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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學校圖書館的經營應提供各種資源，讓學生從多樣性學習中具備更寬

廣的視野、理性思辨與批判的能力，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學校圖書館身

為校園學習中心需擔負起的重責大任。本研究以高中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裡推動走讀地景文學的情形，研究蒐集圖書館推動走讀文學活動的方式與

成效。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文本分析法、問卷調查法、訪談法，進行

走讀文學活動實施計畫、研究對象參與走讀活動之閱讀心得寫作學習單進

而蒐集量化資料並加以驗證。本研究發現: 

1.高中生的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中閱讀推廣落在「普通」與「同意」區間。 

2.高中生的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中理解與寫作落在「普通」與「同意」區間。 

3.高中生的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中情感落在「普通」與「同意」區間。 

4.不同「性別」高中生在「閱讀推廣」、「理解與寫作」、「情感」上皆無顯著

差異。 

5.不同「年級」高中生在「閱讀推廣」有顯著差異性，但在「理解與寫作」、

「情感」上無顯著差異。 

    走讀文學地景閱讀當能以圖書呈現勾勒出與讀者的共鳴，社會性與情

感的連結地景文學的閱讀，訴說著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對於地景文學印象

深刻，當能創造閱讀推廣活動與學習成果的提升。本研究貢獻可提供高中

生參與學校圖書館走讀地景文學引發對鄉土的情懷，藉此供相關單位參考，

提供辦理培養高中生對台灣在地關懷的教育課程。 

 

關鍵字:走讀文學、閱讀推廣活動、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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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eration of the school library should provide various resources to enable 

students to have a broader vision, rational thinking and critical ability in diversity 

learning, and enhance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The school library needs to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ampus-learning center. This study uses the high school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landscape literature, and studies 

the ways. The effects of collecting library are activities to promote reading literature. 

This study uses literature analysis, questionnaire survey, Textual Analysis and 

interview methods to carry out the study of literary activities. The research subjects 

participate in the reading experience of the day-to-day reading and then collect the 

quantitative data and verify that. 

This study found that: 

1. Reading promotion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reading and reading landscape 

activities falls within the “normal” and “consent” sections. 

2. The understanding and writing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landscape activities falls within the “normal” and “consent” areas. 

3.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emotions in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of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are in the “normal” and “consent” areas. 

4.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ading promotion”, “understanding and 

writing” and “emotion” among different “gender” high school students. 

5.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ading promotion” among different 

“grade” high school students,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understanding and writing” and “emotion”. 

Reading the literary landscape can be a book that presents a resonance with 

the reader, a social and emotional connection to the reading of the landscape. The 

result of studying the landscape activities of the landscape, and was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landscape literature. It was possible to create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s.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chool library to read the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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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to trigger the feelings of the local communit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units, training courses for the training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go to literature,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learning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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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中圖書館閱讀推廣中的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本章第

一節從問題陳述與研究動機開始，第二節探討研究目的，第三節說明研究

問題，第四節名詞解釋。 

第一節  問題陳述與研究動機 

    偏遠地區學校常因交通不便、社區資源缺乏、文化刺激不足、社區年

齡老化、新生降低這些因素，加上當前社會重知識、輕忽人格培養，導致

學生學習興趣低落、學習壓力過大，生活缺乏信心，學校教育應以提升學

生學習能力為主軸，在知識理解上，以在地化生活化的素材，融入學校本

位課程，讓孩子從生活去理解知識。（陳清圳，2015）讓孩子經驗在不同時

空背景下能與世界建立連結，透過生活與思維與舊時人們探索創造過後的

世界相連結，，使原來的經驗網路不斷的向外延伸。 

學生與真實世界接軌時，在個人主體與真實世界中，學校是否合適的

做為二者的媒介，教育學生面對生活的能力，讓學生生活態度改變，拉近

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土地關係，這需要教育者不斷的反思與觀察（陳

清圳，2015）。閱讀是孩子掌握各科知識學習必備的關鍵能力，學校教育不

是只有教學生讀書而已，更要使學習能夠學以致用，要將知識生活化，要

能感知生活環境的變化，林美琴(2013)認為學校教育需在以閱讀為媒介的

學習中，培養終身學習的興趣，透過閱讀，得到擁有能思考探究、問題解

決、統整與創造新知識的智慧，才能讓學生出社會以後，在時代的脈動中

能靈活應變。 

且十二年國教改革初衷是希望藉由學習目標與方式的轉化，培養學生

產生自主學習的興趣和習慣，如何運用所學提升自己的競爭力，未來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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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具有生產力或有價值的人，在學校要「不僅要獲取應用知識的能力，更

須注重態度、情緒、價值、動機等，一輩子帶得走並不斷成長的能力。」

（林美琴，2013） 

以彰化縣立二林高中圖書館為例，這所地處偏遠的完全中學，在民國

97年獲得「閱讀磐石學校獎」、98年「友善閱讀行動校園獎」與「台灣有

品運動」閱讀代表學校、99 年獲得教育部「閱讀推手獎」，身為「社區閱

讀中心」，以發展「閱讀教育特色學校」為目標。二林高中圖書館多年來對

於閱讀教育的推廣不遺餘力，參與教育部高中優質化、國中均質化計畫皆

有豐富成果。 

透過閱讀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二林高中圖書館推動了許多培養閱讀

興趣的活動，有經常性如「經典文學閱讀」、「愛閱天地閱讀認證」、「主題

閱讀沙龍講座」、「洪醒夫創意文學營」、「晨讀運動」，不定時舉辦班級讀書

會、讀報活動、閱讀節等多元化的閱讀推廣活動，其中一項別於眾多學校

圖書館的閱讀推廣活動——「走讀地景文學」深受學生歡迎，亦成為學校

每學年必舉辦的閱讀特色活動，從民國 99年迄今 108年每年皆有辦理。 

翁金珠（2004）在《彰化縣國民中小學台灣文學讀本》序裡說：「社會

價值觀過度講究『實用』，缺乏在地文化思維，以致一代一代台灣子弟，大

都無暇或無視於文學閱讀，文學教養普遍低落。應從最切身的周邊環境、

歷史背景作為起始，文學若和日常生活緊密結合，更能發揮生生不息的實

質意義。」期許學生透過閱讀在地文學讀本，增進文學涵養，在這塊生長

的台灣土地上，更懂得共同安生立命的鄉土。文學是促進人與人、人與生

存環境之了解很重要的橋梁，文學也是情感溝通的美好平台，如果欠缺了

解，便無從培養關懷之情，將文學扎根於生活之中，了解所生長地理環境

的歷史文化，才能關懷生活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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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台灣推行編纂各區域文學，不少影音媒體也強調飛閱文學地景，

藉文學環顧生活所在的風土美好之處，透過文學看到對他人、對土地溫暖

友愛的情懷。文學地景不是一般的自然或人文地理，而是作家憑著想像或

記憶構築而成的心靈行走地圖(mental walking map)，此是 Mike Crang

（1985）所言的「文學地景」，人與土地情感連結的文學作品，可以激發讀

者立於此景時有不同的感受，透過眼前的風景體會作家的內在的情感(引

自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1998）。對台灣鄉土的今昔變遷，人事記憶

感受時代的生活與智慧。彰化縣立二林高中退休校長陳清發（2011)於任職

期間開辦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想讓學生藉由作家之眼重返地景情感之美，

編列了一套有意義、有生命的走讀地景文學讀本。 

古人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身處在偏鄉地方的學生不是每個

孩子都有機會去旅遊。在第一次帶領學生參加圖書館走讀文學活動，閱讀

完阿里山文學後，帶學生到阿里山賞櫻花看神木，從文學到地景的旅程，

讓學生優游、體驗台灣豐富的地景文化，學校的閱讀教育，不能和生活脫

節，當學生走進地景之前，從文學作品中認識在地風土人情，透過閱讀文

學作品，走入地景不再只是短暫的吃喝玩樂，而是有文學閱讀的先備知識，

從精彩敘事的小說、人文關懷的散文，到澄澈心靈的詩之美，藉由閱讀文

學作品觸發對鄉土的關懷並能喜愛閱讀，進入文學優美世界。 

學校圖書館的經營，在近年來逐漸轉型為教學媒體中心或學習資源中

心，應該提供各種資源，讓學生從多樣性學習中具備更寬廣的視野、理性

思辨與批判的能力，如何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學校圖書館身為校園學習

中心需擔負起的重責大任，要重拾學生的閱讀樂趣，點燃學習的熱情，觸

發自主學習的動機重啟閱讀力，迎向學習大未來。 

所以，希望以此為研究之內容，探討高中圖書館推動走讀地景文學活

動，即閱讀台灣文學作品與走入文學地景中，能否引發學生閱讀文學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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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趣；參加走讀文學的學生，是否能提升對台灣土地的關懷情感；學校

圖書館舉辦之走讀文學的閱讀心得寫作，是否更能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

力，進而了解學校圖書館閱讀活動推廣的成效。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高中圖書館閱讀推廣的活動很多，本研究以彰化縣立二林高中圖書館

為例，欲了解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閱讀文本是否合適，能否達到圖書館推

動閱讀教育之成效。 

本研究主要以高中三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曾經參與過兩次以上的走

讀文學活動，學生已閱讀編印好的台灣走讀地景文學讀本，閱讀文本後書

寫閱讀心得，再實施文學走讀活動，書寫走讀地景活動後的心得。具體而

言，研究目的主要如下： 

一、 探討圖書館走讀地景文學閱讀推廣的理念、活動內容與實施方法。 

二、 探討高中生參與圖書館走讀地景文學閱讀推廣活動參與情形、學習

成果，與對地景文學的關懷。 

三、 探討走讀地景文學閱讀推廣活動是否提升圖書館利用成效。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下列待答問題： 

（一） 走讀地景文學的活動設計能否符合圖書館閱讀推廣的方式？走讀

地景文學活動的內容為何？高中圖書館如何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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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中生的閱讀喜好與動機？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期望與感受？

是否引發對地景文學的興趣？參加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是否引發對

地景文化的關懷？ 

（三） 高中生參加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成效是否達到閱讀推廣活動的目

的？高中生參加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是否增加對圖書館的利用？是

否提升借閱相關書籍的動機？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 高中圖書館(Senior High Schools) 

    《高級中學教育法》第五條將高級中等學校分為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共四

種類型。依據《圖書館法》第四條第 2 款，圖書館依設定機關與宗旨的分

類第四項即是「中小學圖書館：指由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各級學校所設立，

以中小學師生為主要服務對象，供應教學及各類學習資源，並實施圖書館

利用教育之圖書館。」 

因此，本研究指稱之高中圖書館為教育部管轄所屬高級中等學校，包

含一般指稱普通高中、職業學校、綜合高中與完全中學四種學校之圖書館，

服務對象以中學學校師生為主，兼顧社區之高中圖書館。 

二、 閱讀推廣(Reading Promotion) 

    圖書館法第一條，圖書館是「提供完善之圖書資訊服務，以推廣教育、

提升文化、支援教學研究、倡導終身學習。」圖書館扮演「推廣閱讀」的

重要角色，奠定國民閱讀教育與終身教育。陳書梅(2008)：「凡是活動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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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於培養民眾的閱讀興趣，鼓勵民眾從事閱讀行為，養成民眾的閱讀習

慣，終而普及社會閱讀風氣者，皆屬於閱讀推廣活動的範疇。」黃雯玲與

陳麗君(2012)定義「閱讀推廣」的目的在於吸引讀者參與活動並利用圖書

館，建立民眾的閱讀習慣與改善國家整體的閱讀風氣。 

本研究閱讀推廣指圖書館單位辦理與閱讀相關的各類指導活動、讀書

活動，或所有可以引發閱讀興趣的活動。 

三、 閱讀成效(read-ing effect) 

閱讀理解是種策略性思考歷程(Lerner，1989)， Gagné(1985) 和 Ken 

Goodman(1998)認為透過有系統、有計畫的閱讀策略，建構理解文章意義的

過程，從文章抽取訊息、做預測、推論，監控自己的閱讀，確定或推翻自

己的預測和推論，不斷地自我修正，建構自己對文章的理解和意義，其閱

讀技巧也會因不斷做嘗試而進步，達到閱讀的成效。 

四、 文學地景（literature landscapes） 

Mike Grang(1985)「文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s）」是書籍和

小說所創造的地理，文學與地景的組合，作家將情感融入客觀的地理學景

觀描述之中，提供體察世界的方式，展示品味、經驗與知識的廣闊地景。

指某一個地方透過作家敏銳、獨特的感受和發現，書寫關注自身生長和生

存的空間與土地，喚起讀者對文學與地景的興趣與觀感。 

五、 走讀文學地景活動（Reading literary landscape activities） 

走讀地景文學亦稱走讀文學、走讀文學地景或文學走讀，可分為兩個

方向，一是以「文學」為讀本，二是以「地景」為讀本，走入且閱讀所生

活或行旅的地方。不論是以走入在地文化古蹟結合人文學科閱讀，或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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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地景方式閱讀在地區域、文學、群族等引發人文思維參與在地活動，只

要是對自己歷史文化傳統及生長社會環境、在地文化的重視，能從閱讀文

學文本或閱讀地理景觀中喚起對地方的情感，從文學角度思索身處地域的

形貌，提升人文素養，(吳懷晨，2011；簡齊儒，2012)這些活動即可稱為

「走讀地景文學」。 

六、 閱讀動機(reading motivation) 

 教育學將學習分成認知、情意、技能三面向，「閱讀動機」為閱讀領域

方面屬於情意部分，在閱讀成就上扮演重要角色，閱讀動機是多元面向且

特定領域的，會影響處理閱讀材料的深淺，對閱讀時間投入的多寡、閱讀

的種類，或不同的閱讀目的，如挑戰、好奇心、社會、認可、成機等的選

擇，Wigfield、Guthrie 與 McGough 研究閱讀動機，可分成能力和效能信

念、成就價值和目標、社會性。(劉佩雲、簡馨瑩與宋曜廷，2003；梁惠卿，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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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為探討高中圖書館閱讀推廣中的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據此

本章第一節為探討地景文學意涵與活動，第二節探討閱讀推廣與閱讀

教學，第三節探討閱讀動機與閱讀成效。 

第一節  地景文學意涵與活動 

一、 文學地景的意涵 

文學是表意作用的社會過程，「文學的源頭就是生活，就是土地。」

Patricia A. Stokowski（2002）提出「地方感」（sense of place）指個體在情

感與認知、使用與關懷交互下對某個特定地點產生眷戀情感的能力。Mike 

Crang（1985）定義，文學是社會的媒介，表現了人群與時代的意識形態和

信仰，「文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s）」是文學與地景的組合，作家將

情感融入客觀的地理學景觀描述之中，「提供體察世界的方式，展示品味、

經驗與知識的廣闊地景」。 

作家對地方的書寫嘗試描述地景對人群的意義，創作富於讀者想像空

間的篇章，當作家談論書寫他們的地方經驗，他們的生活和如何看待這個

世界，讀者透過閱讀，探索其中而喚起的地方感，這種所謂「場所精神」

（genius loci），是某個「地方」獨一無二的精神（M. Crang，1985）。小說

家或是詩人透過寫作，清楚的感受與創造了「地方感」，透過地方經驗創作

的文學意義，或者因地方意義而得到文學經驗，將社會的價值和意識形態

在文學裡透過空間而運作，表達了「社會與生活的信仰」。M. Crang（1998）

指出文學在塑造群的地理想像扮演著核心要角，文學以其主觀性表達了

地方與空間的社會意義，文學裡有許多詩歌、小說、故事和傳說等，充

滿了各種對空間現象的理解或闡釋，不同的書寫模式表達不同的空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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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關係，從各種文學形式來探究地景意義的研究，稱之為 Literary 

Landscapes，譯作「文學地景」或「地景文學」。 

「走讀文學」或「地景文學」與「旅行文學」是不同的，旅行書寫以

異於旅遊指南或導覽手冊的類型在商業推廣中形成風潮，胡錦媛（2006）

認為由於國人經濟能力的提昇和對異國的想像，在生活緊張與壓力之下，

「使旅行爆炸性地成為台灣全民生活的『必要』，……旅行所激發出來的敘

述欲望與全民書寫能量在旅行寫作中找到了最鍾情的消耗空間。」旅行文

學是旅人在旅行中書寫記錄實體經驗，帶著自身的文化背景與觀點，尋找

自我的內心風景或者發覺他者的差異。鍾怡雯（2008）定義，旅行文學著

重的是旅行的意義；而「走讀地景文學」則是將一個地方的地景文物，包

含人文、地理、地貌、氣候、物產、民情、風俗等，透過作家敏銳、獨特

的感受和發現，關注自身生長和生存的空間與土地，喚起讀者對地景文學

的興趣與觀感。 

台灣地圖上呈現了許多作家的創作現場，文學踏查深入作家的生活空

間和創作時空，不僅記錄作家的生命與歲月，充滿著地方的時光色澤，使

得「在地」的集體記憶甦活，與讀者共同想像凝聚於地方這個書寫空間，

地方不僅是作家與其作品誕生之地，其中的地理脈絡和歷史的痕跡更能使

讀者領悟，「書寫的意義，在於文本不斷被重寫；文學的現場也是，意義在

於不時有一批好奇的尋訪者重履舊地」（李瑞騰，2010；向陽，2010）透過

閱讀作家文本與踏查地方，讀者也對地方有不一樣的體會，對地方這個空

間重新認知與書寫出新的篇章。 

吳清基(2014）說：「『走讀』的觀念，並非臺灣所獨有。」實際上，只

要是對自己歷史文化傳統及生長社會環境的重視，或者可能發展成重要的

觀光資源的在地文化，從閱讀文學文本或閱讀地理景觀中喚起對地方的情

感，即可稱為「走讀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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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俊龍、高晧庭（2012）「走出校園，讀進人文」，以在地文化古蹟結

合人文學科作為實境教學的走讀活動。簡齊儒（2012）以文學遊走，多元

方式閱讀在地，將文學、區域、族群等關係，透過文學地景引發人文思維，

參與在地的活動、締造自我觀看的視角，且能轉化為創作，從文學地景中

增進認同感。吳懷晨（2011)將走讀作為一門課程，通過在地文學，結合走

讀形式與在地活動，系統地介紹適合學生閱讀的文學地景讀本，讓學生從

文學角度思索身處地域的形象及風貌，以增進創作能與提升人文素養。 

二、 走讀地景文學的源起 

走讀地景文學閱讀推廣活動源自於文化部（原文化建設委員會，民國

101年改制）《2004 文化白皮書》，在民國 98年（2009）至 103 年（2014）

進行以文學旅遊相關「語文閱讀活動計畫」中的「閱讀文學地景」計畫，

目的在於為使民眾透過閱讀認識各地風土人情，閱讀推廣期間出版「閱讀

文學地景」叢書，亦建立了「閱讀文學地景」網站及 APP 程式與「文化旅

遊資訊入口網」。此外，結合全國學校、公共圖書館、地方文化館、文學館、

國立生活美學館等單位舉辦 144 場「閱讀文學地景系列講座」、25 場「與

作家共遊文學地景」活動，規劃 25 條文學旅程，由作家帶領民眾尋訪文學

地景，還有「文學紀遊·故鄉訪勝」圖文徵選活動；在影視方面，文化部推

廣「文學跨界」，104 年度（2015）贊助民視拍攝「飛越文學地景」以空中

攝影當代作家的作品地景，將文學作品跨界傳播展現影像創作之中，給閱

聽者不同的文學閱讀經驗，同時舉辦以台澎金馬地區文學內容中的素材為

美景的「飛越文學地景之美攝影比賽」。 

「閱讀文學地景」計畫的主軸在於文學與地方的結合，讓民眾參與其

中，喚起對家鄉的感情與記憶，了解我們生存土地的變遷。陳敬介（2015）

分析文學的元素在旅遊及文化創意產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作家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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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緣地的博物館化與旅遊化、閱讀空間的休閒化、文學故事的影像化、

