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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韩 国 学 生近年来在 I
>

I S A 国 际评价之阅 读素 养的 成绩名 列 前 茅 。 经研究发现
: 韩


国 自 2 0 0 3 年起持续 实 施阅 读推广 法制 化
, 积极改善学校及公立 图 书 馆设施设备 ,

且全面推 广


晨读运动
,
发展阅读素 养的诊断性评价 ,

结合 民 间 力 量推广 阅 读等 , 其成效卓著 。 本文亦 发现

“

理解应 用 型
”

阅读策略有助 于改善韩 国 学生 的 阅 读 态度及阅读 素养 ,
但

“

背诵型
”

阅 读策略 则


无 明 显效果 。 本文希望借重韩 国推广 阅读教育的成果及经验 , 据以提 出 推动 阅读教育的 启示
,


以供有关单位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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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评价计戈!K P ro g r a m m e  f o r  I n t e r n a t i o n
-	一

、 韩国阅读教育推动现况


a l  S t u d e n t  A s s e s s m e n t
,
P I S A ) 为经济合作及发展组	 i


^	韩 国的 中小学学校系统分为 3 个阶段 : 小学

织 ( O r

g a 腿

( 士麗啤 s c h o d s ) (

一

年级至六年级 ) 、 初 中 ( m i d _


母
— X 七雜 年级 ) 、 以及高中 ( h i

g h— )


本 曰 在于了解 O E C D  s 员 国及其^ 关国家或地
⑶至 1 2 年级 ) 。嘲睡阅读教育推动现况如下 :


K	卜 ) 彼关阅读的韩国 「国语 」课程改革

m m u	棚为响应教育改革 、 加强国 际竞争力 、 提高


早就开始推动各项阅读推广措施 , S 此在P I S A 2 0 0 6

教育质量 , 爰以实现学习者中心 的教育课程为 目


及 P I S A 2 0 0 9 取得了阅读素养第 1 名 , 第 2 名 【
3

] 的
标 于 1 9 9 7 年制订了第七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大


佳绩
, 值得各 国关注 。 由 于 1 5 岁学生正是处于初 纲 ,

并分阶段从 2 0 0 0 年起由 小学一

二年级开始推

中三年级的学习完成阶段或迈 向高中

一

年级的起 行 ,
2 0 0 1 年起 由初中 一年级推行 ,

2 0 0 2 年起 自 高

始阶段 ,

且阅读更是学习各项学科的基础能力 , 因	中
一

年级开始推行上述新课程 ;
其后 则逐年增加


此 1 5 岁 学生 的阅读表现乃是一 国教育发展 的重 一个 ( 或以上 ) 推行的年级 。 在上述课程改革 中
,


要指标。 因此
, 本文希望借鉴韩国推广阅读的经验 , 攸关阅读教育的

“

国语
”

课程改革特色如下 : 1 . 建立


探讨其学 生在运用 阅读策略后所产生之具体效
“

分领域评价
”

的语文课程评价体系 。 例如 , 韩国 国


果 ,
以期作为推动阅读教育之参考 。	语课程标准在 阅读方面其评价 目 标重在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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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的理解 , 包括事实的 阅读 、 推论的阅读和阅读	S c h o o l  L i b r a r
y ) 、

?
“

推广学校图 书馆总体计划 : 营


态度的变化等 ; 2 . 国语课程强调创造性和批判性思	造优 良 学校 图书馆
”

( T h e  M a s t e r  P l a n  f o r  P r o m o t i n g


维的培养 ;卩
. 依据评价对象的 特殊性 , 强调 多兀化	S c h o o l  L i b r a r

y :
M a k i n g  

G o o d  S c h o o l  L i b r a r i e s ) 或
“

五


的 国语课程评估方式
;
4 . 重视国语与生活结合

, 发	年总体计划
”

( F i v e
-

y e a r  M a s t e r  P l a n ) 。 上述计划总


挥情感 、 思想表达及鉴赏功能
;
5 . 重视

“

国语知识
”

计投入 3 , 0 0 0 亿韩元 ( 约 3
,
0 0 0 万元美金 ) 的预算 ,


及
“

文学常识
”

的学习 。
?	其主要 目标包括 : ⑴扩大学校图书馆藏书量 , 改善


(
二

) 加强阅读推广相关法规之制定及修正	图书设施设备 ; (
2

) 推广学校图书馆在课堂教学的


世界图书及信息协会
'

( W o r l d  L i b r a r y  
a n d  I n

-	应用 ;
(3 ) 聘请专家并提供专业图书馆员训练

; (4 )


f o r m a t i o n  C o n g r e s s
,
W L I C ) 2 0 0 6 年在韩 国首尔召开	设计公私部 门间 的适当合作架构 。 上述计划为韩


