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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以電子繪本實施閱讀指導，是否會對國中身心障礙學生的中文年

級識字能力及其閱讀理解能力有所影響。研究採用單一受試研究法，以 3 位國中身心

障礙學生為研究對象。 

研究者在取得學生家長填寫家長同意書後，進行為期八週的教學實驗，並以中文

識字量表測驗得分及繪本學習單答對率作為量化資料進行分析。綜合研究結果，歸納

結論如下: 

一、實施閱讀指導後，受試學生中文年級識字量表整體分數增加，達到顯著差異，無

接受閱讀指導的對照受試者中文年級識字量表分數無明顯進步，未達顯著差異。 

二、3位受試者中有 2 位在處理期的答對率有明顯的提升，而三位受試者在保留 

    期的答對率均高於基線期，對照受試者進入保留期後的答對率下降。 

三、受試者均表示喜歡參加閱讀指導活動，覺得對學習是有幫助的；受試者普遍在  

    閱讀速度有進步，書寫錯誤的頻率降低。 

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可行之建議，以作為教師未來使用電子繪本進行

閱讀指導以及欲探討中文識字與閱讀理解能力之研究參考。 

 

關鍵字:電子繪本、身心障礙學生、中文識字、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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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ading 

guidance with electronic storybooks will affect the Chinese grade literacy ability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The research adopts 

the single-subject research method, and tests with 3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The researchers conducted an eight-week teaching experiment under the premise 

obtaining the parental cons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After the reading instruction, the overall scores of the Chinese grade literacy scale of the 

tested students increased and reach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control subjects who 

did not receive the reading instruction showed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scores 

of the Chinese-grade literacy scale. 

2. Two of the three subjects ha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correct answer rate during 

the treatment period, the correct answer rates of 3 subjects in retention period were higher 

than in baseline period, and the correct answer rates of the control subjects decreased in 

the retention period. 

3. Subjects expressed that they liked to participate in reading instruction activities and felt 

helpful for learning; In the learning situation, subjects improved their reading speed and 

reduced the frequency of writing errors after the guidance.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suggestions are aim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eachers to use electronic storybooks for reading guidance and to explore Chinese literacy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in the future. 

 

Keywords: electronic storybooks、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Chinese literacy、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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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因科技日新月異的進步與發展，數位內容產業與數位出版大量興起，數位媒體可

以透過電腦呈現各種類型的多媒體資訊，閱讀的載具也不斷更新進步，從電腦、電子

書閱讀器、平板，到人手一機的智慧型手機，自紙本演進至數位閱讀，正在漸漸改造

人類數千年以來的閱讀方式（蔡博元、林慧玉、吳邦昌，2011；蔡秀娟、何慧儀，2009）。

發展至如今，紙本書已非唯一的知識傳播管道，電子書的問世使傳統的閱讀行為受到

相當程度的影響（廖信、郝宗瑜、張簡碧萱，2010）。透過電子書提供如聲音、影像

的功能，已將閱讀轉化成一種新的學習體驗。 

    數位學習是科技應用於教育的具體展現。身為教育工作者，必須掌握瞬息萬變的

科技趨勢，靈活運用數位學習的工具，並探討科技對教育的影響。研究顯示，利用電

腦與數位學習可以鼓勵身心障礙學生在經過設計的教材直接操作，且對於教材的使用

有明顯的進步（Williams, Wright, Callaghan, & Coughlam,2002），未來學家 Toffler 就道

出，新世代的新興人類有前所未見的 「視覺哲學」，使用電腦螢幕或平板是未來新產

業的工作趨勢，因此螢幕瀏覽才是閱讀方式的主流（洪懿妍，1995）。對於身心障礙

學生而言，在學習過程中往往偏好有視覺提示並仰賴數位閱讀輔具，透過電腦數位技

術特別適合促進身心障礙學生進行學習（Shane & Albert, 2008）。岳修平（2001）認為

數位媒體與電子文本是教學發揮創意的舞台，並且是教學資源與傳播的工具也是一種

教學媒體，更是教學的環境。特教教師經常將普通班課程教材加以簡化或依學生程度

重新改編，針對身心障礙學生的閱讀缺陷，數位媒體可用多元的方式呈現出電子文本，

提供符合其學習需求的閱讀策略（例如自我監控、視覺化與心像圖），為學生提供適

性的學習環境。 

再者，以學習的角度而言，能將數位學習視為幫助學生依個人需求適性學習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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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績效表現系統，並且有益於學生將知識架構的工具（岳修平，2001）。在身心障礙

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Individual education program，簡稱 IEP）擬定學習目標時，

數位學習的多元功能可以讓特教教師分析學生起點行為、調整教材難度、簡化學習步

驟、擬定學習策略、再加上依學生學習優勢提供多元教材，透過數位學習不斷地練習，

提高學生的精熟度，達成個別化教育的目標。 

    基於上述理由，本研究希望探討若在教學中結合電子繪本的聲音及影像效果，對

於身心障礙學生在中文識字及閱讀理解的學習上，是否能提升其識字量以及學習成效。

實證研究結果期望能提供教師、家長或相關專業人員在選擇教材時之參考，並能促進

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成效。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實施「電子繪本閱讀指導」後，對於國中身心障礙學生在中文識字能力之影

響。 

二、探討實施「電子繪本閱讀指導」後，對於國中身心障礙學生在閱讀理解能力之影

響。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依據以上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採用電子繪本進行閱讀教學對於國中身心障礙學生之中文識字能力是否有顯著的

提升？ 

二、採用電子繪本進行閱讀教學對國中身心障礙學生之閱讀理解能力是否有顯著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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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是特教教師使用電子繪本進行國文閱讀指導，探討對於國中一年級

身心障礙學生之中文識字與閱讀理解能力的影響，依據研究目的，釐清本研究之範圍

與限制，說明如下： 

一、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1.因研究者任教國中資源班一年級與二年級的國文課程，考慮國二班級中，有

國一下才鑑定為特殊生及國二上轉學進來的學生，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時

間長短不一，本研究為統一研究對象的學習時間，故以國一的 4 位身心障礙

生為研究對象，國中二、三年級學生不屬於本研究範圍內。 

（二）教材選用 

    1.本研究所使用的電子繪本教材，參考文化部兒童文化館的繪本讀物書單，考

量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與興趣，並兼具生活教育、品格教育與生命教育的主

題，以繪本動畫引起學生的閱讀動機，因此，選擇繪本作為教材的考量。 

    2.實驗對象的學校位於交通方便的都市地區，班級內有許多非學區的學生跨區

就讀，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能力與程度差異大，且身心障礙學生閱讀的能力

並不適用於一般適齡的繪本，因此，本研究依國中身心障礙學生的閱讀程度

及繪本與學校生活的主題相關性來選定適合受試者之繪本內容，過程也由

繪本難易度依序進行閱讀指導，以期待繪本閱讀指導能增強國中身心障礙

學生的中文識字及閱讀理解能力。 

二、研究限制  

（一）研究時間  

    研究時間總長八週，在每週一節抽離式的國文課進行 45 分鐘的電子繪本閱讀指

導，受試對象是國中一年級的身心障礙學生。囿於課程時數安排無法以長期持續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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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進行研究，因此，本研究能否在短期內看見身心障礙學生學習的成效是本研究的限

制之一。  

（二）推論性  

    本研究由研究者的任教學校中，在資源班挑選出研究者任教的 1 個班級作為研究

對象，因為樣本僅取自高雄市某間國中資源班一年級，且因不同縣市的身心障礙學生

學習背景和經驗均有所不同，其外在效度與樣本數有一定的限制，故本研究結果的推

論上，僅適用於相似環境條件的學校，無法推論解釋所有學校情形，研究結果僅供同

質性之學校參考。 

第五節 名詞解釋 

一、電子繪本 

    21 世紀的科技發展與進步，使人們對知識的存取與瀏覽方式更加多樣化，知識

的保存從手抄到印刷，知識的閱讀從紙本到數位化，透過數位化科技，將童書以新的

方式呈現在讀者面前。有別於過去的紙本繪本，電子繪本也可稱為電子童書或電子故

事書（electronic story book），主要閱讀對象為兒童，除了文字及圖片以外，還增加了

動態的動畫、聲音與互動式遊戲，可透過數位產品來閱讀聆聽，保存及傳播。引用數

位科技的進步變更媒體載具，帶給讀者全新的多感官閱讀饗宴（蔡佩璇、游萬來，2004）。 

二、閱讀指導 

    閱讀指導是教師帶領學生閱讀適合的繪本讀物，引導學生深入瞭解繪本故事，與

繪本內容產生互動（林盈秀，2010）。本研究所指的閱讀指導為研究者帶領學生運用

閱讀理解策略來閱讀繪本，以協助學生理解故事內容再進行學生提問，最後師生進行

雙向討論，整理出繪本的故事內容。 

三、身心障礙學生 

    根據《特殊教育法》第 3 條：本法所稱身心障礙，指因心理或生理障礙，經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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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及鑑定具有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包含智能障礙、

聽覺障礙、視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及學習障礙等共十三種障礙類別，而《身

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 22 條提到：各類身心障礙學生之教育需求評估，

應包括健康狀況、感官功能、知覺動作、生活自理、認知、溝通、情緒、社會行為、

學科（領域）學習等。 

    本研究所指的國中身心障礙學生，是指目前在國中階段具有識字障礙或閱讀理解

上的困難，國文課抽離至資源班上課，在不分類資源班接受學科課程的學生。其中含

學障、輕度智障、注意力不集中及情緒障礙生。 

四、中文識字能力 

    本研究以黃秀霜（2001）編制的中文年級認字量表為中文識字能力評估工具，此

中文認字量表所編之認字量表係採列表個別施測方式，量表中將識字程度的等級分成

小一至國三，此量表的用途為： 

   （一）可用以分析臺灣地區國小一年級至國中三年級學生之中文認字能力。 

   （二）教師與研究人員可依據本量表所建立之認字常模，篩選認字困難學生。 

   （三）可供教師及研究人員診斷閱讀障礙學生之認字錯誤組型。  

五、閱讀理解能力 

    本研究以柯華葳、詹益綾（2007）編制的國民中學閱讀推理測驗作為閱讀理解能

力的前測工具。閱讀發展理論指出國中生從學習如何閱讀進入閱讀習得知識的階段

（Chall,1983）。所謂的閱讀困難，是指他們的識字程度可能無明顯低落，但文法覺察

出現缺陷問題（Nation & Snowling,2000）。此閱讀推理測驗主要是評量文法結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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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電子繪本的概念及其教學成效 

本節主要在探討電子繪本的概念與教學成效，瞭解電子繪本的定義並探討電子繪

本的教學優勢，分為電子繪本的概念、電子繪本的教學價值及優勢。 

 （一）電子繪本的概念 

  紙本繪本亦稱圖畫書，呈現上多是圖片繪畫，文字則是其次的輔助，視覺效果十

分強烈。藉此強化其主題要呈現的內容，是廣受各種年齡喜愛的書籍（林敏宜，2000）。

謝孟穎（2017）指出繪本是由圖畫及敘述性故事互相搭配並整合為一，繪本詮釋故事

的主題是藉由文字與圖畫的交互作用，呈現文本要傳遞的意義。 

 現代的繪本種類眾多、內容五花八門，雖然篇幅短小但卻意義深遠，繪本已然成

為兒童文學中的一門顯學，也是一種新的藝術形式。「繪本」一詞從日本而來，即「绘

本」，英文則稱為「picture books」，中文譯為圖畫書。但此譯名極易與「illustrated books」

相混淆，故於本研究中皆以繪本稱之；「illustrated books」指的是有插圖的書，書中的

插圖是用來豐富正文，圖與圖不一定有相關性，且讀者要瞭解正文不見得需要圖畫（引

自林敏宜， 2000；郝廣才，2006）。Fang（1996）認為繪本圖畫書是具有豐富插畫的

書籍，書中的插圖對語文發展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力，讓讀者理解故事的喜悅。 

 Sutherland 和 Hearne（1977）認為繪本的形式圖畫比例較多，或圖文相佐，甚至全

用圖畫呈現，且繪本獨立在兒童文學的領域中。Kiefer（1982）提到繪本是一種傳達

訊息的藝術品，可以完全的圖畫方式呈現，也可透過文字與圖畫兩者聯合共同來表達。

Norton（1999）定義繪本的圖具有著與文字相等的重要性。Henry 和 Simpson（2001）

將繪本視為「天堂的完美組合」（A match made in heaven）。Jalonogo（2004）認為繪

本並非只有代表童趣或是單一的教學用書，繪本超越告知、娛樂和提供情緒抒發的藝

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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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電腦網路的發展，繪本電子化的商機逐漸在市場上展現。有越來越多的電

子繪本在電子平台上進行上架，早期透過電視、個人電腦或 CD-ROM（姚靜宜， 2004）

的閱讀載具外，許多傳統出版業者也投入了電子書閱讀器的開發以及紙本繪本轉換為

電子繪本的出版，並且以電子書成或是行動應用程式（APP）的方式在各平台上供使

用者進行下載，在載具上也趨於多元化，平板的問世也影響了電子書，據資策會表示 

iPad 的上市明顯能帶動數位成長，同時亦帶動起出版業者將原有的紙本繪本轉換為

電子繪本的趨勢，在內容、功能以及電子繪本的設計上都有相當顯著的成長，並且也

帶動數位平台在內容上的豐富化。 

   不同於傳統的紙本印刷圖書，電子繪本可將故事內容以文字、動畫、圖片、語音

及影像等透過數位工具呈現，藉由數位科技的 3C 載具加以閱讀與探索（施能木，1997）。

電子繪本是一種數位媒體的工具，若教學上結合了紙本繪本與數位科技的電子書，能

將文字、影像畫面及聲音透過數位媒體來播放（盧秀琴、陳月雲，2008，頁 35）。電

子繪本包含了紙本繪本的內容，還能利用數位媒體的優勢將其呈現，大大吸引讀者的

目光，同時提升其閱讀動機。電子繪本亦可稱為「電子故事書」， 運用了多媒體的聲

光動畫綜合呈現故事的情節發展，讀者能在過程中聲歷其境，是一種可以接觸及交談

的數位媒體書籍（蔡振成，1996）。 

（二）電子繪本的教學價值 

日本資深編輯松居直（2005）提到人的一生都適合閱讀繪本，繪本不但適合孩子，

也適合成人。整理林敏宜（2000）、松居直（2005）、郝廣才（2006）等學者及資深編

輯之相關說法，可看出繪本在教育的價值至少有以下幾項：  

1.增加認知學習及生活經驗：繪本內容豐富，對閱歷較少、生活經驗較有限的孩子

來說，可提供各種觀察、思考、感受等經驗；透過繪本我們能夠看到一個個不同

的世界，對孩子的認知學習相當有益處。  

2.增進語言能力：當帶領閱讀者試著設計有意義、開放性的提問或孩子自己感受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848

