008)編製的「閱讀動機量表」為基礎，編修適合本研究目的的研究工具。

而在學生的學習成效檢驗部分，則以「五年級國語定期測驗」作為研究工具。編

製問卷的步驟包含：一、問卷初稿編製；二、修正問卷與量表；三、正式施測。

以下分別就這三項問卷與量表說明編製方式與題型構面。 

壹、親子共讀實施調查問卷 

本問卷內容主要分成「基本資料調查」、「親子共讀實施調查」兩大部分。

以林珮伃(2009)所編製的「親子共讀實施調查問卷」改編，用來了解親子共讀之

現況，問卷包含五個構面。問卷的填答方式採李克特五點量表。 

一、基本資料調查 

本調查表主要根據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編輯而成，內容除了包含填答者身

分、子女性別、家長教育程度、家庭社經背景外，也包含填答者是否進行親子共

讀之問項，以作為是否繼續調查其親子共讀狀況之依據，以下分別說明。 

1. 填答者身分：父親、母親或其他家人。 

2. 子女性別：「男生」、「女生」兩個選項，若有兩位以上子與就讀同學年，

填一位即可。 

3. 家長教育程度：「小學肄畢或不識字」、「國中畢」、「高中(職)或大專畢」、

「專科畢」、「大學畢」、「研究所畢」等六個選項。 

4.家庭社經背景：可區分為父親職業與母親職業，並設有「民意代表、行

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農、林、漁、牧工作人員」、「中小

學、特教、幼稚園老師」、「技術工(麵包師傅、裁縫、板金…等)、「技

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工程技術員、代書、保險推銷…等)」、「非技術

工(工友、洗菜、體力工…等)」、「服務及買賣工作人員(商人、廚師、

服務生、警衛…等)」、「高層專業人員(大專教師、醫師、律師…等)」、

「一般專業人員(工程師、藥劑師、記者…等)」、「機械設備操作工及

裝備工(司機…等)」、「事務工作人員(文書、打字、櫃台、出納…等)」、



DOI:10.6814/NCCU20190020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7

「職業軍人(軍官)」、「家管」、「失業/待業中」等十四個選項供填答者

填答，若上述選項不符合受試者職業，可由填答者自行填寫「其他」

欄位。 

二、親子共讀實施調查 

此問卷主要是為了解家長在與子女進行親子共讀的實際實施狀況而設計，可

從中了解家長進行親子共讀時之方式、策略等面向。 

1.問卷編製依據 

本研究之量表採用林珮伃(2009)所編製的「親子共讀實施調查問卷」，經蔡

麗惠(2009)整理歸納後分為「父母重視語文技巧」、「子女投入共讀程度」、「親子

正向情緒表現」、「父母重視子女自主性閱讀之程度」、「家庭共讀狀況」五個構面，

並將題目順序重整，根據研究內容，將與研究目的較無關之「家長和子女開始共

讀的年齡」、「家長曾替子女訂購的中文書刊報紙的時間」題目刪除，合計共 19

題。 

2.問卷編製 

(1)問卷之擬定 

研究者以林珮伃(2009)所編製的「親子共讀實施調查問卷」為問卷初稿，原

問卷經由項目分析與因素分析的刪題手續後，檢測到整體的 Cornbach’sα 係數

為.877，本研究是將此問卷的題號順序經過構面調整順序，沒有做太多內容的變

動，僅將原本之六點量表改成五點量表，經過檢測後，可得到整體的 Cornbach’s 

α 係數為.802，與原調查問卷之信度相近。擬定問卷後，請指導教授檢視問卷

內容並給予修改意見，以確認問卷內容符合研究架構之內涵，並針對題意不清或

與原研究架構內涵不符之題目進行刪修，形成親子共讀實施調查問卷。 

(2)研究構面與題項對照 

本量表分為「親子共讀實施調查問卷」，經蔡麗惠(2009)整理歸納後分為「父

母重視語文技巧」、「子女投入共讀程度」、「親子正向情緒表現」、「父母重視子女

自主性閱讀之程度」、「家庭共讀狀況」五個構面，各構面與題項對照情形如表

3-4-1。 

表 3-4-1 親子共讀實施調查預試問卷構面與題項對照表 

構面 題項 
家庭共讀狀 1 子女在小學前，我和他/她共讀的頻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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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題項 
況 2 子女在小學後(一~四年級)，我和他/他共讀的頻率是： 

3 我目前和子女共讀的頻率： 
4 我會帶子女上圖書館借閱書籍。 
5 我家中提供子女所有的課外讀物總計約有： 

父母重視語

文技巧 
6 我會在共讀時間讓子女做共讀內容的預測。 
7 我會運用共讀的圖畫故事書和子女玩遊戲。 
8 我會在共讀時問子女共讀內容的各種問題。 
9 我會在共讀時間讓子女做共讀內容的重點敘述。 
10 共讀過程，我會重視指導子女學習認讀國字或注音符號。 

子女投入共

讀程度 
11 共讀過程，子女會隨時停下來和我討論書中的內容或圖片。 
12 共讀後，子女常記得共讀時所發現的有趣內容或圖片。 
13 共讀過程，子女一邊也會練習到注音符號的拼讀。 
14 共讀過程，子女通常專注投入的和我討論共讀的內容或圖

片。 
親子正向情

緒表現 
15 共讀過程，子女常會開心的笑。 
16 共讀過程，我會覺得很快樂。 

父母重視子

女自主性閱

讀之程度 

17 共讀過程，我重視子女自己主動表達對讀物內容(圖片)的疑

問或看法。 
18 共讀過程，子女和父母對讀物內容有時候會有不同的看法。 
19 共讀過程，大部分是由我來選擇共讀哪一本(些)讀物。 

 

(3)作答及計分方法 

     本量表的計分與填答方式，第 1~4 題選項分別為「從不」、「幾乎不」、「偶

爾」、「經常」、「大多是」、「總是」，前 3 題為依照頻率多寡讓填答者進行回答，

計分方式依序分別為 1、2、3、4、5、6 分；第 4 題為調查家中讀物藏書量；第

5 題則為調查家長帶子女到圖書館借閱書籍之頻率。第 6~19 題採李克特五點量

表，選項分別為「非常符合」、「符合」、「普通」、「不符合」、「非常不符合」，，

第 6~18 題計分方式依序分別獲得 5、4、3、2、1 分，第 19 題為反向題，為反向

計分。 

 

貳、閱讀動機量表 

本量表主要為了解學童之閱讀動機而編製，並且將國小學童閱讀動機分為

內在閱讀動機和外在閱讀動機。此量表依照內外在閱讀動機之不同，共可分為八

個構面，計分採李克特五點量表。 

一、量表編製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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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量表以賴舒祺(2017)所編製的「國小學童家庭閱讀環境、閱讀動機與閱

讀行為問卷」為架構，此量表本用來探討國小中、高年級學童家庭閱讀環境、閱

讀動機與閱讀行為之關係，由於本研究僅探究學童之閱讀動機，因此只予以保留

此量表中的二個部分，分別是：「學童基本資料」、「閱讀動機量表」。 

二、量表編製 

1.量表之擬定 

研究者以賴舒祺(2017)所編製的「國小學童家庭閱讀環境、閱讀動機與閱

讀行為問卷」為量表初稿，根據研究目的進行問卷題目的修改，並請指導教授檢

視問卷內容、給予修改意見，以確認問卷內容符合研究架構之內涵，並針對題意

不清或與原研究架構內涵不符之題目進行刪修，形成閱讀動機量表。形成量表

後，先針對某一班級進行前測以檢驗信度，信度達標準後再進行正式施測。 

2.研究構面與題項對照 

本動機量表中共含八個閱讀動機構面，在內在閱讀動機的四個構面是：「閱

讀認知」、「閱讀挑戰」、「閱讀好奇」、「閱讀投入」；而外在閱讀動機的構面是：「為

競爭而讀」、「為認可而讀」、「為成就而讀」、「為社交而讀」，合計共 29 題。各構

面與題項對照情形如表 3-4-2。 

 

表 3-4-2 學童閱讀動機量表預試構面與題項對照表 

 構面 題項 

內在閱

讀動機 

閱讀 

認知 

1 隨著閱讀量的增加，我知道我的閱讀能力愈來愈好。 

2 在我這個年級裡面，我是閱讀能力不錯的人。 

3 我能清楚說出所看過書籍的內容。 

4 我喜歡閱讀，那是因為我覺得閱讀很重要。 

5 對於我來說，閱讀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管道。 

閱讀 

挑戰 

6 只要是內容有趣的書，即使內容困難，我都會想辦法

弄清楚書中的內容。 

7 我喜歡閱讀能引發我思考的書。 

8 如果閱讀到難懂的內容時,我會去請教老師、同學或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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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面 題項 

閱讀 

好奇 

9 我看到有特殊書名的書時，會忍不住拿起來看一看。 

10 我很喜歡看一些介紹新奇事物的書。 

11 對於喜歡的主題，我會去找一些相關的書來看。 

閱讀 

投入 

12 有時候我真希望跟書中的人物當朋友。 

13 閱讀時，我常常會想像書中的情節和畫面。 

14 閱讀時，我常常會幻想進入書中的世界。 

15 我能從不同種類的書中感受到閱讀的快樂。 

外在閱

讀動機 

為 競爭

而讀 

16 我希望能成為全班閱讀力最棒的人。 

17 我希望我看的書比別人多。 

18 為了我的閱讀能力比同學好，我會花更多時間閱讀。 

為 認可

而讀 

19 為了獲得家長或師長的獎勵，我願意多看書。 

20 我喜歡別人稱讚我看很多書。 

21 為了得到同學的肯定和讚賞，我會多看書。 

22 我會去閱讀，是因為大家都說閱讀是件好事。 

23 如果有家長或師長的鼓勵和支持，我會更愛閱讀。 

為 成績

而讀 

24 為了提高我的成績，我願意多閱讀。 

25 我認為多閱讀確實使我的成績進步。 

26 為了讓我的成績變好，那是我願意閱讀的主要理由。 

為 社交

而讀 

27 我會為了要和同學討論書中的情節而去閱讀一本書。 

28 聽到別人談論我不懂的內容，我會主動找書來看。 

29 為了和同學有共同的話題，我願意多花一點時間閱讀。 

 

3.作答及計分方法 

本量表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填答，由受試者依己身實際狀況填答。每題皆

為單選，選項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為選項，學童依其對題目認同程度勾選出最符合本身狀況的答案，依序給予 1

至 5 分的分數加以測量，本量表總得分越高，則表示閱讀動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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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五年級國語定期測驗 