了代表大会 。 这次大会促使韩 国政府对于图 书馆	国建立了现代化且发展 良好的学校图书馆体系 。

口


体系 的改善更加重视 。 其后续相关法规改革方向	其后 ,
韩国教育科学及技术部也在 2 0 0 8 年推


如下 :

_	动
“

学校图书馆振兴项 目计划
”

 ( S c h o o l  L i b r a r y  

R e v i
-


1 . 修正 《图书馆法 》 ( L i b r a r
y 	

A c t ) 。 其修正方向	 t a l i z a t i o n  P r o
j

e c t  P l a n ) ,
以 营造 良好阅读环境 ; 并


聚焦于成立直接由 总统督导的图 书及信息政策委	在 2 0 0 9 年推动
“

学校阅读教育及图书馆推广计划
”


员会 (C o m m i tt e e  f o r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n d  L i b r a r
y  

P o l i c
y )  '	 (P l a n s  t o  P r o m o t e  S c h o o l  R e a d i n g  

E d u c a t i o n  a n d  L i
-


且该法也授权执行全面发展 图书馆计划 、 指定地	b r a r
y ) , 促使学校建立适合师生 ( 甚至家长 ) 的读书


方代表性的 图 书馆 、 界定图 书馆在数位设备及协	俱乐部
,
为阅读技能较低的学生提供阅读对策

, 执


助执行全面发展图书馆计划的角色 。	行 阅读治疗方案
,
举办 阅读教育论坛等 , 以促进学


2 . 制定 《学校 图 书馆推广法 》 ( S c h o o l 	L i b r a r y	校对阅读教育的重视 。
[

1 3
]


P r o m o t i o n  A c t ) 。 该法规于 2 0 0 8 年 2 月 2 9 日 制定 ,	2 .
公立 图 书馆的 阅 读推广 计划


旨在规范学校图书馆之设立 、 营运及提供相关协	韩 国文化运动及观光部 (M i n i s t r
y  

o f  C u l
t u r e

,


助等方面之准则 , 如提供学校图书馆基金的法源 、 S p o r t s  a n d  T o u ri s m
) 于 2 0 0 3 年推动

“

全面发展图书


订定图 书馆推广基本计划 、 配置学校图 书馆员 、 馆体系计划
”

(C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P l a n  fo r


设施设备标准等 。	 t h e  L i b r a r y  
S

y
s t e m ) , 并聚焦于韩国 国家图书馆及公


3 . 制 定 《 阅读文 化推 广法 》 (R e a d i n g 	C u l t u re 	立 图书馆的改善 。 地方政府也开始改善对儿童 的


P r o m o t i o n  A c t ) 0 该法规在 2 0 0 6 年制定 , 此新法规	服务 , 如设立新图 书馆或拓展公立 图书馆对儿童


包括授权制订阅读文化推广基本计划 , 创立 阅读	的服务 ,
以满足地方居 民对于信息及图书 的需求 。


推广委员会 , 要求 中央及地方政府提供均等阅读	许多公立图书馆也在寒暑假针对儿童及青少年设


教育 , 界定社区 、 学校 、 甚至公司在推广阅读所扮	计不 同 的 阅读推广方案 , 如阅读起步走 、 说故事 、


演的角 色 。	书籍展演 、 读书俱乐部 、 阅读班等 。 此外 , 韩国还在


【
三

) 积极推行各项阅读推广计划 , 改善学校 、 2 0 0 9 年推动
“

第 2 次全面发展图书馆计划
”

, 其中


图书馆及公立图书馆	包括规划不同种类的图 书馆 。 而上述第 1 次及第


韩国积极推行阅读教育
,
分别制定了学校 图书	 2 次全面发展 图书馆计划都被视为改善韩国 图 书


馆 、 公立图书馆所实施的阅读推广计划或措施 。	馆体系 的重要驱动力 。
[

1 4
1


1 . 学校 图 书馆 的 阅读推广计划	 (四 )

“

晨读 1 0 分钟
”

方案


韩国教育及人力资源发展部 (后改制为教育	韩 国在 2 0 0 6 年 P I S A 评比中拿下学生阅读素


科学及技术部 ) 于 2 0 0 3 年至 2 0 0 7 年推动了以 5 年	养第 1 名 成绩
,
被认为与过去数年韩 国持续推动


为期的
“

学校图书馆全面改善计划
”

( 2 0 0 3 ~ 2 0 0 7 年 ) 晨读活动有关 , 该活动使学生养成 阅读 习惯后的


( C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S c h o o l  L i b r a r y  I m p r o v e m e n t  P l a n 	学习能力大为提升 。 韩 国所推动的
“