 

9 
 

繪本裡的樂趣時，能引導孩子表達自己的想法，這些討論的歷程無形中即可促進

溝通能力的發展。  

3.提供豐富的閱讀樂趣：閱讀繪本時就像是在進行一場圖像的遊戲、語言的遊戲，

讓孩子能夠獲得許多有趣的體驗。松居直（2005）曾說：「繪本提供了一個可以

讓人遊戲的空間」；郝廣才（2006）也說：「趣味是餌」。因此，趣味性和遊戲性

讓繪本能夠提供豐富的閱讀樂趣，是吸引孩子閱讀的最大魔力。 

    電子繪本最大的特點在於電子繪本所具備之動畫影像，與搭配聲音效果（洪文

瓊，1997；洪美珍，2000）。盧秀琴（2006）指出電子繪本之圖像有繪畫的插圖、生

物影像或電腦動畫等，透過視覺傳達效果以加強主題所要呈現的內容，其文字內容以

口語敘述的方式，能提高學生的注意力並增進對故事的領悟力，尤其適合身心障礙學

生。Adam 與 Wild（1997）亦指出電子繪本能有效啟發遲緩兒童或閱讀能力較差的兒

童之閱讀能力。電子繪本透過具體的呈現，使兒童獲得實際經驗，對於不善於類推理

解的兒童而言，是較易於直接了解的（Collins & Brown,1982）。 

 （三）電子繪本的教學優勢 

    多媒體化提升了電子繪本版面的豐富度，使其更加活潑生動。藉由多感官的學習

加強閱讀時的內在刺激之吸收與增強學習動機，多感官學習主要分為視覺設計與聽覺

設計兩個部分（吳偵維，2012；周文敏，2004；洪文瓊，2005）： 

1.聽覺設計：音效配合著故事進行情節，故事中的角色與場景有其獨特的聲調與配

樂，使學生能在翻閱電子繪本的時，對其中的人物及故事內容有具體的認知。 

2.視覺設計：對學生的身心發展而言，比起紙本繪本，學生的注意力更容易受到有

圖片和動畫的電子繪本所吸引，學生能藉由具體及色彩豐富的圖片直接感受繪

本所要傳達的意境。 

    電子繪本教學相較於紙本繪本教學，更方便攜帶且能隨時更新瀏覽，電子繪本能

結合數位媒體科技的運用，儲存在輕便的手機、平板、筆記型電腦中，教學者能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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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更新資訊並加以搜尋。再者，電子繪本屬於非線性的閱讀模式及遊戲化的互動

過程，讀者能在操作電子繪本的過程依照個人喜好，點選連結、選單或關鍵字到所欲

閱讀的章節，電子繪本具有人性化的設計使讀者有更加多元的選擇權，這便是「跳躍

式閱聽」，也就是「非線性閱聽」。非線性閱聽模式不限制讀者必須從頭到尾按照順

序閱讀至最後，此外，電子繪本也融入遊戲互動，以游標觸碰螢幕後，可以依照讀者

指示播放、執行或進入所選的遊戲，挑戰電子繪本的遊戲內容。遊戲中學習能在學生

的學習過程中製造更多驚喜，而且透過這些非線性式的閱聽模式及遊戲式的互動過程，

使學生能自主決定閱讀順序及內容，在閱讀理解的過程給予鷹架支持。 

    電子繪本的電子鷹架功能，第一是能協助教學者分析學生舊經驗的閱讀能力發展

層次，同時連結電子繪本的悅趣表徵與應用體驗，協助學生挑戰有點難度的問題，達

成學習目標後才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習任務。其次對於教學者而言，電子學習鷹架能針

對閱讀歷程設計任務導向的教學目標，透過電子繪本故事與閱讀理解的學習任務分析

模式，讓學生在近測發展區的潛能中，展現更多進階閱讀的技巧。教學者運用電子繪

本輔助學生早期閱讀能力的教學活動，建構以學生為中心發展自主操控圖像媒介的學

習情境；並基於線性程序安排與事先設計好的步驟，允許學生自主選擇活動且循序漸

進地增進閱讀素養（Aram, Fine, & Ziv, 2013; Johnson, Perry, & Shamir, 2010）。教學者

若能善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改變與省思傳統繪本教學的閱讀思考與應用，能提供學

生發展優質的閱讀素養，教學者依據學生的學習需求及過去的學習經驗，能更有效的

整合電子繪本及數位資源，設計創新的教學活動;營造多元且豐富的學習環境，說明

文字的生成意義協助學生理解文意內涵，進而關注不同文字符號之意義詮釋

（McKenney & Voogt, 2009）。 

    傳統的紙本繪本容易翻閱互相對照，並且閱讀時能有獨特的觸感。然而缺乏互動

性及多感官的畫面呈現，因此紙本繪本的教學活動較制式化。根據國外研究顯示，電

子繪本圖像與音效功能，能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與字彙理解（De Jong & Bu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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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at與Ofra（2010）認為有效運用電子繪本，能有效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這使

得繪本教學不再僅是利用「紙本」 繪本進行教學，而是透過電腦載具播放的「電子

繪本」來教學，進而改善教學品質並提高學習成效。其中，整體電子繪本運用於教學

的優勢，在於繪本在教學上有多元面貌的呈現，包括：電子繪本提供教學上多樣化的

內容、過程和功能（郭璟瑜、周惠文，2006；劉志峰，2005）。由於電子繪本擁有內

容豐富多樣性的特質，因此不但能擴增教學主題，同時還能充分地運用在各學科領域

的教學。 

 

第二節 國中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情況 

   本節主要在探討國中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情況，說明國中資源班的設置，並探討

身心障礙學生的中文識字程度與閱讀理解能力。 

(一) 國中資源班之設置 

    國中資源班的設置，主要的服務對象是在適應上有困難或學習有特殊需求的身心

障礙學生。特教教師為普通班教師提供諮詢；為身心障礙學生提供特教服務。身心障

礙學生的學籍在普通班，而且大多數時間都是在普通班上課，只有國英數及特殊需求

課程到資源班，由資源班老師進行教學．資源班的服務是依照學生需求彈性調整，讓

身心障礙學生在融合的環境中與普通班學生共同接受教育，同時為身心障礙學生提供

個別化教育服務，因此，是能自特殊教育中獲益且降低負面標籤的一種方式。 

    台灣的資源班設立行之有年，從早期的啟智班、啟聰班，後來又設立語言障礙資

源班、學習障礙資源班，但班級數增加緩慢，設立學校亦不普及。近幾年由於大力提

倡「回歸主流」、「最少限制環境」等理念，有越來越多的父母將其輕中度身心障礙子

女安置在普通班，對資源班的需求因而相對提高。因此資源班的設立更有必要性。為

了因應這樣的趨勢，現今多是成立不分類資源班，不分類資源班招收所有類型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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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經由鑑輔會取得身分鑑定，有適應或學習上的特殊需求，需要特殊教育教師為

其訂定個別化教學者，皆能進入資源班進行適性學習。目前進入資源班的鑑定，包含

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或以學習障礙為主，以及領有感官上的障礙（例如視障及聽

障） 、自閉症、情緒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等其他障別證明，障別程度較輕的

學生。 

(二) 國中身心障礙學生的識字程度 

    國中階段，有學習需求及特殊需求的身心障礙學生平常在普通班接受融合教育。

然而身心障礙學生因本身的缺陷而影響其在學業學習上的表現，隨著年齡增長雖然在

成就上有逐漸進步的趨勢，但還是顯著落後於同儕（盧台華，1995），而課業難度逐

漸加深導致身心障礙學生在學業上的挫敗感日益遽增。身心障礙學生在國小階段的學

習已落後於同儕，尚未具備完整的學業基礎，面對國中階段的課業更加難以勝任。 

    胡永崇（2002）認為閱讀包含識字及理解兩部份，閱讀流暢需要瞭解每個詞彙的

意義，進而理解文意，而識字是閱讀流暢並能理解文意的基礎。識字指的是對於字的

解碼過程，狹義的識字為將所看的文字念出字音（Perfetti，1985）；廣義的識字其中

包括字形的辨識、字音辨讀與字義搜尋（柯華葳、李俊仁，民85）。洪儷瑜（2012）

在「因應十二年國教人才培育及教師專業精進研討會」中提出國中一年級的新生識字

量必須達到2100字，相當於小學三年級程度，才能面對國中基礎學習，臺灣師範大學

在2013年5月公布台灣北中南三個縣市的12所國中剛入學7年級學生的識字量調查，都

會區學校有4.2%的學生，其識字量未達國小三年級程度，這項抽樣調查顯示臺灣仍有

少部份國中生的識字量未達國小三年級程度（國語日報，2013）。 

    在相關文獻中（黃秀霜、詹欣蓉，1997；吳嘉芬，1998；盧文啟，2003），對於身

心障礙學生識字困難的認知成分主要分為三個方面加以探討：聲韻覺識處理能力、視

覺字形處理能力以及基本認知能力。分別說明如下： 

1.聲韻覺識處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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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世杰（1999）對聲韻覺識提出具體的說明：每一位能聽且能說話的人本身便具

有聲韻覺識，但不代表本人有覺察到自己擁有這種能力。 

邱明秀（2004）認為聲韻覺識有困難的學生，會表現出字形及音素無法連結；辨

別聽覺困難；會重複說不確定發音的字；處理音韻訊息時的速度較，無法自動化辨認

文字等識字困難的表現。聽、讀與寫接連失常，進一步使學生有識字的困難。 

2.視覺字形處理能力 

    葉玉玲（1988）總結出視知覺能力中跟識字相關性高，即是所謂的視覺字形處理

能力。與過去經驗連結以解釋訊號的刺激，將視覺所接收的訊息轉化成有效的資訊存

放在大腦裡，或轉成語音訊息表達，即為視覺字形處理能力。在不同的語文成就組之

中文字視知覺能力有顯著的差異，且能有效預測識字和閱讀理解（洪儷瑜，1999），

視知覺方面具有缺陷的學生，邵慧綺（2003）指出有下列幾項情形： 

（1）視覺辨識困難 

（2）朗讀慢，因文字部件的處理速度較慢 

（3）視覺序列困難 

（4）閱讀時會跳行、漏字 

（5）無法快速地處理較複雜的訊息 

（6）瞬態系統功能缺損，無法快速辨別視覺刺激 

3.記憶能力 

    記憶能力分為長期記憶與工作記憶，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 

是指長時間都能持續記得的永久記憶。長期記憶能無限儲存，而短期記憶的容量則是

有限。長期記憶裡的訊息分為兩種類型：情節記憶（episodic memory）和語意記憶

（semantic memory），第一種是指關於生活事件的實際情況記憶，第二種指的是有關

語文表達的意義;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則是稱為運作記憶，指個體對訊息性質

更深一層的認識與理解，主要來描述暫時性的儲存與處理（張春興，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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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班中具有閱讀困難的身心障礙學生，在短期記憶及工作記憶方面有困難，

Cohen與Netley（1981）主張閱讀困難的學生在視覺的短期記憶上十分不擅長；Siegel

與Ryan（1989）指出閱讀困難的學生工作記憶中在計算及句子的表現明顯低於一般學

生。 

   研究者在資源班任教多年，長期下來觀察目前就讀國一的身心障礙學生，雖然接

受過國小六年的教育，但識字量遠落後於普通班的同儕，他們較不容易記住新學習的

字，記憶短暫常忘記學過的字，且出現解碼速度慢，書寫國字時會出現筆畫缺漏及字

形混淆的情形。 

    綜合上述研究分析，對於具有識字困難的身心障礙學生，教學重點整理如下： 

    （1） 提供視覺刺激的聯想，輔助學生對字彙記憶的加深。 

    （2） 透過部件化教學，教導學生識字及解碼複雜的中文字，可以學會字形的結

構。 

    （3） 教師改變教學的方法並簡化教學的步驟，提升學生的學習效率  

（三）國中身心障礙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閱讀理解即是讀者由文本裡提取、建構道理的歷程，讀者藉由自身背景知識與文

本訊息結合成一個有效的心理表徵。多數心理學家認為閱讀理解不是一個簡單的認知

過程。Gagne（1985）主張閱讀理解歷程分為四個階段：解碼（decoding）、文字理解

（ literal comprehension ）、推論理解（ 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 ）與理解監控

（comprehension monitoring）。解碼是透過比對與轉錄對文字進行辨識；轉錄是閱讀

後必須透過字音的轉化進而探索字義；文字理解是讀者自長期記憶中找尋文字的意義，

並探討句子的組合以便理解句義；理解監控是對文章內涵進行深入了解。 

   Tran、Sanchez、Arellano與Swanson（2011）進行後設分析法整理出近30年國外所

發表的相關研究，研究指出學生的閱讀技能影響了自身的閱讀能力，教師的閱讀教學

若發揮成效，具有閱讀困難的學生出現率便會下降，即便學生已有閱讀困難的狀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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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藉由補救教學的加強，仍然能將學生的閱讀能力提升到與同儕相近的水平（林彥

同，2011；陳淑麗、洪儷瑜、曾世杰，2007；簡良平，2012）。 

    資源班中具有閱讀困難的學生，有幾項特質： 

1.不了解閱讀的目的 

2.無法理解文章的意思  

3.將閱讀視為無聊無趣的例行事項。 

學生往往有後設認知能力缺陷，因此常常無法自我監控使用的策略是否有效，或

者無法依照文章類型選擇適合的閱讀策略，甚至根本不知道該使用何種策略來幫助自

己達到有效的閱讀理解（Reid & Lienemann,2006）。學習動機也深深影響到學生的閱

讀理解表現。Ciborowski（1995）針對閱讀困難的學生整理出閱讀中會出現的幾項特

質： 

（1）太過專注於表面上的文字 

（2）閱讀速度緩慢，閱讀的速度沒有變化 

（3）在默念時難以專心 

（4）緩慢吃力地進行閱讀 

（5）容易放棄，尤其面對不懂的字或內容缺乏嘗試 

（6）很少使用「校正」策略，通常會吃力地進行下去 

（7）不會使用策略 

     對於資源班中具有閱讀理解困難的學生，教學者依據其學習特質能提供的教學

原則，整理國內外相關文獻，得到的論述如下： 

1. 多重感官的應用，提供聽覺、視覺等刺激，搭配大聲朗讀或運用圖片及插畫

幫助學生理解。 

2. 後設認知策略的運用，教導學生對使用的策略自我監控，例如：我現在使用

的閱讀策略是最適合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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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連結生活化閱讀材料，提供對話日誌、無文字的教材與書面式對話，類似現