此測驗由五年級導師所編製，用來測量兒童在期中考範圍的閱讀理解力，

適用於國小五年級學童。本測驗共有六個大題，題型分別為「填寫國字與注音」

共 20 格，一格 1 分；「改錯字」共 10 格，一格 1 分；「選擇題」每題為單選，共

四個選項，一題 2 分；「成語填充題」共 5 題，一題 2 分；「閱讀測驗」共 7 題，

一題 2 分；「短文寫作」一題共 10 分。除了「短文寫作」大題外，其他大題皆答

錯與未作答得 0 分；短文寫作則是依照題目要求予以部份給分，滿分為 100 分。

本研究將以國語定期測驗中「成語填充題」、「閱讀測驗」與「短文寫作」的大題

之總得分計算，施測學童得分越高，則表示閱讀理解能力越佳。 

一、測驗試題編製依據 

本研究欲探討學童在有進行親子共讀的環境下，是否在學習成效上有所影

響，國語定期測驗中的「填寫國字與注音」、「改錯字」、「選擇題」可經由針對固

定範圍的準備與閱讀而獲得較高得分，但在「成語填充題」、「閱讀測驗」與「短

文寫作」的大題中，則需要仰賴學童平日閱讀量的累積，因此可用國語定期測驗

中「成語填充題」、「閱讀測驗」與「短文寫作」的大題探討學童的學習成效，試

題範例如附錄三。 

二、試題編製 

1.試題之擬定 

研究者根據某校五年級學童之國語定期考查範圍，編製符合教學目標與教

學內容之試題，確認符合雙向細目表中各評量目標，並於審題會議中與學年教師

共同檢視，將題意不清之題目進行刪修，最後由教務處進行最終校稿，形成本次

定期測驗試題。 

2.作答及計分方法 

「成語填充題」大題中，一題 2 分，總配分為 10 分，作答方式是將框格中

提供的成語填入適合的語境(句子)中；「閱讀測驗」大題中，一題 2 分，總配分

為 14 分，作答方式是閱讀完該篇文章後，依照文意在選擇題中填入正確的答案；

「短文寫作」的大題中，總配分共 10 分，學生必須依照指定的題目書寫 80 字以

上的短文，並將題目中指定的句型和語詞運用在短文中，若短文中出現錯字、標

點符號使用不當、文意不順將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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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旨在瞭解親子共讀對於學童閱讀動機與學習成效之影響，研究階段分

為三期：在準備階段首先會進行相關文獻之閱讀，確定本次之研究主題，並更深

入的探討與親子共讀、閱讀動機、學習成效有關之文獻。確定所要了解之議題與

面向後，編擬因應研究目的所需之問卷與量表。進入研究的發展階段後，開始發

展實驗設計，進行問卷、量表的發送及回收，並著手進行蒐集資料。資料完整後，

開始進行調查資料的組織與分析，以利最後撰寫研究報告，提出結論與建議。各

階段進行之方式如下所述，並請參閱圖 3-5-1： 

壹、準備階段 

 一、確立研究方向與主題 

研究者根據教育現場觀察之現況，與廣泛閱讀有興趣之領域的相關文獻後，

與指導教授討論適切的研究主題，並決定研究範圍。 

 二、確立研究架構 

確定研究主題後，開始著手進行有關親子共讀、學習動機、學習成效之相關

文獻的閱讀，並隨時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正研究方向，最後確定使用問卷調查法為

本次研究的研究方法，並利用「親子共讀實施調查」、「閱讀動機量表」、「五年級

國語定期測驗」為研究工具。 

 三、編擬問卷與量表初稿 

根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瞭解親子共讀與閱讀動機、學習成效之相關因素

後，編製問卷及量表，並與指導教授進行題目的修正。 

貳、發展階段 

 一、確認正式施測問卷與量表 

依據預試結果進行題目的增加、刪減、修正，形成施測的正式問卷。 

 二、正式進行施測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研究者服務之桃園區某國小五年級全體學生與家長，因

此將實地發送問卷與實地施測之方式完成正式施測。 

參、完成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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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資料歸納與分析 

正式施測完畢後，收回所有問卷，將問卷進行整理與登錄，並使用 SPSS 22.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的分析與解釋。 

 二、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依據資料分析結果，撰寫研究論文，並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正論文之內容，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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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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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俟正式施測結束後即開始整理問卷與學童測驗結果，淘汰未作答、作

答不完整、填答不正確之無效問卷與測驗後，進行問卷與測驗的資料登錄，再用

SPSS 22.0 統計套裝軟體分析資料，所採用的分析法如下： 

壹、敘述統計 

 將所有蒐集的數據資料進行整理、登陸，並開始分析，將有助於研究者釐清

研究設計中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關係。敘述統計中將運用求平均數、標準差等方

式，描述學童家中進行親子共讀的狀況，與學童閱讀動機問卷中數據的集中和分

散情形。並利用次數分配與百分比圖，描述家長在進行親子共讀時的概況，以了

解家長進行親子共讀時父母重視語文技巧、子女投入共讀程度、親子正向情緒表

現、父母重視子女自主性閱讀之程度、家庭共讀狀況等情形。 

貳、因素分析 

 研究者將以因素分析之方式，確認研究工具中量表與問卷的建構效度。以分

類的構面來簡易、清楚的說明欲探討之面向，同時保有原本的題目結構。研究者

將各量表與問卷之題目分類到各構面中，可幫助釐清、確認當中的題目是否符合

研究的待答問題。 

參、信度分析 

 本研究的信度分析，採用 Cronbach’s α係數檢驗，以確認問卷和量表中各

向構面的題目皆符合一致性和穩定性。在正式施測後，研究者將運用問卷和量表

的調查結果，統計各個分量表α係數的多寡。 

肆、效度分析 

 本研究中的問卷和量表，皆由研究者閱讀相關範疇之文獻後，依照研究目的

與適合之研究對象選定而成，再經由於指導教授討論題目適切、修刪與否進行嚴

密之討論；而檢驗學習成效的「國語定期考察評量」試題，則由學校之學年教師

共同命題，並填寫雙向細目表，檢驗各題型與題目內容之適切性，再由學校教務

處進行雙重審題後讓學生施測，確保題目難易度適中。以上研究工具之編擬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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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符合效度分析之檢驗標準。 

伍、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研究者將利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分析學童小學目前(五年級)、一到四年

級、小學前實施之頻率與學童的閱讀動機的相關情形、親子共讀實施的態度與方

式和學童閱讀動機的相關、家長進行親子共讀之頻率與學童學習成效之相關、學

童閱讀動機與閱讀成效的相關情形，並檢驗親子共讀實施方式與學童學習成效的

相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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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運用各項統計分析數據，對研究問題加以探討。第一節先針對「親子共

讀實施調查表」進行學童家庭過往與目前進行親子共讀的現況之探討分析；第二

節將「國小學童閱讀動機量表」進行問卷分析；第三節針對「國小學童閱讀動機

量表」，分析親子共讀的情形對於學童閱讀動機的影響；第四節針對五年級學生

在國語文定期測驗中的分數作分析，探討親子共讀對學童國語文學習成效的影

響；第五節則歸納統整親子共讀對於學習動機與成效之影響。 

第一節 親子共讀實施現況之分析 

 

本節旨在了解桃園市某國小五個五年級之班級的學童與家長過往與目前進

行親子共讀現況，分別從家長背景資料、學童小學前之共讀頻率、學童一到四年

級之共讀頻率、學童目前（五年級）之共讀頻率、家中課外讀物藏書量、家長帶

學童至圖書館閱讀頻率、家長進行親子共讀的經驗等七個層面進行分析。桃園市

某國小共有五個五年級的班級，學童人數共 106 人，發送共 106 份親子共讀實施

調查問卷，回收 100 份，回收率約為 94.3%，百分比皆四捨五入至小數點第一位。

主要調查對象為五年級各班學童之家長，各班級之回收情形詳見表 4-1-1。 

表 4-1-1 親子共讀實施調查問卷回收分布表 

五年級班級 
寄發問卷 
人數(人) 

回收問卷 
人數(人) 

回收問卷 
各班比率(%) 

五年一班 21 19 90.4 
五年二班 21 18 85.7 
五年三班 20 20 100 
五年四班 22 22 100 
五年五班 21 21 100 
總計 105 100 95.2 

 

壹、家長背景資料 

 回收 100 份親子共讀實施調查問卷後，依據填答者家長之身分，將填答者學

歷與職業之項目分別列表於 4-1-2。根據下表可知， 填答者身分以母親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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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其次為父親，其他照顧者皆為祖母；填答者的教育程度以大學畢業為最大宗，

佔了 42%，其次為高中(職)或大專畢業，佔了 24%；填答者的職業以家管居多，

佔了 32%，其次為服務及買賣工作人員、一般專業人員，各佔了 16%。 

表 4-1-2 家長背景資料統計表 

基本資料 選填項目 人數 
百分比

(%) 

身分 
父 19 19 
母 78 78 

其他照顧者 3 3 

學歷 

研究所 9 9 
大學 42 42 
專科 22 22 

高中(職)或大專 24 24 
國中 3 3 

小學肄畢或不識字 0 0 

職業 

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 5 5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1 1 
中小學、特教、幼稚園老師 6 6 

技術工 0 0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4 4 
非技術工 1 1 

服務及買賣工作人員 16 16 
高層專業人員 1 1 

一般專業人員 16 16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裝備工 0 0 

事務工作人員 12 12 
職業軍人 0 0 

家管 32 32 
失業/待業中 1 1 

其他 5 5 

 

貳、學童小學前之共讀頻率 

將家長在學童小學前陪伴學童進行親子共讀之頻率分為：「從不、幾乎不、

偶爾、經常、大多是、總是」作為單選題，百分比皆四捨五入至小數點第一位。

從表可知，家長從不陪伴學童進行親子共讀只有 1 人，佔 1%；家長幾乎不陪伴

學童進行親子共讀只有 3 人，佔 3%；家長偶爾會陪伴學童進行親子共讀有 38

人，佔 38%；家長經常陪伴學童進行親子共讀有 38 人，佔 38%；家長大多會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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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學童進行親子共讀有 5 人，佔 5%；家長總是陪伴學童進行親子共讀有 15 人，

佔 15%，詳見表 4-1-3。 

 

表 4-1-3 家長與學童小學前共讀頻率統計表 

共讀頻率 人數 百分比(%) 

從不 1 1.0 

幾乎不 3 3.0 

偶爾 38 38.0 

經常 38 38.0 

大多是 5 5.0 

總是 15 15.0 

總計 100 100 

 

參、學童一到四年級之共讀頻率 

將家長在學童小學一到四年級陪伴學童進行親子共讀之頻率分為：從不、幾

乎不、偶爾、經常、大多是、總是作為單選題，百分比皆四捨五入至小數點第一

位。從表可知，家長從不陪伴學童進行親子共讀只有 2 人，佔 2%；家長幾乎不

陪伴學童進行親子共讀有 10 人，佔 10%；家長偶爾會陪伴學童進行親子共讀有

70 人，佔 70%；家長經常陪伴學童進行親子共讀有 11 人，佔 11%；家長大多會

陪伴學童進行親子共讀有 3 人，佔 3%；家長總是陪伴學童進行親子共讀有 4 人，

佔 4%，詳見表 4-1-4。 

 