晨读 1 0 分


( 2 0 0 3
~ 2 0 0 7

) )
,

【
w 骇计划 又译作

“

全面振兴学校图	钟
”

( 1 0  M i n u t e s  M o r n i n g  
R e a d i n g ) 方案

, 是让学生在


书 馆 计 划
”

(C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R e v i t a l i z a t i o n  P l a n  fo r	每天早晨第一堂课阅读 1 0 分钟
,
以提高师生的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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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意识 , 让他们对学校图 书馆更感兴趣 ,
以强化图	有人认为阅读策略是指学习者为了 阅读 目 的而持


书馆的作用 。 目前 , 韩国有半数以上的国 中及高中	续采用 的特定行动 严 】而本文则认为阅读策略乃是


推动晨读方案 , 且学生已 由每学期平均阅读 1 1
.
8	指读者有 目 的地采用 、 并据以帮助理解文章意义


本书提高 至 2 0 .
3 本书 。

M 韩国读书教育开发院	的各种 阅读方法 。 为期检视阅读策略之应用效果 ,


( K o r e a  E d u c a t i o n  D e v e l o p m e n t  I n s t i t u t e
,
K E D I ) 的南	本文将尝试从阅读态度 ( r e a d i n g  

a tt i t u d e s ) 及阅读


美英院长也指 出 : 韩 国推广
“

晨读 1 0 分钟
”

的活	素养 ( r e a d i n g l i t e r a c
y ) 两个层面来加 以探讨 。 关于


动 , 巳大大提高了学生 的成绩 、 写作能力 、 认识社	阅读态度 , 有人认为 , 其可概念化为对于阅读的


会的能力及逻辑思考能力 。
[

1 7
1	—种 由正向到负 向感受的 连续体

,
并且是一种追


(
五

) 结合民间力量共同推广阅读	求或避免阅读活动的对应倾向 严 ] 也有人主张 , 它


韩国的 民间团体 ( 如全国振兴学校图书馆联盟	是
一

种多层面的构念 , 包括对于阅读的普遍感受 、


等 ) 对于说服地方政府投入资金给学校建立图书	准备好阅读的行动 ,
以 及对于阅读信念 的评估

;

[ M
]


馆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

[

1 8併积极投人创造优质学	而本文则认为
, 阅读态度乃是涵盖多层面阅读感受


校图书馆的运动 ' 包括家长至图书馆志愿服务 , 通	的心理构念 , 而这种不同层面的感受可能是正 向 ,


过义卖筹措基金 , 买书作为生 日 或情人节的礼物 ,
也可能是负 向 的 , 它是让人乐意或不愿从事 阅读


捐赠书籍 , 等等 。

[
19 □而易见

, 韩国在阅读推广运动	活动的一种心理彳? 向 。 至于阅读素养乃是指能够


的发展上
,
尚 能有效结合民间力量共同推行 。	了解 、 运用及反思文章 内容 ,

以期达成个人 目 标
,


{ 六 )
重视阅读素养的诊断性评价	发展个人知识与潜能 , 并落实社会参与的程度 。

1

2 5
1


韩国非常重视中小学不 同阶段的学生阅读素	本文 以 0 E C D 网站公布的 P I S A  2 0 0 9 年数据


养诊断性评价 。 首先 , 韩 国即针对小学三年级 ( 约 8	库韩 国 4
,
9 8 9 位 1 5 岁 学生为样本进行研究


岁 ) 学生进行
“

全国小学三年级学生基本学力诊断	并以 P I S A 2 0 0 9 学生问卷题 目 做为显变量 , 有关上


性评价
"

(
N a t i o n a l  D i a g n o s t i c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t h e  B a s i c	述阅读策略应用效果模型之相关变量界定及测量


S c h o l a s t i c  A b i l i t
y  

f o r  G r a d e  3
,

 

A B S A 3
 ) , 并针对阅读 、 方式如下页表格所7 K 。 其中 , 本文将阅读策略分为


写作及算术等 3 科进行评价 。 其中
, 阅读旨在评估	 「背诵型 」及 「理解应用型 」两个层面

,
并进

一步探


字音字形 、 单字理解 、 文意理解 、 推论及评估等四	讨其对于阅读态度及阅读素养之效果 。 有关背诵


方面 。 其次 , 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 ( K o re a  I n s t i t u t e	型及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之运用程度采用上述 问


o f  C u r r i c u l u m  a n d  E v a l u a t i o n , K I C E ) 也针对小学六	卷第 2 7 大题有关
“