今的部落格、LINE等電腦手機的文字訊息。 

4. 學習態度與動機的提升，教學內容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及文化背景，引起學

生閱讀的動機。 

 

第三節 繪本閱讀指導對身心障礙學生閱讀理解之相關研究 

    本節所探討的繪本閱讀指導屬於繪本教學其中之一的方式，台灣的繪本教學研

究範圍包含學科學習、兩性教育、生命教育、藝術教育等等，研究結果多具有正面效

果，而資源班所服務的對象包含領有手冊的身心障礙學生，或學習障礙、自閉症、情

緒障礙、語言障礙及其他感官障礙等障別。因此下列針對繪本教學對識字、閱讀理解

有困難的身心障礙學生之相關研究詳加探討。 

（一）繪本教學對識字的影響 

      Hayes（1991）認同透過繪本文字訊息的建構歷程，能提升讀者的學習能力，

繪本閱讀的活動是讀者對作者所闡述的文字訊息再進行建構的歷程。國外相關的研究

文獻中，認可使用繪本教學能加強學生的識字，閱讀繪本活動是有目的性的、有趣的

並適合學生身心發展（Allor&Mccathren,2003）。教師能透過閱讀繪本的活動，提升學

生的口語、音韻覺識及文字覺識三種識字能力。Justice與Kadervek（2002）主張，豐

富的文章脈絡使繪本能提升學生對慣用字彙與理解故事內容的描述的認識，因為在閱

讀的過程中學生逐漸扮演主動閱讀的角色，所以我們能幫助學生在識字上的發展並建

構閱讀互動的正面影響。 

   近年來繪本在教學上的應用逐步增加，教學對象有國小到高中職，個案、小組或

班級，普通班學生及特殊生;教學策略有部件識字、功能性詞彙、多媒體繪本使用等，

以下將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做整理，說明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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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  繪本教學對身心障礙學生識字之影響相關研究 

研究者及

年代 

論文題目 研究結果 

陳冠蓉

（2009） 

以繪本實施部件識字

教學對國小輕度智能

障礙兒童識字成效研

究。 

結果發現智能障礙學生在接受以繪本實施部

件識字教學後，其識字測驗的整體得分、

「看字讀音」、「聽音選字」、「國字拼圖」均

有顯著增加的趨勢。 

林淑玫

（2013） 

多媒體繪本融入不同

識字教學法對國小輕

度智能障礙學生識字

學習成效研究。 

結果顯示：三位受試者接受多媒體繪本融入

基本字帶字教學法及多媒體繪本融入部件識

字教學法後，識字學習皆具有立即成效。 

林玉霞、

陳怡如、

陳政見

（2010） 

互動式多媒體繪本對

國小聽覺障礙學生英

語字彙學習成效之研

究。 

結果顯示：一、互動式多媒體繪本教學能增

進國小聽覺障礙學童之英語字彙能力。二、

受試者家長、老師皆認為互動式多媒體繪本

教學對受試者的英語識字技能有正向的改

變。 

林子媛、

陳勇安

（2020） 

繪本教學對國小輕微

認知缺損學童功能性

詞彙學習成效之研

究。 

結果顯示繪本教學對二位研究對象的常見字

及社會性詞彙能力提升的程度不相同，對甲

生的社會性詞彙有顯著提升、對乙生的常見

字及社會性詞彙皆有顯著提升。 

蔡佩紋

（2021） 

運用繪本教學提升國

小二年級學童識字能

力與閱讀興趣之行動

研究。 

由研究結果可知，繪本教學行動方案可增進

學童的識字能力與閱讀興趣，且學童與家長

皆有正面的回饋。 

 

    研究結果顯示繪本教學能增加學生的識字量，表示繪本運用在普通生及身心障

礙學生的識字教學皆能有成效。施錦雲（2006）主張繪本圖文互動的特性，一方面能

引起學生的參與動機，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識字學習的效果，教師們經常利用繪本進行

教學，繪本已成為語文教學不可或缺之物。繪本的圖像能傳達的訊息超越文字所能表

達，橫跨各種年齡層、國家、語言及文字的限制郝廣才，1995）。 

   針對以上論點可知，繪本在識字教學上的價值已被語文領域教學者與兒童文學專

家肯定，若能對身心障礙學生提供介入服務，將能提升其對語文學習的信心及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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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本教學對閱讀理解能力的影響 

   楊芷芳（1995）主張閱讀的歷程中讀者經由取得訊息的前後脈絡及閱讀後既有的

知識基模間產生互動，創造出閱讀內容的意義。Goodman（1996）稱閱讀理解策略為

「心理語言的策略」，閱讀的歷程中大腦必須做出閱讀的決定，使用何種策略，接著

開始理解閱讀內容，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依據自己擁有的知識來篩選有用的訊息，持

續進行預測下文、推論文章中沒有完整表達的意義、持續性的試探藉以引用和修正之

前做的預測，直到大腦停止閱讀的策略（洪月女譯，1996）。 

   由於每個人的學習歷程與先備知識不盡相同，閱讀理解的歷程也會有差異，因此

每個人對同一本書中的文章之閱讀理解也全然不同，林建平（1997）提出閱讀開啟了

學生對外在世界的了解，也是學習各項科目的基礎技巧， 學習具認知缺損的學生不

會因休閒或理解而主動閱讀，但讓他們學會在與人互動時的詞彙，以及生活上應用的

詞彙，才能獨立地在社會中生活（Kirk, Gallagher & Anastasiow, 2003）。以下將與本研

究相關的文獻做整理，說明如下表： 

表2.3.2  繪本教學對身心障礙學生閱讀理解之影響相關研究 

研究者 

及年代 

論文題目 研究結果 

林佳蓉、陳莉

莉、林曉薇

（2011） 

應用多媒體繪本與故

事臉教學於國小輕度

智能障礙學童閱讀理

解之個案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結合故事臉教學策略所發展

的多媒體繪本能夠增進輕度智障學童之閱

讀理解，也能夠讓學童的學習呈現正向的

學習態度。 

王柏臻

（2014） 

簡報式電子繪本教學

對幼兒語言理解與表

達之研究。 

結果顯示，實驗組優於控制組，亦即簡報

式電子繪本教學對幼兒「語言理解」有部

份提升效果。 

莊梅君、劉秀

丹（2014） 

 

可預測性繪本教學方

案對國小聽覺障礙學

生閱讀理解的成效 

 

一、接受可預測性繪本教學介入的聽障學

生，在標準化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的前

後測進步情形優於對照組。 

二、接受可預測性繪本教學介入的聽障學

生，在自編繪本閱讀理解測驗的前後測進

步情形優於對照組。結果顯示，可預測性

繪本教學對於國小二、三年級聽障生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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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理解能力具有正面的影響。 

陳儒晰

（2015） 

電子繪本鷹架對幼兒

閱讀學習之影響。 

教師運用繪本的電子鷹架分析學習目標，

結合悅趣學習來安排循序漸進的學習任

務，並透過師生互動與同儕支持的社會鷹

架，協助幼兒循序漸進地發展語文素養與

提升閱讀理解能力。 

王盈偲、吳勝

儒、魏俊華

（2017） 

繪本結合詞彙教學對

國小智能障礙學生閱

讀能力成效之研究。 

一、繪本結合詞彙教學對國小智能障礙學

生在閱讀能力之表現 具有立即成效。 

二、繪本結合詞彙教學對國小智能障礙學

生在閱讀能力之表現 具有保留成效。 

 

    從上述的研究可以發現，透過多媒體繪本教學能增進身心障礙學生的閱讀理解，

也讓學生的學習呈現正向態度。（林佳蓉、陳莉莉、林曉薇2011）。而電子繪本的電子

鷹架能分析學習目標，安排循序漸進的學習任務，協助學生提升閱讀理解能力（陳儒

晰，2015）。 

    以上針對繪本教學對識字、閱讀理解有困難的身心障礙學生之相關研究探討，結

果皆顯示繪本教學對身心障礙學生的識字與閱讀理解具有正向影響，電子繪本的閱讀

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綜合上述的相關研究可發現，近年來以身心障礙學生為教學對象的研究呈現逐年

增加的趨勢，大部份是國小階段的學生，而研究結果指出，繪本閱讀指導能提升身心

障礙學生閱讀應具備的相關能力。相較之下，對國中身心障礙學生進行繪本閱讀指導，

教學成效是值得被期待的。研究者試圖以教學現場的實務中找出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會

遇到的問題，擬定以繪本閱讀指導為主題的教學方案，培養學生的閱讀素養及資訊素

養能力，除了增進研究者本身的教學專業也能在教學現場與學生互動並彼此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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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進行國中身障生的電子繪本閱讀指導加以探討，對於國中身心障礙學生

的中文識字以及閱讀理解是否有顯著影響，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之「跨受試

的多基準線實驗設計」（the multiple baseline design across subjects）（Kazdin, 1982; 

Tawney & Gast, 1984）進行教學實驗的過程資料蒐集與分析，並依此提出研究結果。 

    本章總有六節，第一節為研究方法，說明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第二節為研

究對象及研究場域，說明本研究所實施的地區以及研究對象概況；第三節為研究設計

－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之「跨受試的多基準線實驗設計」；第四節為研究架構，說明本

研究之研究概念以釐清研究問題；第五節為研究實施步驟與流程，說明本研究之資料

蒐集與調查過程，並輔以研究流程圖以說明研究程序；第六節為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說明本研究所蒐集之資料如何進行分析與整理。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試實驗設計的「跨受試的多基準線實驗設計」進行電子繪本

的閱讀指導之研究，並採用中文年級認字量表、國民中學閱讀推理測驗與研究者自編

的繪本學習單來進行施測，依此探討電子繪本閱讀指導是否會影響學生的中文識字及

閱讀理解成效，並根據分析數據提出研究結果。 

    跨受試的多基準線實驗設計是指研究者依照順序對表現相同目標行為的受試者

實施介入，且在類似的情境中。研究者必須對多位受試者的共同目標行為蒐集基線期

的實驗資料，對第一位受試者先進行閱讀指導活動的介入，同時維持其他三位受試者

的基準線階段，當第一位受試者的基準線穩定後，才開始加入第二位受試者；當第二

位受試者穩定後，才再加入第三位受試者（杜正治譯，1994）。 

    採用跨受試的多基準線實驗設計的優點有：（一）符合研究實際需要；（二）減

少同時事件與成熟對內在效度的影響；（三）不必撤回處理策略。過去使用跨受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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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基準線實驗設計對身心障礙學生的研究整理如下表： 

表 3.1.1 跨受試的多基準線實驗設計相關研究 

研究者及年代 研究題目 

紐文英、王欣宜

（1999） 

輕度智能障礙就業青年工作社會技能訓練效果之研究。  

吳 素 真 、 鳳 華

（1999） 

合作學習對增進國小三年級學生及人際關係欠佳兒童社交技巧

之效果研究.  

吳訓生（2001） 國小低閱讀理解能力學生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效果之研究。 

王盈偲、吳勝儒、 

魏俊華（2017） 

繪本結合詞彙教學對國小智能障礙學生閱讀能力成效之研究。 

林子媛、陳勇安 

（2020） 

繪本教學對國小輕微認知缺損學童功能性詞彙學習成效之研

究。 

 

    基於上述的實驗設計優點，且文獻探討此研究方法對身障生的教學介入有顯著

成效。本研究採用「跨受試的多基準線實驗設計」，觀察同一種教學處理分別在三位

不同受試者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這種安排方式也有助於提高研究的外在效度，再者，

評估受試者本身識字與閱讀理解能力的題本，參考高雄市鑑定安置所採用的施測工具，

以減少地域性造成的能力落差。 

為了瞭解國中身心障礙學生的中文識字能力，研究者採用黃秀霜（2001）編製的

「中文年級認字量表」，本研究以此做為受試者的識字能力評估工具，並使用（柯華

葳、詹益綾，2007）「國民中學閱讀推理測驗」作為受試者的閱讀理解能力評估工具，

考量國中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與需求，教學中採用研究者依繪本內容自編的繪本

閱讀學習單進行形成性評量，目的在了解電子繪本閱讀指導對於國中身心障礙學生在

進行繪本活動時的閱讀理解情形，因受試者只有 3 位國中身心障礙學生，研究者在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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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閱讀指導活動時，觀察學生的學習情形以質性描述填寫學習記錄表，除了量化分析

輔以質性描述來探討研究的成效。研究者將以上述施測工具當作本研究的評量，以了

解學生中文識字能力和閱讀理解能力的情形。 

 

第二節 研究對象及場域 

    本研究對象以高雄市某國中資源班的國一身心障礙學生為教學實驗對象，本學

年度於資源班接受每週國文課五堂全部抽離的共五位，排除一位無閱讀困難的自閉症

學生，另外包含兩位輕度智能障礙、一位注意力不集中以及一位學習障礙，共四位不

同障別的學生，除了三位接受繪本閱讀指導的受試對象外，還有一位身心特性與實驗

受試相當的對照受試，這名對照受試沒有參與繪本閱讀指導，只進行識字與理解測驗。

國一身心障礙學生在原班的國文第一次段考皆不及格，學習國文狀況較為落後，本研

究在資源班抽離式國文課進行電子繪本閱讀指導，藉此分析是否能提升身心障礙學生

的中文識字與閱讀理解能力，如下表: 