表 4-1-4 家長與學童小學一到四年級共讀頻率統計表 

共讀頻率 人數 百分比(%) 

從不 2 2.0 

幾乎不 10 10.0 

偶爾 70 70.0 

經常 11 11.0 

大多是 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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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讀頻率 人數 百分比(%) 

總是 4 4.0 

總計 100 100 

 

肆、學童目前（五年級）之共讀頻率 

將家長在學童目前(五年級)陪伴學童進行親子共讀之頻率分為：從不、幾乎

不、偶爾、經常、大多是、總是作為單選題，百分比皆四捨五入至小數點第一位，

本題有一位家長未填答。從表可知，家長從不陪伴學童進行親子共讀只有 5 人，

佔 5%；家長幾乎不陪伴學童進行親子共讀有 39 人，佔 39%；家長偶爾會陪伴

學童進行親子共讀有 40 人，佔 40%；家長經常陪伴學童進行親子共讀有 11 人，

佔 11%；家長大多會陪伴學童進行親子共讀有 1 人，佔 1%；家長總是陪伴學童

進行親子共讀有 4 人，佔 4%，詳見表 4-1-5。 

 

表 4-1-5 家長與學童目前(五年級)共讀頻率統計 

共讀頻率 人數 百分比(%) 

從不 5 5.0 

幾乎不 39 39.0 

偶爾 40 40.0 

經常 11 11.0 

大多是 1 1.0 

總是 4 4.0 

總計 100 100 

 

 根據上述資料進行分析，將數據整理成圖 4-1-1，可發現親子共讀的頻率隨

著學童年級的增長也有所不同。在學童國小前，總是會進行親子共讀的家長頻率

為最高，佔 15%；在學童一到四年級的求學階段中，總是會進行親共讀的家長頻

率約佔 4%；在學童目前(五年級)的求學階段中，總是會進行親子共讀的家長則

佔 4%。而在學童國小前從不進行親子共讀的家長佔 1%；在學童一到四年級的

求學階段中，從不會進行親共讀的家長頻率約佔 2%；在學童目前(五年級)的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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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階段中，從不會進行親子共讀的家長則佔 5%，由圖 4-1-1 可分析，家長在學

童的學齡前，大多經常都會進行親子共讀，然而隨著學童年級增長，家長進行親

子共讀的頻率也隨之降低。 

 

圖 4-1-1 國小前、一到四年級、五年級之共讀頻率比較圖 

 

伍、家中課外讀物藏書量 

 由表 4-1-6 數據可得知，共有 3 個家庭家中未提供任何課外讀物，佔 3%；

提供課外讀物 1~50 本的家庭，佔 40%，比例最高；提供課外讀物 51~100 本的

家庭，佔 21%；提供課外讀物 101~150 本的家庭，佔 7%；提供課外讀物 150~200

本的家庭，佔 6%；提供課外讀物 200 本以上的家庭，佔 23%。 

表 4-1-6 家中課外讀物藏書量列表 

課外讀物數量 人數 百分比(%) 

0 本 3 3.0 

1~50 本 40 40.0 

51~100 本 21 21.0 

101~150 本 7 7.0 

150~200 本 6 6.0 

200 本以上 23 23.0 

總計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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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家長帶學童至圖書館閱讀頻率 

 調查家長帶學童至圖書館借閱與閱讀之頻率，結果如表 4-1-7。扣除未填答

之家長兩位，從不帶學童至圖書館借閱的有 11 位，佔 11.2%；幾乎不帶學童至

圖書館借閱的有 15 人，佔 15.3%；偶爾會帶學童至圖書館借閱的有 56 位，佔

57.1%；經常會帶學童至圖書館借閱的有 10 位，佔 10.2%；大多是帶學童至圖書

館借閱的有 1 位，佔 1.0%；總是帶學童至圖書館借閱的有 5 位，佔 5.1%；由此

可見，超過一半的家長會帶著學童到圖書館借閱與閱讀，偶爾會帶學童到圖書館

借閱的家長佔了接近六成，大多會或總是會帶學童至圖書館借閱的家長佔較少

數。 

表 4-1-7 家長帶學童至圖書館閱讀頻率統計 

至圖書館閱讀頻率 人數 百分比(%) 

從不 11 11.2 

幾乎不 15 15.3 

偶爾 56 57.1 

經常 10 10.2 

大多是 1 1.0 

總是 5 5.1 

總計 100 100 

 

柒、家長進行親子共讀的經驗 

 親子共讀實施問卷中同時調查家長進行親子共讀時的經驗，共有 14 題，可

從家長的填答中了解實際進行親子共讀時之狀況，根據下列數據中，選填「非常

符合」、「符合」的次數可得知，在家長進行親子共讀的過程中，會重視指導子女

學習認讀國字或注音符號的家長佔了 50.5%；會運用共讀的圖畫故事書和子女玩

遊戲的家長佔了 38.4%；會在共讀時問子女共讀內容的各種問題的家長佔

51.5%；會在共讀時間讓子女做共讀內容的重點敘述的家長佔了 42.4%；會在共

讀時間讓子女做共讀內容的預測的家長佔了 22.2%；共讀過程，會隨時停下來和

子女討論書中的內容或圖片的家長佔了 55.6%；共讀後，發現子女常記得共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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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看到的有趣內容或圖片的家長佔了 66.7%；共讀過程，會讓子女也能練習到注

音符號的拼讀的家長佔了 46.5%；共讀過程，發現子女通常能專注投入的討論共

讀的內容或圖片的家長佔了 58.6%；共讀過程，發現子女常會開心的笑的家長佔

了 68.7%；共讀過程，會覺得很快樂的家長佔了 66.7%；共讀過程，重視子女自

己主動表達對讀物內容(圖片)的疑問或看法的家長佔了 72.8%；共讀過程，有時

候會和子女對讀物內容有不同的看法的家長佔了 61.6%；共讀過程，大部分是由

自己來選擇共讀哪一本(些)讀物的家長佔了 32.7%。結果詳如表 4-1-8： 

 

表 4-1-8 家長實際進行親子共讀的經驗 

構面 題目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父母

重視

語文

技巧 

共讀過程，我會重

視指導子女學習

認讀國字或注音

符號 

13 
(13.1%) 

37 
(37.4%) 

32 
(32.3%) 

13 
(13.1%) 

4 
(4.0%) 

3.42 1.011 

我會運用共讀的

圖畫故事書和子

女玩遊戲 

6 
(6.1%) 

32 
(32.3%) 

39 
(39.4%) 

19 
(19.2%) 

3 
(3.0%) 

3.19 0.922 

我會在共讀時問

子女共讀內容的

各種問題 

14 
(14.1%) 

37 
(37.4%) 

43 
(43.4%) 

5 
(5.1%) 

0 
(0%) 

3.60 0.793 

我會在共讀時間

讓子女做共讀內

容的重點敘述 
2 

(2.0%) 
40 

(40.4%) 
44 

(44.4%) 
11 

(11.1%) 
2 

(2.0%) 
3.29 0.772 

我會在共讀時間

讓子女做共讀內

容的預測 

2 
(2.0%) 

20 
(20.2%) 

45 
(45.2%) 

26 
(26.3%) 

6 
(6.1%) 

2.85 0.880 

子女

投入

共讀

程度 

共讀過程，子女會

隨時停下來和我

討論書中的內容

或圖片 

15 
(15.2%) 

40 
(40.4%) 

34 
(34.3%) 

9 
(9.1%) 

1 
(1.0%) 

3.59 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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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題目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共讀後，子女常記

得共讀時所發現

的有趣內容或圖

片 

17 
(17.2%) 

49 
(49.5%) 

26 
(26.3%) 

7 
(7.1%) 

0 
(0%) 

3.76 0.818 

共讀過程，子女一

邊也會練習到注

音符號的拼讀 
9 

(9.1%) 
37 

(37.4%) 
32 

(32.3%) 
19 

(19.2%) 
2 

(2.0%) 
3.32 0.956 

共讀過程，子女通

常專注投入的和

我討論共讀的內

容或圖片 

20 
(20.2%) 

38 
(38.4%) 

30 
(30.3%) 

10 
(10.1%) 

1 
(1.0%) 

3.66 0.947 

親子

正向

情緒

表現 

共讀過程，子女常

會開心的笑 
32 

(32.3%) 
36 

(36.4%) 
22 

(22.2%) 
9 

(9.1%) 
0 

(0%) 
3.91 0.954 

共讀過程，我會覺

得很快樂 
30 

(30.3%) 
36 

(36.4%) 
25 

(25.3%) 
8 

(8.1%) 
0 

(0%) 
3.88 0.935 

父母

重視

子女

自主

性閱

讀之

程度 

共讀過程，我重視

子女自己主動表

達對讀物內容(圖
片)的疑問或看法 

26 
(26.3%) 

46 
(46.5%) 

21 
(21.2%) 

6 
(6.1%) 

0 
(0%) 

3.92 0.848 

共讀過程，子女和

父母對讀物內容

有時候會有不同

的看法 

24 
(24.2%) 

37 
(37.4%) 

28 
(28.3%) 

9 
(9.1%) 

1 
(1.0%) 

3.74 0.961 

共讀過程，大部分

是由我來選擇共

讀哪一本(些)讀物 
5 

(5.1%) 
27 

(27.5%) 
40 

(40.8%) 
22 

(22.4%) 
4 

(4.1%) 
3.07 0.933 

 

依照上述數據，可整理出表 4-1-9，了解家長進行親子共讀時各構面平均數

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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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親子共讀問卷構面平均數分布表 

構面 平均數 

父母重視語文技巧 3.84 

子女投入共讀程度 3.58 

親子正向情緒表現 3.89 

父母重視子女自主性閱讀之程度 3.57 

 

第二節 學童閱讀動機量表之分析 

本節旨在分析學童閱讀動機量表之數據，發放動機量表對象為桃園市某國小

共有五個五年級的班級，學童人數共 105 人，發送共 105 份問卷，回收 105 份，

回收率為 100%，百分比皆四捨五入至小數點第一位，各班級之回收情形詳見表

4-2-1。 

表 4-2-1 閱讀動機量表回收分布表 

五年級班級 
寄發量表 
人數(人) 

回收量表 
人數(人) 

回收問卷 
各班比率(%) 

五年一班 21 21 100 
五年二班 21 21 100 
五年三班 20 20 100 
五年四班 22 22 100 
五年五班 21 21 100 
總計 105 105 100 