旅遊導覽人才的文學培訓，四個面向探討文學與旅遊及文化產業三者的多

元共構，落實「從文學中尋訪風景，從風景中閱讀文學」的最大價值。 

由上而下的政策推動與經費挹注，走讀地景文學逐漸引起重視。 

三、 走讀地景文學讀本 

民國 89 年（2000）起教育部將鄉土語言列為國小必選科目，在本土化

教育與多元化教育思想帶動下，鄉土教育發展逐漸受重視，「鄉土」的意義

是指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精神結合。鄉土既是人們出生生長之處，

也是個人主觀情感和客觀的存在（林瑞榮，2012）。國小著重於語言教育，

和文學教育理想有很大差距，之後編選適合中小學生的臺灣文學讀本由此

開展。「文學以語言為載體而為文化之根本，也是促進人與人、人與生存環

境了解的平台。……以台灣主體性為視野，為當地當下讀者選材，編著文

學讀本，正是我們時代關於話語詮釋和文學品味的重新展現。」（張信吉，

2016）。 

透過編選合適的臺灣文學教材，由教師帶領學生閱讀作家作品，親近

文學。教育部於 2004 年起推動「青少年台灣文庫」選文兼顧「文學性」、

「青少年性」、「台灣性」三層面，提供青少年認識文學、愛好文學與助益

其成長啟蒙，了解臺灣歷史社會（李敏勇，2008）。閱讀文學的推廣教育在

各縣市教育局支持下，已出版之台灣各地方文學讀本的有台中縣、彰化縣、

高雄縣、雲林縣。 

教育部指導，國家文化總會（民國 99 年改名為「中華文化總會」）總

規劃，從 2004 年起與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合作「走讀台灣」旗艦計畫，「走

讀台灣」結合鄉土教育、社會教育、文化教育、地理教育、休閒等閱讀臺

灣、認識臺灣的數位教室，以研究台灣整體與在地鄉土兩面向為核心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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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內容，針對不同程度之中小學生撰寫，期許能深化民眾與青少年學生

對在地的認識與了解，從情感認同中建立主體價值。（翁碧蓮，2009；《書

香遠傳》編輯部，2008）已出版「走讀台灣－鄉土 DNA」系列與手機「走讀

台灣」APP 版。期許讓學生、老師與民眾都能輕鬆閱讀，又深入了解台灣

的書籍，從家鄉開始探索人與土地的關懷，並進而認識台灣，深化人民與

土地的感情，在這個脈絡下，也藉此培養孩子在健全人格與學習能力之外，

能對在地生活環境的鄉土有主體認同，透過閱讀而自我肯定。 

「台灣文學旅行系列」是紅樹林文化出版社出版二十二部以文學的角

度看待旅行更能帶來深刻的印象與感動，邀請十八位作家以文學感性書寫

引領讀者遊賞台灣的自然與人文景色，透過在地作家自己人生經歷「描繪

出現實與記憶、時間與空間縱橫交錯的文學地景」（李依倩，2007）。 

文學教育的推展由上而下的影響範圍更大，2010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策劃，文訊雜誌社編輯製作，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我在我不在的地

方：文學現場踏查記》一書，以追尋作家創作現場，將台灣新文學與土地

空間連結，將具有歷史、地理和集體記憶的文學書寫現場，透過青壯代作

家之比進入現場重建圖像，印證讀者的閱讀心得與感動（向陽，2010）。 

文學讀本如繁花燦爛，不論是政府或民間單位，對閱讀文學的推廣所

在多有，期許民眾透過文學閱讀，由地點、場景、邊界與觀看視角等，能

對這個世界有更多刺激與不同的體驗，如何理解地方，賦予地方意義與對

地方充滿情感的特殊性。 

四、 文學走讀活動與課程 

2009年第 18 屆臺北國際書展以「走讀臺灣—Trips in Taiwan, Books 

in mind」為主題書展，行政院研考會取了 20段詩文設置文學步道和辦理

「旅行、閱讀與書寫」座談會(林康民，2010)。 



DOI:10.6814/NCCU20200016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 

 

「文學走讀活動」已在各級學校開展：大學通識課程教育進行文學走

讀活動有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簡齊儒助理教授開設的「閱讀後山：東

臺灣文藝影像」、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紀俊龍、講師高晧庭「走

讀中山北路」課程；專科學校有國立台東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吳懷晨助

理教授「國文：花東文學地景」課程。 

小學部分有多元課程與鄉土教育，結合辦理走讀的活動很多，例如國

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陳佳萍教師 2009 年起參與嘉義市政府文化

局進行「走讀嘉義、守護家園」專案；《閱讀的無限想像 走讀台南》（許玲

瑋編，2017）一書集結民國 102 年校園閱讀環境改造計畫的成果，其中國

立臺南附設實驗小學溫美玉教師「走讀冊路」、「移動智庫」課程，除了靜

態文本閱讀，學生自行規劃「走訪社區」，擴大規模到大臺南走透透。忠義

國小校內有武德殿和原臺南神社事務所兩座市定古蹟，透過閱讀古蹟活教

材結合藝術等領域，讓學童閱讀、觸摸、體驗，了解學校歷史淵源與城市

文化內涵。協進國小在各領域融合五條港文化，透過閱讀和社區踏查，認

識家鄉，將校園打造成五條港故事的縮影。洪榮進校長說：「透過閱讀，串

聯親、師、生、社區之間的對話，將閱讀深化為學校社區的生活氛圍，為

新五條港扎根，為協助學生打造走向國際必備的強大閱讀應用能力，做足

最好的準備。」 

校園之外，有：國立臺灣文學館「台灣文學的內在世界」常設展中，

策劃「走讀文學，走讀台南」由 5條走讀地圖探索台南文學特展；2015 年

出版《遇見文學美麗島—25座臺灣文學博物館輕旅行》一書也呈現了 7 條

「在地走讀」文學旅行路線（王嘉玲編，2011)。中華文化總會編寫「走讀

臺灣 e-Books」電子書時，在 2015 年亦辦理「《走讀台灣—臺北市》生態

及人文薈萃 導覽活動」，規劃五條路線走訪臺北市感受歷史時空今昔建築

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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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閱讀推廣與閱讀教學 

一、 閱讀的意涵與重要性 

  Ken Goodman《談閱讀》（洪月女譯，1998）認為閱讀是種動態的歷程，

讀者需運用有效的策略來尋求意義，讀者的每一舉一動都是他們要理解意

義所做的嘗試。（3）讀者閱讀變得很有效率讀者用足夠的訊息完成理解意

義的目的，閱讀即有效率。Ken Goodman 將閱讀分成環境的、訊息的、職

業的、娛樂的、儀式的共五種功能，因不同的需求而使用語言，口語語言

能滿足簡易的生活需求，但當溝通需超越時間與空間時，書寫的語言愈來

愈重要，因此閱讀也有其目的性。 

Stanislas Dehaene (《大腦與閱讀(Reading in the Brain)》。洪蘭

譯，2013，P63）提到閱讀的途徑，顯示閱讀是認知、社會和文化的活動，

從其研究顯示，閱讀不是本能，需靠學習才會閱讀，透過訓練字的辨識，

培養出閱讀能力，個人的閱讀力有差異，在於透過不同的學習閱讀的方式，

大腦活化程度一直在改變，學習是如同一個過濾器的大腦做出選擇、規範，

和要被延續的社會文化表徵去適應周遭環境。 

    李家同（2013）認為大量閱讀是基礎教育的起點，課外讀物才能使孩

子產生興趣和動力，閱讀是把生活和知識聯繫在一起的媒介， 一個人透過

廣泛大量的閱讀，才能從中找到感興趣的文章或故事，激發閱讀的動力，

有了動力才能持續閱讀和學習。每個人的生活環境不同，透過文字描述，

會發現其他人和我們想的是不同的，閱讀可以培養對他人的同理心與感同

身受的能力，提供很好的參照和學習的機會。 

要在國際間扮演較重要的角色，就要使國民具備良好的常識基礎，在

求學時要培養喜好廣泛的閱讀習慣，出社會後更應該保有持續閱讀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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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在這全球化資訊量大增的時代，透過大量的閱讀才能跟得上時代的腳

步。李家同教授觀察到基礎學習能力的障礙就是文化刺激太少，「文化刺激」

對腦部的思考和活化都相當重要，而閱讀就是文化刺激很大的來源。一個

人如果缺乏外界大量的文化刺激，會對生長環境以外的人事物一無所知，

造成「普通常識不足」與「學習任何課程都會有困難」。  

洪蘭(2016)認為閱讀是主動學習的歷程，一個人對文字的掌握必須靠

閱讀才能精進；閱讀可以讓想像力無限延伸，想像力是創造的根本，是文

明的起點，人的志向抱負也是源自於對自己的想像力，若能有閱讀的好習

慣，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遨遊在時空之中永遠不會寂寞。閱讀對於人一

生的發展極其重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 閱讀推廣活動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 OECD）定義現代國民應具備的閱讀素養為能理解、運用、

省思及投入書面文本內容得以實現個人目標，增進知識、發揮潛能以及參

與社會的能力(孫劍秋與林孟君，2014)。其核心素養包括：自主行動的能

力、互動地閱讀及使用資訊工具的能力、在異質社群中良好運作的能力。

因此具備閱讀及了解如何獲取並靈活應用知識是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知

能。Laura Robb（中學生閱讀策略，趙永芬譯，2003）指出中學時代是學

業、情感和社會成長的重要階段，引導孩子能「積極投入」學習以及「與

生活相關的議題」是學校教育成功的核心，不論何種課程，都應該要引導

學生建立他們對自己、他人與世界的好奇心。 

遠見天下雜誌在 2014年全民閱讀大調查中顯示，國人對閱讀的定義逐

漸擴大，閱讀的形式不再僅指圖書，包含網路文章、網路新聞、電子書等

數位出版，亦已屬於閱讀的範疇。2009 年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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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以下簡稱 PISA)，台

灣閱讀素養排名第 23 名，2012 年大幅躍進到第 8 名；教育部又和多所大

學合作成立「區域人才培育中心」，希望增進學生的閱讀理解，例如教育部

於 2008 年「閱讀 101—教育部提升國民中小學閱讀計畫」、2013 年起推動

「123 晨讀活動」；《遠見》雜誌對台灣各縣市閱讀競爭力大調查也促進縣

市開始重視閱讀推廣，例如苗栗縣舉辦「文狀元寫作競賽」，也將「閱讀理

解創新」作為評分項目；雲林縣政府利用閒置的日式公共建築，將富含文

化歷史的老空間改造成為故事屋、繪本館，推展「雲林縣故事屋活動」，提

供在地優質的閱讀空間。不論是政府或民間團體，都致力於閱讀推廣，建

構一個書香社會（王美珍與李雅筑，2014）。 

教師可以藉由教授策略閱讀、提供學生適合的讀物，激發學生閱讀與

思考的動機。學校教育必須創造一個可以刺激學生閱讀意願與更加融入閱

讀的環境，以教育結合閱讀，將閱讀融入教育，學校教育全面推廣閱讀活

動，可以奠定良好的學習基礎，以適應時代，與世界接軌。圖書館在閱讀

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圖書館辦理的閱讀推廣活動，主要是為推廣圖書館的

服務，引起讀者的注意，進一步吸引讀者使用參與和利用圖書館，以往此

作法能達到促使民眾利用圖書館，因此對於推動閱讀、建立民眾閱讀習慣

以及改善社會閱讀風氣等需要有所作為。概覽國內重要、成功的閱讀活動，

都有賴於政府的支持，給予經費的補助與支援（黃雯玲與陳麗君，2012）。 

根據國內研究，校園閱讀環境與推動班書閱讀的活動十分普及，但學

童參加校園推廣閱讀活動意願偏低，但若能結合校外及社區閱讀資源，可

見其閱讀推廣成效（潘喣俐，2006）。而鄭麗珠（2005）的研究強調營造優

質的圖書館環境及兒童讀物的選擇為閱讀推廣成敗的關鍵因素。陳怡如

（2009）研究調查發現影響閱讀活動成功的前五項因素為：教師認同與重

視閱讀活動、父母的閱讀習慣、教師具備指導學生閱讀的專業知能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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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閱讀活動、教師能營造閱讀氣氛與環境。學校圖書館除有選擇讀物

的基礎認知、思量學生的需求，設計能和學生生活經驗結合的閱讀推廣活

動，更能達到閱讀推廣的成效。  

教育部從 2001 年起推廣閱讀的項目有：民國 90-92年「全國兒童閱讀

計畫」；民國 93-97 年「焦點三百—兒童閱讀推動計畫」；民國 95 年起「偏

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計畫」，此計畫民國 97 年起納入「悅讀 101—

國民中小學提升閱讀計畫」，實施至民國 103 年；民國 98-105 年分兩期推

動公共圖書館「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計畫」。學校圖書館是校園閱讀推廣的

重心，更是閱讀推廣的資源中心，能夠考量學校環境背景結合相關社區或

民間資源，規畫出適合學校本身的閱讀推廣內涵，校園閱讀推廣的成功，

需要具有專業背景人員規劃，利用豐富的閱讀相關資源，以各種方式融入

學生的學習，並拓展至學生生活環境中。 

十二年國教的推動之下促使高中職社區化，公共圖書館的服務已走進

社區，社區裡的學校一直是圖書館推動閱讀重要的夥伴，起步最早的是台

北市在民國 94 年「深耕閱讀計畫」，全面性啟動公共圖書館與學校圖書館

閱讀推廣合作，迄今「團體借書證及班級圖書借閱」、「校園推廣閱讀」、「與

學校合作利用教育」、「合作閱讀推廣」等方面都有不錯的成績。民國 98 年

教育部「建立公共圖書館與學校閱讀網路計畫」啟動，使各縣市圖書館與

學校合作推廣閱讀更全面性地開展，許多學校將閱讀推廣活動列為小學生

的寒暑假作業，建立社區閱讀網路需要政策與圖書館的落實。 

2009年和 2010 年「建立公共圖書館與學校閱讀網路計畫」（教育部），

成果顯示全國分別有 118 所和 153 學校投入此項計畫，各縣市的推動採

「閱讀從學校做起」的策略，透過認識圖書館、校園巡迴圖書、辦理借書

證、經營校園閱讀角落、作家走入校園等方式自學校出發完成閱讀網路的

建置。及計畫成果《閱讀扎根 夢想成真：98年及 99年補助公共圖書館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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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推廣與館藏充實計畫成果專輯》顯示鎖定主題策略讓閱讀起飛、創新的

服務措施及獎勵機制，促進多元閱讀與館藏充實，以彰化縣推動多元閱讀

與館藏充實計畫而言，彰化縣是全臺灣擁有最多書院的縣市，蘊藏豐富文

化古蹟，可是過去從閱讀方面數據顯示彰化未發揮此文化優勢，在種種推

廣閱讀的政策下，彰化縣整合既有資源，透過閱讀活動‧凝聚社區意識，

成功將彰化縣形塑為「稻香裡的文化園區」（黃雯玲、陳麗君，2012）。  

三、 學校閱讀推廣活動類型 

目前國內中小學實施閱讀推廣活動大部分由學校圖書館配合辦理，常

見的閱讀推廣活動可歸納為兩大類如下：（賴苑玲，2007；游敏瑜，2008；

廖秀芬，2008）閱讀推廣活動類型，包含心得報告、閱讀護照、好書推薦、

閱讀競賽、好書交換、好書票選、晨讀活動、讀書會、親子共讀、說故事、

行動劇表演、閱讀網站等等；綜合型活動類型，包含寒暑假閱讀、圖書館

週、書展、特展、影片或音樂欣賞、班級書箱等。 

沈惠芳（2003）從學校和機關團體實地查訪教育資源網路蒐羅臺灣中

小學的閱讀活動，整理出 25 項內容：（1）健全組織：學校與家長、老師、

社區建立夥伴關係，引領閱讀。（2）擬定計畫：依學校特色、經費、人力

設定計畫與達成目標，計畫中有各種鼓勵學生回饋的方式。（3）觀念溝通，：

推廣終身學習觀念，鼓勵親子共讀，提供網路報章等以閱讀作品展覽和宣

導海報為主的訊息。（4）專業研習：辦理教師、家長或親子研習營。（5）

充實圖書：計畫性購書、捐贈、偏遠地區巡迴書箱、班級巡迴書箱等等。

（6）圖書館利用指導：教師將閱讀指導融入教學、帶領學生實地走訪公共

圖書館導覽等等。（7）借閱書籍：鼓勵大量閱讀，寒暑讓學生大量借閱書

籍，或設返校借書日。（8）提供書單：提供全校閱讀書目、班級共同閱讀

書單、行政院新聞局中小學優良課外讀物推介、好書大家讀、中國時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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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版、聯合報讀書人等書單。（9）閱讀護照（10）書寫心的報告（11）製

作小書，情趣盎然（12）演說朗讀（13）詩經背誦（14）閱讀角：在教室

一角設立班級書櫃。（15）聽故事：故事繪本、報章雜誌為素材口述故事，

如晨光故事嬤嬤、榕樹下的故事老師、週會故事時間。（16）讀書會：從班

級到以興趣或學校為單位、跨校網路的讀書會等等。（17）有獎徵答：徵文

比賽、甄選佳作、書中出題、現場搶答、利用圖書館資源查詢答案、學習

單等等。（18）舊書新換：好書交換，推廣資源分享再利用。（19）舉辦書

展：配合家長日、專題演講等活動邀請出版社展示書籍。（20）訪談作家：

作家演講、與作家對談、學生擔任小記者訪談。（21）角色扮演：童話故事

人物化、改編故事以戲劇呈現。（22）學藝競賽：心得寫作、說故事、大家

來說書等。（23）收聽廣播：參與「空中圖書館活動」，如正聲廣播雲林台

「文學午餐」、中廣「奇異果」。（24）影片欣賞（25）建置網站：建置全球

資訊網、圖通圖書資訊、目錄查詢，發行電子報、班刊等等。 

四、 閱讀教學與寫作能力 

老師對於閱讀的態度會影響學生對閱讀的觀感，甚至長期影響學生對

閱讀的興趣。老師的閱讀習慣與態度會影響學生的閱讀動力與對閱讀的觀

感。（唐娜琳‧米勒，羅慕謙譯，《中學生閱讀策略》，2010） 

寫作是藉由文字訊息的傳遞表達一種個人的思維，也是個人能力的展

現。韓愈主張「文以載道」，寫作是種手段、形式，更重要的是所寫出的文

章要具備「思維」及「內容」，藉由適當的文字書寫，將自己的思想，表現

在生活的實踐中具有獨特性，能顯露出個人的智慧及創造力，此即寫作課

程中很重要意義指標。（蔡忠霖，2008） 

寫作能力是國民應具備的基礎素養，PISA 國際閱讀素養評量的目標，

在於強調學生能在日常生活中活用與應用語言的能力，能用語文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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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獨立思考的個體，所強調的語文能力是，藉由擷取文本內容的資訊進

行推理或解釋、統整及省思文本。（孫劍秋、林孟君，2012）透過寫作評量

將所讀內容與自己原有的知識、想法和經驗結合，綜合判斷下提出自己的

觀點。 

何永清（2004）指出，文章寫得好需要具備領悟力、閱讀力、觀察力、

組織力與想像力。蔡敏瑛（2011）說透過寫作培養創意思考、問題解決能

力、探索語言之美，提升溝通與表達能力，是一種生活能力，也是帶得走

的能力。陳鳳如（1993）探究教學中從聽說讀寫的目標指出，寫作是一個

人對所見的人事物有想法或感覺，而以文字為媒介進行表達的活動，結合

聽、說、讀、寫的綜合統整能力，展現出的高層次思考，傳遞思想與情感

的複雜過程。 

藉由探討文學作品激發寫作動機，可以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與文章品

質，建構個人的信念與發展個人想法。國內對寫作能力的研究可分為兩個

主題，一是寫作教學，另一是學生寫作歷程與表現，後者其研究理論採用

認知取向，探究一般寫作認知歷程，或比較不同能力學生的寫作歷程差異。

高中生趨向成熟與獨立，對環境的脈絡探究更廣泛，寫作時的思考與影響

因素更多元。陳美芳、謝佳男與黃楷茹（2007）採用社會認知觀點研究高

中生寫作表現的因素，發現寫作是學生個體與寫作環境不斷交互影響的結

果，「活化的知識」來自於個體深刻的生活經驗與閱讀經驗，其活化知識的

質與量成為影響寫作的關鍵要素；環境因素則受教師與同儕影響，透過教

師教學的學習與同儕的互動增進理解與多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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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閱讀動機和閱讀理解與成效 