表 3.2.1 教學實驗之受試者的基本資料 

受試者 性別 障礙類型 識字 閱讀 學習狀況描述 

受試者

一 

男 其他障礙 

（注意力

不集中） 

51 5 1.閱讀與識字：與一般同年齡的同學差

不多但有時閱讀時會漏字。  

2.書寫︰與一般同年齡的同學差不多。 

3.記憶力：偶爾忘記老師或父母交代的

事情 

4.注意力：專注力差（需要提醒）  

5.理解力：抽象理解力尚可，但耐心影

響學生表現力。  

6.組織力：組織力尚可，但有時因情緒

與學生意願影響表現力。 

受試者 女 輕度智能 8 5 1.識字方面：有基本識字能力。  

2.寫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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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障礙 （1）國字形音義概念未完全建立（包

括字體結構、字形）。  

（2）記憶力不佳，所學過的字容易遺

忘。  

（3）書寫造句大部分需示範並引導才

能自己說出尚通順的句子，但寫出時

許多常用字忘了，且容易缺漏字造成

語意不通順。  

3.閱讀理解方面：  

（1）可以自己閱讀國語課文 ，但閱

讀不順暢，且部分字不會讀，解釋後

也只能部分理解。理解力較弱。 

受試者

三 

男 學習障礙 11~12 10 1.注意力缺乏、渙散，易被外物吸引

換，常易遺漏重點。  

2.反覆練習可記住國字、圖形推理困

難。 

3.歸納困難、文字推理困難  

4.概念思考力弱、邏輯及抽象思考能力

弱 

對照受

試 

女 輕度智能

障礙 

3 4 1.記憶力尚可，注意力不佳。 

2.推理能力較弱，能做簡單情境推理。 

3.國字書寫易遺漏筆劃，同音異字忘記

怎麼寫，注音難正確寫出或拼音。  

4.能造出簡單造詞或造句，識字量不

多，閱讀理解能力不佳，有跳行跳字

情形。 

註：識字為中文年級認字量表的 PR 百分等級。 

閱讀為國民中學閱讀推理測驗的總分。國一的切截分數是 PR25，原始分數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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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是以閱讀指導進行中文繪本故事教學活動，本研究所指的閱讀指導為

研究者帶領學生運用閱讀理解策略來閱讀繪本，以協助學生理解故事內容，再進行學

生提問，最後師生進行雙向討論，整理出繪本的故事內容。 

    在研究正式開始之前，研究者會先進行受試者的中文年級認字量表及國民中學閱

讀推理測驗以蒐集部分研究數據，教學實驗中以研究者自編的繪本閱讀學習單做為評

量工具，研究時程持續八週，教學實驗前一週為準備週，第一週到第八週研究者每週

對國中身心障礙學生進行一節課 45 分鐘的繪本閱讀指導，每位受試者的處理期結束

後間隔兩週，再次做中文識字量表施測，以蒐集研究數據來了解受試者的識字能力是

否有變化。並連續三天評估受試者在繪本學習單隨機抽測的表現，作為受試者在保留

期的閱讀理解狀況之指標。 

二、課程內容教學設計 

研究者針對本研究主題採用的八本中文繪本所設計的課程內容設計，分別敘述如

下： 

（一）課程規劃 

      本研究實驗在每週五第 2 節的資源班國一國文課程實施，教學實驗時間總共八

週 8 堂課，每節 45 分鐘的國文課來進行繪本閱讀指導，教學時挑選的故事繪本，皆

以電子繪本的方式呈現。 

（二）教學活動流程 

    教學活動設計參考吳訓生（2001）的研究結果，活動設計詳見表 3.3.1，教師帶領

學生使用閱讀理解策略來進行繪本閱讀，說明故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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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教學活動項目與理解策略對照表 

教學活動項目 運用之閱讀理解策略 

一讀：仔細的讀，把不懂的圈起來 理解監控 

二問：自己提問題考自己 形成問題 

三回答：用自己的話來回答問題 重讀 

四整理：用自己的話來說出文章重點 聯想延伸 

摘述要點 

 

（三）教學資源 

    1.電子繪本：依研究者教學經驗，國中身心障礙學生除了師長對其學習進步的期  

待，學生主要的煩惱與困惱來自於人際互動，而國中生一整天在校園生活，因此

從文化部兒童文化館網站及 HyRead ebook 網站，挑選八本與校園生活、學習及

仁濟等相關主題的電子繪本。如下表： 

表 3.3.2 教學繪本清單 

序次 繪本名稱 主題 

1. 明天我還可以來上學嗎? 校園生活 

2. 我學得慢，不一定學不好 學習 

3. 即使不被看好, 我還是做到了 人際 

4. 愛告狀的響尾蛇 人際 

5. 受困的獅子：霸道與欺凌的教訓 人際 

6. 不要跟我說話! 人際 

7. 愛,要用對方需要的方式, 不是你想給的方式 人際 

8. 我可以很平靜：一起練習正念靜心 學習 

註:繪本的詳細介紹請參考附錄三 

2.電腦：使用資源班多功能教室中的 3 台桌上型電腦。 

3.繪本閱讀學習單：根據八本繪本，研究者自編閱讀理解學習單， 

每份皆為 10 題選擇題所組成，詳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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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模式 

    在教師進行閱讀指導前，先讓學生看封面猜故事，接著教師帶領學生讀故事，並

搭配閱讀理解策略的使用，講解句意與詞語，教師說完一遍後，留些許時間讓學生自

我閱讀，透過師生問答分享心得。教師再進行討論活動，帶著學生釐清故事脈絡及劇

情發展，最後請學生順著圖說故事當作複習。 

三、實驗設計 

    本研究採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之「跨受試的多基準線實驗設計」，觀察繪本閱讀指

導對於三位受試者分別產生的學習成效。這種安排也能助於提高外在效度，並提出以

下實驗設計各個時期的處理模式，作為本研究之實驗依據。 

（一）基線期 

    第一位受試者接受閱讀指導前，其他的受試者以及一位對照受試要連續三天進行

繪本學習單隨機抽測，記錄他們的測驗答對率，以此呈現尚未接受教學實驗前的閱讀

理解能力。第二位到第三位受試者要進入教學實驗之前，同樣以上述方式記錄下他的

繪本學習單抽測的表現。 

    重複的測驗可能使受試者因熟練作測驗的技巧，在測驗的表現也可能提高，因此，

本研究使用抽測的方式，只有在進入處理期前，才接受基線期的測試，另外，以對照

受試作參照，也可在結果的解釋時，排除重複測驗的影響。 

（二）處理期 

    當第一位受試者完成三次的前測時，便開始進行閱讀指導，當第一位的繪本閱讀

學習單答對率及格且逐漸穩定時，對於他的教學處理便結束，依序是第二位受試者進

入處理期，以此類推。在每個繪本指導活動結束前五分鐘，研究者以自編的繪本閱讀

學習單來測量受試者，包含 10 題看字讀音與 10 題選擇題，作為本研究受試者當天的

識字能力與閱讀理解狀況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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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留期 

    教學實驗結束後再往後推算兩週，接連三天讓受試者進行繪本學習單隨機抽測，

以作為受試者在保留期的閱讀理解能力之指標，如下表: 

表 3.3.3 教學實驗各時期的處理方式對照表 

受試者一： 

受試者二： 

受試者三： 

A1 

A1 

A1 

B 

A1 

A1 

A2 

B 

A1 

 

A2 

B 

A2 

A2 

A2 

受試者四： A1 A1 A1 A1 A1 

註：A1 為基線期;  B 為處理期;  A2 為保留期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將繪本閱讀指導融入國中資源班國文教學中，藉此探討對於身心障礙學

生的中文識字與閱讀理解能力之影響，在研究相關文獻並探討理解策略的理論後，研

究者將繪本閱讀指導規劃了事前與教學中所要進行的指導計畫。 

本研究的量化資料首先是根據研究目的以「中文年級認字量表」加以瞭解學生接

受繪本閱讀指導前後的識字能力之評估工具，再者是以「國民中學閱讀推理測驗」評

估學生接受繪本閱讀指導前的閱讀理解能力，在教學處理期以「繪本閱讀學習單」檢

測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變化。教學工具是以文化部兒童文化館中選讀的教學繪本。 

（一）「中文年級認字量表」（黃秀霜，2001）本研究以此測驗做為受試者的識字能力

之評估工具，此測驗包括兩百個中文字，由受試者逐字的唸，每唸對一個字算

一分，最高兩百分。編製者建立了小一到國三的百分等級與 T 分數常模。  

（二）「國民中學閱讀推理測驗」（柯華葳、詹益綾， 2007） 本研究使用國民中學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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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推理測驗作為受試者之閱讀理解能力的前測。內容分為兩大題型，分別是直

述型及類括型，題目共 18 題。適用對象為國中一至三年級學生。皆為單選題。 

（三） 「繪本閱讀學習單」 

     研究者自編，根據繪本故事內容設計選擇題式的文字理解測驗題目，內容共有

兩大類：識字能力和閱讀理解測驗。其中識字能力為 10 題的看字讀音;閱讀理

解測驗為 10 題的四選一選擇題，受試者需依題意選出正確的答案。詳見附錄

一。 

（四） 「受試者反應紀錄表」作為教學實驗的社會效度（social validity）之評估資料，

社會效度可以從教學實驗設計的目標、過程與結果加以確認，本研究參考吳訓

生（2001）編製的受試者反應紀錄表。 

（五） 「學生學習情形觀察記錄表」為研究者記錄學生在接受閱讀指導時的學習情

形，包含閱讀、寫字與聽覺理解等項目勾選，搭配質性描述補充學生學習的反

應。詳見附錄二。 

 

第五節 研究流程與實施步驟 

   本研究實施步驟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研究設計、研究執行與研究結論三階段。

首先確認研究題目與研究方向後，針對此主題進行文獻檢索與分析，依照文獻蒐集的

分析結果，接著確認研究範圍及研究方法，再依照研究設計得到的研究結果加以歸納

分析，進而擬定結論以提供後續相關研究建議。 

一、研究流程與步驟 

    本研究流程可分為「研究設計階段」、「研究執行階段」、「評估結論階段」之步驟，

如圖 3.5.1 所示，此外針對各階段之工作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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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設計階段 

    1.規劃研究主題方向 

      研究者欲了解在國中身心障礙課程中進行電子繪本閱讀指導是否對身心障礙

學生閱讀有所幫助，與教授進行共同規畫後，擬定具體可行性之主題後，開始研究方

向與架構之規劃。 

    2.文獻蒐集與整理 

      確認研究主題後，研究者開始蒐集相關文獻與分析。主要針對國中身心障礙學

生與電子繪本等文獻資料，檢索國內外期刊、文獻資料庫，查詢 「電子繪本」、「身

心障礙學生」、「中文識字」與「閱讀理解」等主題關鍵字，以便搜尋到全文資料。經

過仔細閱讀與文獻分析結論，逐漸掌握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並以文獻理論作為本研

究之基礎。 

（二）研究執行階段 

    1.文獻記錄與分析 

      將所蒐集之有關「電子繪本」、「身心障礙學生」、「中文識字」與「閱讀理解」

等概念的文獻，藉由大量閱讀文獻後統整過去研究使用的相關理論、研究方法與研究

結果，可以更明確訂定研究具體方向與目的，據此設計本研究及選擇適合的研究工具。     

    2.設計研究方法                     

      根據文獻分析之基礎，本研究是採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之「跨受試的多基準線實

驗設計」為研究法，研究對象是就讀資源班的身心障礙學生，實驗時間是一節 45 分

鐘的國文課，每週一堂課，總共進行八週。 

    3.實施閱讀指導活動，活動時程如下表: 

表 3.5.1 研究時程表 

受試者代號 基線期 處理期 保留期 

受試者一 10/18 

10/19 

10/22     11/26 

10/29     12/10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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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 11/5       

11/19 

1/5 

受試者二 10/18 

10/19 

10/20 

11/19     12/24 

11/26 

12/3 

12/10 

1/10 

1/11 

1/12 

受試者三 10/18 

10/19 

10/20 

12/17     1/14 

12/24 

12/31 

1/7 

2/7 

2/8 

2/9 

 

    4.進行受試者反應紀錄表與施測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研究者施教的國中一年級身心障礙學生，於課堂中進行

電子繪本閱讀指導後，以受試者反應紀錄表及閱讀理解測驗了解研究對象對於國文學

習之閱讀理解，以進行後續研究果分析。 

（三）研究結論階段 

    1.彙整資料與分析結果 

    綜合整理文獻分析資料、測驗結果、測驗題目分析與受試者反應紀錄表，將學

生在接受繪本指導後的中文識字與閱讀理解之影響，進行彙整分析並撰寫研究成

果。本研究針的測驗分析參考 Tawney & Gast（1984）的做法，針對學生在不同時

期的閱讀理解測驗之表現狀況  作分析，並持續進行查詢文獻與釐清問題，以將研

究想法與研究方向更加完整呈現。 

    2.歸納結論並提供後續研究建議 

將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完成後，探討研究的結果再進行歸納與結論。希望能根

據本研究過程中發覺的問題及研究不充足的部分，提出更進一步之後續的研究建

議，將來提供國中特教教師在課堂中採用繪本閱讀指導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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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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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資料分析 

    本研究主要探討以電子繪本進行閱讀指導，對於國中一年級身心障礙學生在國文

課程學習的中文識字與閱讀理解是否有顯著影響。研究者將對中文識字量表、閱讀推

理測驗的分數與自編的繪本學習單進行量化統計的方式加以分析。 

    在教學實驗進行前，研究者便蒐集受試學生的中文識字量表與閱讀推理測驗的結

果，作為受試學生的識字程度與閱讀理解能力之參考依據，教學實驗進行中以自編繪

本閱讀學習單作為形成性評量，教學實驗結束後再收集受試學生中文識字量表後測與

繪本學習單隨機抽測三篇之成績，進行量化統計的資料處理與分析，以下詳加說明。 

（一）受試者在中文識字量表的表現狀況之分析結果 

    由黃秀霜（2001）所編製，研究者可參照中文識字量表的百分等級常模與 T 分數

常模，分析受試者接受閱讀指導前後的識字程度變化。 

（二）受試者在閱讀理解測驗題的表現狀況之分析結果 

    本研究依據單一受試研究法的階段內分析與階段間分析，計算每位學生在各時期

的表現趨勢、趨勢穩定性、表現水平、水平穩定性、水平的範圍及水平的變動值，瞭

解學生在階段內的表現趨勢，再針對每位學生計算其在相鄰兩個時期的趨勢變化、水

平的變動值及水平的重疊比率等，比較學生在階段間的表現趨勢變化。 

    首先計算學生在不同時期的測驗作答平均答對率，以代表學生在該時期的閱讀理

解能力，而閱讀理解能力在不同時期的變化情況，以相鄰兩個時期的平均答對率之差

距來呈現。其次本研究以目視分析及 Tryon's C statistic 統計量檢定學生在階段間答對

率之趨勢顯著性，評估每位學生在階段間答對率的進步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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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探討電子繪本閱讀指導活動對國中身心障礙生中文識字及閱讀理解能力