 

本節將分為五個部分進行分析與探討，第一部分是了解學童背景資料，與學

童於閱讀動機量表的填答情形；第二部分是了解家長在學童小學前陪伴子女進行

親子共讀之頻率與學童閱讀動機的相關情形，以皮爾森積差相關方法進行分析與

探討；第三部分是了解家長在學童小學一到四年級陪伴子女進行親子共讀之頻率

與學童閱讀動機的相關情形，以皮爾森積差相關方法進行分析與探討；第四部分

是了解家長在學童小學目前(五年級)陪伴子女進行親子共讀之頻率與學童閱讀

動機的相關情形，第五部分是以瞭解家長進行親子共讀之狀況、技巧、子女投入

共讀程度、親子正向情緒表現、父母重視子女自主性閱讀之程度與學童閱讀動機

的相關情形，並以皮爾森積差相關方法進行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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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童背景資料與學童於閱讀動機量表的填答情形 

回收 105 份有效的閱讀動機量表後，進行受測學童背景資料的敘述型統計分

析。其中男生有 52 位，佔 49.5%；女生有 53 位，佔 50.5%。學童性別分布表如

表 4-2-2 所示： 

表 4-2-2 學童性別分布表 

性別 人數 百分比(%) 

男生 52 49.5 

女生 53 50.5 

總和 105 100 

 

在學童的家庭狀況中，目前與父母同住有 92 位，佔整體的 87.6%；目前主

要與父親同住有 6 位，佔整體的 5.7%；目前主要與母親同住有 6 位，佔整體的

5.7%；目前主要與祖父母同住有 1 位，佔整體的 1.0%；目前沒有和父母、祖父

母同住，和其他親戚同住有 0 位，佔整體的 0%，學童家庭狀況分布表如表 4-2-2

所示： 

表 4-2-3 學童家庭狀況分布表 

家庭狀況 人數 百分比(%) 

目前與父母同住 92 87.6 

目前主要與父親同住 6 5.7 

目前主要與母親同住 6 5.7 

目前主要與祖父母同住 1 1.0 

目前沒有和父母、祖父母同住，和其他親戚同住 0 0 

總和 105 100 

 

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學童的閱讀動機高低，包含學童的內在閱讀動機(閱讀認

知、閱讀挑戰、閱讀好奇、閱讀投入)、外在閱讀動機(為競爭而讀、為認可而讀、

為成績而讀、為社交而讀)，並設計為單選題，學童填答分布情形如表 4-2-2。 

根據本研究動機量表之構面分析，可得知在內在閱讀動機的「閱讀認知」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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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隨著閱讀量的增加，知道自己的閱讀能力愈來愈好的學童，佔了 71%；在

五年級裡面，認為自己閱讀能力不錯的的學童，佔了 29%；能清楚說出所看過書

籍的內容的學童，佔了 47%；喜歡閱讀，是因為自己覺得閱讀很重要的學童，佔

了 50%；對於自己來說，閱讀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管道的學童，佔了 64%。 

在內在閱讀動機的「閱讀挑戰」構面中，只要是內容有趣的書，即使內容困

難，都會想辦法弄清楚書中的內容的學童，佔了 70%；喜歡閱讀能引發思考的書

的學童，佔了 59%；如果閱讀到難懂的內容時，會去請教老師、同學或家人的學

童，佔了 63%。 

在內在閱讀動機的「閱讀好奇」構面中，看到有特殊書名的書時，會忍不住

拿起來看一看的學童，佔了 83%；很喜歡看一些介紹新奇事物的書的學童，佔了

70%；對於喜歡的主題，會去找一些相關的書來看的學童，佔了 70%。 

在內在閱讀動機的「閱讀投入」構面中，有時候希望跟書中的人物當朋友的

學童，佔了 56%；閱讀時，常常會想像書中的情節和畫面的學童，佔了 77%；

閱讀時，常常會幻想進入書中的世界的學童，佔了 60%；能從不同種類的書中感

受到閱讀的快樂的學童，佔了 69%。 

在外在閱讀動機的「為競爭而讀」構面中，希望能成為全班閱讀力最棒的的

學童，佔了 46%；希望自己看的書比別人多的學童，佔了 40%；為了自己的閱

讀能力比同學好，會花更多時間閱讀的學童，佔了 38%。 

在外在閱讀動機的「為認可而讀」構面中，為了獲得家長或師長的獎勵，願

意多看書的學童，佔了 40%；喜歡別人稱讚自己看很多書的學童，佔了 49%；

為了得到同學的肯定和讚賞，會多看書的學童，佔了 38%；會去閱讀，是因為大

家都說閱讀是件好事的學童，佔了 52%；如果有家長或師長的鼓勵和支持，會更

愛閱讀的學童，佔了 54%。 

在外在閱讀動機的「為成績而讀」構面中，為了提高自己的成績，願意多閱

讀的學童，佔了 63%；認為多閱讀確實使自己的成績進步的學童，佔了 59%；

為了讓自己的成績變好，就是願意閱讀的主要理由的學童，佔了 38%。 

在外在閱讀動機的「為社交而讀」構面中，會為了要和同學討論書中的情節

而去閱讀一本書的學童，佔了 46%；聽到別人談論我不懂的內容，會主動找書來

看的學童，佔了 44%；為了和同學有共同的話題，願意多花一點時間閱讀的學童，

佔了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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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學童閱讀動機填答分布表 

構面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閱讀 
認知 

隨著閱讀量的增

加，我知道我的閱讀

能力愈來愈好 

34 
(32.4%) 

41 
(39.0%) 

23 
(21.9%) 

5 
(4.8%) 

2 
(1.9%) 

3.95 0.954 

在我這個年級裡

面，我是閱讀能力不

錯的人 

13 
(12.8%) 

19 
(18.1%) 

49 
(46.7%) 

16 
(15.2%) 

8 
(7.6%) 

3.12 1.062 

我能清楚說出所看

過書籍的內容 
21 

(20.6%) 
28 

(27.5%) 
34 

(33.3%) 
16 

(15.7%) 
3 

(2.9%) 
3.47 1.078 

我喜歡閱讀，那是因

為我覺得閱讀很重

要 

26 
(25.2%) 

26 
(25.2%) 

30 
(29.1%) 

16 
(15.5%) 

5 
(4.9%) 

3.50 1.170 

對於我來說，閱讀是

一個很重要的學習

管道 

41 
(39.0%) 

26 
(24.8%) 

27 
(25.7%) 

7 
(6.7%) 

4 
(3.8%) 

3.88 1.120 

閱讀 
挑戰 

只要是內容有趣的

書，即使內容困難，

我都會想辦法弄清

楚書中的內容 

42 
(40.0%) 

33 
(31.4%) 

15 
(14.3%) 

8 
(7.6%) 

7 
(6.7%) 

3.90 1.205 

我喜歡閱讀能引發

我思考的書 
29 

(27.9%) 
32 

(30.8%) 
31 

(29.8%) 
6 

(5.8%) 
6 

(5.8%) 
3.69 1.115 

如果閱讀到難懂的

內容時，我會去請教

老師、同學或家人 

28 
(27.2%) 

38 
(36.9%) 

20 
(19.4%) 

11 
(10.7%) 

6 
(5.8%) 

3.68 1.154 

閱讀 
好奇 

我看到有特殊書名

的書時，會忍不住拿

起來看一看 

61 
(58.1%) 

26 
(24.8%) 

9 
(8.6%) 

4 
(3.8%) 

5 
(4.8%) 

4.27 1.087 

我很喜歡看一些介

紹新奇事物的書 
50 

(48.1%) 
23 

(22.1%) 
22 

(21.2%) 
5 

(4.8%) 
4 

(3.8%) 
4.05 1.113 

對於喜歡的主題，我

會去找一些相關的

書來看 

48 
(45.7%) 

26 
(24.8%) 

25 
(23.8%) 

4 
(3.8%) 

2 
(1.9%) 

4.08 1.010 

閱讀 
投入 

有時候我真希望跟

書中的人物當朋友 
42 

(40.0%) 
18 

(17.1%) 
23 

(21.9%) 
16 

(15.2%) 
6 

(5.7%) 
3.70 1.292 

閱讀時，我常常會想

像書中的情節和畫

面 

57 
(54.3%) 

25 
(23.8%) 

15 
(14.3%) 

6 
(5.7%) 

2 
(1.9%) 

4.22 1.021 

閱讀時，我常常會幻 38 
(36.2%) 

26 
(24.8%) 

26 
(24.8%) 

8 
(7.6%) 

7 
(6.7%) 

3.76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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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想進入書中的世界 
我能從不同種類的

書中感受到閱讀的

快樂 

40 
(38.1%) 

33 
(31.4%) 

23 
(21.9%) 

5 
(4.8%) 

4 
(3.8%) 

3.95 1.068 

為競爭

而讀 

我希望能成為全班

閱讀力最棒的人 
22 

(21.0%) 
26 

(24.8%) 
32 

(30.0%) 
14 

(13.3%) 
11 

(10.5%) 
3.32 1.244 

我希望我看的書比

別人多 
20 

(19.4%) 
22 

(21.4%) 
39 

(37.9%) 
16 

(15.5%) 
6 

(5.7%) 
3.33 1.132 

為了我的閱讀能力

比同學好，我會花更

多時間閱讀 

20 
(19.2%) 

20 
(19.2%) 

34 
(32.7%) 

19 
(18.3%) 

11 
(10.6%) 

3.18 1.244 

為認可

而讀 

為了獲得家長或師

長的獎勵，我願意多

看書 

22 
(21.0%) 

20 
(19.0%) 

35 
(33.3%) 

20 
(19.0%) 

8 
(7.6%) 

3.26 1.211 

我喜歡別人稱讚我

看很多書 
26 

(24.8%) 
25 

(23.8%) 
35 

(33.3%) 
15 

(14.3%) 
4 

(3.8%) 
3.51 1.127 

為了得到同學的肯

定和讚賞，我會多看

書 

17 
(16.3%) 

23 
(22.1%) 

34 
(32.7%) 

21 
(20.2%) 

9 
(8.7%) 

3.17 1.186 

我會去閱讀，是因為

大家都說閱讀是件

好事 

23 
(21.9%) 

32 
(30.5%) 

28 
(26.7%) 

10 
(9.5%) 

12 
(11.4%) 

3.41 1.254 

如果有家長或師長

的鼓勵和支持，我會

更愛閱讀 

26 
(24.6%) 

31 
(29.5%) 

32 
(30.5%) 

9 
(8.6%) 

7 
(6.7%) 