一、 閱讀動機 

閱讀的研究在情意與動機方面，最重要的是 Wigfield、Guthrie、

McGough 等人的研究，閱讀動機是多元面向和特定領域，和閱讀次數、頻

率、數量、廣度等閱讀行為都呈現正相關，閱讀動機會影響閱讀材料的處

理，對閱讀時間的投入、不同的閱讀種類或閱讀目的的選擇，閱讀的信念

和價值在閱讀成就上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劉佩雲、簡馨瑩、宋曜廷，2003）。 

國內使用與閱動機與興趣、閱讀行為常見的有 Wigfield 與 Guthrie 修

訂的「閱讀動機量表」（the Motivations for Reading Questionnaire，簡稱 MRQ）；

Guthrie、McGough 與 Wigfield 編製「閱讀活動調查表」（the Reading Activity 

Inventory，簡稱 RAI）；Gambrell、Codling 與 Palmer 編製的「閱讀動機剖

面量表」（Motivation to Read Profile，簡稱 MRP）。 

Wigfield 與 Guthrie（1997）修訂的閱讀動機量表（MRQ），分成十一

個面向，「閱讀效能」(reading efficacy)、「挑戰」(challenge)、「好奇心」

(curiosity)、「閱讀參與度」(reading involvement)、「重要性」(importance)、

「認可」(recognition)、「成績」(grades)、「社會」(social)、「競爭」(competition)、

「順從」(compliance)、「工作逃避」(reading work avoidance)，共 59 題。 

Guthrie、McGough 與 Wigfield（1994）編製「閱讀活動調查表」（RAI），

是使用閱讀廣度和閱讀頻率衡量閱讀情形，約以 5~10 分鐘的時間詢問學

生上周讀過的閱讀材料，例如不同的書籍、報紙、漫畫等等，如果學生說

閱讀了某種特定書籍（漫畫，雜誌，報紙，書籍，神秘書籍，體育書籍，

冒險書籍等），會要求給出標題，表明她多久時間閱讀一次這種書，以從未

到經常 1-4 的比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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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brell、Codling 與 Palmer（1996）編製的「閱讀動機剖面量表」（MRP）

主要在瞭解閱讀者自我概念和對閱讀的價值看法，測驗型式包括閱讀調查

和對話晤談單，對象為國小二至六年級學生。閱讀調查是運用自陳量表來

進行團體測驗，主要在瞭解學生對自身閱讀能力的概念，而閱讀價值部分

學生呈現出其對閱讀相關作業活動的重視、投入和參與程度；對話晤談單

屬於個別測驗，藉由師生間對話式交談，以瞭解學生閱讀動機與態度。 

二、 閱讀理解與閱讀成效 

   Stanislas Dehaene(2012，洪蘭譯，P266、P309)對大腦可塑性研

究的了解，使我們知道有效的教學，首先一定要有持久有恆且密集教導，

最好是每一天都有一段上課時間且持續進行好幾週；其次要激起學習者的

動機、注意力和愉悅的迴路，對學習者而言，最大的注意力加上正向的情

緒是學習最有效的方法。指導閱讀的目標必須使學習者掌握拼字、豐富詞

彙、了解意義的細微差異才能達到正確的閱讀，雖然學習閱讀是一件辛苦

的事，但在學會理解文章內容後，會帶給讀者更大的愉悅，體會閱讀的樂

趣，進而達到閱讀成效。 

Ken Goodman（ 1998，洪月女譯）研究閱讀是大腦建構的過程

(constructive process)，是理解書寫文章的過程。因為讀同一篇文章的

兩個讀者永遠不會建構出相同的意義，任何一位讀者的意義都不會與作者

的完全一致。讀者在閱讀文章裡的線索時會帶來他們對世界的知識和認識，

有效的閱讀(effective reading)並非精確辨認單字，而是了解意義，而高

效的閱讀(efficient reading)是依據讀者現有的知識，使用剛好足夠的

可用線索去讀懂文章。所以從讀者閱讀文字語言的差異上可以看到閱讀的

歷程。學生的閱讀差異品質相當高，也就是閱讀程度不同的學生在閱讀上

的「差異(miscues)」，在閱讀不熟悉的文章中，利用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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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進行閱讀的歷程，建構自己對文章的理解和意義，其閱讀技巧也會不斷

地進步，從閱讀中學習閱讀，「差異」能顯示持續的閱讀學習，對理解文章

做的嘗試，且大部分的嘗試理解都能達到閱讀的成效。 

閱讀歷程就是在建構意義，從文章抽取訊息、做預測、推論，監控自

己的閱讀，確定或推翻自己的預測和推論，不斷地自我修正。讀者能理解

文章是因為有足夠的語言和認知知識與文章交流，讀懂文章組成的結構會

提供我們不同的訊息，人類閱讀時會使用訊號系統、用字與文法不同的意

義表徵，因此在理解時會發展出高效性 (efficiency)與有效性

(effectiveness)，使閱讀會產生流暢(fluency)，讀者就能有效地建構出

文章的意義。 

認知心理學家蓋聶（Ellen D. Gagné）(2000，程炳林譯)四階段的閱讀

理解策略，其各階段認知的策略歷程，如下表 2-2：(整理自國家教育研究

院《教育大辭書》) 

表 2-1 Gagné 閱讀理解四階段 

階段 名稱 歷程 

一 解碼(decoding) 

1.比對(matching) ：指見字形直接觸接字義 

2.轉錄(recoding)：指看見字形後必須透過字音的

轉介而間接觸接字義 

二 

文字理解 

(literal 

comprehension) 

1.字義觸接(lexical access)：指閱讀者自長期記憶

中搜尋出字義的過程 

2.語法剖析(parsing)：指閱讀者分析句子的構成規

則，以了解句子的意義 

三 

推論理解 

(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 

1.統整(integration)：指閱讀時將文中各概念的心

理表徵相互連貫，使能夠發現文句之間隱含的關係 

2.摘要(summarization)：指閱讀完一段文章後，能

在記憶建立文章的主要觀念(macrostructure)，歸

納出文章的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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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慎思(elaboration)：指閱讀者將新訊息與舊知識

相互聯結而產生新體驗，至少包含舉例、繼續下文、

描述細節與類比四種類型 

四 

理解監控 

(comprehension 

monitoring) 

最高層次，包含設定閱讀目標、選擇閱讀策略、閱讀

目標的查核與補救(remediation)等 

我們的大腦閱讀是在預測形式、結構，預測意義，好的閱讀不是注意

細節和要求正確，而是理解文章的意義，有效的閱讀重點在理解，讀者在

閱讀時讀懂文章，建構屬於自己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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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為達本研究目的，本研究以高中圖書館實施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彰化

縣立二林高中為研究個案，主要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研究目的，本章

分成六節，第一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二節為個案簡介、第三節為研究

設計、第四節為研究方法、第五節為研究工具、第六節為資料蒐集與分析

(含研究對象)、第七節為研究實施步驟。以下分節詳細之。  

第一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探究高中圖書館推行之走讀文學活動是否能提升高中生的

地景文學閱讀興趣與引發情感關懷，因就研究樣本而言，以彰化縣立二林高

中單一校園場域為研究範圍，限於研究的區域性，取樣對象僅就二林高中

的高中生，且排除特殊課程之體育班，並非囊括所有高中部學生。 

就研究而言，因影響一個人情感的因素極多，僅就以「個人閱讀興趣」

與「閱讀動機」變項，從問卷中探討走讀文學活動的推廣是否影響對「地

景文學的閱讀興趣」，並未探討家庭教育、個人活動行為等其他因素是否影

響對閱讀的動機與對圖書館的利用。 

 

第二節  個案簡介 

一、 緣起 

2009年二林高中圖書館配合文建會「閱讀文學地景活動」辦理走讀台

灣文學地景活動，以閱讀文學地景作品，使讀者透過文學作品，重建對台

灣土地的認識，不再侷限在吃喝玩樂，而是例如提到宜蘭就想起讀過的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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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明作品、到美濃前先認識了鍾理和，從小說精彩的敘事中、散文對人文

關懷與讀詩的澄澈，激發讀者更深層次的心靈探索。 

二、 計畫 

1. 活動宗旨：讓學生一面浸淫閱讀台灣文學地景之美，一面優游、體驗台

灣豐富的地景文化，從文學作品認識在地風土人情，觸發關懷鄉土並進

而喜愛閱讀。 

2. 活動依據：教育部核定二林高中高中優質化計畫方案子計畫 B 

3. 主辦單位：二林高中圖書館 

4. 指導單位：教育部 

5. 活動方式：(1)辦理文學地景走讀活動  

  (2)文學地景專題講座 

6. 活動時間：一天。上學期-高一；下學期-高二 

7. 人數：高中部每年級 4班，約 120人。 

8. 學習活動：需遵守學校規定及課程安排 

(1) 閱讀指定文章讀本與心得寫作 

(2) 閱讀測驗 

(3) 完成活動寫作心得學習單 

9. 活動獎勵：閱讀測驗每班前十名頒發小獎品；用心完成學習單擇優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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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走讀地景文學」讀本 

走讀地景文學讀本有兩種，一種為二林高中圖書館與國文科教學研究

會選編之文學行走—二林高中台灣文學地誌學習讀本(一)(二)(三)，共三

冊；另一種為二林高中圖書館主辦，二林高中走讀台灣地景文學活動手冊

—苗栗山城記遊、南投文學記遊、台北文學記遊、台南文學記遊，共四冊。 

讀本內容有「走讀景點」介紹，一冊選 22~25 篇文章，有散文、小說

(短篇或節選)、新詩、旅遊雜記、網路文章。 

走讀路線：九份老街、金瓜石黃金博物館、金瓜石無耳茶壺山、金瓜

石黃金瀑布、北投溫泉老街、淡水老街，其指定閱讀文章，如下表 3-1 書

目： 

表 3-1 走讀文學地景活動指定閱讀文章書目 

類別 作者 篇名 

散文 白靈 夢築九份 

郝譽翔 野性北投 

曾柏翔 夜遊淡水 

迷戀淡水 

周鼎國 淡水禮拜堂的撒旦最後考驗 

新詩 林宜翠 九份五記 

林煥彰 謎樣的九份、九份的雲和霧 

簡政珍 故鄉四景––金瓜石 

楊風 淡水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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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朗 淡水黃昏、淡水馳情 

郭楓 日落淡水河 

圖文旅記  1.金瓜石地質文學 2.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 

故 事 ( 小

說) 

 北投溫泉博物館的秘密 

 地熱谷的鹿神姬傳說 

 普濟寺內神秘的日本神龕 

 

第三節  研究設計 

    為瞭解高中圖書館推廣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成效，配合研究動機

達到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本研究設計依據文獻探討相關結果，設計研究

架構，針對於研究的高中圖書館推動走讀地景文學活動，試瞭解其對高中

生閱讀的影響，研究架構如下頁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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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分析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後之閱讀理解與感

受，本研究主要探討推行走讀文學活動與學生參與走讀文學活動是否能引

起對地景文學的興趣，因此研究變項有： 

一、 背景變項：包含學生性別、個人對閱讀的喜好、參與次數、滿意度、

教師推廣和參與閱讀活動的方式、圖書館提供閱讀文本的資源。 

二、 瞭解學生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後，閱讀文學讀本的理解與心得寫

作的感受，對閱讀推廣活動的喜好，是否提升對圖書館的利用。 

三、 瞭解學生參與走讀活動後的理解與感受，對閱讀地景文學的興趣、

心得寫作與社會情感層面的感受。 

四、 對文學地景閱讀推廣活動—讀本閱讀、參訪活動、學生心得寫作進

行分析，瞭解高中推廣走讀地景文學的整體成效。  

 

走讀地景文學活動

高中生閱讀與學習成效

1.閱讀理解

2.寫作能力

3.社會性與情感

圖書館推動

1.活動設計與實施

2.師生參與方式

3.圖書館利用成效

學生背景：

1.閱讀喜好

2.閱讀動機

3.走讀活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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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走讀地景文學閱讀推廣活動的實施是否提升高中生對

地景文學閱讀的興趣與加深情感，除探討相關文獻形成研究的理論基礎，

也藉此確立研究的方法，透過問卷調查與資料蒐集進行研究分析。以下茲

說明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藉由文獻分析探討現今高中圖書館的閱讀推廣研究與高中生在閱讀推

廣上的研究範疇，找出現行圖書館辦理走讀地景文學推廣活動的意涵，瞭

解負責人員、參與方式、活動設計等辦理實施情形。 

二、 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是針對一種社會製成品，透過實例，具體詳細的描述分析

資料的素材，歸類整理登錄，而做出解析和意義的詮釋。（游惠美，2000）

本文於研究過程中蒐集研究對象的閱讀心得寫作的作品，分析其參與活

動的心得寫作內容，是否達到閱讀推廣的學習成效，有提升閱讀地景文

學的興趣。 

三、 問卷調查法 

調查法適合使用在想要得知受訪者的信念或是行為，問卷調查一次詢

問許多問題，可以同時測量多個變項。使用問卷調查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

動的高中生，其閱讀動機、理念與閱讀理解等情形，以量化方式瞭解高中

生參與整體活動實施的成效。 

本研究以 Wigfield、Guthrie& McGough（1996）編製的「閱讀動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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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MRQ，中譯自梁惠卿，2015）以能力和效能信念、成就價值和目標、

社會性與情感為基礎，「閱讀推廣與成效」、「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社會

性與情感」為研究構面設計問卷。 

 

圖 3-2 問卷設計構面 

 

第五節  研究工具 

為配合本研究目的與問題之需要，蒐集走讀文學活動實施計畫、研究

對象參與走讀活動之閱讀心得寫作學習單等資料；「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實

施之閱讀推廣為設計來源，使用「高中生對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看法」問

卷調查，蒐集量化資料。研究者期以多元資料來源，從學習單分析、問卷

結果相互校正，以增加本研究的豐富性與信實度。 

一、 問卷設計階段 

(一) 決定問卷架構與內容 

本研究工具為「高中生對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看法」之研究問卷，題

目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學生基本資料」，本研究旨在探討閱讀理解與參與活動的

情感層面，僅就學生的性別、班級、閱讀喜好、閱讀興趣做為個人基本資

閱讀推廣與成效

社會性與情感
閱讀理解與寫

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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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第二部分為「高中時期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對閱讀活動推廣實施

的看法」，旨在調查本研究之高中生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前後對地景文

學的閱讀推廣，對閱讀理解與社會性情感產生之影響。 

(二) 擬定問卷初稿 

研究者參酌 Wigfield、Guthrie& McGough（1996）編製的閱讀動機問

卷題目（中譯自梁惠卿，2015），考量本研究之目的、需要，決定問題架構

及內容後，與指導教授、走讀活動實施相關教師討論，再依據任教之高中

生程度編製而成「高中生對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看法」之研究問卷。 

二、 問卷預試階段 

(一) 專家修正 

在問卷初稿完成後，為兼顧理論與實務，研究者將請指導教授審查問

卷內容，並請兩位辦理走讀文學活動相關教師提供修正之意見，發展為預

試問卷。 

(二) 進行預試 

預試問卷完成後，擬請六位學生於七月下旬，針對「高中生對走讀地景

文學活動的看法」之研究問卷，進行模擬作答，以瞭解所設計之內容是否

周延，能否達到可理解且易填答之目的。研究者依據作答情形，加以增補

修正，再提請指導教授審查修訂，才完成正式樣卷。 

三、 填答與計分 

本問卷採用 Likert 式五點量表，分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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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個選項，由填答者根據每一道問題，選出一

項最符合的程度，計分方式由「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5、4、3、2、1 分。 

四、 形成正式問卷 

所有試題經由兩位走讀活動相關教師審題、學生預試，並與指導教授

討論，修正題目後編製成正式問卷。 

五、 問卷大綱內容 

表 3- 2 問卷參考題目 

參酌 構面  題目 

 

 

 

 

 

 

 

參考自

Wigfield、

Guthrie& 

McGough

（1996）閱

讀動機問卷

題目（中譯

自梁惠卿，

2015） 

 

閱
讀
推
廣
與
成
效 

1 我比班上同學能從閱讀中學到更多。 

2 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對於我而言是簡單的，大

部份都能讀懂文中字詞及文句意義。(易理解) 

3 參與走讀活動能加深我對走讀地景文學讀本的

理解。 

4 老師會指導我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讓我更理

解文本內容蘊含的意義。 

5 整體而言，我認為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可以

提升我的閱讀理解能力。 

6 我認為參加走讀活動前，閱讀地景文學讀本是必

要的。 

7 閱讀走讀文學讀本時，腦海裡會浮現文中描述的

畫面。 

8 走讀地景文學的讀本閱讀能引起我對地方的想

像。 

9 當我在走讀活動時，會試著找尋文學讀本中提到

的景物（事物）。 

閱
讀
理
解
與
寫
作
能
力 

10 我總是遵照老師的要求完成閱讀心得寫作單。 

11 當我閱讀走讀文學讀本後，會將所讀的內容與自

己原有的知識、想法作連結。 

12 當我閱讀走讀文學讀本後，寫心得單時，，綜合

判斷後提出自己的見解 

13 當我閱讀完文學讀本寫閱讀心得單時，我能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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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價文本的寫作結構與內容。 

14 班級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引起同儕討論的

話題。 

15 我認為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提升我的寫作

能力。 

16 我喜歡協助同學完成走讀文學讀本心得寫作單。 

17 走讀活動結束後，我的心得寫作能綜合分析閱讀

與活動的經驗，思考創作出自己獨特的觀點或想

法。 

社
會
性
與
情
感 

18 我會跟家人或朋友分享參加走讀文學活動。 

19 我是一個喜歡閱讀的人。 

20 和其他學科相比，我在閱讀表現上較好。 

21 我期待參加圖書館辦理的走讀地景文學推廣活

動。 

22 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引起我的閱讀興趣。 

23 讀到喜愛的內容時，有時會因此廢寢忘食。 

24 我喜歡閱讀不同地區的風俗民情。 

25 當我在走讀活動時，能連結走讀文學讀本中的內

容。 

26 經由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我能對地景文學印象深

刻。 

27 和其他閱讀活動相比，我喜歡參加走讀地景文學

活動。 

28 和其他閱讀活動相比，在走讀文學活動中表現優

異是很重要的。 

29 參加過走讀活動，我有增加進圖書館借閱圖書的

次數。 

30 參加過走讀活動，我會主動借閱有關文學地景的

作品。 

 

第六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含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探討走讀地景文學閱讀推廣活動的實施是否提升高中生對地

景文學閱讀的興趣與加深其對地景的社會性情感，研究者期望透過資料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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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與問卷調查達到研究目的，以解決研究問題。 

一、 研究場域 

歐用生指出研究應盡量選擇日常生活場景自然發生之情境，而不是刻

意安排的實驗場所（引自謝端純，2015）本研究以彰化縣立二林高中為研

究場域，九十二年度升格為高中，屬完全中學，為鎮內唯一一所國中與高

中，今高中部共 12 個普通班、三個體育班，國中部共 31班。 

閱讀力是一切學習的基礎，是面對未來的關鍵能力。此校地處彰化偏

遠地區，許多學生從小在閱讀環境差、文化刺激又不足的家庭、社區環境

下成長，因此關於閱讀認知、理解，乃至寫作等能力素養都未能建立良好

基礎。 

學校以人文、適性、創新、多元的核心願景，推行閱讀教育以營造一

個友善校園為方向，深耕校園閱讀教育的具體作為有經典文學 2.0創意課

程、閱讀認證計畫，辦理教師閱讀專業學習工坊等等，持續推行閱讀學習，

打造「品牌學校」，從 2003 年起在行政團隊、師、生及家長共同努力下，

本校各項閱讀教育評鑑均為績優，先後獲得教育部『閱讀磐石學校獎』(97

年) （國中組第一名）、教育部『友善閱讀行動校園獎』（98 年）（彰化縣

內高中唯一一所）、「台灣有品運動」閱讀代表學校（全國唯一），教育部『閱

讀推手獎』（99年），持續深耕閱讀教育，發展成為「閱讀教育特色學校」。 

閱讀教育的具體作法有融入課程與教學之經典文學 2.0、愛閱天地閱

讀認證、班級自由晨讀；大量閱讀學習護照認證，與經典文學閱讀認證，

分有鄉土經典文學、台灣經典文學、中國經典文學與世界經典文學四個主

題作品選讀；依據季節規劃春夏秋冬愛讀活動，春暖花開「世界書香日」

閱讀週活動、夏夜之夢「洪醒夫文學創作營」、秋高氣爽閱讀旅行「走讀地

景文學活動」、冬季戀歌「愛上圖書館」週活動。此外依據年級分別推動「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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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沙龍」講座、讀報教育、讀書會等等多元閱讀推廣計畫。 

研究者於民國 103 年起任教於此校國文教學工作，參與學校閱讀推廣

活動，希望藉由提倡閱讀，開拓學生視野，培養閱讀素養，提升自身能力，

增進人文素養，變化氣質。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彰化縣立二林高中為對象，此校為一完全中學，有國高中部

共六個年級，舉辦走讀文學活動的對象，每次活動名額雖有部分國中學生，

但此走讀文學閱讀推廣活動以高中一、二年級為主，高三學生已參與過，

因此問卷調查以高中三個年級為研究對象。 

高中部每一年級有四班普通班，一班體育班，因體育班課程規劃差異，

圖書館辦理之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以 1~4 班為對象。高中一年級入學的學生

組成分子有國中部直升入學與彰化縣免試分發入學，擬為研究對象的高中

三年級學生，以直升入學而言，在國中階段即透過圖書館申請教育部優質

化計畫，在國中階段三個年級都有舉辦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因此直升入學

的學生參與走讀文學活動的經驗有五次以上；免試分發入學的學生，有部

分亦是國中部選填回校，其餘免試入學高中生居住於鄰近鄉鎮，入校交通

便利之處。 

高中學生入校後，圖書館辦理的走讀地景文學活動，高中一年級上學

期先參與走讀文學講座，下學期參加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二年級上學期參

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下學期參與走讀文學講座。因此所擬之研究對象，有

的參與多次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有的居住生活環境類似，有其同質性，亦

有其異質性，可堪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問卷調查僅以高中三個年級普通班共 12 班，一班 30 份共 360 人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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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對象。本研究走讀地景文學活動辦理之單位為高中圖書館，彰化縣立

二林高中圖書館編制人員有圖書館主任、讀者服務組組長、技術服務組組

長、資訊媒體組長與閱讀教師，活動參與之教師有高中部普通班 4班導師

與其各班國文老師。 

三、 資料分析 

將回收有效之問卷後建立檔案，運用 SPS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處

理，以項目分析、因素分析等方法進行問卷量表效度考驗，以 L. J. 