之影響。第四章總共五節，第一節中文識字的影響分析，第二節閱讀理解能力的影響

分析，第三節受試者的反應紀錄分析，第四節學生學習情形觀察紀錄表分析，第五節

綜合討論。 

 

第一節 中文識字量表結果分析 

    在繪本閱讀指導活動進行前，先實施中文識字量表的施測，接受指導後，再進行

中文識字量表的後測，以便探討閱讀指導對受試者的識字影響。由表 4.1.1 可看出，

受試一在接受繪本閱讀指導活動後，中文識字量表的得分進步 1 分，所屬的百分等級

從 PR51 提升到 PR54，T 分數一樣落在 51，年級分數從 7.9 提升到 8.0。 

受試二在接受繪本閱讀指導活動後，中文識字量表的得分進步 5 分， 

百分等級從小學三年級的 PR8 提升到小學四年級的 PR2，T 分數亦從小學三年級的

38 提升到小學四年級的 32，年級分數從 1.5 提升到 1.7。 

受試三在接受繪本閱讀指導活動後，中文識字量表的得分進步 8 分，所屬的百分

等級從 PR11~12 提升到 PR18，T 分數從 38 提升到 41，年級分數從 4.5 提升到 5.1。 

    參與繪本閱讀指導活動的三位受試者，中文識字量表的測驗結果皆有進步，而對

照受試的中文識字量表前測與後測結果無明顯變化，固可推論電子繪本閱讀指導活動

對國中身心障礙學生的中文識字能力有顯著的提升。 

表 4.1.1 受試者中文識字量表前後測結果 

分析項目 受試者一 受試者二 受試者三 受試者四（對照） 

施測時間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得分 126 127 36 41 90 98 65 63 

百分等級 51 54 8 2 11~12 18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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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分數 51 51 38 32 38 41 29 28 

年級分數 7.9 8.0 1.5 1.7 4.5 5.1 3.0 2.9 

註： 受試二前測的 PR 為小三程度，後測結果為小四程度。 

 

第二節 閱讀理解能力的影響分析 

    本節旨根據繪本閱讀學習單的資料做分析後，將受試者在基線期、處理期及保

留期的測驗答對率，以折線圖和目視分析摘要表來比較階段內及階段間的變化情形，

探討受試者接受電子繪本閱讀指導活動後其閱讀理解能力的影響，最後以 Tryon’s C 

statistic 統計量檢定學生在階段間的測驗答對率之趨勢顯著性。 

一、閱讀理解題的答對率折線圖分析 

    由圖 4.2.1 可看出受試者一基線期答對率在 60%-80%之間，較不穩定。進入處理

期，五次有四次答對率提升至 70%-90%之間，顯示有立即成效，保留期答對率在 70%-

90%之間，顯示有保留成效。 

    受試者二基線期答對率在 20%-30%之間，答對率較低。進入處理期，答對率提升

至 40%-70%之間，顯示有立即成效，保留期答對率在 50%-70%之間，顯示有保留成

效。 

    受試者三基線期答對率在 30%-60%之間，較不穩定。進入處理期，答對率提升至

70%-100%之間，顯示有立即成效，保留期答對率在 60%-90%之間，顯示有保留成效。 

    未接受電子繪本閱讀指導活動的對照受試，在教學實驗的前半段、教學實驗的

後半段及保留期，測驗答對率大致維持 40%上下的範圍，這表示未參與教學的對照受

試，其閱讀理解能力變化不大。參與教學的三位受試者，他們的閱讀理解能力在處理

期有顯著的提升，而且教學效果能持續到保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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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受試者在各階段的理解測驗答對率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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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理解能力階段內資料分析 

  將受試者於處理期的答對率進行分析，可參照表 4.2.1 顯示受試者一在基線期

的表現水平為 70%，表現水平不穩定（33.3%），且有明顯向下的趨勢（100%）。受試

者一進入處理期的水平範圍是 30%-90%，處理期的表現趨勢上升但仍不穩定（33.3%）。

而保留期的表現趨勢下向，但表現的水平（76.6）仍高於介入期（70），顯示雖然教學

效果有些微下降，但大致仍能維持。 

 

受試者二在基線期的表現水平為 23.3%，進入處理期後的表現水平提升到 58%，

表現趨勢有上升但不穩定（20%），到保留期的表現水平為 63.3%，雖然保留期表現的

趨勢仍不穩定（33%），但表現水平較基線期高了 40%，且表現趨勢持續上升，顯示

有正向的教學效果。 

 

受試者三在基線期的表現水平為 46.6%，進入處理期後的表現水平提升到 86%，

表現水平不穩定，雖然表現趨勢下降，但對照圖 4.2.1 便可得知是因受試三在處理期

前期答對率達到 100%，才有趨勢下降的現象。而保留期表現水平（80%）較處理期

（86%）低，但表現的水平（80%）仍高於介入期（46.6%），顯示教學的保留效果明

顯。 

受試者四（對照）在教學實驗的前半段表現水平為 42.5%，水平範圍 40-50%之

間，表現水平穩定且有些微上升的趨勢，而進入教學實驗的後半段，表現水平提升到

50%，表現有向上的趨勢但不穩定（20%）。受試者四在保留期的表現水平為 30%，表

現水平不穩定（0%），顯示受試者四在三個時期的表現無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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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受試者各階段的視覺分析結果摘要表 

 受試者一 受試者二 受試者三 受試者四（對照） 

階段

長度 

3  6 3 6 5 3 9 5 3 4 5 3 

趨勢

方向 

\ / \ / / / / \ \ / / / 

水平

範圍 

60-80 30-90 70-90 20-40 40-70 50-70 30-60 70-

100 

60-

100 

40-50 30-70 10-40 

水平

的變

動值 

80-60 

（-20） 

30-80 

（+50） 

90-70 

（-20） 

20-30 

（+10） 

40-70 

（+30） 

50-70 

（+20） 

60-60 

（+0） 

100-70

（-30） 

90-60 

（-30） 

40-50 

（+10） 

40-50 

（+10） 

10-40 

（+30） 

表現

的水

平 

70 71.6 76.6 23.3 58 63.3 46.6 86 80 42.5 50 30 

水平

的穩

定性

（%） 

33.3 

不穩

定 

66.6 

不穩

定 

66.7 

不穩

定 

50 

不穩

定 

20 

不穩

定 

66.7 

不穩

定 

33.3 

不穩

定 

60 

不穩

定 

0 

不穩

定 

75 

穩定 

20 

不穩

定 

0 

不穩

定 

趨勢

的穩

定性

（%） 

100 

穩定 

33.3 

不穩

定 

100 

穩定 

33.3 

不穩

定 

20 

不穩

定 

33.3 

不穩

定 

44.4 

不穩

定 

100 

穩定 

100 

穩定 

100 

穩定 

20 

不穩

定 

33.3 

不穩

定 

 

三、階段間分析 

（一）受試者一 

   以 C 統計進行各階段間答對率的量化分析，可由表 4.2.2 看出受試者一的階段間

分析，基線期進入處理期後，水準變化為-30，因為處理期第一次的答對率（30%）低

於平常水平（70%），雖然整體表現有向上升的趨勢，但仍不穩定。重疊率為 66.6%；

C 值為.397，Z 值為 1.343，未達.01 顯著水準，表示該曲線的趨勢沒有明顯變化。而

處理期至保留期，階段間水準變化為+10，趨勢變化雖逐漸向下，顯示保留期的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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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較處理期低，但重疊率為 100％，表示教學的保留效果佳。 

  表 4.2.2 受試者一閱讀理解測驗目視分析及 C 統計摘要表 

處理階段 處理期 B/基線期 A 保留期 C/處理期 B 

階段間水準變化 -30 +10 

趨勢方向變化與效果 ╲ （－） →／（＋） ／（＋）→╲（－） 

趨勢穩定性變化 穩定→不穩定 不穩定→穩定 

重疊率 66.6% 100%  

C 值 .397 .538 

Sc .296 .296 

Z 值 1.343 1.820 

 

（二）受試者二 

   以 C 統計進行各階段間答對率的量化分析，可由表 4.2.3 看出受試者二的階段間

分析，進入處理期後，水準變化為+10，整體表現有向上升的趨勢，但仍不穩定。重

疊率為 20%，代表處理期的答對率高於基線期。C 值為.777， Z 值為 2.837，達.01 顯

著水準，表示該曲線的趨勢達到明顯的變化。顯示教學有立即成效。而處理期至保留

期，階段間水準變化為-20，雖然答對率相對於處理期較低，但整體表現有向上的趨

勢。重疊率為 100％，C 值為.150，Z 值為 0.486，未達.01 顯著水準，意謂閱讀指導

的成效有保留。 

 表 4.2.3 受試者二閱讀理解測驗目視分析及 C 統計摘要表 

處理階段 處理期 B/基線期 A 保留期 C/處理期 B 

階段間水準變化 +10 -20 

趨勢方向變化與效果 ／（＋） →／（＋） ／（＋） →／（＋） 

趨勢穩定性變化 不穩定→不穩定 不穩定→不穩定 

重疊率 20% 100% 保留效果佳 

C 值 .777 .150 

Sc .274 .309 

Z 值 2.837** 0.486 

**p<.01 

(三) 受試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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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C 統計進行各階段間答對率的量化分析，可由表 4.2.4 看到受試者三進入處理

期後的水準變化為+40，雖然處理期的表現趨勢向下，但對照折線圖，可得知，受試

者三在處理期第一次答對率便高達 100%，處理期表現水平均高於基線期，重疊率為

0%，C 值為.632，Z 值為 2.546，達.01 顯著水準，表示教學有顯著成效。進入保留期

後，階段間水準變化為+20，重疊率 66.6%，顯示表現趨勢穩定向下。而 C 統計的結

果，C 值為.150，Z 值為 0.486，未達.01 顯著水準，意謂閱讀指導的成效有保留。 

 表 4.2.4 受試者三閱讀理解測驗目視分析及 C 統計摘要表 

處理階段 處理期 B/基線期 A 保留期 C/處理期 B 

階段間水準變化 +40 +20 

趨勢方向變化與效果 ／（＋） →╲（－） ╲（－） →╲（－） 

趨勢穩定性變化 不穩定→穩定 穩定→穩定 

重疊率 0% 66.6% 

C 值 .632 .158 

Sc .248 .309 

Z 值 2.546** 0.512 

**p<.01 

(四) 受試者四（對照） 

   受試者四從教學實驗前半段、教學實驗的後半段及保留期，階段間水準變化均為

負值，前半段到後半段的表現趨勢變化，從穩定上升到不穩定下降，由表 4.2.5 可看

出，C 統計的結果，C 值為.125，Z 值為 0.423，未達.01 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四這

兩個階段間無顯著變化。進入保留期後的水準變化為-40，且表現趨勢不穩定，重疊率

66.6%，顯示受試者四在教學後半段及保留期這兩個階段間的表現並無顯著的差異。 

表 4.2.5 受試者四（對照）閱讀理解測驗目視分析及 C 統計摘要表 

處理階段 教學實驗後半段/教學實驗

前半段 

保留期 C/教學實驗後

半段 

階段間水準變化 -20 -40 

趨勢方向變化與效果 ／（＋） →╲（－） ╲（－） →／（＋） 

趨勢穩定性變化 穩定→不穩定 不穩定→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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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率 40% 66.6% 

C 值 .125 .064 

Sc .296 .309 

Z 值 0.423 0.207 

 

   從表 4.2.6 可看出，四位受試者進入處理期的答對率皆有提升，其中受試者二及

受試者三的答對率分別提升了 34.7%及 39.4%，顯示教學有顯著成效，受試者一只提

升了 1.6%，但對照圖 4.2.1 可得知，因受試者一進入處理期的第一次測驗答對率僅

30%，低於平均表現，推測該次評量，受試者一的注意力不集中而導致表現失常。 

    保留期與處理期的答對率差距，受試者一及受試者二分別提升了 5%及 5.3%，顯

示教學的保留成效佳，受試者三雖下降 6%，但對照圖 4.2.1 可得知，因受試者三的處

理期有一次 100%的答對率，提升了答對率的表現水平，透過表 4.2.4 中 C 統計結果

可得知，受試者三在接受閱讀指導後的保留效果佳。 

    受試者四（對照）保留期的答對率下降了 20%，因其無接受電子繪本閱讀指導，

無顯著的保留成效。 

表 4.2.6 受試者各時期的理解題平均答對率以及相鄰兩時期答對率之差距統計表 

 基線期 處理期 保留期 處理期-基線期 保留期-處理期 

受試一 70% 71.6% 76.6% +1.6% +5% 

受試二 23.3% 58% 63.3% +34.7% +5.3% 

受試三 46.6% 86% 80% +39.4% -6% 

受試四

（對照） 

42.5 50% 30% +7.5%        -20% 

 

第三節 受試者的反應紀錄分析 

   在最後一週的活動結束後，三位參與閱讀指導的受試者填寫反應紀錄表，紀錄表

總共五個題項，給予 3 個答案分別是正向、中性及負向的回答，適合學生在短時間內

依照直覺不加思考，直接作答。藉此瞭解受試者對於參加電子繪本閱讀指導活動的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848

 

44 
 

受，題目如下表： 

表 4.3.1 受試者反映紀錄題目表 

受試者反應紀錄題目 

一、你希不希望增強你的讀書能力? 

   A.很希望     B.普通            C.算了 

二、你喜不喜歡參加這個繪本閱讀指導活動? 

   A.喜歡       B.不怎麼喜歡      C.很不喜歡 

三、每週參加這個繪本閱讀指導活動，會不會累? 

   A.不會累     B.有點累          C.非常累 

四、你覺得參加這個繪本閱讀指導活動，對你有沒有幫助? 

   A.很有幫助   B.有一些幫助      C.沒什麼幫助 

五、你平常會不會用「一讀、二問、三回答、四整理」的策略讀書? 