3.57 1.150 

為成績

而讀 

為了提高我的成

績，我願意多閱讀 
35 

(34.0%) 
31 

(30.1%) 
26 

(25.2%) 
6 

(5.8%) 
5 

(4.9%) 
3.82 1.115 

我認為多閱讀確實

使我的成績進步 
29 

(27.8%) 
32 

(30.8%) 
28 

(26.9%) 
9 

(8.7%) 
6 

(5.8%) 
3.66 1.145 

為了讓我的成績變

好，那是我願意閱讀

的主要理由 

19 
(18.1%) 

21 
(20.0%) 

28 
(26.7%) 

22 
(21.0%) 

15 
(14.3%) 

3.06 1.310 

為社交

而讀 

我會為了要和同學

討論書中的情節而

去閱讀一本書 

21 
(20.2%) 

27 
(26.0%) 

29 
(27.9%) 

16 
(15.4%) 

11 
(10.6%) 

3.29 1.253 

聽到別人談論我不

懂的內容，我會主動

找書來看 

21 
(20.4%) 

25 
(24.3%) 

33 
(32.0%) 

18 
(17.5%) 

6 
(5.8%) 

3.35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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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為了和同學有共同

的話題，我願意多花

一點時間閱讀 

33 
(31.4%) 

24 
(22.9%) 

25 
(23.8%) 

11 
(10.5%) 

12 
(11.4%) 

3.52 1.338 

 

依照上述數據，可整理出表 4-2-5，了解內在閱讀動機與外在閱讀動機中各

構面平均數的分布。 

表 4-2-5 閱讀動機量表構面平均數分布表 

 構面 平均數 

內在構面 

閱讀認知 3.58 

閱讀挑戰 3.75 

閱讀好奇 4.13 

閱讀投入 3.90 

外在構面 

為競爭而讀 3.27 

為認可而讀 3.38 

為成績而讀 3.51 

為社交而讀 3.38 

 

綜上所述，桃園市某國小五年級學童之閱讀動機中排名最高之構面為閱讀好

奇，在平均數中獲得 4.13 分；其次則是閱讀投入的構面，在平均數中獲得 3.90

分；第三名是閱讀挑戰的構面，平均數獲得 3.75 分，皆為內在閱讀動機。 

從表 4-2-5 中可進一步分析，在「內在閱讀動機」中，得分最高的是「閱讀

好奇」構面當中的題目：「我看到有特殊書名的書時，會忍不住拿起來看一看」，

平均數為 4.27 分，顯示當書籍的書名具有特殊性時，最能引發學童的閱讀動機。

而在「內在閱讀動機」中得分最低的是「閱讀認知」當中的題目：「在我這個年

級裡面，我是閱讀能力不錯的人」，平均數為 3.12 分，顯示學童對於自己在同儕

間的閱讀能力較無自信。 

而在「外在閱讀動機」中，得分最高的是「為成績而讀」構面當中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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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高我的成績，我願意多閱讀」，平均數為 3.82 分，顯示當學童認知到閱

讀能夠提高自己的學業成績時，是引發閱讀動機的因素之一。而在「外在閱讀動

機」中得分最低的一樣是「為成績而讀」構面當中的題目：「為了讓我的成績變

好，那是我願意閱讀的主要理由」，平均數為 3.06 分，顯示對於學童來說，雖然

為了提高自己的學業成績，自己願意多閱讀，但學業成績並非是引發學童閱讀的

主要原因，可能還有其他主要原因吸引學童閱讀。 

在本研究中，閱讀動機量表的總分為 145 分，學童的閱讀動機量表得分越

高，代表閱讀動機越高。從圖 4-2-1 中可得知，桃園市某國小五年級學童的閱讀

動機大都分布於 100 分，共計 15 人次；次高分為 90、95、105 分，分別有 30

人次，平均分數為 103.88 分。本研究中學童在閱讀動機量表之得分分布，如下

圖 4-2-1 所示： 

  

 

圖 4-2-1 學童閱讀動機總分分布直方圖 

 

 

第三節 親子共讀對於學童閱讀動機之影響 

 

 本研究以家長在三個階段：小學前、一到四年級、目前(五年級)進行親子共

讀之頻率，採李克特 6 點量表計分。本節將進一步探討家長進行親子共讀之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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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童閱讀動機之相關，與探討家長進行親子共讀之方式與學童閱讀動機的相關

情形。 

壹、親子共讀之頻率與學童閱讀動機的相關情形 

由問卷中的數據整理後，以皮爾森積差相關方法將親子共讀在學童小學目前

(五年級)、一到四年級、小學前實施之頻率與學童的閱讀動機的相關情形作分

析，分析結果如表 4-3-1： 

表 4-3-1 親子共讀頻率與學童閱讀動機的積差相關(N=97) 

階段 閱讀動機積差相關 

親子共讀在學童小學目前(五年級)實施之頻率 .207 

親子共讀在學童一到四年級實施之頻率 .145 

親子共讀在學童小學前實施之頻率 .037 

 

 根據上表可知，親子共讀在學童學習的三個階段實施之頻率與學童閱讀動機

皆呈現低度相關，在皮爾森相關係數中，相關係數絕對值為 0.1~0.39 間，則相關

程度為低度相關。根據上表，積差相關係數絕對值皆小於.400，代表親子共讀實

施之頻率，和學童閱讀動機為「低度相關」。 

 

貳、家長進行親子共讀之方式與學童閱讀動機的相關情形 

 依照親子共讀實施問卷中的題目，分為五個構面，分別是家庭共讀狀況、父

母重視語文技巧、子女投入共讀程度、親子正向情緒表現、父母重視子女自主性

閱讀之程度，分析親子共讀實施的態度與方式和學童閱讀動機的積差相關，見表

4-2-5： 

表 4-3-2 親子共讀實施的態度與方式和學童閱讀動機的積差相關 

構面 閱讀動機 

家庭共讀狀況 .138 

父母重視語文技巧 -.074 

子女投入共讀程度 -.005 

親子正向情緒表現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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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閱讀動機 

父母重視子女自主性閱讀之程度 -.225* 

     *：相關性在 0.05 層級上顯著(雙尾)。 

 

 從表 4-3-2 中可得知親子共讀實施的態度與方式和學童閱讀動機的積差相關

分析，在家庭共讀狀況(r=.138)、父母重視語文技巧(r=-.074)、子女投入共讀程度

(r=-.005)、親子正向情緒表現(.018)這幾個構面中，未達顯著水準；而在父母重視

子女自主性閱讀之程度(r=-.225)的構面中達到顯著相關，且相關係數絕對值小

於.400，代表親子共讀實施的態度和方式中，父母重視子女自主性閱讀之程度與

學童閱讀動機為「顯著低度負相關」。由以上數據可知，父母重視子女自主性閱

讀之程度與學童的閱讀動機有相關。 

 

 

第四節 親子共讀對於學童學習成效之影響 

 

本節旨在了解桃園市某國小五個五年級之班級的學童國語文學習成效與親

子共讀間的關係，分別從學童於兩次國語文定期測驗中閱讀測驗與短文寫作之得

分、學童小學前之共讀頻率與國語文學習成效之關係、學童一到四年級之共讀頻

率與國語文學習成效之關係、學童目前（五年級）之共讀頻率與國語文學習成效

之關係等四個層面進行分析。桃園市某國小共有五個五年級的班級，學童人數共

106 人，以五年級上學期國語期末測驗與五年級下學期國語期中測驗為國語文學

習成效之判別依據，共有 106 位學童接受測驗，因此兩次定期測驗的測驗率為

100%，百分比皆四捨五入至小數點第一位，各班級於兩次定期測驗在成語填充

題、閱讀測驗與短文寫作之得分分布、學童兩次定期測驗平均分數列表詳見表

4-4-1、表 4-4-3。 

壹、學童於兩次國語文定期測驗中閱讀測驗與短文寫作之得分分析 

 本研究以桃園市某國小五年級國語文定期測驗來檢測學童的國語文學習成

效，為求數據準確，運用五年級上學期國語期末定期測驗與五年級下學期國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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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定期測驗之得分檢測，本研究將以國語定期測驗中「成語填充題」、「閱讀測驗」

與「短文寫作」的大題之總得分計算，施測學童得分越高，則表示閱讀理解能力

越佳。 

 

表 4-4-1 五年級上學期學童國語文期末定期測驗分數列表 

大題 分數 人次 百分比(%) 

成語填空 

1 0 0 

2 1 0.9 

3 0 0 

4 7 6.6 

5 1 0.9 

6 17 16.0 

7 2 1.9 

8 50 47.2 

9 0 0 

10 28 26.4 

閱讀測驗 

1 0 0 

2 1 0.9 

3 0 0 

4 1 0.9 

5 0 0 

6 7 6.6 

7 0 0 

8 7 6.6 

9 0 0 

10 23 21.7 

11 0 0 

12 25 23.6 

13 0 0 

14 32 30.2 

15 0 0 

16 10 9.4 

短文寫作 

0 4 3.8 

1 0 0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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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題 分數 人次 百分比(%) 

3 3 2.8 

4 3 2.8 

5 8 7.5 

6 19 17.9 

7 22 20.8 

8 14 13.2 

9 24 22.6 

10 9 8.5 

 

 從表 4-4-1 中可得知，在五年級上學期學童國語文期末定期測驗分數中，各

大題學生得分之分布。在「成語填空」大題中，有 47.2%的學生得到 8 分；有 26.4%

學生得到 10 分，代表有七成以上的學生可在本大題獲得 8 分以上。在「閱讀測

驗」大題中，有 30.2%的學生可得到 14 分，有 23.6%的學生可得到 12 分，有 9.4%

的學生可得到滿分 16 分，代表有六成以上的學生可在本大題獲得 12 分以上。在

「短文寫作」大題中，有 22.6%的學生得到 9 分，有 20.8%的學生得到 7 分，根

據表 4-3-1 可得知，有六成以上的學生在本大題得到 7 分以上。 

根據表 4-4-1 之統計，可得出以下結果：在「成語填空」大題中，學生的平

均數為 7.83；在「閱讀測驗」大題中的平均數為 11.71；在「短文寫作」中的平

均數為 7.04。在「成語填空」大題中，學生的標準差為 1.789；在「閱讀測驗」

大題中的標準差為 2.926；在「短文寫作」中的標準差為 2.209。 

 

表 4-4-2 五年級上學期學童國語文期末定期測驗分數比較表 

大題 平均數 標準差 

成語填空（滿分 10 分） 7.83 1.789 

閱讀測驗（滿分 16 分） 11.71 2.926 

短文寫作（滿分 10 分） 7.04 2.209 

 

「成語填空」和「短文寫作」大題之大題配分皆為 10 分，由表 4-4-2 可得

知學生得分的平均數在「成語填空」大題的表現普遍較「短文寫作」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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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五年級下學期學童國語文期中定期測驗分數列表 

大題 分數 人次 百分比(%) 