Cronbach 的α信度係數，進行問卷量表信度考驗。 

以 SPSS 次數分配、平均數、標準差等級中與分散的情形，進行描述性統

計，比較不同背景變項閱讀態度與行為情感及閱讀推動學習成效的現況。 

(一) 效度分析 

問卷以李克特量表的方式編列題目，因此採用李克特量表測驗的決斷

值（CR）作為鑑別度指數指標，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主要檢測每一個

題項是否能鑑別不同受試者的反應程度，使用項目分析求取問卷題項的決

斷值（CR 值），將未達顯著水準題目刪除。 

預測結果之項目分析採內部一致性分析法(Criterion of Internal 

Consistency)，將預試受試者問卷得分總和，依高低分順序排列，前 27%

訂為高分組，後 27%訂為低分組，計高低分組在每一題得分的平均數差異

性檢定，執行獨立樣本 t考驗(t-test)，檢驗每個項目高、低分組有無差

異。未達顯著表示此題項無法鑑別不同受試者的反應，即考慮刪除。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以 KMO 值取樣適切性量值，來判斷是否

適當，當 KMO 值愈接近 1，則抽樣資料愈適合因素分析。如果小於（吳明

隆，2000）題目經項目分析後的知鑑別度，再以「能力信念」、「成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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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情感」三構念進行因素分析。 

(二) 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因度分析完後，為進一步了解問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進行信度考驗. 

J. Cronbach 的α信度係數進行信度，Cronbach‘ｓ α 數值愈大表示信度

愈高，若，Cronbach‘ｓ α 高於 .9 為高信度，介於 .9 < α < .7 中上信度，.7 

< α < .5 中下信度，低於.5 沒有信度意義。 

第七節  研究實施步驟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第一階段為準備，主要確定研究主題，進行文

獻探討與選擇研究方法和工具，並進行問卷設計；第二階段為實施階段，

設計研究實施流程、問卷施測；第三階段為完成階段，主要為問卷、學

習單的資料整理分析，並作出結論與建議，如下圖 3-3 所示。本研究設

計實施步驟如下： 

一、 準備階段 

問題形成，確立研究主題並選定樣本，蒐集閱讀相關文獻，整理探討

文獻資料，同時尋找適合研究之場域，確立研究範圍與架構，擇定研究對

象了解個案，確立研究設計與架構。 

二、 實施階段 

根據研究問題與方法，蒐集個案資料；設計研究工具指標「高中生對

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看法草稿」，進行問卷預試與專家建議以形成正式問

卷。 

三、 完成階段 

透過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問卷施測與學習單蒐集資料進行資料整理分析，

與論文之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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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研究主題並選定樣本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 

確立研究範圍與架構 

了解個案 

確立研究設計與工具 

資料蒐集： 

走讀地景文學讀本 

活動手冊 

學習單 

資料分析與討論 

問卷調查： 

預試問卷 

專家審查修正 

正式問卷施測 

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準

備

階

段 

圖 3-3 研究流程圖 

實

施

階

段 

完

成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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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預試問卷修正結果 

預試工作為分析受試者在預測問卷上的反應，目的在刪除不適當題項，

並選取適當者，修正部分題項以形成正式施測之問卷，以下就預試問卷的

實施與驗證試卷之適切性採用的檢定方法之項目分析、因素分析與信效度

分析分述之。 

一、 預試問卷的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專家邏輯效度) 

本研究採取結構式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之蒐集，依據研究目的，參考

相關文獻，及研究架構設計相關量表為本研究之工具，初擬問卷題目後，

委請相關領域專家進行邏輯效度檢驗，經兩位圖書館工作人員與一位中學

國文教師審視，綜合歸納其意見刪修文字適切性為本研究之預試問卷。其

修正項目如下： 

(一) 個人基本資料： 

「4.閱讀喜好」修正為簡化的圖書分類項目「宗教哲學類、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史地類、語言文學類、藝術類、其他」共七項。 

(二) 走讀文學地景活動參與經驗： 

具體列出「1. 我參加過幾次走讀地景文學活動：0 次、1 次、2 次、3

次、4 次以上」；「2. 我曾閱讀過哪些走讀地景文學讀本：文學行走--二林

高中台灣文學地誌學習讀本(一)中部縣市地景文學的作品、文學行走--二

林高中台灣文學地誌學習讀本(二)北部縣市地景文學的作品、文學行走--

二林高中台灣文學地誌學習讀本(三)台灣南部地區地景文學的作品、二林

高中走讀台灣地景文學活動手冊—苗栗山城記遊、二林高中走讀台灣地景

文學活動手冊—南投文學記遊、二林高中走讀台灣地景文學活動手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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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文學記遊、二林高中走讀台灣地景文學活動手冊—台南文學記遊」；「3. 

我參加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曾去過哪些地方：台北、苗栗、台中、彰化、南

投、嘉義、台南、高雄」；「4.我曾寫過哪些地方的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學習

心得單：台北、苗栗、 台中、彰化、南投、嘉義、台南、高雄」；5.預試

問卷題目修正題項文字如下表 4-2： 

表 3-3 試問卷修正 

題號 題項 

8 閱讀走讀文學讀本時，我的腦海裡會浮現文中描述的畫面。 

9 走讀地景文學的讀本閱讀能引起我對文本景點的想像。 

14 
當我閱讀走讀文學讀本後，寫心得單時，會將所讀的內容與自己原有的

知識、想法作連結。 

15 
當我閱讀走讀文學讀本後，寫心得單時，能綜合判斷後提出自己的見

解。 

16 
當我閱讀完文學讀本寫閱讀心得單時，我能說出文本的寫作結構或內

容。 

19 我會跟家人或朋友分享參加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心情感受。 

21 我認為在參加走讀活動前，閱讀地景文學讀本是必要的。 

23 當我在參加走讀活動時，能連結走讀地景文學讀本中的內容。 

24 
當我在參加走讀活動時，會試著找尋走讀地景文學讀本中提到的景象

或事物。 

26 經由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我能對地景文學有深刻印象。 

27 和圖書館其他閱讀推廣活動相比，我喜歡參加走讀地景文學活動。 

28 
和圖書館其他閱讀推廣活動相比，我認為在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中用心

參與是很重要的。 

29 
參加過走讀地景活動後，我進入圖書館瀏覽或借閱圖書資料的次數有

增加。 

30 參加過走讀地景活動後，我會主動閱讀有關地景文學的作品。 

*粗體字表修正後結果 

新增兩題開放性問答題：「6.關於所閱讀過的「走讀地景文學讀本」，印

象中有哪些文學作品或作家呢？」與「7.參與走讀地景文學讓你印象最深

刻的是哪個地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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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試問卷信效度檢定 

此預試問卷以高中二年級學生進行預試工作，施測時間為 2019 年 3

月，發出 30 分問卷，回收率 100%，刪除無效問卷後，共得 27 份預試樣

本，回收之有效問卷率為 90%。將資料編碼後輸入電腦，使用 SPSS 25.0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以項目分析、因素分析以及內部一致性檢定等

統計方法，對各量表逐一進行信度、效度等檢定刪題，以此成為本研究正

式施測之問卷。 

為使本研究工具更具建構效度，遂以項目分析與因素分析等統計方法

檢定各量表題項之建構，以呈現清楚、易解釋的架構。首先將所有受試者

預試量表的得分計算總和，將預試總得分前 27%受試者訂為高分組，總得

分後 27%訂為低分組，依此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項目分析主要以決斷值

（CR）與鑑別度（D）進行刪題。 

為了進一步了解問卷的可靠性，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進行內部一

致性檢定，以求得信度係數。27 份預試樣本進行信效度檢定，刪除決斷值

與鑑別度較不佳試題，接下來進行因素分析，因樣本數太少，無法求取

KMO 與 Bartlett 檢定值，而 Cronbach’s 信度值 0.783，大於 0.7，屬良好試

題。 

預試問卷以項目分析刪除決斷值（CR），t 未達顯著差異(顯著性 p> .05)

且鑑別度（D）小於 0.4 之題目，標號第 11 題未達顯著且< .3000，再依鑑

別度評鑑標準刪除 D 值小於.40，標號 1、3、12、19 題，共刪除五題。如

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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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預試問卷分析 

預試題目 
決斷值

(CR) 

鑑別度

(D) 
取捨 

1 我是一個喜歡閱讀的人。 -0.97 -0.38* 刪除 

2 我比班上同學能從閱讀中學到更多。 -1.89 -0.60  

3 和其他學科相比，我在閱讀上表現較好。 -0.62 -0.13* 刪除 

4 我期待參加圖書館辦理的走讀地景文學推廣活

動。 
-1.18 -0.55  

5 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引起我的閱讀興趣。 -3.66 -1.23  

6 讀到喜愛的內容時，有時會因此廢寢忘食。 -3.19 -1.31  

7 我喜歡閱讀不同地區的風俗民情。 -1.98 -0.95  

8 閱讀走讀文學讀本時，我的腦海裡會浮現文中描

述的畫面。 
-2.39 -0.87  

9 走讀地景文學的讀本閱讀能引起我對文本景點

的想像。 
-2.71 -0.86  

10 班級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引起同儕討論的

話題。 
-1.70 -0.57  

11 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對於我而言是簡單的，

大部分都能讀懂文中字詞及文句意義。(文本易理

解) 

0.60* 0.21* 刪除 

12 老師會指導我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讓我更

理解文本內容蘊含的意義。 
-1.19 -0.39* 刪除 

13 我總是遵照老師的要求完成閱讀心得寫作單。 -1.98 -0.82  

14 當我閱讀走讀文學讀本後，寫心得單時，會將

所讀的內容與自己原有的知識、想法作連結。 
-2.99 -1.05  

15 當我閱讀走讀文學讀本後，寫心得單，能提出

自己的見解。 
-2.99 -1.05  

16 當我閱讀完文學讀本寫閱讀心得單時，我能說

出文本的寫作結構或內容。 
-2.07 -0.81  

17 整體而言，我認為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可以

提升我的閱讀理解能力。 
-2.54 -0.71  

18 我認為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提升我的寫作

能力。 
-3.27 -1.04  

19 我會跟家人或朋友分享參加走讀地景文學活動

的心情感受。 
-0.37 -0.16* 刪除 

20 我喜歡協助同學完成走讀地景文學讀本心得寫

作單。 
-1.14 -4.84  

(N=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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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認為在參加走讀活動前，閱讀地景文學讀本

是必要的。 
-1.79 -1.48  

22 參與走讀活動能加深我對走讀地景文學讀本的

理解。 
-2.40 -1.82  

23 當我在參加走讀活動時，能連結走讀地景文學

讀本中的內容。 
-2.62 -2.52  

24 當我在參加走讀活動時，會試著找尋走讀地景

文學讀本中提到的景象或事物。 
-1.50 -1.25  

25 走讀活動結束後，我的心得寫作能綜合分析閱

讀與活動的經驗，思考創作出自己獨特的觀點或

想法。 

-2.14 -1.53  

26 經由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我能對地景文學有深

刻印象。 
-2.81 -1.78  

27 和圖書館其他閱讀推廣活動相比，我喜歡參加

走讀地景文學活動。 
-3.29 -2.01  

28 和圖書館其他閱讀推廣活動相比，我認為在走

讀地景文學活動中用心參與是很重要的。 
-3.12 -1.92  

29 參加過走讀地景活動後，我進入圖書館瀏覽或

借閱圖書資料的次數有增加。 
-1.91 -1.55  

30 參加過走讀地景活動後，我會主動閱讀有關地

景文學的作品。 
-2.05 -1.60  

再進一步以回收之有效正式問卷 321 份重複檢核各量表間的建構關係，

確認問卷的因素結構與內部一致性，而 Cronbach’s 信度值 0.94，大於

0.7，屬良好試題。如表 4-4，重新定義各構面為「閱讀推廣與成效」（7題）、

「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11 題）、「社會性與情感」（7 題），三構面的

Cronbach’s 信度值依序為 0.817、0.831、0.759。 

表 3-5「高中生對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看法」問卷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Cronb

ach’s 

α 

閱

讀

推

廣 

與 

7 

23 和圖書館其他閱讀推廣活動相比，我

認為在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中用心參與是

很重要的。 

.828   

.817 

24 和圖書館其他閱讀推廣活動相比，我

喜歡參加走讀地景文學活動。 
.814   

(N=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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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效 

17 參與走讀活動能加深我對走讀地景文

學讀本的理解。 
.690   

18 當我在參加走讀活動時，能連結走讀

地景文學讀本中的內容。 
.660   

19 當我在參加走讀活動時，會試著找尋

走讀地景文學讀本中提到的景象或事

物。 

.646   

16 我認為在參加走讀活動前，閱讀地景

文學讀本是必要的。 
.598   

21 經由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我能對地景

文學有深刻印象。 
.404   

閱

讀

理

解

與

寫

作

能

力 

11 

11 當我閱讀完文學讀本寫閱讀心得單

時，我能說出文本的寫作結構或內容。 
 .717  

.831 

14 我認為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提升

我的寫作能力。 
 .632  

10 當我閱讀走讀文學讀本後，寫心得單

時，會將所讀的內容與自己原有的知

識、想法作連結。 

 .597  

20 走讀活動結束後，我的心得寫作能綜

合分析閱讀與活動的經驗，思考創作出

自己獨特的觀點或想法。 

 .594  

15 我喜歡協助同學完成走讀地景文學讀

本心得寫作單。 
 .567  

25 參加過走讀地景活動後，我進入圖書

館瀏覽或借閱圖書資料的次數有增加。 
 .560  

22 參加過走讀地景活動後，我會主動閱

讀有關地景文學的作品。 
 .552  

8 班級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引起同儕

討論的話題。 
 .544  

12 當我閱讀走讀文學讀本後，寫心得單

時，能提出自己的見解。 
 .537  

9 我總是遵照老師的要求完成閱讀心得寫

作單。 
 .424  

13 整體而言，我認為閱讀走讀地景文學

讀本可以提升我的閱讀理解能力。 
 .305  

社

會

性

7 

4 讀到喜愛的內容時，有時會因此廢寢忘

食。 
  .699 

.759 

5 我喜歡閱讀不同地區的風俗民情。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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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情

感 

1 我比班上同學能從閱讀中學到更多。   .602 

6 閱讀走讀文學讀本時，我的腦海裡會浮

現文中描述的畫面。 
  .597 

2 我期待參加圖書館辦理的走讀地景文學

推廣活動。 
  .529 

7 走讀地景文學的讀本閱讀能引起我對文

本景點的想像。 
  .510 

3 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引起我的閱讀興

趣。 
  -.134 

走

讀

看

法 

25 

特徵值 10.062 1.509 1.280 

.940 
解釋變異量% 40.248 6.036 5.118 

總解釋變異量% 51.403   

 

 



DOI:10.6814/NCCU20200016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7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 

    為達本研究目的，本研究以高中圖書館有實施走讀文學活動的彰化縣

立二林高中為研究個案，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研究目的，本章分成六

節，第一節說明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分析；第二節進行預試問卷分析；第三

節探討問卷對象資料描述分析、第四節論述高中生參與走讀文學資料分析；

第五節指出高中生對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成效分析；第六節為高中生對走讀

地景文學內涵的印象與活動學習單分析、第七節為研究綜合討論。以下分

節詳細之。 

第一節  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分析 

本研究對象為彰化縣立二林高中學生，本節整理 2017 年與 2018 年推

動的走讀地景文學活動辦理單位與參與人數、推廣理念與活動名稱、活動

內容與閱讀走讀讀本、活動行程和學習心得方式。 

一、 辦理單位與參與人員、人數 

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由二林高中圖書館主辦，圖書館主任規劃，任課

教師隨行，行政人員協助。 

學生為高中部一二年級生。參與人數，2017 年 12 月 12日共 85 人、

2017年 11月 17 日共 129人、2017 年 3 月 24日僅學校各單位志工學生

共 31人，2018 年 4 月 13日共 115 人。 

二、 推廣理念與活動名稱 

辦理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宗旨：「讓學生一面浸淫閱讀台灣文學地

景之美，一面優游、體驗台灣豐富的地景文化，從文學作品中認識在

地風土人情，觸發關懷鄉土並進而喜愛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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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7 年 12月 12 日舉辦的活動名稱為「走讀文學活動＋愛閱公

益活動」、2017 年 11 月 17 日與 2018 年 4 月 13 日活動名稱為「走讀

文學活動」、2017 年 3月 24日活動名稱為「走讀咱台灣—地景文學行

動計劃」，皆以「走讀」和「文學」為命名核心。 

三、 走讀地景文學閱讀讀本 

彰化縣立二林高中圖書館館藏的走讀地景文學讀本有兩套，一套為

國立台灣文學館線上的「台灣文學網」收錄之文學作品編成的「文學地

誌學習讀本系列」共三本為：(一)中部縣市地景文學的作品、文學行走

--二林高中台灣文學地誌學習讀本；(二)北部縣市地景文學的作品、文

學行走--二林高中台灣文學地誌學習讀本；(三)台灣南部地區地景文學

的作品。 

另一套為彰化縣立二林高中圖書館選取文學地誌系列的篇目，加上

活動路線的景點介紹與地圖路線，編輯四本為「活動手冊」，有：(一)二

林高中走讀台灣地景文學活動手冊—苗栗山城記遊；(二)二林高中走讀

台灣地景文學活動手冊—南投文學記遊；(三)二林高中走讀台灣地景文

學活動手冊—台北文學記遊；(四)二林高中走讀台灣地景文學活動手冊

—台南文學記遊」。 

館藏份數為五箱，一箱 50本，提供同時段一個年級每個班級可以閱

讀。走讀地景藉由事先的規畫，依據走讀地景的目的地，提前進行相關

文學作品的導讀，選定合適的讀本篇目進行閱讀活動。 

2017 年 3 月 24 日走讀地點為彰化，活動事前閱讀台灣文學地誌

讀本〈一〉有介紹彰化八卦山的風景民俗，包含〈吾土〉洪醒夫；〈鹿

港小鎮〉〈清水岩〉蕭蕭；〈城中有座山〉石德華；〈那一年我們與彰化

的超時空愛戀〉；〈童年印象〉洪醒夫；〈山豬的腳印〉翁鬧；〈母親.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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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與農事〉康原等作品。 