   A.常常使用   B.有時候會用      C.不會 

 

根據受測者填答統計，各題項填答次數分布如下圖： 

 

圖 4.3.1 受試者反應資料分布圖 

 

    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受試者二和三「很希望」增強自己的讀書能力，受試者一覺

得「普通」，第二題的回答，三位受試者都喜歡參加繪本的閱讀指導。第三題參加閱

讀指導活動，受試者二和三覺得「不會累」，受試者一覺得「有點累」。第四題的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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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反應，受試者二覺得「很有幫助」，受試者一和三覺得「有一些幫助」，受試者對第

五題的回答是，受試者三表示「有時候會用」閱讀策略讀書，受試者一和二回答平常

「不會」使用閱讀策略。 

    從受試者的反應回答可以得知，受試者的閱讀理解能力雖較弱，但很希望能加強

自己的讀書能力。受試者很喜歡參加繪本的閱讀指導活動，只有一位覺得參加閱讀指

導活動有些累，且受試者都覺得參加活動對學習是有幫助的。平常學習時，只有一位

受試者有時候會使用閱讀策略，這表示受試者尚未將閱讀策略類化到其他情境，之後

的教學可增加教學目標提供類化的練習或叮嚀督促受試者在其他的情境中練習使用。

上述的受試者反應可以代表著國中身心障礙生學習時會遇到的狀況，依研究者在資源

班教學現場的觀察，普遍的身心障礙生學習態度佳，學習動機因人而異，多數學習內

容能透過反覆練習及學習策略加以記憶，然而將其應用或類化到其他情境的能力較弱。 

 

第四節 學生學習情形觀察紀錄表分析 

    在教學實驗的三個階段，研究者以「學生學習情形觀察紀錄表」來記錄受試者在

基線期、處理期的學習表現。 

根據教師觀察的紀錄，學生在各時期的學習情形如下表：     

表 4.4.1 受試者學習情形觀察紀錄結果 

受試

階段 

學習情形 受試者一 受試者二 受試者三 

基 

線 

期 

閱讀 

 

1.國字認讀困難 

2.跳行跳字 

1.國字認讀困難 

2.閱讀緩慢 

3.句子理解困難 

4.閱讀理解困難 

1.國字認讀困難 

2.跳行跳字 

寫字 1.筆劃缺漏或筆

順錯誤 

1.筆劃缺漏或筆順

錯誤 

1.筆劃缺漏或筆

順錯誤 

2.抄寫需要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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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 

3.字體過大或過

小及字形結構零

散 

聽覺理解  1.聽覺理解能力較

弱 

2.無法理解單一指

令。 

 

處 

理 

期 

閱讀 

 

1.跳行或跳字 1.國字認讀困難 

2.閱讀緩慢 

3.句子理解困難 

4.閱讀困難的表現 

1.跳行或跳字 

寫字 1.筆劃缺漏或筆

順錯誤 

1.筆劃缺漏或筆順

錯誤 

1.字體過大或過

小 

聽覺理解  1.聽覺理解能力較

弱 

 

 

    在識字與閱讀能力進行前測評估時，受試一寫識字量表的完成時間較短，然而

填寫閱讀測驗時經常出現分心的情形，受試二寫識字量表時，進入第二頁的題目後，

會跟老師反應很多字看不懂或是注音不會拼寫，受試二填答閱讀測驗時，會詢問老師

題目跟選項的意思，受試三寫識字量表時，填答的順序會跳行，沒有依序作答。 

    在基線期時，從 8 篇閱讀學習單中隨機抽測 3 篇，也就是受試者們尚未讀過這

些繪本，三位受試者對於第一次看到的題目內容，皆有國字認讀困難，受試者一與受

試者三閱讀時會出現跳行或跳字的行為，受試者二受試者出現閱讀緩慢、句子理解困

難及閱讀困難的表現。而在寫字的過程中，三位受試者皆有出現筆劃缺漏或筆順錯誤，

受試者三寫字時出現抄寫需要一再對照、字體太大或太小及字形結構散亂。聽覺理解

方面，受試者二聽覺理解能力較弱、無法理解單一指令。 

    而進入處理期後，開始參與電子繪本閱讀指導活動，受試者二表現出國字認讀困

難、閱讀緩慢、句子理解困難及閱讀困難的表現，受試者一及受試者三閱讀時會出現

跳行或跳字的行為，教師除了提供閱讀策略，也依照學生現況提供策略，受試一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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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三給予聽覺提示，提醒受試者作答時可以用尺標示所看的段落，遮住其他文字，提

高專注度，兩位受試者跳行跳字出現的頻率減少。對於受試二的閱讀困難，教師提醒

分段、分次閱讀，閱讀時可朗誦出聲音，降低閱讀困難出現的頻率。而在寫字的過程

中，三位受試者出現筆劃缺漏或筆順錯誤的頻率逐漸降低，受試者三仍有字體太大或

太小的表現。聽覺理解方面，受試者二聽覺理解能力仍較弱，但經老師口語提示及視

覺提示後，對指令的理解有逐漸進步。 

     

第五節 綜合討論 

   本節將依據前四節的研究結果，對中文識字及閱讀理解能力的影響及相關質性資

料作分析並討論。 

一、 電子繪本閱讀指導對中文識字的影響 

   本次電子繪本閱讀指導分為接受指導的三位受試者與未接受指導的受試者四（對

照）。前三位受試者接受指導後的中文識字量表成績，在得分、PR 值、T 分數及年

級分數都有進步，而受試者四（對照）的中文識字量表後測成績，並無明顯的變化。

顯示電子繪本閱讀指導對國中身心障礙學生的中文識字能力有顯著的提升。 

二、 電子繪本閱讀指導對閱讀理解能力的影響 

 在基線期進入處理期後，其中受試者二及受試者三的答對率提升了 34.7%及

39.4%，Z 值分別為 2.837 及 2.546，達.01 的顯著水準，顯示電子繪本閱讀指導有

顯著的立即成效，其中受試者一處理期的 C 統計結果未達顯著水準，檢閱施測過

程，受試者一在處理期第一次的答對率，因注意力不集中而影響作答，表現低於平

常水準。但進入保留期後的重疊率達 100%，顯示教學的保留成效佳，而受試者四

的階段間答對率差距並無明顯變化，且 C 統計結果未達.01 的顯著水準，顯示電子

繪本閱讀指導對國中身心障礙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有顯著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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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試者反應紀錄 

    透過受試者反應紀錄可得知，雖然大部分受試者的閱讀理解能力弱，但喜歡參

加繪本的閱讀指導活動，經由電子繪本閱讀指導的過程，學習到了閱讀策略的使用，

然而因閱讀指導活動進行的時間只有上學期，在短時間內較難讓學生將閱讀策略類

化到其他情境中。 

    原先受試者反應紀錄只有在最後一次活動進行填答，若再次進行電子繪本閱讀

指導活動，會增加活動第一週與中期，加上活動結束後，總共三次的填答，以便了

解受試者在不同階段中，參與閱讀指導活動的心境變化。也可以由導師方面進行訪

談，從客觀的角度了解受試者的反應。 

四、 學生學習情形觀察 

    受試者的學習情形觀察到，經過閱讀指導活動後，受試者普遍閱讀速度有進步，

且閱讀困難出現的頻率較參與活動前少，寫字方面，缺漏筆劃或筆順錯誤的頻率逐

漸降低，經由教師提示下，聽覺理解的正確率有增加。顯示電子繪本閱讀指導對國

中身心障礙學生的閱讀速度、閱讀困難有明顯的改善。 

     若再次進行電子繪本閱讀指導活動，除了觀察受試者在閱讀與書寫的表現，可

以增加朗讀、問答的觀察，以及專注度的評分，了解受試者參與活動的注意力表現，

閱讀策略的應用，可以增加其他任課老師的檢核表，核對受試者是否能將所學策略類

化到其他學習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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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對研究結果進行整理歸納後分析，並根據研究結論提出相關閱讀指導的

建議，以提供未來電子繪本閱讀指導及學術研究上的參考。本章共分兩節，第一節為

結論，第二節為建議，以下就研究結果做出結論，並提出教學上及研究上之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依據研究結果提出下列結論： 

一、電子繪本閱讀指導對國中身心障礙學生中文識字之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接受為期八週的電子繪本閱讀指導後，中文識字量表後測的

測驗分數，在百分等級及 T分數的結果皆有進步，相比之下，沒有接受閱讀指導的受

試者四（對照）前後測分數並無明顯變化，由此可知電子繪本閱讀指導對國中身心障

礙學生的識字學習具有顯著成效。 

二、電子繪本閱讀指導對國中身心障礙學生閱讀理解能力之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接受為期八週的電子繪本閱讀指導後，進入處理期後受試者

二及受試者三的答對率有明顯的提升，而三位參與閱讀指導活動的受試者，在保留期

的答對率都高於基線期，受試四（對照）進入保留期後的答對率下降，由此可知電子

繪本閱讀指導對國中身心障礙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具有顯著的教學成效。 

三、受試者的反應與學習情形 

    受試者本身喜歡參加電子繪本閱讀指導活動，而且受試者都覺得參與活動對學習

是有幫助的。在平常學習時，受試者尚未將閱讀策略類化到其他學習情境中。至於受

試者的學習情形，教師觀察到進入處理期後，受試者普遍閱讀速度有進步，寫字出現

缺漏筆劃或筆順錯誤的頻率逐漸降低，對於教師口語的指令，受試者的聽覺理解有提

升。顯示電子繪本閱讀指導對國中身心障礙學生的閱讀速度、閱讀困難有正向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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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 教學上的建議 

（一）使用電子繪本進行閱讀指導的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電子繪本進行閱讀指導可提升身心障礙學生的中文識字與閱讀理

解能力，由量化分析得到，受試對象的識字能力有明顯進步，且受試對象的處理期與

保留期之閱讀理解的答對率比基線期高，再者，從質性資料得知，身心障礙學生喜歡

參與電子繪本閱讀指導的活動，透過電子繪本進行閱讀，增加了多元感官的閱讀饗宴，

可以促進身心障礙學生的閱讀動機。 

（二）繪本閱讀學習單的建議 

    本次研究以電腦閱讀完電子繪本後，進行紙本學習單的施測，受試對象需要從電

腦回到書桌前，花費較多時間轉換場地，建議未來可以利用線上教學的資源，例如

Quizizz 或 google 電子表單，讓受試對象在閱讀完電子繪本後，直接以電腦實施測驗，

提高數位學習的應用。 

（三）特教教師挑選繪本主題的建議 

    本次研究的繪本主題，以國中身心障礙學生的校園生活為主，搭配人際與學習等

相關題材，然而繪本主題十分多元，有品格教育、環境保育、生命教育等，題材遍布

生活各個層面。且因應身心障礙學生類化能力有困難，建議未來可以提高繪本主題的

豐富性，讓每週的繪本主題不盡相同，也能透過繪本指導活動，帶領身心障礙學生探

索生活中不同情境，增加練習類化的機會。 

（四）對特教教師指導身心障礙學生閱讀電子繪本的建議 

    本研究的教學流程，除了教學者帶領閱讀繪本，也提供時間讓學生自行操作電子

繪本進行閱讀及互動。然而教學者觀察到，面對不同形式的介面，每位身心障礙學生

操作的時間有很大的落差，建議未來在正式進行電子繪本閱讀指導活動前，可以先帶

著學生們小試身手，以便熟悉電子繪本的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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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上的建議 

（一）增加受試對象 

    以往單一受試實驗設計較多的研究是針對同一障別的身心障礙生進行教學，但研

究者所在的是不分類資源班，學生的障別較為多元，故研究結果不適宜推論到較大的

樣本。建議未來研究可將電子繪本閱讀指導應用於同一障別的身心障礙生，針對其學

習特質與學習困難，探討閱讀指導對同該障別的身心障礙學生中文識字及閱讀理解影

響，以及增加未來教學應用完備性。 

（二）閱讀策略的延伸應用 

    受限於教學實驗的時間與課程，本研究未能瞭解受試者是否將閱讀策略應用於其

他情境或學科領域。建議未來研究可增加相關教學目標，以便能探討身心障礙學生應

用閱讀策略在不同學科的成效。 

（三）延長繪本指導的時間 

    此次研究依國一身心障礙學生資源班的課表，排定活動進行的時間。每週一節 45

分鐘的國文課，總共八週。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增加為每週兩節課，或是延長活動進

行的週數，可持續觀察到長時間下，國中身心障礙學生在識字與閱讀理解能力的學習

成效與影響。 

（四）運用其他方法探討受試者反應與學習情形 

    本研究是採用問卷填答了解受試者參與閱讀指導活動的反應，以及教學者在指導

活動進行時，同時觀察記錄。建議未來研究也可以使用其他方法，如訪談法能與受試

者有更多的交流，而學習情形的觀察也可以增加其他任課教師的紀錄，以了解受試者

的類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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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繪本閱讀學習單 

第一週 繪本名稱：明天我還可以來上學嗎? 

一、看字讀音 

1.嘆          

2.續 

3.圈 

4.圍 

5.櫃 

6.獾 

7.遍 

8.萄 

9.蹦 

10.慮 

 

二、閱讀理解測驗 

請根據故事內容，回答有關閱讀理解的問題，找出最適當的答案填入。 

1.（   ）故事中一開始不想去上學的羅賓是一隻什麼動物? 

        A.獾       B.刺蝟       C.小鳥        D.兔子 

2.（   ）進教室後羅賓坐在誰的旁邊呢? 

        A.兔子     B.老師       C.刺蝟        D.獾 

3.（   ）下列哪個玩具沒有被學生拿出來玩? 

        A.串珠         B.拼圖      C.車子     D.跳繩 

4.（   ）吃點心時間，葡萄是留給哪位學生的? 

        A.地鼠         B.刺蝟       C.老鼠    D.瓢蟲 

5.（   ）廁所中臉盆旁邊貼的標示內容是? 

       A.上完廁所隨手沖水 

       B.上完廁所隨手關燈 

       C.上完廁所補充衛生紙 

       D.上完廁所要洗手 

6.（   ）同學們剪貼完成的作品是甚麼造型? 

       A.海豚          B.鯨魚        C.章魚    D.海星 

7.（   ）午餐時間，羅賓的午餐吃什麼呢? 

       A.蚯蚓          B.麵包        C.蚊子    D.蘿蔔 

8.（   ）體育課時，羅賓沒有玩到哪一個項目? 

       A.跳馬          B.足球            C.吊環        D.跳上跳下 

9.（   ）羅賓放學時問老師，明天還可以來上學嗎?會這樣問，他的心情應該是? 