在读书时 , 你做下列事情的频


年级 ( 小学毕业生 ) 、 国中九年级( 国中毕业生 ) 及十	率为何
”

之相关题目 (如 X
,

至 X
1 3 ) 做为显变量

, 前


年级 ( 国家普通课程毕业生 ) 的学生 , 推动
“

国家教	述显变量 ( 属顺序变量河分成几乎从未 (
1 分 ) 、 有


育成就 评价
”

 ( N a t i o n a l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E d u c a t i o n a l	时 ( 2 分 ) 、 经常 ( 3 分 ) 、 几乎总是 ( 4 分 )四个选项 。


A c h i e v e m e n t
, N A E A )

,
以测量其学生在全国标准下	关于阅读态度层面采用上述问卷第 2 4 大题

“

下列


的教育成就 。 该评价科 目 包括韩语 、 数学 、 社会研	关于 阅读的叙述你 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为何
”

之


究 、 科学 、 英文五科 , 其中
“

阅读
”

部分 即涵盖于韩	相关题 目 (如 义 至 丫 。做为显 变量 , 前述显变量


语科 目 中 , 而其阅读测验领域则有字汇 、 文意理 (属顺序变量 ) 可分成非常不 同意 ( 1 分 ) 、 不同意 ( 2


解 、 推论 、 评鉴及欣赏 。
^ 藉由上述阅读素养的诊断	分 ) 、 同意 (

3 分 ) 、 非常同意 ( 4 分 )四个选项 ,
其 中


性评价 ,
以期能提前了解学生在 阅读学习 的精熟	反向计分题已予反向计分 , 并改为正向叙述 。 至于


度及是否面临学 习 困难 ,
以帮助尽早为学生安排	阅读素养等级程度则可由 其 5 个阅读素养原始分


补救教学或其他改善措施 , 提升学生阅读素养 。	数之可能值 ( p
l a u s i b l e  v a l u e , P V ) 所转换之等级分


一

 t i S M B T 幸笛畋广 田枋里 今 炫 H	数测量而得 , 其依 O E C D U 0 1 0 年 )所公布阅读精

一

、 韩酬 束略放用双未
熟度的 ? 个等级来分别将其转换为等级分数如


有关阅读策略 ( r e a d i n g  
s t r a t e g y ) 的意义 , 有人	下 : 「等级 6 : 平均素 养 > 6 9 8 」 (7 分 ) 、 「等级 5  

:


认为 阅读策 略乃是读者有 目 的地接触
一

本读物	6 2 6 < 平均素养 < 6 9 8 」 ( 6 分 )
、

「等级 4 : 5 5 3 < 平均


时
,
使其读起来有意义的相关心理运作活动 ;

[

2
1也	素养 姿 6 2 6 」 ( 5 分 ) 、 「等级 3  : 4 8 0 < 平均素养各 5 5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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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分 ) 、 「等级 2
:
4 0 7 〈 平均素养英 4 8 0 」( 3 分 ) 、 「等 属顺序 变量 , 故计算 出 其多分差相关系数矩 阵