成語填空 

1 0 0 

2 0 0 

3 0 0 

4 0 0 

5 0 0 

6 2 1.9 

7 2 1.9 

8 25 24.0 

9 8 7.7 

10 67 64.4 

閱讀測驗 

1 0 0 

2 1 1.0 

3 0 0 

4 1 1.0 

5 0 0 

6 2 1.9 

7 0 0 

8 8 7.7 

9 0 0 

10 11 10.6 

11 0 0 

12 21 20.2 

13 0 0 

14 39 37.5 

15 0 0 

16 21 20.2 

短文寫作 

0 3 2.9 

1 1 1.0 

2 0 0 

3 2 1.9 

4 6 5.8 

5 7 6.7 

6 9 8.7 

7 14 13.5 

8 15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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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題 分數 人次 百分比(%) 

9 29 27.9 

10 18 17.3 

 

從表 4-4-3 中可得知，在學童五年級下學期國語文期中定期測驗分數中，各

大題學生得分之分布。在「成語填空」大題中，有 64.4%學生得到 10 分；有 24.0%

的學生得到 8 分，有 7.7%的學生得到 9 分，代表有九成以上的學生可在本大題

獲得 8 分以上。在「閱讀測驗」大題中，有 37.5%的學生可得到 14 分，有 20.2%

的學生可得到 12 分和 16 分，代表有七成以上的學生可在本大題獲得 12 分以上。

在「短文寫作」大題中，有 27.9%的學生得到 9 分；有 17.3%的學生得到 10 分，；

有 14.4%的學生得到 8 分，有 13.5%的學生得到 7 分，根據表 4-4-3 可得知，有

六成以上的學生在本大題得到 7 分以上。 

根據表 4-4-3 之統計，可得出以下結果：在「成語填空」大題中，學生的平

均數為 9.30；在「閱讀測驗」大題中的平均數為 12.75；在「短文寫作」中的平

均數為 7.49。在「成語填空」大題中，學生的標準差為 1.024；在「閱讀測驗」

大題中的標準差為 2.858；在「短文寫作」中的標準差為 2.360。 

 

表 4-4-4 五年級下學期學童國語文期中定期測驗分數比較表 

大題 平均數 標準差 

成語填空（滿分 10 分） 9.30 1.024 

閱讀測驗（滿分 16 分） 12.75 2.858 

短文寫作（滿分 10 分） 7.49 2.360 

 

 「成語填空」和「短文寫作」大題之大題配分皆為 10 分，由表 4-4-4 可得

知學生得分的平均數在「成語填空」大題的表現普遍較「短文寫作」高分。 

 根據五年級上學期期末定期測驗與五年級下學期期中定期測驗之數據，可比

較兩次定期測驗之差異，詳如表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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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 兩次定期測驗平均數比較表 

大題 

平均數 
成語填空 閱讀測驗 短文寫作 

五上期末定期測驗 7.83 11.71 7.04 

五下期中定期測驗 9.30 12.75 7.49 

兩次定期測驗平均數 8.565 12.230 7.265 

兩次平均數的差異 +1.47 +1.04 +0.45 

 

 由表 4-4-5 得知，經兩次定期測驗平均數之分析，結果顯示五下期中定期測

驗成語填空、閱讀測驗、短文寫作之平均分數皆高於五上期末定期測驗。 

 

貳、親子共讀頻率與學童學習成效的相關情形 

 本研究以家長在三個階段：小學前、一到四年級、目前(五年級)進行親子共

讀之頻率，採李克特 6 點量表計分，在此將進一步探討家長進行親子共讀之頻率

與學童學習成效之相關。 

 

 

表 4-4-6 親子共讀頻率與學童學習成效的積差相關(N=98) 

親子共讀頻率 閱讀成效積差相關 

親子共讀在學童小學目前(五年級)實施之頻率 -.079 

親子共讀在學童一到四年級實施之頻率 -.019 

親子共讀在學童小學前實施之頻率 .282**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根據上表可知，親子共讀在學童學習的三個階段實施之頻率與學童學習成效

皆呈現低度相關，而相關係數絕對值皆小於.400，代表親子共讀實施之頻率，和

學童閱讀成效為「低度相關」，依據數據可得知，在三個階段中，親子共讀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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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小學前實施之頻率與學習成效的相關性為最高。 

 

參、親子共讀實施方式與學童學習成效的相關情形 

 本研究以家長在實施親子共讀時，「父母重視語文技巧」、「子女投入共讀程

度」、「親子正向情緒表現」、「父母重視子女自主性閱讀之程度」為四個構面，採

李克特 5 點量表計分，在此將進一步探討家長進行親子共讀之方式與學童學習成

效之相關。 

 

表 4-4-7 親子共讀方式與學童學習成效的積差相關(N=98) 

親子共讀實施構面 閱讀成效積差相關 

父母重視語文技巧 .243* 

子女投入共讀程度 .231* 

親子正向情緒表現 .317** 

父母重視子女自主性閱讀之程度 .205* 

*：相關性在 0.05 層級上顯著(雙尾)。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根據上表可知，親子共讀實施的方式與學童學習成效大部分呈現低度相關，

而相關係數絕對值也小於.400，只有「親子正向情緒表現」之積差相關為.317**，

雖為低度相關，但與學習成效的相關性為最高。 

肆、學童閱讀動機與閱讀成效的相關情形 

由學童兩次定期測驗中的數據整理後，可得出成語填空、閱讀測驗、短文寫

作之平均分數，以此作為學習成效之分數；並以學童閱讀動機量表之總分，分析

學童閱讀動機和學童閱讀成效之積差相關，詳見表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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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8 學童閱讀動機與學童閱讀成效的積差相關(N=103) 

閱讀動機量表 閱讀成效積差相關 顯著性(雙尾) 

總分 .251* .011 

*：相關性在 0.05 層級上顯著(雙尾)。 

 

根據上表可知，經由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學童閱讀動機量表之總

分對學童閱讀成效呈現低度相關。 

依照學童閱讀動機可再細分為內在閱讀動機(構面：「閱讀認知」、「閱讀挑

戰」、「閱讀好奇」、「閱讀投入」)與外在閱讀動機(構面：「為競爭而讀」、「為認

可而讀」、「為成就而讀」、「為社交而讀」)，分析學童各項閱讀動機和學童閱讀

成效的積差相關，見表 4-4-9： 

 

表 4-4-9 學童各項閱讀動機與學童閱讀成效的積差相關(N=103) 

 閱讀動機構面 閱讀成效積差相關 

內在閱讀動機 

(.369**) 

閱讀認知 .280** 

閱讀挑戰 .137 

閱讀好奇 .396** 

閱讀投入 .374** 

外在閱讀動機 

(.113) 

為競爭而讀 .216* 

為認可而讀 .059 

為成就而讀 .012 

為社交而讀 .098 

*：相關性在 0.05 層級上顯著(雙尾)。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由表 4-4-9 可知，經由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若學童有內在閱讀動

機，則與學童閱讀成效呈現低度相關；若學童有外在學習動機，則與學童閱讀成

效呈現低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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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內在閱讀動機中，又以「閱讀投入」的相關性最高(0.374)，為低度相關，

相關性最低則為「閱讀挑戰」(0.137)。 

而在外在閱讀動機中，以「為競爭而讀」的相關性最高(0.216*)，以「為成

就而讀」的相關性最低(0.012)，然而兩個構面皆與閱讀成效為低度相關。 

 

第五節 綜合討論 

 

本節旨在運用上述的資料分析，針對國小五年級學童家中進行親子共讀之現

況、親子共讀之背景變項與學童閱讀動機之差異性、親子共讀之背景變項與學童

閱讀成效之差異分析對研究成果做整體的敘述，並與相關文獻做交互對照。 

壹、國小五年級學童家中進行親子共讀之現況 

由表 4-1-3、表 4-1-4、表 4-1-5 可得知，現在的五年級學童在小學前家中會

進行親子共讀的比率占了 96%；在一到四年級會進行親子共讀的比率佔了 88%；

到了五年級後仍會進行親子共讀的比率佔了 56.4%，顯示學齡前會進行親子共讀

的家庭偏高，然而隨著學童年級增長，進行親子共讀的比率也隨之下降。 

再深入探究學童家中課外讀物藏書量，可由表 4-1-6 看到有 97%的學童家中

的藏書量有至少 50 本以上。而家長帶學童至圖書館閱讀頻率，可由表 4-1-7 發

現有 73.4%以上的家長會帶孩童到圖書館閱讀，顯示桃園市某國小五年級學童之

家庭大多都能夠提供閱讀的機會與環境。 

親子共讀實施問卷中同時調查家長進行親子共讀時的經驗，此經驗可分為四

個構面(父母重視語文技巧、子女投入共讀程度、親子正向情緒表現、父母重視

子女自主性閱讀之程度)來看。 

由表 4-1-8 可看到，在「父母重視語文技巧」構面中，又以「我會在共讀時

問子女共讀內容的各種問題」題項最高(M=3.60)，次高的題項則為「共讀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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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重視指導子女學習認讀國字或注音符號」(M=3.42)，顯示家長在進行親子共

讀時，較注重讓學童進行當下文本的理解，因此會以問答和學童進行互動，以確

認學童理解文本。 

在「子女投入共讀程度」構面中，以「共讀後，子女常記得共讀時所發現的

有趣內容或圖片」題項最高(M=3.76)，次高題項則為「共讀過程，子女通常專注

投入的和我討論共讀的內容或圖片」(M=3.66)，顯示進行共讀時，最能吸引學童

注意並提高參與度的是共讀的內容和圖片，家長在選擇適合的讀本時，可以以此

做為選書的參考向度之一，針對學童的閱讀興趣與喜好選擇適合之讀本，增進學

童閱讀的動機。 

在「親子正向情緒表現」構面中的題目只有兩題，題項「共讀過程，子女常

會開心的笑」(M=3.91)平均數略高於「共讀過程，我會覺得很快樂」(M=3.88)，

但可以從兩個題項中發現桃園市某國小五年級學童之家庭在進行親子共讀時，親

子間大多都能進行良好的互動。 

在「父母重視子女自主性閱讀之程度」構面中，「共讀過程，我重視子女自

己主動表達對讀物內容(圖片)的疑問或看法」(M=3.92)題項最高，顯示家長給予

學童許多自主表達之空間，也可藉由互動問答的方式，共同分享討論於讀本中的

見解與想法。 

由表 4-1-8 可得知，家長在進行親子共讀時各構面平均得分皆超過李克特 5

點量表平均值 3 以上，顯示整體家庭進行親子共讀時能，父母能成為學童的閱讀

夥伴，此與過去多數研究(Ellis，1995；Diehl，2000；王雅慧，2009；林珮伃，

2009；蔡麗惠，2010)一致。 

貳、進行親子共讀與學童閱讀動機之相關性 

 此部分主要分析進行親子共讀與學童閱讀動機之相關性，以下將進行親子共

讀的頻率及方式項目整理成表 4-5-1，並將結果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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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親子共讀與學童閱讀動機相關情形彙整表 