       A.失望              B.期待        C.生氣        D.沮喪 

10.（   ）羅賓上學一整天，哪個活動他沒有參加? 

        A.玩積木      B.跳繩            C.分享故事     D.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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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繪本名稱:我學得慢,不一定學不好 

一、看字讀音 

1.蝌          

2.臂 

3.蟾 

4.襲 

5.沉 

6.躍 

7.岸 

8.潛 

9.咳 

10.蜍 

 

二、閱讀理解測驗 

請根據故事內容，回答有關閱讀理解的問題，找出最適當的答案填入。 

 

1.（   ）一開始要學游泳的哈柏還是一隻什麼動物? 

        A.蜻蜓       B.蝌蚪       C.蝸牛        D.青蛙 

   

2.（   ）哈柏為甚麼要戴上臂圈學游泳? 

        A.池塘水很深  B.老師規定的       C.要去大海裡        D.前腳太短 

3.（   ）第一個學習的飄浮姿勢是? 

        A.仰式         B.狗爬式      C.蛙式     D.自由式 

4.（   ）哈柏學游泳沒有練習哪個招式? 

        A.仰式         B.踢水       C.水母漂    D.水下游泳 

5.（   ）練習水面下游泳時，哪一隻動物也一起練習? 

       A.牛蛙  

       B.蝸牛 

       C.魚 

       D.水蛭  

6.（   ）哈柏的泳裝是甚麼造型? 

       A.海盜         B.老虎        C.女巫    D.超人 

7.（   ）哈柏因為何種行為表現得到了游泳證書? 

       A.勇敢          B.信心        C.耐心    D.迅速 

8.（   ）哈柏的游泳教練是一隻什麼動物? 

       A.青蛙          B.魚            C.鴨子        D.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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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為甚麼哈柏能成功學會游泳? 

       A.總是搶第一個練習     

       B.在學習中體會樂趣    

       C.背誦游泳口訣     

       D.沮喪時有教練鼓勵 

10.（   ）故事最後想告訴我們，關於學習? 

        A.學習速度越快越好       

        B.先贏再說       

        C.慢慢來也可以很精彩      

        D.要有信心 

 

第三週 繪本名稱:即使不被看好，我還是做到了  

 

一、看字讀音 

 

1.鯨                   6.悄悄 

2.嘆                   7.叢 

3.嗽                   8.徜徉 

4.閣                   9.搗 

5.嶄                   10.嚼 

 

二、選擇題 

1.（    ）雅各的夢想是? 

       A.畫畫被老師認同  B.捕捉一條大魚  C.成為船長  D.發明機器 

2.（    ）雅各上甚麼課時分心想著魚的事?  

       A.歷史  B.數學  C.生物  D.美術 

3.（    ）世界上的水生植物大約有幾種? 

       A.一百萬種  B.五百萬種  C.一千萬種  D.五千萬種 

4.（    ）那些海生動物表演了一場燈光秀? 

       A.短吻海豚  B.長吻海豚  C.吸血鬼章魚  D.吸血鬼烏賊 

5.（    ）雅各想要吃什麼口味的果醬塗上海藻吐司? 

       A.花生抹醬  B.水母抹醬  C.海星抹醬  D.草莓抹醬 

6.（    ）哪一個點子沒有出現在雅各的發明筆記本中? 

       A.找吸血鬼烏賊的海底屋 

       B.觀賞小丑魚的望遠鏡 

       C.雨水製造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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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防水潛水衣 

7.（    ）哪一件事不在雅各的願望清單中? 

       A. 觀察大海裡所有的魚 

       B. 聆聽海浪唱歌 

       C. 吃海香蕉 

       D. 在海底倒立行走 

8.（    ）雅各長大後成為尼莫船長，擁有一艘什麼名字的船? 

       A.鸚鵡螺號   B.螺旋丸號  C.鸚鵡號    D.梅利號 

9.（    ）尼莫船長在哪裡看到最美麗的一幅畫是? 

       A.望出房間的窗    

       B.望出潛水艇的窗   

       C.閣樓裡的畫作     

       D.沙灘上的沙畫 

10.（    ）哪一件事不是讓雅各船長可以在海中數出一千種藍的原因? 

       A.海中寧靜無邊無際    

       B.海中色彩鮮明  

       C.無聲使人雙眼明亮    

       D.擁有觀賞小丑的望遠鏡 

 

第四週 繪本名稱:愛告狀的響尾蛇 

一、看字讀音 

1.響        

2.監 

3.晃 

4.蠅 

5.塗 

6.遵 

7.辨 

8.擾 

9.糊 

10.邏 

 

二、閱讀理解測驗 

請根據故事內容，回答有關閱讀理解的問題，找出最適當的答案填入。 

 

1.（   ）為何同學都叫戴蒙德「壞心眼的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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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她會咬人       B.她喜歡惡作劇       C.她愛告狀       D.她會遲到   

2.（   ）為何響尾蛇一個人吃午餐? 

        A.喜歡獨處  B.做自己的事   C.不喜歡別人吃飯聲音      D.被同學排擠 

3.（   ）每次響尾蛇告狀時，身體哪個部位會長出響板? 

        A.眼睛         B.尾巴      C.嘴     D.頭部 

4.（   ）烏鴉老師第一次提醒響尾蛇不要一直告狀時，響尾蛇內心想到的是? 

        A.我知道所有的規矩，可以抓出不遵守的同學，讓老師安心上課          

        B.我知道所有的規矩，看到同學被處罰，我很開心        

        C.我知道所有的規矩，班上要有我才能減少煩惱    

        D. 我知道所有的規矩，一定是還有沒被我看到的，老師才會不高興 

5.（   ）哪位同學的行為沒有被響尾蛇告過狀? 

       A.兔子排隊領午餐 

       B.樹懶無法立刻決定主菜 

       C.蒼蠅皺眉頭翻白眼 

       D.章魚沒有舉手直接回答問題 

6.（   ）哪一件事情烏鴉老師沒有說過需要響尾蛇提出警告? 

       A.有人受傷了          

       B.有人生病了       

       C.有人忘記舉手     

       D.有同學跟著陌生人走 

7.（   ）烏鴉老師請響尾蛇行動前先想一想，沒有包含哪件事? 

       A.情況很緊急嗎?       

       B.同學有遵守規定嗎?         

       C.這個問題跟你有關係嗎?     

       D.是不是有人不安全? 

8.（   ） 哪一件事發生時響尾蛇沒有報告老師或提醒同學? 

        A.母牛凱西在上課嚼口香糖           

        B.蛞蝓把籃球場弄得黏答答           

        C.蜂鳥的尾巴拍打著椅子          

        D.幼稚園小朋友爬得好高 

9.（   ） 因為響尾蛇開始幫助同學，烏鴉老師跟校長決議讓她擔任什麼幹部? 

       A.總務股長    B.風紀股長   C.學藝股長   D.安全巡邏隊長 

 

10.（   ） 為何同學願意與響尾蛇一起吃午餐了? 

        A.她提供大家免費的食物      

        B.她學會與同學和平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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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她獲得校長頒發的胸章      

        D.她是第一個到學校的 

 

第五週 繪本名稱:受困的獅子  

一、看字讀音 

1.獵        

2.懼 

3.搜 

4.膽 

5.鷹 

6.辜 

7.陡 

8.哀 

9.騙 

10.獻 

 

二、閱讀理解測驗 

請根據故事內容，回答有關閱讀理解的問題，找出最適當的答案填入。 

 

1.（   ）為何大草原上的動物過著害怕恐懼的生活? 

        A.獅子會找他們玩       

        B.獅子為了樂趣獵殺      

        C.獅子常常大吼     

        D.獅子常常抱怨   

2.（   ）誰自告奮勇去跟獅子談判? 

        A.狐狼           B.狐狸       C.貓頭鷹       D.斑馬 

3.（   ）動物們開始四處搜尋送給獅子當食物的動物，不包含哪一種死因? 

        A.生病         B.受傷      C.年老     D.驚嚇 

4.（   ）為何動物們又開始提心吊膽了? 

        A.獅子食量越來越大，動物們搬運得好累        

        B.獅子食量越來越大，獅子因為吃太多蛀牙而生氣 

        C.獅子食量越來越大，可以找到的動物屍體變少 

        D.獅子食量越來越大， 

5.（   ）動物們決定去找誰幫忙? 

       A.兔子 

       B.貓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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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蒼蠅 

       D.浣熊 

 

6.（   ）獅子被帶到甚麼地方? 

       A.廢棄的水井          

       B.廢棄的池塘     

       C.廢棄的泳池    

       D.廢棄的河邊 

7.（   ）獅子看到誰而憤怒的撲向水面? 

       A.另一隻貓頭鷹      

       B.另一隻獅子        

       C.另一隻狐狼  

       D.另一隻山羊 

8.（   ）為甚麼貓頭鷹爺爺不願意救落水的獅子? 

        A.怕獅子上來後咬自己          

        B.貓頭鷹不會游泳           

        C.獅子太重了，貓頭鷹抓不動          

        D.不相信獅子不再吃動物的承諾  

9.（   ） 為何動物們不願意救獅子上來? 

        A.大家太開心了     

        B.大家太生氣了     

        C.大家太傷心了     

        D.大家太害怕了 

10.（   ）看完這本繪本，我們學到了…. 

        A. 容易生氣的人，不容易得到旁人的認同和接受 

        B. 容易求救的人，不容易得到旁人的認同和接受 

        C. 容易欺負旁人的人，不容易得到旁人的認同和接受 

        D. 容易使用暴力的人，不容易得到旁人的認同和接受 

 

第六週 繪本名稱:不要跟我說話  

一、看字讀音 

1.準        

2.亂 

6.津 

7.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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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秘 

4.悶 

5.腫 

8.龜 

9.韆 

10.誤 

 

二、閱讀理解測驗 

請根據故事內容，回答有關閱讀理解的問題，找出最適當的答案填入。 

 

1.（   ） 東東的房間為什麼會一團亂? 

        A.玩具沒有收好       

        B.偷偷準備媽媽的禮物    

        C.朋友來開派對    

        D.沒有打掃   

 

2.（   ） 東東哭泣的原因是? 

        A.正要整理房間時，媽媽剛好進來一看到就責罵他            

        B.正要整理房間時，媽媽進來後被絆倒受傷        

        C.正要整理房間時，找不到打掃用具       

        D.正要整理房間時，弟弟闖進來用得更亂 

 

3.（   ） 東東為什麼要突然用力抓兔子的耳朵? 

        A.覺得抓兔子耳朵很好玩          

        B.不想跟兔子說話       

        C.不想讓兔子看到自己正在哭      

        D.不想跟兔子打招呼  

4.（   ） 東東的鞋子是什麼顏色? 

        A.黑色       

        B.藍色  

        C.粉紅色  

        D.黃色  

 

5.（   ） 東東不想被青蛙看到他紅腫的臉，於是他對青蛙做了什麼? 

       A.打青蛙的臉  

       B.打破青蛙嘴上的泡泡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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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把青蛙眼睛遮住 

       D.洗自己的臉  

 

6.（   ） 大象吃著冰淇淋跟東東打招呼，原本東東可以吃下幾隻冰淇淋? 

       A.7隻          

       B.8隻  

       C.9隻    

       D.10隻 

 

7.（   ） 烏龜來打招呼時，東東只想一個人靜一靜等誰來找他? 

       A.大象      

       B.媽媽        

       C.青蛙 

       D.兔子 

 

8.（   ） 東東在盪鞦韆時，哪一件事不是他的內心想法? 

        A.媽媽一點也不在乎我          

        B.應該早點打掃房間才對           

        C.媽媽非常了解我          

        D.我可是為了媽媽的生日禮物  

 

9.（   ）  心情變好的東東後來找朋友時，說了什麼朋友才回頭跟他玩? 

        A.大家好     

        B.大家，對不起    

        C.大家，我們一起玩   

        D.大家吃飽了嗎?  

 

10.（   ） 看完這本繪本，我們了解到…. 

        A.強勢的舉動會把朋友趕走 

        B.準備禮物完要立刻整理房間 

        C.不要輕易哭泣 

        D.不要跟別人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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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本 繪本名稱:愛，要用對方需要的方式，不是你想給的方式 

一、看字讀音 

1. 耍       

2. 鋪 

3. 準 

4. 缸 

5. 嚇 

6. 淚 

7. 孤 

8. 幸 

9. 需 

10.驚 

 

二、閱讀理解測驗 

請根據故事內容，回答有關閱讀理解的問題，找出最適當的答案填入。 

 

1.（   ） 爸爸穿著什麼花色的上衣? 

        A.藍色格紋      B.藍色條紋   C.紅色格紋   D.紅色條紋   

 

2.（   ） 小女孩抓到什麼顏色的魚? 

        A.紅色           

        B.橘色       

        C.黃色       

        D.藍色  

 

3.（   ） 她為小魚布置的漂亮新家裡沒有什麼? 

        A.魚缸          

        B.小石子       

        C.水草      

        D.打氣機  

 

4.（   ） 小魚為什麼不吃食物? 

        A.牠好像很興奮       

        B.牠好像很沮喪  

        C.牠好像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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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牠好像很害怕 

5.（   ） 小女孩想著什麼事情就睡著了? 

       A.該怎麼讓小魚感到開心 

       B.該怎麼讓小魚感到期待 

       C.該怎麼讓小魚感到愉快        

       D.該怎麼讓小魚感到幸福 

6.（   ） 在小女孩的夢哩，她被困在什麼東西裡? 

       A.海裡          

       B.泡泡裡  

       C.魚嘴裡    

       D.魚缸裡 

 

7.（   ） 醒來後，小女孩明白了什麼事情? 

       A.我的魚，像夢中的我，既開心又快樂      

       B.我的魚，像夢中的我，既孤單又沮喪        

       C.我的魚，像夢中的我，既孤單又傷心 

       D.我的魚，像夢中的我，既開心又興奮 

 

8.（   ） 小女孩回去河邊時，穿著什麼顏色的洋裝? 

        A.紅色          

        B.黃色           

        C.藍色          

        D.白色  

 

9.（   ） 小女孩為何決定把小魚放回河裡? 

        A.希望小魚可以幸福 

        B.希望小魚可以有同伴 

        C.希望小魚可以住在大河裡 

        D.希望小魚可以吃更好的食物 

 

10.（   ）看完這本繪本，我們了解到…. 