级 l a
:
3 3 5 <  平均素养忘 4 0 7

」(
2

 分 ) 、 「等级  l b
:
2 6 2 < ( p o l y c h o r i c

-

c o r r e l a t i o n  c o e f f i c i e n t s  m a tri x ) 及渐近协


平均素养矣 3 3 5
,
或 2 6 2 以下 ) 」 ( 1 分 ) 。 至统计分析 方差矩阵 ( a s

y
m p

t o t i c  c o v a r i a n c e  m a t r i x ) 后 ,
采用加


时对于漏填题项则采全列删除法 ( l i s tw i s e ) 处理。 权最小二乘法 ( W e i

g h t e d  l e a s t  s q u a r e s , W L S ) 进行


本文采用 L I S R E L 8 . 7 2 软件 ,
以结构方程模型 参数估计 。

[
? 7有关阅读策略应用效果模型之完全标


分析方法
,
处理上述阅读策略应用效果模型之拟合 准化参数估计结果及其拟合情形如 下页 图例所


( fi t ) 优度考验及参数估计 , 由于其中背诵型及理解 示 。 由 其可知 , 有关阅读策略应用效果模型之拟合


应用型阅读策略 、 阅读态度 、 阅读素养之相关变量 情形 , 在绝对拟合指标 、 相对拟合指标及简效拟


阅 读策略应 用 效果模型之各变 量代码 、 简称及内 容一览表


代码	变量简称	各层面或问卷题 目之内容	变量属性

~

 g
,
 
—

背诵 策 略 
_

 「背 诵 型 阅读策 略 」之运 用程度	外生潜变量

—

X
,
	熟背课文 1 书时

,
我试着背熟课文中 的

一

切 。	外生显变量

—

X
2	熟背细节 

—

读书时 , 我尽可能试着背熟许多细节 。	外生显变量

一—


—

X
3	记住重点 

—

读书时
,
我会确定记住文章最重要的论点 。	外生显变量 

—


—

X 4	多次阅 读 1 书时 ,
我会阅读课文多 次以便我能背诵 。	外生显变量


—

x
5	反复阅 读 

—

读书时
,
我会反复地阅读课文 。	外生显变量 

—


~

 i
, 7 

—

理解策 略 
_

 「理解应用 型 阅读策 略 」之运 用 程度	外生潜变量

一―

X .	厘清所学 
—

读书时 , 我会先弄清楚我真正要学习 的是什么 。	外生显变量 
—


x
7	确认理解	读书时

,
我会确认我是否理解读过 的 内容 。	外生显变量


—

x
8	厘清不懂 

—

读书时
,
我会试着弄清楚还没有真正理解的概念 。	外生显变量 

—


—

x 9	知识联结 1 书时
, 我试着将新信息与之前其他科目 学过的知识相联结 。 外生显变量


—

X
, o	经验联结 

—

读书时
,
我会试着通过联结我个人的经验 , 以便更加理解 。	外生显变量 

—


“

x ?	生活情境	读书时
,
我会弄清楚文章的信息如何符合生活的真实情境 。	外生显变量


一

 x
l 2	课外运用 

—

读书时
,
我会弄清楚所学信息在校外如何有用 。	

—

外生显变量 
—


—

X
, 3	额外求知 

-

读书时有不理解的地方 ,
我会找额外信息来厘清 。	外生显变量

—


?

n ,

	

阅读态度
	

阅读态度
	

内 生潜变量

—

Y
,	非必仍读 

—

我并非必要时才阅读	内 生显变量

—


—

y
2	阅读嗜好 

—

阅读是我喜爱的嗜好之一	内生显变量

—


—

y 3	谈论书籍 
—

我喜欢跟别人谈论书籍	
—

内 生显变量 
_


—

y 4	不难读完 
_

我不觉得读完
一

本书很难	内生显变量

—


—

y 5	乐收书礼 收到书当礼物时
,
我觉得很高兴	内生显变量


—

y 6	不觉费时 
—

对我而言 , 阅读不是浪费时间的	内生显变量

—


—

y 7	乐去图馆 1 喜欢去书局或是图 书馆	内生显变量

—

y 8	读非需讯 
—

我并非只在需要获取信息时阅 读	内生显变量 
一


—

Y ,	可 以静读 
—

我可以 静静坐着阅读超过几分钟	内生显变量 
_


—

Y
. 0	乐表看法	我喜欢对读过的书表达看法	内生显变量

—


—

Y ?	与友换书	我喜欢与朋友交换书籍	
—

内生显变量 
_


y
\

2

	

阅读素 养
	

「阅 读素养 」等级 程度
	

内生潜变量


Y
, 2	P V 1 等级	由阅读素养 P V 1 转换之等级分数	

—

 内生显变量

—

Y
.

3	P V 2 等级 
—

由阅读素养 P V 2 转换之等级分数	内生显变量

—


一

 Y
, 4	P V 3 等级 

_

由阅读素养 P V 3 转换之等级分数	内生显变量

—


Y
, 5 
—

 P V 4 等级

—

由阅读素养 P V 4 转换之等级分数	内生显变量

一

 Y
1 6	P V 5 等级	由 阅读素养 P V 5 转换之等级分数	内生显变量


注 : P V 为 「可能值 」
( p l a u s i b l e  v a l u e

)
之缩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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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指标_ 已达拟合标准 , 因此可知本模型理论模	增进学生的 阅读导 向 自 尊以及 自信心
;

? 甚至在


型和样本数据之间拟合情形 良好 ,
且本模型相对	阅读素养方面

,
也有研究发现

,
日 本女大学生 可


优于其他模型
,
同时也较能符合理论的简单性而	通过重复阅读策略来改善其阅读理解的表现 ;