 是否相關 相關情形 

在學童小學目前(五年級)實施之頻率 是 低相關 

在學童一到四年級實施之頻率 是 低相關 

在學童小學前實施之頻率 是 低相關 

父母重視語文技巧 是 低度負相關 

子女投入共讀程度 是 低度負相關 

親子正向情緒表現 是 低相關 

父母重視子女自主性閱讀之程度 是 低度負相關 

 

 由上述彙整表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學童在任何學習階段中實施親子共讀，皆

和學童的學習動機有相關；而家長進行親子共讀的方式，也和學童的學習動機有

關，即使相關程度不高，但仍會對學習成效產生影響。 

參、進行親子共讀與學童學習成效之相關性 

 此部分主要分析進行親子共讀與學童閱讀動機之相關性，以下將進行親子共

讀的頻率及方式項目整理成表 4-5-2，並將結果分述如下： 

 

表 4-5-2 親子共讀與學童學習成效相關情形彙整表 

 是否相關 相關情形 

在學童小學目前(五年級)實施之頻率 是 低度負相關 

在學童一到四年級實施之頻率 是 低度負相關 

在學童小學前實施之頻率 是 低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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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相關 相關情形 

父母重視語文技巧 是 低相關 

子女投入共讀程度 是 低相關 

親子正向情緒表現 是 低相關 

父母重視子女自主性閱讀之程度 是 低相關 

 

 由上述彙整表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學童在任何學習階段中實施親子共讀，皆

和學童的學習成效有相關；而家長進行親子共讀的方式，也和學童的學習成效有

關，即使相關程度不高，但仍會對學習成效產生影響。 



DOI:10.6814/NCCU20190020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5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桃園市某國小五年級學童進行親子共讀對於其閱讀動機

與學習成效之影響分析，本章歸納統計分析所得到的結果與發現撰寫結論，並提

出具體可行之建議，以作為未來國民小學教師與家長作為運用親子共讀增進學童

閱讀動機與學習成效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依據第四章結果與討論，本研究的結論歸納如下： 

壹、國小五年級學童家中進行親子共讀之現況 

 一、親子共讀之頻率會隨著學童年級增長而下降 

 本研究調查國小五年級學童在國小前、一到四年級、五年級(目前)進行親子

共讀的頻率，發現隨著年級增加，家中進行親子共讀的頻率也隨之降低。研究顯

示，學童在國小前，家中「幾乎不」或「從不」進行親子共讀的比例僅佔 4%；

學童在國小一到四年級時，家中「幾乎不」或「從不」進行親子共讀的比例佔

12%；學童五年級(目前)時，家中「幾乎不」或「從不」進行親子共讀的比例卻

佔了 43.5%，由此可知家庭共讀頻率隨年級增長而降低。 

 二、家長進行親子共讀時能運用各種策略，增加共讀活動的多元性 

 在「親子共讀實施問卷」中同時調查家長進行親子共讀時的經驗，此問卷為

李克特 5 點量表，將進行方式分成四個構面，分別是：「父母重視語文技巧」、「子

女投入共讀程度」、「親子正向情緒表現」、「父母重視子女自主性閱讀之程度」，

四個構面的平均數皆在平均數 3.5 以上，顯示家長大多都能運用各種不同策略，

增加親子共讀活動的多樣化。而其中又以「親子正向情緒表現」平均數為最高

(M=3.89)，顯示家長和學童在進行親子共讀時都能有愉悅、快樂的感受。此結果

亦與王國馨(2002)提到透過親子共讀，能夠增加親子間的溝通，並改善家庭親子

關係之結果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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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進行親子共讀與學童閱讀動機具有相關性 

 一、進行親子共讀的頻率會影響學童閱讀動機，但兩者只有低度相關性 

 由本研究得知親子共讀的頻率與學童閱讀動機只具有低度相關性，而其中又

以「親子共讀在學童小學目前(五年級)實施之頻率」與閱讀動機的相關性為最

高，顯示親子共讀在各學習階段之頻率與學童的閱讀動機相關性低，但五年級實

施親子共讀頻率越高，與學童的閱讀動機也越相關。然而由於隨著年級漸增，家

長可能認為孩子已經成長，能夠獨立閱讀與學習，因此也較少撥空陪伴共讀，若

家長能增加陪伴高年級孩子共讀的時間，也可能繼續提高學童的閱讀動機。如同

前述的各種內、外在動機都會影響學童的閱讀動機，影響學童閱讀動機的因素眾

多，而家長陪伴親子共讀的頻率只是其中一項因素，因此可再探討其他影響學童

閱讀動機的因素。 

 二、進行親子共讀的方式會影響學童閱讀動機，但兩者只有低度相關性 

 由本研究得知行親子共讀的方式與學童閱讀動機只有低度相關性，可見學童

在家長進行親子共讀之態度與方式(「父母重視語文技巧」、「子女投入共讀程

度」、「親子正向情緒表現」、「父母重視子女自主性閱讀之程度」)與學童閱讀動

機為低相關。 

參、進行親子共讀與學童學習成效具有相關性 

 一、在不同學習階段時，進行親子共讀的頻率和學童學習成效之相關性也不

同 

 由本研究可得知，在國小前進行親子共讀與學童學習成效相關性為最高，且

達到顯著水準，而在學童小學階段一到五年級(目前)進行親子共讀與學童學習成

效則為負相關，雖與多數研究(黃瑞琴，1997；林天祐，1986；徐庭蘭，2004；

柯華葳，2006；林依曄，2009)結果不一致，惟以上研究較聚焦於學童綜合性的

學習成效，與本研究中主要探討的國語文學習成效有些許不同，因此值得往後再

做其他面向之探討。 

 二、進行親子共讀與學童學習成效有相關 

 在本研究中可看到，進行親子共讀時的態度與方式也與學童的學習成效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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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雖在「親子共讀問卷」中，每個構面與學童學習成效都僅有低度相關或低度

負相關，但仍顯示共讀的頻率與家長進行的方式、重視的構面，都會影響學童的

學習成效。眾多研究皆發現進行親子共讀時，家長的提問與引導能促進學童思

考，使學童理解文本後，發展出讀寫能力，並有效促進往後的閱讀理解能力與學

習成效（Fletcher & Reese, 2005；Van Kleeck, 2008；Hiebert & Kamil, 2010），本

研究中的結果與上述研究結果較不同之處，在於發現兩者間僅有低度相關。然

而，有此不同之處在於本研究探究的是整體家長、學童的行為或表現，而上述文

獻中則是將家長與學生做配對，因而能依照個別狀況進行分析。 

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分析與結論，以下分別就學校行政單位、學校教師及家長提出

建議，最後檢討本研究歷程及結果，對未來提出進一步努力的方向。 

壹、對學校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制訂完善的閱讀推動課程 

  成功的閱讀推動需要有學校和家長的支持，才能使學童受益。學校若在

設計相關的閱讀活動時能提高家長的參與度，讓家長也能到學校參與，則親

子共讀也能發揮更大助益。 

二、舉辦相關親子共讀活動與講座 

 根據本研究結果可看到，隨著學童年紀增長，家長進行親子共讀之頻率

也逐漸下降。家長減少親子共讀之頻率可能有很多原因，例如：工作繁忙、

認為孩子長大了，以自主意識能夠選擇適合之書籍…等，若學校能提供更多

與親子共讀相關之教育講座，也能夠提供家長看見更多新的教育觀念，陪伴

孩子共同學習。 

貳、對學校教師的建議 

 一、針對能引發學童閱讀動機之方式給予適當之增強 

 於本研究中可發現，閱讀動機可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而又能從當中分

成八個構面的閱讀動機。從研究結果中可發現，不同的閱讀動機也會影響閱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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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若教師能了解學生「為何而讀」，珍對學生之特性適性給予獎勵或增強，便

可鼓勵學生多加閱讀。 

 二、運用多元方式評估學生在閱讀過後的學習成效 

 在本研究中，以兩次國語定期測驗之「成語填空、閱讀測驗、短文寫作」之

分數分析學童的學習成效，然而了解學習成效的方式十分多元，除了正式的紙筆

測驗外，教師可善用「聽、說、讀、寫」之方式，讓學童以不同方式呈現閱讀後

的成果，不但符合多元智能理論，也能增進評量的公正性與趣味性。 

 三、與家長合作，共創雙贏閱讀學習 

 在平日班級經營中提供能讓學生與家長共同完成之閱讀任務，可以是一起共

讀一本書、一起為書本寫書評、互相推薦好書、一起去逛書店…等內容，針對不

同年級之學生提供不同難度之共讀任務，讓各年段學童之家長在實行親子共讀上

更有方向，使閱讀學習持續紮根於家庭和學校。 

參、對家長的建議 

 一、持續親子共讀之進行，運用多樣化方式陪伴孩子共讀 

 在本研究結果中發現，隨著學童升上高年級，家庭中會進行親子共讀之頻率

也開始下降，而不再進行親子共讀之家庭之數量也增多。閱讀是一輩子的學習，

建議家長可以持續進行親子共讀，即使每天只能共讀 10 分鐘，也能夠讓孩子日

積月累的累積閱讀能力。此外，運用各種多元方式陪伴孩子閱讀，也更能吸引孩

子的注意力，讓親子共讀成為家庭生活中一段美好的時光。 

 二、隨時接收新知，更新親子共讀的新觀念 

 學習的方式日新月異，孩子吸收新知識的管道也日趨多元，在本研究中調查

家長在親子共讀進行時在意的要素，發現家長們會重視共讀時的技巧、子女投入

共讀程度、親子正向情緒表現與子女自主性閱讀之程度，建議家長可時常運用各

種媒體或方式更新親子共讀觀念，讓引導親子共讀變得更加得心應手。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為探討學童進行親子共讀對於其閱讀動機與學習成效之影響，本研究以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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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某國小五年級為例，利用問卷調查法與測驗的檢測蒐集研究資料。雖在研究架