2017年 11月 17日預計走讀地點為台南，活動日前閱讀活動手冊，

內有的〈美哉安平〉張銘哲；〈安平古堡〉鄭文山；〈鹽田風景線〉羊

子喬；2017 年 12 月 22日預計走讀景點為嘉義，閱讀。2018 年 4月 13

日預計走讀地點為高雄，閱讀〈雨中个美濃〉曾貴海；〈檳榔花開的季

節〉、〈路過美濃〉張錯；〈菸樓〉鍾理和；〈秋菊〉吳錦發。 

四、 走讀地景文學活動路線 

走讀行程路線的規劃，2017 年 3月 24日活動從 139 縣道 16 公里

處賞鷹平台，到彰化文學館、八卦山文學步道；2017 年 11 月 17日從

四草紅樹林隧道、安平樹屋、神農、老街、赤崁樓、吳園、林百貨，

結束於台灣文學館；2017 年 12 月 22 日先去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鰲

鼓溼地，回程去溪口鄉文化生活館、屋頂上的貓創意園區；2018 年 4

月 3 日去高雄美濃，從原鄉緣紙傘文化村、旗山老街天后宮、武德殿、

孔廟、神社遺址，觀看月世界地景結束當日活動。 

五、 走讀活動學習心得 

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內容包含學習的成果紀錄，每一次的活動成

果展現都不一樣，2017 年 3 月 24 日走讀活動去彰化，學生需完成閱

讀文本指定頁數並完成文學讀本摘要，與活動心得，活動心得為畫圖

或貼相片，加上文字描述心得。 

2017年 11 月 17日走讀去台南的學習心得要上傳至少兩張相片與

80字心得到彰化縣立二林高中圖書館 FACEBOOK-「悅動你的心」社群，

無法使用網路繳交者，可拿紙本心得單，貼相片或彩繪列印，寫 100字

以上當日見聞或閱讀文本的心得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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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 月 22日去嘉義須完成文學行走(三)讀本學習單。2018

年 4月 13日學習心得為畫下圖案或列印相片並寫下見聞與心得，書寫

內容包含五類：景點 1欄、特色美食 1欄、新鮮事物 3欄。 

圖書館辦理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整理活動時間、辦理地點、學生參與

人次與閱讀走讀作品列表 4-1： 

表 4-1 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分析 

活動

時間 
2017.3.24 2017.11.17 2017.12.22 2018.4.13 

活動

名稱 

走讀咱台灣-地景

文學行動計畫 
走讀文學活動 

走讀文學活動+愛

閱公益活動 
走讀文學活動 

活動

地點 

彰化八卦山賞鷹

平台、彰化文學

館、文學步道 

台南市四草、赤崁

樓、吳園、林百貨、

台灣文學館 

嘉義縣 美濃、旗山 

參與

人數 
85 人 129 人 31 人 115 人 

讀本 
台灣文學地誌讀

本〈一〉 

台南地景文學作品 嘉義地景文學作品 台灣文學地誌

學習讀本〈三〉 

篇目 

〈吾土〉洪醒夫 

〈鹿港小鎮〉〈清

水岩〉蕭蕭 

〈城中有座山〉

石德華 

〈那一年我們與

彰化的超時空愛

戀〉 

〈童年印象〉洪

醒夫 

〈山豬的腳印〉

翁鬧 

〈美哉安平〉張銘

哲 

〈安平古堡〉鄭文

山 

〈鹽田風景線〉羊

子喬 

 〈雨中个美濃〉

曾貴海 

〈檳榔花開的

季節〉〈路過美

濃〉張錯 

〈菸樓〉鍾理和 

〈秋菊〉吳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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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 .廚房與

農事〉康原 

走讀

行程

路線 

139 縣道 16 公里

處賞鷹平台→彰

化文學館→八卦

山文學步道 

四草紅樹林隧道→

安平樹屋→神農老

街→赤崁樓、吳園

→林百貨→台灣文

學館 

東石自然生態展示

館→鰲鼓溼地→溪

口鄉文化生活館→

屋頂上的貓創意園

區 

原鄉緣紙傘文

化村→旗山老

街天后宮、武德

殿→孔廟、神社

遺址→月世界

地景 

學習

心得 

閱讀文本指定頁

數並完成文學讀

本摘要與心得 

 

(一)上傳兩張相片

與至少 80 字心得

到二林高中圖書館

Facebook悅動你的

心 

(二)學習單 1.相片

或 彩 繪 或 列 印

2.100 字心得或心

情感觸〈當日見聞

或手冊三篇文章欣

賞為主〉 

完成文學行走(三)

讀本學習單 

畫下或列印相

片(5類：景點 1、

2 特色美食 1、

新鮮事物 1、2、

3)，並寫下見聞

與心得。 

(研究者自行整理) 

     走讀地景文學閱讀推廣活動理念相同，先閱讀一縣市地方的文學

讀本，再依走讀地景規劃路線，每次活動方式不完全相同，可分為三種方

式，一種有先完成文本閱讀作品再進行地方走讀活動，第二種是完成走讀

活動再寫學習心得，第三種完成文本學習單再參與地方走讀，結束後要完

成活動學習單。 

 

第二節  問卷對象背景資料描述分析 

本次問卷以彰化縣立二林高中一般生為問卷調查對象，回收之有效

問卷共 321 份，其性別、年級、畢業學校與個人閱讀動機、喜好資料的

統計如下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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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1) 

(N=321) 

一、 基本資料 

包括性別、年級、畢業國中，以下就其特徵逐一探討。 

（一）性別與年級： 

    性別與年級分布情形，如表 4-2 所示。樣本受訪者的女性大於男性；

女性占 50.4%，男性占 49.6%。年級分布情形，最多者為三年級占 34.9%，

其次為二年級占 34.3%，三年級占 30.8%。 

表 4-2 性別與年級次數分布 

（二）畢業國中 

    畢業國中分布情形，如表 4-3 所示。最多者為二林國中占 65.7%大城

國中占 7.2%，其他國中占 24.9%（80 人次），計有：埤頭國中（11）、竹塘

國中（7）、溪湖國中（6）、北斗國中（5）、線西國中（4）、伸港國中（3）、

福興國中（3）；大同國中、秀水國中、東南國中、芳苑國中、員林國中、

埔心國中、草湖國中、陽明國中，皆為 2 人次；向上國中、和群國中、社

頭國中、花壇國中、埔鹽國中、鹿鳴國中、萬興國中、彰泰國中、慈大附

中、精誠中學、德光附屬、曉明女中，各為 1 人次。 

表 4-3 畢業國中次數分布 

畢業學校 次數 比例(%) 

二林國中 211 65.7% 

大城國中 23 7.2% 

其他國中 80 24.9% 

埤頭國中 11 3.4% 

竹塘國中 7 2.2% 

 
年級 

總計 
佔總計的

百分比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性

別 

男生 計數 54 45 54 153 49.6% 

女生 計數 45 65 58 168 50.4% 

總計 

計數 99 110 112 321 

100% 佔總計的

百分比 
30.8% 34.3% 34.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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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湖國中 6 1.9% 

北斗國中 5 1.6% 

鹿港國中 5 1.6% 

溪州國中 4 1.2% 

線西國中 4 1.2% 

伸港國中 3 0.9% 

福興國中 3 0.9% 

精誠中學 3 0.9% 

大同國中 2 0.6% 

秀水國中 2 0.6% 

東南國中 2 0.6% 

陽明國中 2 0.6% 

芳苑國中 2 0.6% 

員林國中 2 0.6% 

埔心國中 2 0.6% 

草湖國中 2 0.6% 

社頭國中 1 0.3% 

花壇國中 1 0.3% 

埔鹽國中 1 0.3% 

鹿鳴國中 1 0.3% 

大村國中 1 0.3% 

文興國中 1 0.3% 

向上國中 1 0.3% 

和群國中 1 0.3% 

萬興國中 1 0.3% 

彰泰國中 1 0.3% 

慈大附中 1 0.3% 

德光附屬 1 0.3% 

曉明女中 1 0.3% 

遺漏值 7 2.2% 

總計 321 100% 

遺漏值:受測者未填寫國中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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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1) 

二、 不同性別與年級的閱讀喜好及閱讀動機 

本調查研究問卷填寫「閱讀喜好」選項，雖為可複選題型，總填寫次

數536人次（男生250人次、女生286人次），而有效問卷總數為321份，平

均數為1.66，顯示多數人僅填選一種「閱讀喜好」，甚至有的人未填寫。 

在閱讀「閱讀喜好」方面，如表4-4所示。高中生前三多為「語言文學」

類（46.1%）、「藝術」類（31.2%）、「自然科學」類（30.0%），其餘依

次為「社會科學」類（26.8%）、「史地」類（17.4%）、「宗教哲學」類

（9.8%）、其他（7.9%）。 

以性別而言，男生的閱讀喜好以「自然科學」最多(21.1%)，其次依序

為「語言文學」類（15.1%）、「社會科學」類（13.9%）；女生以「語言

文學」類最多(30.9%)，其次依序為「藝術」類（22.7%）、「社會科學」類

（12.9%），其餘閱讀喜好的類別皆低。 

表 4-4 不同性別與閱讀喜好 

 1宗教哲學 
2自然科

學 

3社會科

學 
4史地類 

5語言文

學 
6藝術類 7其他 小   計 

性

別 

男生 6.3% 21.1% 13.9% 8.5% 15.1% 8.5% 5.4% 47.6% 

女生 3.5% 8.8% 12.9% 8.8% 30.9% 22.7% 2.5% 52.4% 

佔總計的% 9.8% 30.0% 26.8% 17.4% 46.1% 31.2% 7.9% 100% 

百分比及總計是基於回應者。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在「閱讀動機」方面的選填則較為多元，如表4-5所示。男生填寫共278

人次、女生為363人次，總人次641次，有效問卷共321份，平均數1.99，顯

示大多數人的「閱讀動機」有二種以上。 

依研究結果顯示高中生全體「閱讀動機」依序為「主動閱讀」（58.5%）、

「同學介紹」（41.8%）、「班級共讀」（33.0%）、「學科需求」（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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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推薦」（14.8%）、「圖書館推薦」（13.2%）、「家長介紹」（5.0%）、

其他（3.8%）。 

男生的「閱讀動機」依序為「主動閱讀」（24.2%）、「同學介紹」（17.0%）、

「學科需求」（14.8%）、「班級共讀」（14.2%）、「圖書館推薦」（7.5%）、

「師長推薦」（5.0%）、、「其他」（3.1%）「家長介紹」（1.6%）；女

生的「閱讀動機」依序為「主動閱讀」（34.3%）、「同學介紹」（24.8%）、

「班級共讀」（18.9%）、「學科需求」（16.7%）、「師長推薦」（9.7%）、

「圖書館推薦」（5.7%）、「家長介紹」（3.5%）。 

從此份問卷調查對象可見高中生以「個人主動」閱讀興趣與「同學介

紹」佔「閱讀動機」的最大因素，其次是學校課程學習上的需求，圖書館

和教師推薦所佔比例差不多，最低為「家長介紹」，顯示高中生在閱讀方

面受到學校層面的影響大於家庭層面。 

表 4-5 不同性別與閱讀動機 

 
1 

主動 

2 

師長 

3 

同學 

4 

家長 

5 

圖書

館 

6 

學科 

7 

共讀 

8 

其他 

總計 

性

別 

男生 24.2% 5.0% 17.0% 1.6% 7.5% 14.8% 14.2% 3.1% 48.1% 

女生 34.3% 9.7% 24.8% 3.5% 5.7% 16.7% 18.9% 0.6% 51.9% 

佔總計的% 
58.5% 14.8% 41.8% 5.0% 13.2% 31.4% 33.0% 3.8% 

100.0

% 

百分比及總計是基於回應者。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從高中三個不同年級來看「閱讀喜好」，如表4-6所示。三個年級最高

的都是「語言文學」類，其他略有不同，高一生對「語言文學」類（13.9%）

喜好最多，「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類與「藝術」類並列（9.8%）；

高二生的「閱讀喜好」在「語言文學」類（13.6%）、「藝術」類（12.6%）、

「自然科學」類（9.5%）、「社會科學」類（8.8%）；高三生對「語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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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類（18.6%）、「自然科學」類（10.7%）、「藝術」類（8.8%）、「社

會科學」類（8.2%）。顯示不同年級的「閱讀喜好」還是有些微差異。 

表 4-6 不同年級與閱讀喜好 

 

1宗教

哲學 

2自然

科學 

3社會

科學 

4史地

類 

5語言

文學 
6藝術類 7其他 總計 

年

級 

一年級 3.2% 9.8% 9.8% 6.9% 13.9% 9.8% 2.2% 30.9% 

二年級 3.5% 9.5% 8.8% 23.6% 13.6% 12.6% 2.8% 34.4% 

三年級 3.2% 10.7% 8.2% 6.3% 18.6% 8.8% 2.8% 34.7% 

佔總計的% 9.8% 30.0% 26.8% 17.4% 46.1% 31.2% 7.9% 100.0% 

百分比及總計是基於回應者。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從高中三個不同年級來看「閱讀動機」所佔比例，如表4-7示。高一生

「個人主動」（16.4%）、 「同學介紹」（13.5%）、「班級共讀」（11.6%）、

「學科需求」（10.1%）；高二生在「個人主動」（18.9%）、「同學介紹」

（13.2%）、「學科需求」（12.3%）、「班級共讀」（10.4%）；高三生在

「個人主動」類（23.3%）、「同學介紹」（15.1%）、「班級共讀」（11.0%）。

三個年級比例最高的都是「個人主動」和「同學介紹」，顯示不同年級的

「閱讀動機」差異並不大。 

表 4-7 不同年級與閱讀動機 

 1主動 2師長 3同學 4家長 5圖書館 6學科 7共讀 8其他 總計 

一年級 16.4% 3.5% 13.5% 2.5% 6.0% 10.1% 11.6% 0.6% 31.1% 

二年級 18.9% 5.0% 13.2% 0.9% 5.0% 12.3% 10.4% 1.6% 34.0% 

三年級 23.3% 6.3% 15.1% 1.6% 2.2% 9.15% 11.0% 1.6% 34.9% 

佔總計的% 58.5% 14.8% 41.8% 5.0% 13.2% 31.4% 33.0% 3.8% 100.0% 

百分比及總計是基於回應者。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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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高中生參與走讀活動資料分析 

一、 不同年級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次數 

此問卷調查對象參加過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總人數有280人，佔全體

87.2%。高一學生從未參加過的走讀活動的有20人、二年級有4人、三年級

有15人，佔總人數的12.1%；參與過1次走讀活動的有45人（14.0%）、參與

過2次走讀活動有106人（33.0%）、參與過3次走讀活動有50人（15.6%）、

參與過4次以上走讀活動的有79人（24.6%），資料如下表4-8。 

表 4-8 不同年級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參加次數 

 0次 1次 2次 3次 
4次以

上 

遺漏

值 
總計 

年

級 

一年級 人數 20 19 40 11 9 0 99 

二年級 人數 4 10 51 15 29 1 110 

三年級 人數 15 16 15 24 41 1 112 

總計 

人數 39 45 106 50 79 2 321 

佔總計的

百分比 
12.1% 14.0% 33.0% 15.6% 24.6% 0.6% 100.0% 

從參與走讀文學地景活動的次數來看，每次活動辦理雖以年級為單位，

並不強迫學生一定要參與，且不限於該年級，亦會有其他年級學生參與，

自由度極高。 

二、 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地點與寫作次數 

表4-9為有效問卷對象參與過走讀文學地景活動去過的地點與書寫的

閱讀與走讀活動心得分布人次，去過的地點以南投（17.7%）最多，台南

（16.3%）次之，高雄（14.2%）第三，依序為新竹（11.2%）、彰化（9.6%）、

苗栗（8.5%）、嘉義（7.8%）、台北（7.0%）、台中（5.5%），其他（2.4%）。 

走讀心得寫作以南投（16.5%）最多，高雄（15.2%）次之，新竹（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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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依序為台南（10.1%）、彰化（9.8%）、苗栗（9.0%）、嘉義（7.8%）、

台北（6.7%）、台中（4.7%），其他（2.4%）。 

走讀心得寫作的總次數(553次)低於參與走讀地點(668人次)的人次，顯

示學生的參與度高，但寫作完成度僅82.7%。 

表 4-9 各地點走讀活動次數與心得寫作次數比較 

地點 參與活動人次 百分比 心得寫作人次 百分比 

台北 47 7.0% 37 6.7% 

新竹 75 11.2% 66 11.9% 

苗栗 57 8.5% 50 9.0% 

台中 37 5.5% 26 4.7% 

彰化 64 9.6% 54 9.8% 

南投 118 17.7% 91 16.5% 

嘉義 52 7.8% 43 7.8% 

台南 109 16.3% 89 16.1% 

高雄 95 14.2% 84 15.2% 

其他 14 2.1% 13 2.4% 

總計 668 100.0% 553 100.0% 

三、 走讀文學讀本的閱讀次數 

表4-10為有效問卷對象閱讀走讀讀本的分布人次，讀本分為兩系列，

「文學行走」系列與「活動手冊」系列，閱讀總人次為482人次。閱讀最多

人數為文學行走(三)南部地區地景文學(20.3%)，其次為地景活動手冊-台南

文學(19.9%)，第三為地景文學活動手冊-南投記遊(16.0%)。其走讀文學活

動閱讀情形與參與走讀活動的程度不同。 

表 4-10 走讀文學讀本閱讀次數比較  

文學讀本 人次 百分比 

文學行走(一)中部縣市地景文學 70 14.5% 

文學行走(二)北部縣市地景文學 58 12.0% 

文學行走(三)南部地區地景文學 98 20.3% 

地景文學活動手冊-苗栗山城 39 8.1% 

地景文學活動手冊-南投記遊 77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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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高中生對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成效分析 

依據本研究問卷結果分析不同高中生的背景變項會影響對參與走讀文

學活動的看法，與分析問卷「閱讀推廣與成效」、「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

「社會性與情感」三構面的標準差與平均值結果分析，茲說明如下。 

一、 不同背景變項高中生對走讀文學活動看法分析 

不同高中生的背景變項會影響對參與走讀文學活動的看法，本節以「性

別」為自變項，以「走讀看法」各構面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t檢定，透

過檢驗變異數是否相等之Levene法，若F值未達顯著水準者（P>0.05），應

假設變異數相等；反之，F值達顯著水準者（P<0.05），則不假設變異數相

等，據此判斷獨立樣本t檢定值與其顯著性。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分別檢驗不同「年級」在對參與走

讀文學活動各構面及整體間是否有明顯差異。如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F

值，在95%信賴水準（p<0.05），視其變異數是否為同質性，再分別以Scheffeˊ

法（同質）或Games-Howell法（非同質）進行多重事後比較（Post hoc），

以了解其差異。 

(一) 不同性別之高中生對參與走讀文學看法的無差異性 

此部分透過獨立樣本t檢定探討不同性別的高中生在參與走讀地景文

學活動的看法問卷裡各構面的情形是否有差異，其結果如下表4-11。 

 

地景文學活動手冊-台北文學 44 9.1% 

地景文學活動手冊-台南文學 96 19.9% 

總計 48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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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1) 表 4-11 不同性別高中生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各構面 t 檢定 摘要表 

 人數 平均數 
男女 

平均數差 
標準差 t值 P值 

閱讀推廣與

成效 

男 153 3.59 .77 0.06 -.998 .948 

女 168 3.67 .79  0.06   

理解與寫作

能力 

男 153 3.33 .80 0.06 -.548 .075 

女 168 3.38 .68 0.05   

社會性與情

感 

男 153 3.75 2.59 0.21 .694 .141 

女 168 3.60 .70 0.05   

走讀總分 男 153 88.00 24.21 2.00 -.045 .055 

女 168 88.10 15.51 1.20   

*表示p<0.05 

由表 4-16 顯示，高中男生與女生在對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看法，在整

體量表與各構面之變異數同質性檢定（Levene 檢定）F 值在 95%信賴水準

皆未達顯著（P>0.05），故假設其變異數同質，依此判斷男女在「閱讀推廣

與成效」、「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社會性與情感」構面方面ｔ值（P＜

0.05）未達顯著水準，高中男生與女生在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三構面

上皆沒有明顯差異。 

(二) 「不同年級」之高中生對「參與走讀文學看法」無差異性 

下表 4-12 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探討不同年級高中生在

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看法問卷裡各構面的情形是否有差異，其結果顯

示，在整體量表之變異數同質性檢定（Levene 檢定）F 值在 95%信賴水準

未達顯著（P>0.05），顯示不同年級在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看法無明顯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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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1) 表 4-12 不同年級對走讀活動看法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 