P 1
1并


能以较少的概念来进行解释 。
1
2 8

1	有研究指出
,
阅读理解策略教学方案 (包括文法


而从下图可知 , 有关韩国学生在背诵型及理解	结构 、 浏览预测 、 自询监控 、 理解调整 、 强化记忆等


应用型等两种阅读策略对于阅读态度及阅读素养	五项策略 ) 的实验组学生在中文阅读理解能力 测


之效果 ,
以及其彼此变量间之关系 , 可分析如下 :	验分数显著较高 。

1

3 2 然而 , 由 于本文研究对象及方


(

_

)
背诵型阅读策略对于阅读态度 ( 7 1

= -

0 . 1 0
,	法与上述研究有所不 同

,
且本文以大量 ( 4

,
0 0 0 多


|^
. ) 及阅读素养 ( 7 3

= 0
.
0 6

,
^ ) 之效果 , 两者均	位 ) 韩国 1 5 岁学生作为研究样本

,
并采用较严谨


不显著	且具公信力 之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后 , 论证出


从数据显示
, 韩 国学生在背诵型阅读策 略的	背诵型 阅读策略对于阅 读态度及阅读素养不具


运用程度不论髙或低 ,
其阅读态度或阅读素养均	明显效果之结论 , 此颠覆了其他采用较小样本及


不会因此有明显变化
;
显示韩 国学生使用熟背课	早期统计方法 的过去研究成果 '

故本项研究发现


文 、 熟背细节 、 记住文章最重要的论点 、 多次阅读	具有其创新性及价值性 。


课文 以便背诵 、 反复阅读课文等背诵型阅读策略 , (二 ) 理解应用 型阅读策略对于阅读态度具有


既无法让学生的 阅读态度有 显著改变 , 也无法让	显著正向的直接效果 ( 7 2
=

. 6 7 山< 0 .0 0 1
) ,
且对于阅读


其阅读素养有明显改善 。 经对照过去相关研究结	素养也有显著正向的直接效果 ( 7 4
=

- 5 0
, p <  0 . 0 0 1 )


果 ,
本文发现曾有研究指出 运用重复阅读策略可 由 数据显示 ,

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的运用程


0 . 5 8
-  熟背课文 ( X , ) .	a  非必仍读 (

Y i
) — 0 . 4 3


0 .4 7  —

|

熟背细节 U
fi 5	

議好 ⑷

卜

。 1 8


	

1

 V W l	/ c J  谈论书籍 ( Y s ) 1

- 0 . 2 0


0 . 2 0
- 记住重点 (X , ) .

\ \

3

		


^	0 . 7 ?  不难读完 (
Y 4

) -
 0 . 4 7


0 . 4 3 - 多次阅读 (
X ?

)		


, / /	f y l 繊礼⑴ I

-
Q 3 3


0 . 2 3
-

> 反复阅读 (X 5 )	背诵策略
、
/  I	W \ \ |


j

f
. 6 7	不觉费时⑷ — 0 . 3 4


0
-

3 9
-

>  厘清所学 (X ?
) t	? \	。 i 7	乐去 图馆 (

Y 7
) 一

 0 . 3 6


0 . 2 0 ^

|

确认理解 ⑷
0 > 4

 A	赞
读賴讯W

丨

- 。 . 5 1


	

1	一 
^

、 /  
\	o \\ l  可以静读 ( Y ? ) 1  

—
 0 . 3 3


0 . 2 8 一 厘淸不懂 (X ,
)	l o g	W 1


A	V I  繼法 (
Y i。 )

-
 0 - 3 4


0 . 3 2 - 赚联结
( X 。	“	^

 与友换书 (Y u
) — 0 . 4 0


0 . 3 2 - 经验联结 (
x M

)

 W	 p v i 等级 (Y i 2
)

卜 0 . 0 9


0 . 3 9 ^

|  生活悄境 ( X , ,
)  M l	

“ 2

	P V 2 等级 (
Y

" )

卜
。. 。 8


	

J [ P V 3 等级 (
Y ? ) —

0 . 0 8


0 . 5 5 一 课外运用 (X l 2 )  T
- 7 3

	V y
			


	

Y	P V 4 等级 (
Y 1 5

)  一
 0 . 0 9


0 .4 6 - >  额外求知 ( X l 3 )	 P V 5 等级  <
Y l 6

) —
0 . 0 9


阅读策略实 施效果模型之路径关 系 图


注 : 1 . 绝对拟合指标 :
G F I = 0 . 9 8  ( > 0 . 9 0 ) 、 A G F I = 0 . 9 8  ( > 0 . 9 0

) 、 R M S E A = 0 . 0 5 2  ( 名 0 . 0 8 ) 。 2 . 相对拟合指标 : N F I = 0 . 9 7  ( > 0 . 9 0 ) 、


N N n = 0 . 9 7  ( > 0 . 9 0 ) 、 C F I
= 0 . 9 7  ( > 0 . 9 0 ) 、 I F I = 0 . 9 7  ( > 0 . 9 0 )

^
R F I = 0 . 9 7  ( > 0 .9 0 ) 。 3 . 简效拟合指标 : P G F I = 0 . 8 4  ( > 0 . 5 0 ) 、 P N F I = 0 . 8 9