        A.要用自己的方式表達愛  

        B.要用大家接受的方式表達愛 

        C.要用對方需要的方式表達愛 

        D.要用老師教導的方式表達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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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我可以很平靜:一起練習正念靜心 

一、看字讀音 

1. 憂       

2. 急 

3. 艘 

4. 踩 

5. 穩 

6. 錨 

7. 嘆 

8. 嚐 

9. 核 

10.靜 

 

二、閱讀理解測驗 

請根據故事內容，回答有關閱讀理解的問題，找出最適當的答案填入。 

 

1.（   ）小女孩擔憂的事不包含? 

        A.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事 

        B.現在進行的事 

        C.沒有發生的事 

        D.以前發生過的事 

 

2.（   ）小女孩坐著煩惱時，旁邊放了一個? 

        A.小沙漏 

        B.小時鐘 

        C.小球 

        D.小娃娃 

 

3.（   ）那些想法在小女孩的腦中像是? 

        A.洶湧的海浪 

        B.急速的流水       

        C.徐徐的微風 

        D.猛烈的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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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女孩覺得自己像一艘甚麼狀態的小船? 

        A.沒有燈的小船 

        B.有燈的小船 

        C.沒有錨的小船 

        D.有錨的小船 

5.（   ）小女孩煩惱時,腦袋上纏繞的帶子上有什麼? 

       A.考卷 

       B.時鐘 

       C.動物 

       D.船 

6.（   ） 被流水帶走的小船,最後結局是? 

       A.被海淹沒          

       B.被泡泡淹沒 

       C.掉進水裡    

       D.船破洞了 

 

7.（   ）小女孩深呼吸後，告訴自己? 

       A.沒關係      

       B.沒問題        

       C.沒辦法 

       D.沒有用 

 

8.（   ） 小女孩開始留意這裡和現在時，身上停著什麼動物? 

        A.紫色蝴蝶          

        B.黃色小鴨           

        C.藍色毛毛蟲         

        D.白色小鳥  

 

9.（   ） 小女孩看見自己的擔憂如何轉變? 

        A.消失-破掉-變輕 

        B.破掉-消失-變輕 

        C.變輕-破掉-消失 

        D.變輕-消失-破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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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看完這本繪本，我們了解到…. 

        A.只要想著未來,不想過去 

        B.只要留意現在，活在當下 

        C.只要讓煩惱像水一般流走 

        D.只要深呼吸就能放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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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學生學習情形觀察紀錄表 

受試（ ） 學生學習情形 

□ 閱讀 □閱讀緩慢不流暢            □跳行跳字或增減字句 

□句子理解困難              □國字認讀困難 

□閱讀理解困難 

其他觀察紀錄：（質性描述） 

 

 

 

 

 

 

 

□ 寫字 □握筆姿勢不當              □抄寫時需一再對照 

□筆劃缺漏或筆順錯誤        □上下左右顛倒錯置 

□字體過大或過小            □字形結構零散 

□寫字不能寫在格子裡或在直行裡會嚴重歪斜 

其他觀察紀錄：（質性描述） 

 

 

 

 

 

 

 

□ 聽覺理解 □國字聽辨困難              □聽覺理解能力弱 

□無法理解單一指令          □聽覺接收困難 

□經常誤解指示 

其他觀察紀錄：（優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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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繪本教材介紹 

序

次 

書名 封面圖 內容大綱 

1. 
明天我還

可以來上

學嗎? 

 

今天是羅賓第一天去上學，他不是很

想去，但還是決定試試看。 

  結果，他玩得好開心！羅賓和同

學一起跳繩、做手工藝，他蓋了一座

積木塔，還自己一個人上廁所…… 

  

  本書為孩子清晰地列出去上學會

發生的事，告訴他們，其實，學校就

是這麼回事，有好多好玩的事可以

做！故事裡，鳥寶寶羅賓由一開始的

不情願，到後來不斷問著「老師，我

們現在要做什麼 ？」，對接下來還

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充滿期待。閱讀

的同時，家長也可以告訴孩子，你

看，第一天，老師會帶著你進教室，

讓你坐在他旁邊；你看，可以主動跟

老師說要上廁所，你自己就可以做

到……讓孩子邊聽故事，邊為離開爸

爸媽媽和熟悉的家裡做準備。 

2. 
我學得

慢，不一

定學不好 

 

第一次上游泳課，哈柏感到有些害

怕，幸好，蟾蜍教練沒有哈柏想得那

麼可怕！不過學游泳可不是件輕鬆的

事，個頭比大家都小的哈柏，學習也

比大家慢一點，但是他沒有因此沮喪

或者想放棄，當蟾蜍教練耐心地再次

教他，哈柏也慢慢抓到訣竅，漂浮、

潛水、踢水……他一樣一樣學會了！ 

   

  哈柏不僅愈來愈熟悉游泳技巧，

也找到了游泳的樂趣，現在，只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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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個完美跳水就能拿到游泳證書。

他為自己選擇了最低高度的跳台，沒

想到，這個跳台竟然自己不斷長

高……哈柏可以順利通過測驗嗎？ 

 

  學習新事物，每個孩子都有自己

的速度和步調，有些人悟性高一點就

通，有些孩子則需要多一點時間練

習、摸索。不過，學習速度的快慢，

並不代表成就的高低，幼年時期，更

重要的是維持孩子對學習新鮮事物的

熱忱，就像主角哈柏雖然發育得比身

邊的同伴還要慢，可是在團體游泳課

中，他沒有感到自卑，總是認真學

習。最後的跳水考驗，要不是意外的

驚喜跳台，哈柏可能永遠以為自己只

能做到60分。多給孩子一點鼓勵，只

要勇敢迎向比平常再「難一點點」的

挑戰，相信孩子也會為自己的100分

表現感到驚喜與自信！ 

3. 
即使不被

看好, 我

還是做到

了 

 

故事從小男孩雅各的角度出發，他熱

愛海洋，準確來說，是關於海的一

切。他總是在為前往海洋做準備，每

天待在閣樓裡，描繪海草、設計潛望

鏡，他甚至有個待辦清單：在海底倒

立、觀察每一種魚、找到隱藏的寶

箱，還有……聽聽海底的寂靜。跟著

男孩的想像，從海平面開始慢慢下

降，那裡有長吻海豚、會發光的吸血

鬼烏賊，雅各悠遊在牠們之間。 

 

   直到有一天，男孩長大，改了名

字叫做「尼莫」。他住進那艘小時候

在沙灘上用樹枝畫下的潛水艇，海底

一片寧靜，無聲使色彩變得鮮明，甚

至能數出一千多種藍，無論何時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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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看，都是最美的畫。海裡即使沒

有日夜，景色仍不停地流轉變動、每

一秒都不同，隨著思緒沉澱，可以看

上一整天。 

4. 
愛告狀的

響尾蛇 

 

響尾蛇戴蒙德有一個很特別的警報

器，就是她的尾巴響板！她就像靈敏

的偵探一樣，只要有同學犯錯，她就

會搖擺她的尾巴，發出沙沙沙的聲

音，跑去跟老師告狀誰又做了不該做

的事。 

  

  因為愛告狀的關係，同學們都不

喜歡跟她玩，覺得她是個不值得信賴

的朋友，所以她總是孤零零的一個

人。有一天，響尾蛇又向老師告狀

了！但是就連老師也受不了上課一直

被打斷，受到老師責備的她有些委屈

卻也理直氣壯地問，有人不守規矩，

難道不應該告訴老師嗎？ 

 

5. 
受困的獅

子：霸道

與欺凌的

教訓 

 

可憐的獅子掉落在井底， 動物們紛

紛跑過來觀看， 可是，沒有一個人

肯救他... 難道大家都那麼沒有同情

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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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要跟我

說話! 

 

小鱷魚東東在房間裡忙了大半天，終

於完成想送給媽媽的生日禮物，但是

媽媽一看到亂七八糟的房間，便二話

不說大罵了東東一頓。生悶氣的東東

委屈地哭了起來，當朋友們前來打招

呼，他為了不讓別人看見他哭得又紅

又腫的臉，以近乎暴力的方式掩飾：

他用力抓起兔子的耳朵、一掌打破青

蛙嘴上的泡泡糖、拍掉大象手中的冰

淇淋，還把烏龜翻了個四腳朝天！氣

惱的東東獨自坐在鞦韆上，心裡想

著：「我要待在這裡，等媽媽自己來

找我！」隨著鞦韆盪呀盪，東東的心

也來回反覆思考，可以怎麼做才好… 

7. 
愛,要用

對方需要

的方式, 

不是你想

給的方式 

 

我抓到了一條小魚，我的魚！小魚的

出現讓小女孩感到興奮不已，她決定

把牠帶回家，和牠一起生活，於是小

女孩努力地帶給小魚最好的一切。不

過，回到家的小魚看起來一點也不快

樂，好像還有點生氣。小魚的反應讓

女孩煩惱不已，她在想，該怎麼做才

能讓我的魚快樂呢？  

  

  小魚沒有辦法告訴小女孩牠的心

情，不過細心的小女孩卻發現了小魚

的改變，看著悶悶不樂的小魚，她覺

得很難過，她在乎小魚的感受，更希

望小魚能夠快樂，正當女孩專心的想

著，想著……掉進了一場奇幻的夢

境，體會到小魚住在魚缸裡的心情之

後，她終於想到讓小魚快樂的方

法！  

  

  「我希望我的魚可以幸福。」小

女孩下定決心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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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可以很

平靜：一

起練習正

念靜心 

 

有時候，我會擔心未來；有時候，我

會擔心過去， 

  那些想法就像是急流，而我就像

是沒有錨的船。 

  要如何能夠活在當下，讓身體平

靜、思緒也平靜呢？ 

  要如何讓慌亂不安的想法集中，

只關注現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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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閱讀指導活動教案設計 

教學週次 第一週 教學節數 1節 45分鐘 

教學繪本主題 明天我還可以來上學嗎? 

教學流程 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及預測繪本主題內容 

發展動機 1.教師帶領學生閱讀電子繪本故事內容。 

2.教師說明並示範閱讀理解策略的使用。 

3. 協助學生理解故事內容，再進行學生提

問、回答與文章整理， 

4.教師引導學生操作電腦閱讀繪本一遍，此

時教師不做任何講述。 

綜合活動 受試者填寫「明天我還可以來上學嗎?」閱

讀理解學習單 

 

教學週次 第二週 教學節數 1節 45分鐘 

教學繪本主題 我學得慢，不一定學不好 

教學流程 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及預測繪本主題內容 

發展動機 1.教師帶領學生閱讀電子繪本故事內容。 

2.教師說明並示範閱讀理解策略的使用。 

3. 協助學生理解故事內容，再進行學生提

問、回答與文章整理， 

4.教師引導學生操作電腦閱讀繪本一遍，此

時教師不做任何講述。 

綜合活動 受試者填寫「我學得慢，不一定學不好」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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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理解學習單 

 

教學週次 第三週 教學節數 1節 45分鐘 

教學繪本主題 即使不被看好, 我還是做到了 

教學流程 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及預測繪本主題內容 

發展動機 1.教師帶領學生閱讀電子繪本故事內容。 

2.教師說明並示範閱讀理解策略的使用。 

3. 協助學生理解故事內容，再進行學生提

問、回答與文章整理， 

4.教師引導學生操作電腦閱讀繪本一遍，此

時教師不做任何講述。 

綜合活動 受試者填寫「即使不被看好, 我還是做到

了」閱讀理解學習單 

 

教學週次 第四週 教學節數 1節 45分鐘 

教學繪本主題 愛告狀的響尾蛇 

教學流程 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及預測繪本主題內容 

發展動機 1.教師帶領學生閱讀電子繪本故事內容。 

2.教師說明並示範閱讀理解策略的使用。 

3. 協助學生理解故事內容，再進行學生提

問、回答與文章整理， 

4.教師引導學生操作電腦閱讀繪本一遍，此

時教師不做任何講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848

 

81 
 

綜合活動 受試者填寫「愛告狀的響尾蛇」閱讀理解學

習單 

 

教學週次 第五週 教學節數 1節 45分鐘 

教學繪本主題 受困的獅子：霸道與欺凌的教訓 

教學流程 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及預測繪本主題內容 

發展動機 1.教師帶領學生閱讀電子繪本故事內容。 

2.教師說明並示範閱讀理解策略的使用。 

3. 協助學生理解故事內容，再進行學生提

問、回答與文章整理， 

4.教師引導學生操作電腦閱讀繪本一遍，此

時教師不做任何講述。 

綜合活動 受試者填寫「受困的獅子：霸道與欺凌的教

訓」閱讀理解學習單 

 

教學週次 第六週 教學節數 1節 45分鐘 

教學繪本主題 不要跟我說話! 

教學流程 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及預測繪本主題內容 

發展動機 1.教師帶領學生閱讀電子繪本故事內容。 

2.教師說明並示範閱讀理解策略的使用。 

3. 協助學生理解故事內容，再進行學生提

問、回答與文章整理， 

4.教師引導學生操作電腦閱讀繪本一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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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教師不做任何講述。 

綜合活動 受試者填寫「不要跟我說話!」閱讀理解學

習單 

 

教學週次 第七週 教學節數 1節 45分鐘 

教學繪本主題 愛,要用對方需要的方式, 不是你想給的方式 

教學流程 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及預測繪本主題內容 

發展動機 1.教師帶領學生閱讀電子繪本故事內容。 

2.教師說明並示範閱讀理解策略的使用。 

3. 協助學生理解故事內容，再進行學生提

問、回答與文章整理， 

4.教師引導學生操作電腦閱讀繪本一遍，此

時教師不做任何講述。 

綜合活動 受試者填寫「愛,要用對方需要的方式, 不

是你想給的方式」閱讀理解學習單 

 

教學週次 第八週 教學節數 1節 45分鐘 

教學繪本主題 我可以很平靜：一起練習正念靜心 

教學流程 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及預測繪本主題內容 

發展動機 1.教師帶領學生閱讀電子繪本故事內容。 

2.教師說明並示範閱讀理解策略的使用。 

3. 協助學生理解故事內容，再進行學生提

問、回答與文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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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師引導學生操作電腦閱讀繪本一遍，此

時教師不做任何講述。 

綜合活動 受試者填寫「我可以很平靜：一起練習正念

靜心」閱讀理解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