 描述性統計 ANOVA 

年級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F值 P值 
Post 

Hoc 

閱 讀 推

廣 與 成

效 

一年級 99 3.65 .64 

6.438 .002* 

二年級

>三年

級 

二年級 110 3.81 .84 

三年級 112 3.44 .80 

理 解 與

寫 作 能

力 

一年級 99 3.35 .66 

1.920 .148  二年級 110 3.46 .71 

三年級 112 3.26 .83 

社 會 性

與情感 

一年級 99 3.97 3.17 

2.097 .124  二年級 110 3.62 .67 

三年級 112 3.46 .71 

走讀活

動總平

均 

一年級 99 3.61 1.02 

3.219 .041*  二年級 110 3.60 .65 

三年級 112 3.37 .70 

註*p<.05  

但細究其構面的「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和「社會性與情感」兩構面

F 值亦未達顯著，各年級間對此兩構面的分析無明顯差異，但「閱讀推廣

與成效」構面 P=0.002<0.05，再以 Scheffeˊ法（同質）或 Games-Howell 法

（非同質）進行多重事後比較（Post hoc），顯示二年級與三年級之間（Post 

hoc=0.36939>0.05）在參與走讀文學活動的「閱讀推廣與成效」方面有明顯

看法差異。 

(三) 「不同年級」的「閱讀喜好」相似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不同年級對閱讀喜好分析，可發現閱讀喜

好（F=2.198；p 值=.113）大於.05，代表著未具有顯著影響，如表 4-1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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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不同年級對閱讀喜好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變數 個數 F 值 p 值 

閱讀喜好 

一年級 99 

2.198 .113 二年級 110 

三年級 112 

註：***: p< 0.001；**:p< 0.01；*:p <0.05 

(四) 「走讀參加次數」對「閱讀喜好」未有顯著影響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走讀參加次數對閱讀喜好分析，可發現走

讀參加次數（F=1.041；p 值=.394）大於.05，代表著未具有顯著影響，如表

4-14 所示。 

表 4-14 走讀參加次數對閱讀喜好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變數 個數 F 值 p 值 

閱讀喜好 

0 次 39 

1.041 .394 

1 次 45 

2 次 106 

3 次 50 

4 次以上 79 

遺漏值 2 

註：***: p< 0.001；**:p< 0.01；*:p <0.05 

(五) 「不同年級」的「閱讀動機」相似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不同年級對閱讀動機分析，可發現閱讀動

機（F=.221；p 值=.802）大於.05，代表著未具有顯著影響，如表 4-15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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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1) 

(N=321) 

 

表 4-15 不同年級對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變異數分析 

構面 變數 個數 F 值 p 值 

閱讀動機 

一年級 99 

.221 .802 二年級 110 

三年級 112 

註：***: p< 0.001；**:p< 0.01；*:p <0.05 

(六) 「走讀參加次數」對「閱讀動機」未有顯著影響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走讀，參加次數對閱讀動機分析，可發現

走讀參加次數（F=.713；p 值=.614）大於.05，代表著未具有顯著影響，如

表 4-16 所示。 

表 4-16 走讀參加次數對閱讀動機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變數 個數 F 值 p 值 

閱讀動機 

0 次 39 

.713 .614 

1 次 45 

2 次 106 

3 次 50 

4 次以上 79 

遺漏值 2 

註：***: p< 0.001；**:p< 0.01；*: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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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1) 

二、 「走讀文學地景活動」問卷三構面分析 

根據受試者填寫的調查問卷有關「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填答結果之平

均值與標準差統計資料，進行走讀活動各構面分析結果，如表4-17。 

表 4-17 高中生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各構面現況 摘要表 

向度 
平均值

(M) 

標準差

(SD) 
題數 構面排序 

閱讀推廣與成效 3.63 5.46 7 2 

閱讀理解與 

寫作能力 
3.36 8.17 11 3 

社會性與情感 3.67 13.00 7 1 

整體走讀活動看法 3.52 20.97 25 - 

由表4-12可知受試者整體對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同意情形平均值為3.52。

超過李克特五點量表平均值3.0以上（5+4+3+2+1／6），但未達4.0，表示高

中生對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雖是認同但未達滿意程度。 

在整體走讀文學活動的三個構面中，以「社會性與情感」的認同度得

分最高（M=3.67），略高於對「閱讀推廣與成效」（M=3.63）的認同，相

較之下而認為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對「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M=3.36）

的影響略低。 

下表4-13顯示高中生填寫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各題的情況，從中將

「閱讀推廣與成效」、「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及「社會性與情感」所有的

題項進行平均數的比較，找出高中生最重視的題項並進行構面排序，平均

數越高代表著越被重視。經分析後，「3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引起我的閱讀

興趣。」平均值（M=4.11）最高，其次為「2我期待參加圖書館辦理的走讀

地景文學推廣活動。」（M=3.91），這兩題都屬於「社會性與情感」構面。

排序第三為「24和圖書館其他閱讀推廣活動相比，我喜歡參加走讀地景文

學活動。」（M=3.91），題項說明亦隱含情感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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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第四到第十三依次為「23和圖書館其他閱讀推廣活動相比，我認

為在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中用心參與是很重要的。」(M=3.81)、「21經由走讀

地景文學活動，我能對地景文學有深刻印象。」(M=3.79)、「5我喜歡閱讀

不同地區的風俗民情。」(M=3.65)、「17參與走讀活動能加深我對走讀地景

文學讀本的理解。」(M=3.62)、「9我總是遵照老師的要求完成閱讀心得寫

作單。」(M=3.61)、「7走讀地景文學的讀本閱讀能引起我對文本景點的想

像。」(M=3.58)、「6閱讀走讀文學讀本時，我的腦海裡會浮現文中描述的

畫面。」(M=3.57)、「13整體而言，我認為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可以提升

我的閱讀理解能力。」(M=3.55)、「19當我在參加走讀活動時，會試著找尋

走讀地景文學讀本中提到的景象或事物。」(M=3.52)、「10當我閱讀走讀文

學讀本後，寫心得單時，會將所讀的內容與自己原有的知識、想法作連結。」

(M=3.50)。 

並列第十四的是「18當我在參加走讀活動時，能連結走讀地景文學讀

本中的內容。」(M=3.48)、「12當我閱讀走讀文學讀本後，寫心得單時，能

提出自己的見解。」(M=3.48)、「4讀到喜愛的內容時，有時會因此廢寢忘

食。」(M=3.48)。排序第十七為「20走讀活動結束後，我的心得寫作能綜

合分析閱讀與活動的經驗，思考創作出自己獨特的觀點或想法。」(M=3.44)、

「1我比班上同學能從閱讀中學到更多。」(M=3.41)、並列第十九為「16我

認為在參加走讀活動前，閱讀地景文學讀本是必要的。」(M=3.31)、「14我

認為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提升我的寫作能力。」(M=3.31)。 

排序第二十一「8班級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引起同儕討論的話題。」

(M=3.30)、第二十二「11當我閱讀完文學讀本寫閱讀心得單時，我能說出

文本的寫作結構或內容。」(M=3.24)、「15我喜歡協助同學完成走讀地景文

學讀本心得寫作單。」(M=3.24)、第二十四「22參加過走讀地景活動後，

我會主動閱讀有關地景文學的作品。」(M=3.17)、第二十五「25參加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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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1) 

讀地景活動後，我進入圖書館瀏覽或借閱圖書資料的次數有增加。」

(M=3.09) 

依各題的填答結果，參與走讀文學活動的內容裡，學生對閱讀文本的

寫作結構或內容並不熟悉，對自己參與活動的興趣，大於協助他人完成寫

作，參與活動後主動閱讀相關地景文學作品的意願普遍不高，進入圖書館

瀏覽或借閱的增加次數也不明顯。 

表 4-18 高中生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各題現況 摘要表 

構面

排序 

題目 平均

值(M) 

標準差

(SD) 

1 3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引起我的閱讀興趣。 4.11 12.35 

2 2我期待參加圖書館辦理的走讀地景文學推廣

活動。 

3.91 .87 

3 24和圖書館其他閱讀推廣活動相比，我喜歡參

加走讀地景文學活動。 

3.9 .93 

4 23和圖書館其他閱讀推廣活動相比，我認為在

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中用心參與是很重要的。 

3.81 .91 

5 21經由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我能對地景文學有

深刻印象。 

3.79 3.17 

6 5我喜歡閱讀不同地區的風俗民情。 3.65 .96 

7 17參與走讀活動能加深我對走讀地景文學讀本

的理解。 

3.62 .86 

8 9我總是遵照老師的要求完成閱讀心得寫作單。 3.61 1.06 

9 7走讀地景文學的讀本閱讀能引起我對文本景

點的想像。 

3.58 .95 

10 6閱讀走讀文學讀本時，我的腦海裡會浮現文中

描述的畫面。 

3.57 .95 

11 13整體而言，我認為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可以

提升我的閱讀理解能力。 

3.55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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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9當我在參加走讀活動時，會試著找尋走讀地景

文學讀本中提到的景象或事物。 

3.52 .98 

13 10當我閱讀走讀文學讀本後，寫心得單時，會將

所讀的內容與自己原有的知識、想法作連結。 

3.50 .94 

14 18當我在參加走讀活動時，能連結走讀地景文學

讀本中的內容。 

3.48 .94 

14 12當我閱讀走讀文學讀本後，寫心得單時，能提

出自己的見解。 

3.48 .95 

14 4讀到喜愛的內容時，有時會因此廢寢忘食。 3.48 0.99 

17 20走讀活動結束後，我的心得寫作能綜合分析閱

讀與活動的經驗，思考創作出自己獨特的觀點或

想法。 

3.44 .91 

18 1我比班上同學能從閱讀中學到更多。 3.41 .91 

19 16我認為在參加走讀活動前，閱讀地景文學讀本

是必要的。 

3.31 .98 

19 14我認為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提升我的寫

作能力。 

3.31 .94 

21 8班級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引起同儕討論的

話題。 

3.30 1.00 

22 11當我閱讀完文學讀本寫閱讀心得單時，我能說

出文本的寫作結構或內容。 

3.24 1.02 

22 15我喜歡協助同學完成走讀地景文學讀本心得

寫作單。 

3.24 1.92 

24 22參加過走讀地景活動後，我會主動閱讀有關地

景文學的作品。 

3.17 1.10 

25 25參加過走讀地景活動後，我進入圖書館瀏覽或

借閱圖書資料的次數有增加。 

3.0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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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1) 

(一) 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閱讀推廣與成效」為佳 

    本研究之「閱讀推廣與成效」構面與題項，在這構面中，標準差範圍

在 0.86~1.82 之間。在平均數方面，此構面數值範圍在 3.31~3.90 之間，平

均數最高題項為「和其他閱讀活動相比，我喜歡參加走讀地景文學活動。」

(3.90)，顯示透過閱讀推廣，利用走讀的方式，引發學生閱讀文學地景的興

趣，可讓學生不僅僅獲取應用知識的能力，更能與讓學生思索身處地域的

形貌，提升人文素養，普遍受到學生的認同。分析結果，如表 4-19 所列。 

表 4-19 「閱讀推廣與成效」平均數與標準差 

構

面 

題

號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閱
讀
推
廣
與
成
效 

16 
我認為參加走讀活動前，閱讀地景文學讀本是

必要的。 
3.31 0.98 

17 
參與走讀活動能加深我對走讀地景文學讀本

的理解。 
3.62 0.86 

18 

走讀活動結束後，我的心得寫作能綜合分析閱

讀與活動的經驗，思考創作出自己獨特的觀點

或想法。 

3.48 0.94 

19 
當我在走讀活動時，能連結走讀文學讀本

中的內容。 
3.52 0.98 

21 
經由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我能對地景文學

印象深刻。 
3.79 1.92 

23 
和其他閱讀活動相比，在走讀文學活動中

表現優異是很重要的。 
3.81 0.91 

24 
和其他閱讀活動相比，我喜歡參加走讀地

景文學活動。 
3.90 0.92 

(二) 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有待加強 

    本研究之「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構面與題項，在這構面中，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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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1) 

範圍在 0.92~1.92 之間。在平均數方面，數值範圍在 3.09~3.61 之間，平均

數最高題項為「我總是遵照老師的要求完成閱讀心得寫作單。」(3.6)，符

合吳懷晨（2011)及簡齊儒（2012）的看法，藉由文學遊走，多元化方式閱

讀在地文化，融合文學、區域、族群，有系統的介紹學生閱讀文學地景讀

本，藉由師長帶領，增進走讀地景文學讀本的理解及洞悉。分析結果，如

表 4-20 所列。 

表 4-20 「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平均數與標準差 

構面 
題

號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閱
讀
理
解
與
寫
作
能
力 

8 
班級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引起同儕討

論的話題。 
3.30 1.00 

9 我總是遵照老師的要求完成閱讀心得寫作單。 3.61 1.06 

10 

當我閱讀走讀文學讀本後，寫心得單時，會將所

讀的內容與自己原有的知識、想法作連結，綜合

判斷後提出自己的見解。 

3.50 0.94 

11 
當我閱讀完文學讀本寫閱讀心得單時，我能客

觀的評價文本的寫作結構與內容。 
3.24 1.02 

12 
當我閱讀走讀文學讀本後，寫心得單時，能提出

自己的見解。 
3.48 0.95 

13 
整體而言，我認為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可以

提升我的閱讀理解能力。 
3.55 1.89 

14 
我認為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提升我的寫

作能力。 
3.31 0.94 

15 
我喜歡協助同學完成走讀文學讀本心得寫作

單。 
3.24 1.92 

22 
參加過走讀活動，我會主動借閱有關地景文

學的作品。 
3.17 1.10 

25 
參加過走讀地景活動後，我進入圖書館瀏覽

或借閱圖書資料的次數有增加。 
3.0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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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1) 

(三) 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社會性與情感」極佳 

    本研究之「社會性與情感」構面與題目，在此構面中，標準差範圍在

0.87~1.23 之間。在平均數方面，數值範圍在 3.41~4.11 之間，平均數最高

題項為「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引起我的閱讀興趣。」(4.11)與「我期待參加

圖書館辦理的走讀地景文學推廣活動。」(3.91)本研究符合紀俊龍、高晧庭

（2012）及簡齊儒（2012）的論述，透過閱讀推廣參與走讀活動，結合走

讀形式與在地活動，吸引學生閱讀的文學地景讀本，從文學角度思索身處

地域的不同形象及風貌，提昇創作能力與提升人文素養，乃是因為親身經

歷學習參與地景文學活動或勝過書本的教條方式。分析結果，如表 4-21 所

列。 

表 4-21 「社會性與情感」平均數與標準差 

構

面 
題號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社

會

性

與

情

感 

1 我比班上同學能從閱讀中學到更多。 3.41 0.91 

2 
我期待參加圖書館辦理的走讀地景文

學推廣活動。 
3.91 0.87 

3 
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引起我的閱讀興

趣。 
4.11 1.23 

4 
讀到喜愛的內容時，有時會因此廢寢忘

食。 
3.48 0.99 

5 我喜歡閱讀不同地區的風俗民情。 3.65 0.96 

6 
閱讀走讀文學讀本時，腦海裡會浮現文

中描述的畫面。 
3.57 0.95 

7 
走讀地景文學的讀本閱讀能引起我對

地方的想像。 
3.58 0.95 

20 
當我在走讀活動時，會試著找尋文學讀

本中提到的景物（事物）。 
3.44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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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高中生對走讀地景文學內涵的印象 

一、 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學習單分析 

圖書館蒐集之高中生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學習單，可分成兩類，

一類為參與走讀活動之前的閱讀走讀文學讀本之心得寫作單，一類為參與

走讀活動之後書寫之心得學習單。以下整理分析之。 

(一) 參與活動前文學讀本摘要 

2017 年 3 月 24 日走讀地點為八卦山賞鷹平台、台灣文學館、八卦山

文學步道。閱讀《文學行走-台灣文學地誌學習讀本〈一〉》P6-46〈吾土〉、

P116-120〈鹿港小鎮〉、〈清水岩〉、P124〈城中有座山〉。學習單為兩篇書

寫內容大意，一篇寫佳句摘要。圖書館收錄 20 篇心得，由圖書館的教師批

閱，擇優 5 份學習單歸納如下表 4-22： 

表 4-22 走讀彰化學習文本書寫內涵 

編號 〈吾土〉 

A-1 

馬水生的父親利用二戰期間日本人需求而開始偷開墾土地。等

到了國民政府來臺後，因政策影響而擁有許多土地，然而，好景

不常，馬水生的父母得了結核病，使水生將家裡的土地賣掉，以

籌取醫藥費。但他的父母卻在知道水生把地賣掉後，就上吊自

殺了，由此可知，古代農人對農地的感情是極為濃厚的！ 

A-2 

敘述馬水生父母親在日治時期裡，為了生計，只好偷偷開墾山

上的田地。直到臺灣光復之後，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

以及耕者有其田的各項制度後，他們終於有了幾十甲的田地。

但人也會老去，馬水生的父母親老年時，得了重病，馬水生為了

救回他父母親，只好賣地來購買嗎啡，為他們施打來減輕疼痛。 

A-3 

開頭寫出長子馬水生因不忍父母親受病魔的煎熬而變賣家中的

最後一塊土地，再加以描述用血淚交織換來的土地。 

後來因妯娌爭吵時，一氣之下把賣地的事說出，不慎讓阿榮伯

夫妻知道，大罵馬水生不孝，告誡他一定要把土地買回來，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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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阿榮伯因為不想連累孫子，所以上吊自殺。 

A-4 

全文刻劃著土地和農民之間，原本有著最樸素的親密關係，只

要願意辛勤勞動，土地就會有飽滿著豐饒的穗實，來回報你對

土地的信賴與情愛。然而，曾幾何時，當國家權力介入，當資本

主義社會發展，農民卻被迫面對「愈勞動愈貧窮」的逆向生活需

要。 

這是最有真實歷史感的一篇。 

A-5 

一開始，馬水生正在處理賣田的事，由於他的父母親生了重病，

不得已需要賣田，回想起他父親阿榮伯的年代，那時候還是日

治時期，當時家裡窮，阿榮伯就帶一家大小到管制區開墾，全家

都很勤奮，挖到手都起水泡，甚至流了滿雙水的血，不幸的是，

被日本人發現，狠狠地處罰了阿榮伯一家人，阿榮伯為了一家

人只好跪下，事後，他對全家說永遠不能忘記今天的事。然而，

回到了現今，馬水生為了盡孝，不忍看父母工作一生未享到樂，

於是就把田全部賣了，直到有天晚上，他父母發現了這件事，很

生氣並吩咐一定要把田買回來，隔天就在房間上吊自殺了。 

 〈城中有座山〉 

A-6 

描寫八卦山與作者之間的關聯，例如：被問及從哪裡來？通常

總是我答「彰化」，對方會偏著頭問「八卦山？」……這真是言

簡意賅的三部曲。除此之外，也描寫兩者之間情感的連結，例

如：「這山，和我的生命疊合，看盡我的際遇與滄桑。」用歷史

作結說明為何程中有座山是一件好得不能再好的事。 

 〈鹿港小鎮〉 

A-7 

敘述幼年時，居住在純樸鹿港小鎮的一位孩童，長大後，因故工

作關係而離鄉出外打拚。時間久了，自然有了思鄉之情，因此藉

此作品，來抒發內心的種種感慨。 

A-8 

作者主要在懷念鹿港的一切，包括他的親人、愛人及故鄉的一

切，還有訴說台北沒有了當初他的夢想，也不是他想像的黃金

天堂。 

 〈清水岩〉 

A-9 

一開始描寫清水岩周圍的景色，以引用詩句來加以描述清水岩

的美好。文中把清水岩比喻成母親的懷抱，讓人覺得平實又親

切，結束了前面朝興村的敘述，開始寫文章的重點—清水岩，雖

然只是一座古廟，只是坐在山村裡，但它早已坐在作者的內心

深處，給他安寧、撫慰，呼應前面像母親的懷抱。文末敘述了因

交通改善，原有的風貌已改建為其他設施，讓民眾有機會欣賞

優美風光，增加假日休閒去處。 

A-10 清水岩的山景一直讓人覺得平實而又親切，就像母親的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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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傷心，最想投入母親的懷裡訴說；當你有喜有慶時，又是那