(
> 0 . 5 0 ) 、 C N = 4 1 0  ( > 2 0 0 ) 。 4 . 上述括号 ( )内之数据为指标达拟合程度之标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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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高 , 则其阅读态度及 阅读素养也都会明显变	荟萃分析 ( m e t a
-

a n a l y s i s ) 后 ,
发现整体而言阅读态


得更好 。 可见 , 韩 国学生运用厘清 自 己 想学事物 、 度和阅读成就之间 的平均关联强度为 中度正相关


确认读过 的 内容是否理解 、 厘清还没真正理解的	 (Z ,

= 0 . 3 2 ) 。
? 上述过去相关研究成果 , 与本文所发


概念 、 将新信息与之前其他科 目 学过的知识相联	现阅读态度和阅读素养之间具有显著 中度正相关


结 、 联结个人经验以理解数据 、 厘清文章信息如	的结论尚属一致 。


何符合生活的真实情境 、 厘清所学信息如何运用	 { 四 )理解应用 型阅读策略和背诵型阅读策略


于校外 、 找寻额外信息以 厘清读书不理解之处等 , 之间具有显著高度正相关 (
<

(

>

 1

= 0
.
9 4

, p < 0
.
0 0 1  )


理解应用型阅读策 略 , 有助于明显改善学生 的阋	由 此数据显示 , 在两种 阅读策 略的相互关系


读态度 ,
且可显著提升学生的 阅读素养 。 由 此可 之间

,
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使用程度越髙 的韩 国


知
,
理解应用型 阅读策略是对于学生培养正 向阅 学生

,
通常其也有较高 的背诵型阅读策略使用程


读态度及增删髓养最有帮助且效果最佳的策
度 ,

反之亦然 。 可见
, 韩 国会重视并善用 阅读策略


自牲 , 在 : g 社_ 於_  采細应用型及


侧目酬读棘 ;
野不龍财知如何善用


力
随策輔学生 , u 通常两者職少采用 。 可见 ,


^
"

( W h a t  1	I  W a n t  t o

不 同类型酬读策 略使用情形之间 有其高度 关


联性 。 只是再对照上述第 (

一

) ( 二 ) 点分别探究背

[

^ m
诵型及理解应用型等两种阅读策略分别对于阅读


2	态度及阅读素养之效果的结构方程模型严谨分析

子

结论下 ' 却 只有理解应用型阅读策 略对于改善阅

成就分数方面显著较 采用经验联结 (

E x p e
-


ri e n c e
, E ) 、 课 学 ( T e x t

, □及关親系 (R e l a
-	赫熱有 日瓶效果 ' 但_ 型阅 读


t i o n s h i

p ,
R

) 三阶段 的 E T R 阅读策 略进行教学的	_


研究结果也发现 , 中级中 文阅读实赚酬读理


解能力有显著提升 。
[

3 6
]上述研究成果显示 , 有关理

理解应用麵读
^

略有助于改 》 其阅秩⑩度及提


解应用方面酬读策略都是有助 于改細读态


度及提升阅读素养的 , 与本文研究发现- 致 ,
显示	_ 对于□态度□读素 养均无任何明 显效


对于阅读 的学习 策略必须是有意义 、 可理解朋
" 发 ? 胃


应用 的 , 才能有效发挥其对阅读态度及阅读素养	W 分的传随念 , 亦 即有細阅鮮 习应鶴


重于理解及应用层面
,
而不是盲 目 地背课文或复


(
三

) 阅读态度和阅读素养之间具有显著 中度 诵 , 否则其学习 可能会徒劳无功或事倍功半 。


正相关 ( P 1

= 0 . 5 7 , p < 0 . 0 0 1
)	三

、 韩国 阅读教育发展及其 阅读策略应

数据显示

, 当韩 国学生的 阅读态度越正向时 ,


其阅读素养通常也会 比较好
一些

; 其阅读态度越


负 向时 , 则其阅读素养通常也较为不佳
;
且反之亦	本文在探讨韩国 阅读教育现况后发现 , 韩 国


然 。 由 此可知 , 当我们在选择提升学生阅读素养的	的 阅读推广措施是全面的 , 兼顾法令 、 制度 、 设施 、


多种策略时 , 最好优先考虑也能让学生在态度方	活动 、 课程以及官民合作 , 无怪乎其阅读教育成果


面感觉到 可接受且喜悦的策略
,
才不致于使其效	斐然 。 韩国学生运用理解应用型 阅读策略以后 , 对


果大打折扣 。 过去有研究探讨台湾初 中二年级学	于其改善阅 读态度及增进 阅读素养颇具助益 ;
但


生的 阅读态度与阅 读成就之关系后发现 ,
两者具	运用背诵型 阅读策略后则是 既无法提升 阅读素


有正 向的 内在相关
; 有研究针对台湾初中与小	养 ,

也未能改善其阅读态度 。 本文于是获致推广 阅


学生阅读态度与阅读成就间关系的多项研究进行	读教育的如下几个启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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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教育行政机关应尽快让阅读推广措施法	就评价
”