構和方法上力求客觀嚴謹，在蒐集資料上也力求完整確實，但限於研究對象、研

究方法及研究範圍之限制，無法擴及全台各校五年級之學生，對於未能深入探討

的部分，在此提出三點有關親子共讀進一步研究的建議，留待後續研究之方向。 

壹、深入分析研究親子共讀各種面向對於閱讀動機與學習成效之

影響 

本研究主要針對親子共讀在各個學習階段進行之頻率對閱讀動機與學習成

效之影響做探討，然而能夠影響閱讀動機與學習成效的因素十分多元，往後的研

究可增加探討各種面向，例如：親子共讀實施之方式、親子共讀實施之地點、親

子共讀實施之人員…等，據以了解各項親子共讀之變項與學童閱讀動機、閱讀成

效之關係。 

貳、運用其他研究方法探討親子共讀對於閱讀動機與學習成效之

影響 

本研究運用問卷調查法與測驗了解親子共讀實施情形與學童學習動機和學

習成效之影響。然而除了本方法外，也可以使用訪談法深入了解親子共讀實施現

況，藉由訪談與受訪者面對面交流，了解更多相關訊息。閱讀動機之研究工具也

可以使用不同動機量表，增加研究不同的解釋性；而學習成效的評測也可使用不

同的測驗方式獲得數據，例如：國教院學力檢測等，使研究解釋可有更多可能性。 

參、研究不同地區的學校中親子共讀實施之情況是否有差異 

在調查結果中可發現桃園市區的學校中，家長進行親子共讀的頻率頗高，即

使學生升上高年級，也仍有部分家長持續進行親子共讀。建議未來可針對不同縣

市或不同地區之國小進行調查，相互比較地區間進行親子共讀狀況的異同，可對

於推動各項閱讀措施有更具體的幫助。 

肆、將研究對象進行配對與比較，以了解個別差異與情況 

本次研究所要了解的內容為桃園市某國小五年級學生整體對於親子共讀在

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上之影響，並未將每位學生與每位填答家長做配對，因此無

法了解學生與家長配對後實施親子共讀情形的個別差異。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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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填答家長做配對，分析同一組親子對於親子共讀實施的情況的看法，可更加

聚焦於了解個別學生與家長對於親子共讀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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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親子共讀實施調查表 

 ※基本資料 

1.填答問卷者的身分：□父 □母 □其他照顧人：___________ 
2.學童的性別：□男 □女 (若有兩位以上的子女就讀同學年選一填答即可) 
3.母親學歷：□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職)或大專 □國中 □小學肄畢或

不識字 
4.父親學歷：□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職)或大專 □國中 □小學肄畢或

不識字 
5.母親職業：________________(請填下表左列代號，若無適合的選項，請填寫職

業名稱) 

親愛的家長您好： 
 這份問卷是想要了解您在家中實施親子共讀的經驗，問卷上的資料將嚴格保密，並且只做

團體的探討，不會做任何的孩童個人分析。 
 本問卷中所提到的「親子共讀」意指您曾經在任何時期（例如：子女就讀幼稚園或低、中

年級時）進行過的共讀經驗，即使現在已沒有再進行親子共讀，也可依照過往經驗填答。而「引

導孩子閱讀讀本」、「陪伴孩子討論讀本內容」等與孩子在閱讀中有互動之行為，皆可視為本研

究中「親子共讀」之定義。「親子共讀」的讀本指的是課外書，學科內教科書不包含在本研究

當中。 
 懇請您針對帶回問卷的子女，依照您及貴子女實際狀況填寫，您的資料十分寶貴，將對於

提升兒童語文能力有十分重要的貢獻。 
 萬分感謝您撥出寶貴的時間填寫這份問卷，及熱心協助這項研究，煩請您填寫完畢之後，

將問卷交由貴子女交給班級老師。若是您有任何相關問題，敬請與研究者林佩穎，或與班級老

師聯繫。 
 謝謝您的熱心參與及協助。敬祝 
 闔家安康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所 
指導教授    林巧敏  博士 
研究生      林佩穎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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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父親職業：________________(請填下表左列代號，若無適合的選項，請填寫職

業名稱) 

 
※親子共讀實施調查 
 
親愛的家長，請您閱讀完每一題後，按照最接近您的真實狀況填答。 
1 子女在小學前，我和他/她共

讀的頻率    是： 

□從不□幾乎不□偶爾□經常□

大多是□總是 

2 子女在小學後(一~四年級)，我

和他/他共讀的頻率是： 

□從不□幾乎不□偶爾□經常□

大多是□總是 

3 我目前和子女共讀的頻率： □從不□幾乎不□偶爾□經常□

大多是□總是 

4 

 

我家中提供子女所有的課外

讀物總計約有： 

□0 本 

□1~50 本 

□51~100 本 

□101~150 本 

□150~200 本 

□200 本以上 

(1)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 

(2)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3)中小學、特教、幼稚園老師 

(4)技術工(麵包師傅、裁縫、板金…等) 

(5)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工程技術員、代書、保險推銷…等)」 

(6)非技術工(工友、洗菜、體力工…等)」 

(7)服務及買賣工作人員(商人、廚師、服務生、警衛…等) 

(8)高層專業人員(大專教師、醫師、律師…等) 

(9)一般專業人員(工程師、藥劑師、記者…等) 

(10)機械設備操作工及裝備工(司機…等) 

(11)事務工作人員(文書、打字、櫃台、出納…等) 

(12)職業軍人(軍官) 

(13)家管 

(14)失業/待業中 

(1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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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會帶子女上圖書館借閱書

籍。 

□從不□幾乎不□偶爾□經常□

大多是□總是 

◎若您完全沒有進行親子共讀的經驗(第 1 題到第 3 題皆勾選「從

不」)，則本問卷的填答到此結束。 

若您曾有過親子共讀的經驗，請

依照題目，在右列適合的狀況打

ˇ。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6 共讀過程，我會重視指導子

女學習認讀國字或注音符

號。 

□ □ □ □ □ 

7 我會運用共讀的圖畫故事

書和子女玩遊戲。 
□ □ □ □ □ 

8 我會在共讀時問子女共讀

內容的各種問題。 
□ □ □ □ □ 

9 我會在共讀時間讓子女做

共讀內容的重點敘述。 
□ □ □ □ □ 

10 我會在共讀時間讓子女做

共讀內容的預測。 
□ □ □ □ □ 

11 共讀過程，子女會隨時停下

來和我討論書中的內容或

圖片。 

□ □ □ □ □ 

12 共讀後，子女常記得共讀時

所發現的有趣內容或圖片。 
□ □ □ □ □ 

13 共讀過程，子女一邊也會練

習到注音符號的拼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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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共讀過程，子女通常專注投

入的和我討論共讀的內容

或圖片。 

□ □ □ □ □ 

15 共讀過程，子女常會開心的

笑。 
□ □ □ □ □ 

16 共讀過程，我會覺得很快

樂。 
□ □ □ □ □ 

17 共讀過程，我重視子女自己

主動表達對讀物內容(圖片)

的疑問或看法。 

□ □ □ □ □ 

18 共讀過程，子女和父母對讀

物內容有時候會有不同的

看法。 

□ □ □ □ □ 

19 共讀過程，大部分是由我來

選擇共讀哪一本(些)讀物。 
□ □ □ □ □ 

 
感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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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小學童閱讀動機量表 

 

 

※基本資料(請勾選符合的項目，或直接填寫答案) 

1.性別：□男生   □女生 
 
2.就讀年級：__________年級 
 
3.家庭狀況(單選)： 
□目前與父母同住 
□目前主要與父親同住 
□目前主要與母親同住 
□目前主要與祖父母同住 
□目前沒有和父母、祖父母同住，和其他親戚同住 
□其他，與_____________同住(請填寫) 
 
 

 

(請翻頁繼續填寫) 

親愛的小朋友，你好： 
 首先，十分感謝你抽空填寫這份學術性的問卷。這份問卷主要是藉由你的回

答，來了解你的學習情形，並非考試。這份問卷所得到的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

用，任何資料都不會使用於其他用途。 
問卷中的答案沒有對錯之分，請你放心的依照實際狀況回答問題。由於你的

協助，使得本研究可以順利進行，由衷感謝你的作答！ 
 
 
祝你            學業進步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所 
指導教授    林巧敏  博士 
研究生      林佩穎  敬上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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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動機量表 

親愛的小朋友，請你填完每一題後，按照最接近你的真實狀況，在右

列適合的狀況打ˇ，每一題都是單選，每一題都必須作答。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隨著閱讀量的增加，我知道我的閱讀

能力愈來愈好。 
□ □ □ □ □ 

2 在我這個年級裡面，我是閱讀能力不

錯的人。 
□ □ □ □ □ 

3 我能清楚說出所看過書籍的內容。 □ □ □ □ □ 

4 我喜歡閱讀，那是因為我覺得閱讀很

重要。 
□ □ □ □ □ 

5 對於我來說，閱讀是一個很重要的學

習管道。 
□ □ □ □ □ 

6 只要是內容有趣的書，即使內容困

難，我都會想辦法弄清楚書中的內容。 
□ □ □ □ □ 

7 我喜歡閱讀能引發我思考的書。 □ □ □ □ □ 

8 如果閱讀到難懂的內容時,我會去請

教老師、同學或家人。 
□ □ □ □ □ 

9 我看到有特殊書名的書時，會忍不住

拿起來看一看。 
□ □ □ □ □ 

10 我很喜歡看一些介紹新奇事物的書。 □ □ □ □ □ 

11 對於喜歡的主題，我會去找一些相關

的書來看。 
□ □ □ □ □ 

12 有時候我真希望跟書中的人物當朋

友。 
□ □ □ □ □ 

13 閱讀時，我常常會想像書中的情節和

畫面。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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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翻頁繼續填寫) 

14 閱讀時，我常常會幻想進入書中的世

界。 
□ □ □ □ □ 

15 我能從不同種類的書中感受到閱讀的

快樂。 
□ □ □ □ □ 

16 我希望能成為全班閱讀力最棒的人。 □ □ □ □ □ 

17 我希望我看的書比別人多。 □ □ □ □ □ 

18 為了我的閱讀能力比同學好，我會花

更多時間閱讀。 
□ □ □ □ □ 

19 為了獲得家長或師長的獎勵，我願意

多看書。 
□ □ □ □ □ 

20 我喜歡別人稱讚我看很多書。 □ □ □ □ □ 

21 為了得到同學的肯定和讚賞，我會多

看書。 
□ □ □ □ □ 

22 我會去閱讀，是因為大家都說閱讀是

件好事。 
□ □ □ □ □ 

23 如果有家長或師長的鼓勵和支持，我

會更愛閱讀。 
□ □ □ □ □ 

24 為了提高我的成績，我願意多閱讀。 □ □ □ □ □ 

25 我認為多閱讀確實使我的成績進步。 □ □ □ □ □ 

26 為了讓我的成績變好，那是我願意閱

讀的主要理由。 
□ □ □ □ □ 

27 我會為了要和同學討論書中的情節而

去閱讀一本書。 
□ □ □ □ □ 

28 聽到別人談論我不懂的內容，我會主

動找書來看。 
□ □ □ □ □ 

29 為了和同學有共同的話題，我願意多

花一點時間閱讀。 
□ □ □ □ □ 

★謝謝你的仔細填答，問卷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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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五年級上學期期末國語定期測驗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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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五年級下學期期中國語定期測驗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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