樣急著要母親分享；母親平實而不穠艷，清水岩親切而不絕塵。 

A-11 

一開始作者述說他們居住的村莊沒有一個是沒有去過的，去過

的次數數不清，並介紹清水岩附近的村落，及一些描述清水岩

的詩、文章。作者覺得清水岩就像是一位母親、樸實的山，能夠

忘記一切煩惱，後段提起了許多附近的小路，以及讚美清水岩

是大大小小都喜歡的地方。 

 佳句摘要 

A-12 

1.成長，原來是心頭承擔重量的增添，心事疊累高度的加長。(3) 

2.特別的心情，不欲言說的快樂以及一種很安靜的幸福感，我也

都獨自一人開車上山。(2) 

3.若你知道八卦山上的故事，每當你細踱小徑，一步步踩踏的步

伐，應該會隨之響起顰鼓咚咚的回聲，身為彰城子民，經由歷

史，我常看到這座山的光芒。(2) 

4.父親用強壯的手臂圈護三個子女趴在窗邊，透過車窗外黃澄澄

秋光下富饒的平疇田野，全心全意尋覓一座山頭，而山下，就是

我們的家。(2) 

5.是成蔭的樹林使我清涼，是與天更近的距離使我開朗，是居高

臨下的視野使我寬廣，是佛祖的慈悲使我寧吧！隨著歲月，我

已經與多愁善感揮別，換一種與知己相交的心情上山。……這

山，和我的生命疊合，看盡我們的際遇與滄桑。 

6.樸實的山，樸實的古剎，自自然然，忘記人家多少虞詐，彷彿

我們也隱然化為山勢而不覺，不覺隨著山呼吸。 

7.他只是一座古廟，不會積極勸人改過、向善，只是穩穩實實坐

在山村裡，坐在我們內心深處，隨時在我們落淚實給我們安寧，

給我們撫慰，……自幼及長，幾次不同的笑聲，總讓我們想起母

親和溫暖。 

8.但我相信，他幽渺的魂魄想回家，飄搖於夐袤浩瀚宇宙，他一

全心全意在認一座山。 

(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  參與活動後的學習心得單分析 

表 4-23 為高中生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走讀台南的學習單內涵，根

據參訪景點拍照或畫下印象深刻事物與書寫心得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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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走讀台南學習單內涵 

編號 內涵 

B-1 
 

第一站我們到了四草紅樹林隧道搭船，遊船途中看到了許多紅樹林植

物，有五梨跤、水筆仔、海茄苳……還有可愛的招潮蟹們。希望這裡能

繼續保有這樣的原始。第二站來到德記洋行，進到裡面便能了解到當時

的文化氣息，欣賞舊時的建築風格，途中我們還遇見了韓國人，他們還

與我們交流幾句，這真是非常難得的經驗。後來我們去了神農老街，雖

然時代改變，但那裏卻能保留清、日時期的建築，古色古香，非常令我

驚豔！最後一站是令我印象最深的林百貨，那個販賣許多充滿當地特色

的小物，還有五樓的豆花，要不是剛吃飽去的，我想我可以吃上好幾碗

呢！這次的台南之旅讓我收穫很多，也玩得很開心！希望能多多舉辦。 

B-2 

 

真是偉大的生命，回到家後最忘不了的是紅樹林的一遊，有什麼是比親

眼看到的生動，覓食的水鳥、嬉游的魚兒、驚呼的人們，都為這場觀摩

點綴了不少的顏色，真是令人流連忘返。而這次最棒的建築對我而言是

林百貨，雖各式古香的廟宇也不錯，但我喜歡林百貨的一切，看到裡面

的裝潢，你很難想像這棟建築物已經從日據時代穿越了好幾年的時間，

成為了如今樣貌。書籍、土產、瓷器等等一一在此外賣，樓上還有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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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廳可以欣賞遠闊的景物，從些小地方又能品味出古早的味道，舊時

電梯的樣貌、頂樓的神社(也是全台唯一的高樓大廈神社)無一不道出走

過的歲月，新的事物和舊有的精神在告訴我們，林百貨還會繼續見證下

一個世代。 

B-3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搭乘時光機，一齊進入四草紅樹林隧道，穿梭

於鄭治時期古水道中，空氣瀰漫著煙硝味；走入德記洋行與安平樹屋，

回憶那繁榮發達的清治開港時光；坐上林百貨的古早型電梯，徘徊於各

樓層間，尋找遺落的日式物品，仔細品味濃濃的日本生活。走訪各地，

增加知識，也更充實自我。 

B-4 

 

今天的天氣很好，首先，我們先來到了四草紅樹林隧道，那裡長滿了許

多水生植物及沙洲上的生物，例如：水筆仔、招潮蟹、彈塗魚，這是我

第一次近距離的觀察紅樹林以及他們特殊的胎生苗，讓我領悟到雖然所

處環境惡劣，但仍然要想辦法繼續生存。接著來到了安平樹屋，樹寄生

在屋子上的奇景真令人讚嘆啊！在附近的德記洋行則充滿了外國氣息，

在裡面看到了許多以前的古物，像交易的貨幣及當時荷蘭人所搭的船，

讓我更了解了當時的背景。最後，我們來到了林百貨，一進去就有種親

切感，不同於一般百貨公司，此外，那裡的電梯真的很少看到，上面有

著指針，且地板也有特殊圖案，經過了這一天，讓我獲得了一些收穫，

也放鬆了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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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這次的台南走讀真的讓我留下太多難忘的回憶，雖然很不幸的有跌倒受

傷，但不妨礙接下來的景點參觀，坐船的路上，導覽員詳細的解說，搭

配著熱情的太陽，著實令人難忘。安平樹屋的老榕樹，彷彿張開手歡迎

我們，神農老街的舊文化風采，實在美麗，林百貨的參觀，讓我們一探

那個世代最繁華的百貨，這次的走讀，也期待下次能到更多景點參觀。 

(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 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前後的學習心得單 

表 4-24 為整理圖書館收錄 106 學年度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高雄旗

山‧美濃學習單」優秀作品中，選其 4 份作為研究分析。 

 

表 4-24 走讀高雄美濃學習單內涵 

一、雨中个美濃(曾貴海—新詩) 

編號 題目 內容 

C-1 

1.請寫出作者如何形容

美濃這片土地兼具幼

妹的驕媚與慈母的慈

厚的詩句？ 

●幼妹的驕媚---雨水洗淨伊个笑容 歸粒山閃

爍綠色光彩(1)／中央山脈最靚个小老妹(4) 

●慈母的仁厚---用阿姆慈祥个目光看護子女歸

家鄉(4) 

C-2 

2.作者以這首詩為美濃

勾勒了一幅特色圖

像，請問文中點出美

濃的那些地景特色？ 

 

1.霧氣个白絲帶纏著屻崗一條彩虹，八色鳥同

黃色揚葉仔，幾儕農民佇遠方田坵，行入雨中

的美濃山谷，行上行下，田當美濃山下 

2.霧氣繚繞山嵐，有八色鳥及黃色揚葉仔等動

植物，很多田的，農夫彎腰跪落在田間工作，

大雨過後的小鎮天空，出現了彩虹 

3.八色鳥同黃色揚葉仔避入母樹林恬恬聽天公

落水大雨打濕田地中圳湖半睡半醒聽雨中个渡

子歌孤單个煙樓附近幾儕農民佇遠方田坵彎腰

跪落禾行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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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霧氣个白絲帶纏著屻崗. 歸粒山閃爍綠色光

彩. 八色鳥同黃色揚葉仔. 中圳湖半睡半醒聽

雨中个渡子歌.彎腰跪落禾行間 

C-3 

3.你覺得哪一段詩句最

能表現出美濃人對家

鄉的依戀？ 

1.行上行下，毋當美濃山下(1) 

2.行入雨中个美濃，伸手迎接个綠色山脈，用

阿姆慈祥个目光，看護子女歸鄉(2) 

3.中央山脈最靚个小老妹，留戀美濃毋想走个

小老妹，雨水洗淨伊个笑容，歸粒山閃爍綠色

光彩(1) 

C-4 

4.讀完本首詩，你有何

其他的感想？ 

1.雖然沒去過，但從詩裡發現美濃之美，就像

深在其中，想一一去探索 

2.我想這首詩是在寫對自己故鄉的認同與肯

定，以及身為的驕傲，感覺有點思鄉，而且讀

完了解美濃有很多豐富的特色。 

3.很唯美，在雨中的美濃感覺有點唯美又淒

涼，而雨過的美濃，天空乾淨，山上的雨露閃

爍，讓美濃又活了起來 

4.雨過天晴的美濃，顯得特別閃爍亮麗 

二、檳榔花開的季節。路過美濃(張錯—新詩) 

編號 題目 內容 

C-5 

1.作者在這首詩中，形

容了哪些代表美濃的

風俗民情？ 

因為美濃是客家人的(2)／在門前種幾棵檳榔

樹(3)／屋後植一畝焦園／懷著一份多麼甜美

濃郁的感情／買棹而來，追尋一個布衣的家園

(2)／(勤勞)莊稼人(2)／婦女白天在田裡，晚上

在燈下編制桐油傘(5)／當年客家男人嚮往功

名／日夜勤讀詩書，準備渡海應試(2) 

C-6 

2.由最後的詩句，你覺

得作者追求的生活方

式為何？ 

1.悠遊自在，世外桃源 

2.想找一處簡單的居所，過著平靜而安定的生

活 

3.輕鬆愜意 

4.純樸.簡單 

C-7 

3.當地哪一項地景，應

可印證美濃地區文風

鼎盛、重視教育？ 

1.檳榔 

2.布衣的家園 

3.鍾理和 

4.日夜勤讀詩書 

C-8 

4.讀完本首詩，你有

何其他的感想？ 

1.讓人有自由自在的感覺，又是個文風鼎盛的

地方，是一個多麼甜美的感情。 

2.認為雖作為長期漂泊的詩人是不錯的，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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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見聞，但比起四處遊盪，能長期居住在像有

如甜美深厚的美濃的地區更勝一籌。 

3.有愛美濃的感覺，將美濃的景色寫得很有畫

面 

4.很質樸的詩 

三、菸樓(鍾理和—小說) 

四、秋菊(吳錦發—小說) 

編號 
1.請綜合菸樓、秋菊二文中，說明菸葉又被美濃當地人戲稱為「冤業」

的原因是？ 

C-9 

因為菸業大小農事上百項，摘於荀只是其中小部分工作，都由農家小孩

來做，一堆的工作，如上採收季節又得配合 10 天一輪的菸樓烤菸工作，

感覺農務一整年做不完，因此被戲稱為冤業 

C-10 
「半個多月，屁股不曾黏在凳子，累得腰都伸不直了」因為種菸葉很累

又容易失敗，所以被稱為「冤業」。 

C-11 

種植菸葉讓每個人都忙著做活，繁忙連老人小孩也沒有空閒，像趕夜工

到晚，可以發現遠近有不少火光在搖曳，原來點著火把在田裡做活兒的

不只一家。 

C-12 
因為培育菸葉需要花很久的時間，在培育上下很多功夫，屁股就不曾離

開過凳子，累的腰都伸不直了，非常累人也非常辛苦。 

 2.讀完菸樓一文，談談你對故事中某個角色的印象及感受？ 

C-13 

最印象深刻的是蕭連發，她為了把菸樓做起來，即使遇到很多的困難或

誘惑，都會努力的克服和面對，在培育菸葉雖然非常辛苦，但他也很努

力的去做，在做的過程也曾經受過傷，但對他來說卻沒有影響，即使有

時很痛苦，他還是抱持著努力的精神去做完今天的部分，即使做到三經

半夜也要做完，我也在他身上學到了努力不懈的精神，讓我感受到他的

努力完全投入在培育菸葉上的精神是值得嘉許、學習的，永不放棄在一

件事上，就會把事做得愈好、愈成功。 

C-14 

看完菸樓一文，從一開始雖然蕭連發小時候很窮，甚至要種植菸葉都很

困難，對現在的我們來說，我們很幸福、生活也很安定。他之後長大不

但很懂事也要繼續幫他的爸爸延續夢想，不僅已承領一甲多的田地，有

還要把夢想擴大做成菸樓，我認為他真的很厲害，我應該要多多學習，

過程中有許多人幫忙，能有互助的動作是很好的行為，而且從第一面看

到就算有金錢的誘惑，還是堅決做菸樓。 

C-15 

蕭連發。雖然種菸葉不好賺也很辛苦，但他在抽中關後，卻很高興，就

算別人要給他錢，讓他將權利讓出來，他也沒有接受，他知道利用時間、

利用資源建造出更好的作業環境，當他受傷時也不是想著休息，反而不

顧腳傷也要工作，在資金短缺時也是變賣家中值錢物品籌措資金，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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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時努力克服的作為令人佩服。 

C-16 

主角的母親得了瘧疾，他父親沒有讓母親好好休息之外，也沒買藥材，

靠自己的意志力是很難好的，還用繩子拴在她的腰間把她拖到營利局工

作，我覺得這種爸爸蠻垃圾的，因為維持生計很重要，但也不能這樣對

自己的老婆。 

 3.讀完秋菊一文，談談你對故事中某個角色的印象及感受？ 

C-17 

最印象深刻的是發仔，他雖然去都市上課，但他的心，還是在他的家鄉，

每個禮拜也都會回去一次，認真的幫忙他們家種菸，他心地也很善良，

會關心他的朋友，工作時，也會主動幫忙，當有人受傷，也會細心的幫

助和擦藥，雖然還是要回去都市上課，但他的心還是想著家鄉，在都市

誘惑雖然多，但也不影響他想念著家鄉，每次在都市孤單時，都會想起

家鄉的事，就會開心了起來，也每次都很期待會去的時間，還有我覺得

發仔感到害羞或不好意思時，就會耳根倏地熱了起來，非常的可愛，再

發仔回到家鄉時，我也覺得當他遇到一起工作的秋菊時，就非常開心，

他和秋菊的互動關係，也可以感覺出來非常幸福，加上在家鄉的良好環

境，美妙的風情，更能突顯出多麼甜美的感情，讓我感受到一個人想念

家鄉的美好，努力認真的結果，心地善良的好處，就會發現更多的好處。 

C-18 

看完秋菊這本書，發現原來秋菊這書名是故事中一個女生角色的名字，

還是男主角阿發仔以前暗戀對象的妹妹，慢慢的發現阿發仔與秋菊兩人

互有好感，我想這就是青少年期間純純的愛吧！阿發仔這人是個時刻旺

不了家鄉的人，簡單說無法割捨他對家鄉的愛戀，看到這段，我在想家

是人一開始習慣住久的地方，也是開始學習知識以及人產生出來充滿樂

極生悲的回憶，還有與人互相有接觸的第一次，才會慢慢開始學習愛東

西的想法與愛人，我認為這份情是人的一開始有的想法。 

C-19 

阿發。在鄉下長大，到城市念書，從未受到城市的喧囂汙染，在家鄉晚

起會被年長的阿信叔調侃，在家鄉一個抬菸葉漂亮又俐落的動作也會被

調侃，但儘管這樣，他依然喜愛著自己的家鄉，每個禮拜準時回家，沒

聽青蛙叫聲睡不著，回家後也會幫忙農事，認識了秋菊，但我想他的心

中應該會存在著一個芥蒂，因為冬梅是她的姊姊，而阿發似乎很喜歡冬

梅。回到宿舍，阿發看了永德的樣子，也感嘆起男人女人的一回事，男

人一碰上那種事，就會顯現出另一種面貌，一種邪惡的，會將人玷汙的

面貌，而永德卻也受到影響，進而露出另一種面貌，未受到城市喧囂汙

染的阿發看到的東西，永遠比別人多一層。 

C-20 

阿發，巧遇了之前的暗戀對象的妹妹，看起來感覺很熟悉，在對話的過

程發現原來她姐姐是他之前喜歡的人，心中的各式心.情緒交雜著，我的

感受和作者差不多，對之前系歡過的人在和別人恩愛時，心情難免不是

很開心 

(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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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走讀高雄旗山美濃之後的學習心得單可選擇上傳彰化縣立二林高

中圖書館 Facebook 社群「悅動你的心」或繳交紙本學習單，高中生拍攝參

觀地景的學習過程皆使用手機紀錄，因此多為上傳至社群，僅留下 2 份學

習單，如下圖 4-1。 

 
圖 4-1 旗山美濃學習單 

 

 

二、 「高中生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看法」問卷內涵 

對於「高中生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看法」設計兩題開放性問答題，

「6.關於所閱讀過的「走讀地景文學讀本」，印象中有哪些文學作品或作家

呢？」與「7.參與走讀地景文學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個地景？為什麼？」 

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填寫，整理受試者填答的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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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走讀地景文學讀本，印象中的作品或作家 

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有印象的作家有六位，分別是：洪醒夫(5)、賴和

(4)、吳晟(2)、康原(1)、九把刀(1)、劉克襄(1)，其中有五位都是彰化人，

洪醒夫更是二林在地人。 

印象中的作品有：北投硫磺記(2)、一桿稱仔、二林蔗農事件、吾土、寫

關於七股鹽田、八卦山、鹿港小鎮、四草的部分(1)、寫黑面琵鷺(1)、about

美濃(1)、台南的林百貨(1)。 

四、 印象最深刻的地景 

印象最深刻的地景，整理內容可以分成三類：地景、飲食、個人特殊

事件，如表 4-25： 

表 4-25 印象深刻走讀地景分類 

分類 內容(分類) 

地景 

台南紅樹林、林百貨、安平古堡、赤崁樓。 

南投溪頭、日月潭、其他。 

彰化八卦山。 

嘉義阿里山。 

新竹北埔、月世界、好望角。 

台北陽明山（七星山、小油坑）、故宮、野柳。 

高雄美濃。 

飲食 

林百貨，裡面賣的豆花很好吃。奮起湖，便當好吃。台南林

百貨，豆花超~好吃! 

新竹北埔老街，粄條很好吃，古蹟很吸引我!。奮起湖，古老

的大樹、便當；當地的名地。台南潟湖，蚵仔讚。 

個人特殊事件 

七股，7 個同學吃生蚵，回家有 5 個肚子不舒服。 

南投溪頭，在那邊和同學差點走散。 

七星山，因為下一組去的人有人失蹤，但有找回來。七星山，

有人迷路。陽明山，同學走丟….後來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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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地景依地方區域分如表 4-26： 

表 4-26 依地方分類之內容 

地景分類 內容 

台南 

紅樹林 

搭船遊紅樹林，近距離觀察紅樹林生態的感動比閱讀上來得

大。紅樹林，有許多小生物悠游在其中，讓人感到身心舒緩，

及活躍的生命力。台南搭小船，很少有機會搭小船聽導覽員

解說。紅樹林河道，因為有坐船進入河道觀賞壯觀的景色—

河流、大鳥、綠色隧道；河，有很多螃蟹、水生動物，還有

看到當地人怎麼捕魚的，很有趣。潟湖，坐船觀察地形很有

趣。台南的紅樹林隧道，因為搭著船，沿途看到很多的野生

植物，樹林的樣子也很美。 

林百貨 

林百貨，南台灣第一間百貨公司，經歷戰亂後，重新開放。

文創商家的進駐，為古都風采增添許多活力。林百貨，因為

建築古色古香； 

安 平 古

堡 

安平古堡，歷史建築。台南安平古堡，鄭成功。有歷史的古

蹟住家，因為跟現代的房屋有明顯的差別，很獨特。安平古

堡，因為歷史課中有提到，在去之前僅有照片的片面印象。

認識安平古堡。臺南，許多古式建築飄散出純樸、和諧的味

道，令人不禁回憶起幼時的點點滴滴。 

其他 赤崁樓。台南，和朋友一起。台南，很熱 

彰化 八卦山 

八卦山賞鷹，第一次看到成群的老鷹從天際飛過。八卦山，

因為那次是去賞”鷹”。八卦山，因為在彰化；八卦山公園有

一面木牆刻著作家作品。八卦山，太無聊了。大佛，很巨大。 

嘉義 阿里山 

火車，回憶日本的統治。阿里山，富含日治時期的故事。阿

里山，神木很美。阿里山，有坐到小火車。阿里山，有雲霧，

溫度低冷冷的。阿里山觀光區，東西很貴 

南投 

溪頭 

溪頭，看神木，溪頭，那時走的很累。南投，好玩。溪頭，

走很久。溪頭，因為有賓果連線的活動。溪頭森林遊樂區，

以前沒去過。溪頭，爬山第一次，很累。溪頭，油桐花很美。

溪頭，好玩。 

日月潭 

日月潭，因為水很清澈，陽光照下來很耀眼。日月潭，美麗

的水利設施。日月潭，因為我爬山爬得差點昏倒。日月潭，

因為那一次有走到一個氣象站。 

其他 南投明潭，風景很美。 

新竹 北埔 

曬柿餅的地方，柿餅橘的很美麗。新竹的柿餅園，一大片的，

很壯觀。柿子農場，總在電視上看過，所以當進去農場時，

心情很開心。新竹，曬柿子的地方。月世界，因為有操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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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機。老街。北埔曬柿餅的地方，很壯觀。新竹，柿子園。 

月世界 
月世界，很壯觀。月世界，能將文學與印象結合。月世界，

自然產生的美。月世界，地形特殊。 

好望角 
好望角，風景優美。新竹的好望角，那裡的風景很美。新竹，

風車，風景美 

台北 

(陽明山)

七星山、

小油坑、 

小油坑，縷縷白煙。有如仙境，真的美。硫磺地景，第一次

看到實體，而且很臭。陽明山，很冷。小油坑，很臭。七星

山，很酷。七星山，爬得超累。台北陽明山小油坑，因為那

裡都是硫磺。七星山，因為有山。七星山，很難爬，坡很陡。

七星山，好玩。 

野柳 

到台北看野柳的地形，因為當自己看見與課本上大同小異的

圖片，心中有莫名的踏實感。野柳女王頭，能夠在風屹立不

搖的樣子令我感動。 

故宮 
故宮，看到許多歷史文物。台北，很漂亮，台北的博物館，

第一次見到很多歷史文物。台北，比較漂亮。 

高雄 美濃 

美濃，因為有免費的油紙傘可以帶回家。美濃，有客家人和

紙傘。高雄美濃，因為那次要畫油紙傘，材料不是太好，還

邊畫邊掉毛!且也看到在每一個人的心目中那把傘長什麼

樣。高雄，因為山水好。美濃，油紙傘。高雄美濃，有做小

型紙傘(塗畫)非常有趣好玩。高雄，客家人。高雄美濃，自

己繪畫紙傘。美濃，做小油紙傘。美濃紙傘區，因為紙傘很

漂亮。高雄美濃，畫傘圖案。新竹油紙傘文創園區，能動手

DIY 油紙傘。美濃，有做作品。美濃，因為有畫紙傘。高雄

的美濃，客家文化園區和月世界。美濃油紙傘，因為可以畫

出自己想要的紙傘。高雄旗山老街，我以為他們的老街會很

有傳統復古感，結果很像菜市場，而且很有興(幸)的發現當

地的 85 度 C 有當地名產香蕉的產品。美濃的廁所，很乾淨，

讓人想住廁所。 

 

 

第六節  綜合討論 

本研究利用問卷調查分析探討走讀地景文學活動融入高中圖書館閱讀

推廣的理念、活動內容與實施方法與高中生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是否提

升閱讀動機與對地景文學、在地文化的關懷，是否提升圖書館利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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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目的分析走讀文學活動辦理方式，學生參與情形與滿意度。 

一、 走讀地景文學活動辦理與參與情形 

彰化縣立二林高中圖書館閱讀推廣辦理之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主要由

圖書館主任籌辦給高中部學生參與，期望提升地景文學閱讀的興趣，並從

實景活動參與體驗台灣豐富的地景文化，關懷鄉土。於高中一年級與二年

級辦理走讀地景文學活動，進行走讀文本閱讀與學習心得寫作，在高中部

三個年級的學生總數 385 位，回收有效問卷 321 分，填寫人比例達 83.3%，

填答結果可供參考。問卷調查結果總參與次數達 668 次，學習心得寫作達

553 次。 

二、 高中生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閱讀推廣成效 

    由問卷統計結果顯示，高中生在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中閱讀推廣之平均

值為 3.63 分。在滿分 5 分的情況下，頗為接近 4 分，閱讀推廣大致落在

「普通」與「同意」區間，顯示高中生對於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中閱讀推廣，

大致呈現中間偏高水準。此結果符合李家同（2013）的研究，大量閱讀結

合生活和知識聯繫在一起，學習者容易從閱讀中得到想法，尤其在結合走

讀地景，可激發對文學的想像與開展創意。 

三、 高中生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 

    由問卷統計結果顯示，高中生在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中閱讀推廣之平均

值為 3.36 分。在滿分 5 分的情況下，頗為接近 4 分，高中生之理解與寫作

大致落在「普通」與「同意」區間，顯示高中生對於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中

理解與寫作，大致呈現中間偏高水準。優良的學習心得顯示出對閱讀文本

的理解，參與地景活動後的心得圖文並茂，能書寫出自己的經驗。此結果

符合蔡忠霖（2008）的研究，寫作是藉由文字訊息的傳遞表達一種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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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也是個人能力的展現，藉由適當的文字書寫，將自己的思想，表現

在生活的實踐中具有獨特性，才能顯露出個人的智慧及創造力，創造出寫

作中重要意義指標。 

四、 高中生的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中社會性與情感關懷 

    由問卷統計結果顯示，高中生在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中閱讀推廣之平均

值為 3.67 分。在滿分 5 分的情況下，頗為接近 4 分，高中生之情感大致落

在「普通」與「同意」區間，顯示高中生對於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中情感，

大致呈現中間偏高水準。此結果符合陳鳳如（1993）及陳清發（2011）的

研究，教學中，聽說讀寫是對所見的人事物有想法或感覺，而以文字為媒

介所表達的活動，統整能力，展現出的高層次的思考邏輯，傳遞思想與情

感的複雜過程，隨著走讀文學活動時，能讓學生藉由作家之眼重返地景情

感之美，使之產生有意義、有生命的走讀地景文學讀本。 

五、 高中生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年級差異 

不論是在閱讀推廣與成效、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或社會性與情感方面，

不同「性別」高中生的 t 檢定並無顯著差異(p>0.05)，這表示高中生在走讀

地景文學活動的整體成效，不會因為高中生的性別差異而導致看法與認知

上的不同。 

可知「性別因素」，並非是高中生在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在「閱讀推廣與

成效」、「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社會性與情感」上最關鍵的影響因素，

換言之，走讀的觀念是不分男女，本研究符合吳清基(2014）所提，只要是

對自己歷史文化傳統及生長社會環境的重視，便可以從中得到在地文化，

從閱讀文學文本或閱讀地理景觀中喚起對地方的情感。 

在閱讀推廣與成效方面，不同「年級」高中生 F 檢定有顯著差異(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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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表示不同年級的高中生在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閱讀推廣與成效會有差

異性，但在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及社會性與情感上未有差異性。從不同年

級的高中生在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閱讀推廣會有差異性進行分析，可發現

二年級會高於一年級及三年級，可能的原因，二年級位於脫離一年級入學的

青澀及三年級面對升學或就業的壓力的中間層，時間及心靈上產生多彩的

共鳴，在參與圖書館辦理的閱讀推廣活動上意願較高，顯示出的閱讀成效

也較佳。 

本研究問卷題項低於3.5以下的共有12題，細究其內容閱讀文本後參與

走讀活動的時候，將閱讀文本與實景連結的經驗較缺乏，因此參與走讀文

學活動後的學習單書寫多為旅遊式的心情書寫，較難呈現地景文學的走讀

深度。高中生課業繁重，閱讀的時間亦較分散，閱讀興趣多元，地景文學

的閱讀量僅靠圖書館提供的文本亦不夠加深地景的認知，閱讀量不足，心

得寫作要能思考創作出自己獨特觀點亦有難度，本研究僅限於彰化縣立二

林高中學生，活動統計心得寫作完成率僅82%，能完成老師交代的學習心

得寫作已屬認真學習，協助他人或引起討論的程度便較低，提升寫作能力

的效能雖有，但心得寫作的次數僅一次或兩次，提升的程度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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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長久以來，閱讀是讓學習者習得各類知識學習必備的關鍵能力，台灣

推行編纂各區域文學，推行走讀文學地景閱讀，文學地景是人與土地情感

相互間連結的文學作品，可讓讀者立於此景有不同的感受，有生命的走讀

地景文學讀本。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提出結論，主要以本研究目的

與結果歸納出總結；第二節為建議，乃是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實務性的研

究建議；第三節為未來研究建議，根據本研究不足之處，提出未來研究補

足之缺口。 

第一節 結論 

一、 走讀地景文學活動融入高中圖書館閱讀推廣的理念 

由問卷統計結果顯示，高中生在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中閱讀推廣之平均

值為3.63分，超過李克特五點量表平均值3.0以上，顯示整體來說，高中生

接受走讀地景文學活動融入高中圖書館，參加校園推廣閱讀活動意願偏高，

除了高中生本身必備的選擇讀物的基礎認知、思量學生的需求，更能融入

內容恰當，當然與高中生生活經驗結合，閱讀正確讀物，才能達到閱讀推

廣的目的，進而激發學生終身學習和創新的能力。 

二、 教學上建構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對高中生的自我意義 

辦理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宗旨：「讓學生一面浸淫閱讀台灣文學地景之

美，一面優游、體驗台灣豐富的地景文化，從文學作品中認識在地風土人

情，觸發關懷鄉土並進而喜愛閱讀。」問印象最深刻的地景可分為地方、

飲食、個人特殊事件等三類，去地景景點的走讀活動比僅在室內閱讀文學

讀本的印象更深，透過閱讀地景文學再參與地景活動，地景文學融合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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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族群、藉由文學遊走，高中生的情感需求與充分地體驗能力，使走

讀地景文學活動呈現多元化閱讀在地文化。 

三、 高中生參與走讀地景文學閱讀推廣活動提升閱讀興趣及對地

景文學的關懷 

    有效的教學，必須激起學習者的動機、注意力和愉悅的學習態度，這

些閱讀興趣和學習快慢有很大的關係，對於高中生而言，利用走讀方式，

引發學生閱讀文學地景的興趣，平均數在 3.62 以上，高於中間值，呈現高

中生不僅僅獲取應用知識的能力，若能結合走讀地景文學，更能讓高中生

引起對該地方的想像，進而思索身處地域的在地文化及提升人文素養。 

四、 高中生參與地景文學閱讀推廣活動提升閱讀寫作能力 

    藉由參與地景文學活動，創造成就價值和目標以提升閱讀寫作能力，

從高中生的研究訊息得知，雖然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平均數為 3.43，僅高

於一般普通的 3.00，寫作能力的提升並非一蹴可幾，觀察其參與走讀地景

文學活動時期的心得寫作單，皆富含閱讀理解的深度與寫作的豐富，意謂

著閱讀走讀文學讀本後，會將所讀的內容與自己原有的知識、想法作連結，

綜合判斷後提出自己的見解，從地景文學活動的一開始參與到走讀活動結

束後，心得寫作綜合分析閱讀與地景文學活動的經驗，思考創作出高中生

自有的獨特觀點和想法。 

五、高中生參與地景文學閱讀推廣活動提升圖書館利用 

    高中生願意主動參與地景文學活動，利用走讀活動，連結走讀文學讀

本中的內容，走讀地景文學，是將一個地方的地景文物，包含人文、地理、

地貌、氣候、物產、民情、風俗等，藉由圖書的呈現勾勒出與讀者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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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性與情感的連結地景文學的閱讀，訴說著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對於地

景文學印象深刻，創造高中生進入圖書館瀏覽或借閱圖書資料的次數雖未

達非常滿意，亦有增加其次數。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依據前述的研究結果與回收有效問卷填答者之開放性意見，針

對高中生參與走讀文學地景閱讀推廣活動與學習成果，提出以下三項建議

供高級中學參考，以提升高中生參與走讀地景文學活動之利用。 

一、 高中生走讀地景文學引領者強調社會性情感因素 

根據本研究實證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各構面分析得知，三個主要構面「閱

讀推廣與成效」、「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社會性與情感」，從平均數觀察，

分別為 3.63、3.36、3.67，「社會性與情感」高於其它「閱讀推廣與成效」、

「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意謂著高中生受到外界刺激所產生的喜、怒、哀、

樂心理反應而衍生出來的一種情懷，是一種外部條件的真實感受。本研究

建議引導高中生走讀地景文學的教師者，可在日常課程中持續引領學生閱

讀不同的地景文學，關懷生活周遭，將文學扎根於生活中，勢必可創造良

好高中生走讀地景文學學習成效。 

二、 設計更多元高中生走讀地景文學研究面向 

根據本研究實證走讀地景文學，不同性別對「閱讀推廣」、「理解與寫

作」、「情感」等各構面的文學活動不會產生顯著差異性，意謂著高中生走

讀地景文學不會因為男生或是女生而產生差異。影響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

的因素不僅是性別、閱讀興趣，走讀次數的多寡沒有明顯影響高中生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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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理解，此研究了解到的走讀文學活動對寫作能力的培養上有進步空間，

透過走讀文學活動，高中生在社會情感上已初步建立連結，建議可以從高

中生的創意、統整能力等不同面向去探究。 

三、 強化不同年級對於走讀活動中閱讀推廣加以提升 

以年級觀察對於走讀活動中閱讀推廣的研究，可發現「二年級」會明

顯高於「一年級」及「三年級」生，似乎說著一年級代表著狂放；三年級

代表著成熟；二年級代表著穩重，穩重中求得更多知識，人事記憶感受時

代的生活與智慧，尤其充滿有意義、有生命的走讀地景文學讀本。本研究

建議，引導者可特別針對高二生加重走讀文學作品的風土人情，透過文學

作品，走入地景不再只是短暫的吃喝玩樂，而是有文學閱讀的先備知識，

從精彩敘事的小說、人文關懷的散文，到澄澈心靈的詩之美，讓高二生更

充滿閱讀文學作品進入文學優美世界。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一、擴大參與走讀文學地景之研究對象 

本研究囿於時間、經費與人力的限制，僅以單一所彰化縣立二林高中

圖書館進行高中生參與走讀文學地景閱讀推廣活動與學習成果之研究。未

來研究可擴大研究之範圍，以坐落於北部、中部、南部等不同區域的高中

圖書館，進行走讀地景文學比較之研究。 

 

 



DOI:10.6814/NCCU20200016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1 

 

   二、走讀文學地景對身心靈教育的提升 

學校靠著教條式的教學，或是課堂上的活動的安排，仍然不足以彌補

實境感受來得貼切，教育從基礎做起，本研究探討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在社

會情感上的認同感最高，未來研究可加強，從身心靈角度切入，高中生不

僅僅具有豐富的情感經驗，更是心靈上足以配備面對未來世界的挑戰，引

導者藉由走讀文學地景對於高中生的身心靈教育的研究，提升更深層次情

感體驗，心理經驗愈豐富，對寫作能力的提升亦有很大的幫助。 

 

三、結合走讀文學活動的閱讀推廣探討高中生自主學習能力 

相較於其他文學地景教學研究，目前僅以高中生為研究對象之文學地

景教學為研究仍偏少，而本研究主要係以文學地景教學研究此一文類探討

高中生的閱讀推廣活動與學習成果，走讀的形式多元，建議未來可針對走

讀文學活動與其他學習活動結合，以高中生為主體設計，甚至讓高中生自

主學習，透過高中生主導辨理走讀文學活動，提升閱讀推廣活動的深度以

進行學習成果研究，更能了解高中生的閱讀現況、豐富高中生學習成果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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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中生對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看法〉問卷  

 

壹、個人基本資料 

1. 性別 □ 男  □ 女  

2.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3.畢業國中                      

4.閱讀喜好(可複選) 

   □ 宗教哲學類 □ 自然科學 □ 社會科學 □ 史地類 

□ 語言文學類 □ 藝術類  □其他            

5.閱讀動機(可複選) 

   □ 主動找書看 □ 師長介紹 □ 同學介紹 □ 家長提供 

□ 圖書館活動推薦  □ 學科課程需要  □ 班級共讀  

□ 其他                      

貳、走讀文學地景活動參與經驗 

1.我參加過幾次走讀地景文學活動 □ 0次 □ 1次 □ 2次 □ 3次  

□ 4次以上 

1-1我參加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曾去過哪些地方 (可複選) 

□ 台北 □新竹 □ 苗栗 □ 台中□ 彰化 □ 南投 □ 嘉義 □ 台南 

□ 高雄 □其他 

親愛的同學， 

你好！這是一份有關「高中生對走讀地景文學活動的看法」的學術研究問卷，

本問卷採不具名方式填答，資料不做另外用途，且對外保密，請安心填寫。 

本問卷包含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對走讀地景文學活動

經驗的看法，請依照最真實的狀況與感受回答，填答完請再檢查一遍，確認每題

都有答，非常感謝你的參與協助！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 王梅玲教授 

研究生 許莞君 敬啟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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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曾寫過哪些地方的走讀地景文學活動學習心得單 (可複選) 

□ 台北 □新竹 □ 苗栗 □ 台中□ 彰化 □ 南投 □ 嘉義 □ 台南 

□ 高雄 □其他 

 

 

2.我曾閱讀過哪些走讀地景文學讀本 (可複選) 

□文學行走--二林高中台灣文學地誌學習讀本(一)中部縣市地景文學

的作品 

□文學行走--二林高中台灣文學地誌學習讀本(二)北部縣市地景文學

的作品 

□文學行走--二林高中台灣文學地誌學習讀本(三)台灣南部地區地景

文學的作品 

□二林高中走讀台灣地景文學活動手冊—苗栗山城記遊 

□二林高中走讀台灣地景文學活動手冊—南投文學記遊 

□二林高中走讀台灣地景文學活動手冊—台北文學記遊 

□二林高中走讀台灣地景文學活動手冊—台南文學記遊 

3.參與走讀地景文學相關活動，對於圖書館閱讀推廣與自己參與活動

的感受，請依據你的想法，在選項內打勾。 

 題   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比班上同學能從閱讀中學到更多。      

2 我期待參加圖書館辦理的走讀地景文學推廣活動。      

3 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引起我的閱讀興趣。      

4 讀到喜愛的內容時，有時會因此廢寢忘食。      

5 我喜歡閱讀不同地區的風俗民情。      

6 
閱讀走讀文學讀本時，我的腦海裡會浮現文中描述的畫

面。 
     

7 走讀地景文學的讀本閱讀能引起我對文本景點的想像。      

8 班級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引起同儕討論的話題。      

9 我總是遵照老師的要求完成閱讀心得寫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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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   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0 
當我閱讀走讀文學讀本後，寫心得單時，會將所讀的內

容與自己原有的知識、想法作連結。 
     

11 
當我閱讀完文學讀本寫閱讀心得單時，我能說出文本的

寫作結構或內容。 
     

12 
當我閱讀走讀文學讀本後，寫心得單時，能提出自己的

見解。 
     

13 
整體而言，我認為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可以提升我的

閱讀理解能力。 
     

14 我認為閱讀走讀地景文學讀本能提升我的寫作能力。      

15 我喜歡協助同學完成走讀地景文學讀本心得寫作單。      

16 我認為在參加走讀活動前，閱讀地景文學讀本是必要的。      

17 參與走讀活動能加深我對走讀地景文學讀本的理解。      

18 
當我在參加走讀活動時，能連結走讀地景文學讀本中的

內容。 
     

19 
當我在參加走讀活動時，會試著找尋走讀地景文學讀本

中提到的景象或事物。 
     

20 
走讀活動結束後，我的心得寫作能綜合分析閱讀與活動

的經驗，思考創作出自己獨特的觀點或想法。 
     

21 經由走讀地景文學活動，我能對地景文學有深刻印象。      

22 
參加過走讀地景活動後，我會主動閱讀有關地景文學的

作品。 
     

23 
和圖書館其他閱讀推廣活動相比，我認為在走讀地景文

學活動中用心參與是很重要的。 
     

24 
和圖書館其他閱讀推廣活動相比，我喜歡參加走讀地景

文學活動。 
     

25 
參加過走讀地景活動後，我進入圖書館瀏覽或借閱圖書

資料的次數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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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關於所閱讀過的「走讀地景文學讀本」，印象中有哪些文學作品或

作家呢？ 

 

 

5.參與走讀地景文學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個地景？為什麼？ 

 

 

 

 

【本問卷到此結束，感謝你的耐心作答，並請將填好的問卷交給圖

書股長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