。 其中
,
韩语的阅读测验领域即融人字汇 、


制化 , 并落实改善学校及公立图书 馆功能 , 推行晨	文意理解 、 推论 、 评鉴及欣赏等 内涵 , 藉此了解学


读运动
,

以提升阅读教育成效	生在不 同阶段的 阅读学习精熟度 , 及是否面临学


韩 国近年来在 阅读素养方面取得 P I S A 2 0 0 6	习 困难 ,
俾利协助其改善 。 故本文认为

,
若要有效


年世界第 1 名 及 P I S A 2 0 0 9 年世界第 2 名 的优异	掌握学生阅读素养之现况 , 并长期追踪其后续发展


成绩 。 本文研究发现 , 韩国 自 2 0 0 3 年起即开始全	变化 , 教育行政机关确应发展出 适当的 阅读素养指


面推广阅读教育
,
更陆续推动修正图书法 、 制定阅 标 , 建立阅读素养的诊断性评价机制 , 才能作为后


读文化推广法及学校 图 书馆推广法等法制化作 续推动阅读教育政策及成效评估之参考
,
并利 于


业
,
并强化学校及公立图书馆之阅读教育功能 ,

且 及早针对有阅读困难之学生进行补救教学或改善。


改善其设施设备 , 另也积极推广
“

晨读 1 0 分钟
”

运	 ( 四 ) 教育行政机关应加强举办理解应用 型阅


动 , 据以养成学校阅读风气及文化 。 因此
, 本文S 	? 策略教学之教师研习 活动 , 并通过各项 阅读奖


议教育行政机关应研议尽速加酬读推广的法制
□措施

,
促使学校_ 有能力且乐意去教导学 4


化进程 , 以提高各界对于阅读教育 的重视 , 并投入	_


更多麵力卩财鮮棚挪及公細挪之@	
、

力卩麵滅細 丨職絲之别 ' 棚于改


件设施设备 , 并充分利删书馆推广 阅读教育活
'

f a

t


动
;
建议全面推行学校晨读运动 ,

以 营造 阅读风

经常举办理解应用型 阅读策略教学之教师研习

,


,
-

伯 田刑 阁抽铂 畋 N S B	以期增进教师运用该策 略之能力 , 据以指导学生 。


(
―

) 应加强 J S 用理解应用 型 阅读策 略
,
以期	 , , A ,


此外
,
也可通过各项奖励措施让教师更乐意推行


改善学生阅读态度及阅读素养
,
且于研订语文 领	 ! 丨 丨窗

、

去维政播砂 ^ , 4
,
?


域课程纲要时纳入 i i i l 应用型阅读策 之教学 5	S 解& 用麵读策略教学 。 餓卩
' S a l 阅读' 贝优


_ 评选_ 并予颁類励 , 举办_ 教学观摩


-

,

活动且列入教师评鉴加分
' 奖励教师研发趣味性


&	酬读教材 , 建立学生阅读学 习护照且依其成效

□于

给予教师奖励等 , 皆为可参考之方式 。


学生 ' 则通常其阅读态度及阅读素养也较佳 ,
可见	 (五 ) 应结合民 间力量共同推广阅读


棚的 民间组织 (如全 国振兴学校图 书馆联

提升其 《 赫 , 雜

I
職策略具有觀助紐 鮮 )觀说職地方政舰人资金给学校建立


值得全面推广
, 故本文建议教育行政机关在研订	? 书馆 ,

也积极投人创造优质学校图书馆的运动 ,


语文领域 ( 包括国语文及英语文 ) 课程纲要 时 , 应 包括家长至图书馆志愿服务 、 通过义卖筹措基金 、


正式纳人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之教学与运用 , 并 买书作为节庆礼物 、 捐赠书籍等
,
这也是韩国阅读


积极推动 。 另本文发现
, 传统背诵型阅读策略之运 蔚为风气的重要原 因 。 在资源有限 、 民力无穷 的时


用程度高低并无法对于学
,

阅读态度及 阅读素养 代背景下
, 教育行政机关应积极整合民 间 资源并


造成任何明显改变 , 此显示这种盲 目 背课文或复	结合其力量共同推广 阅读 , 并对推广阅读有功之


诵方式的 阅读策 略学习成效较低
,
因此建议学校	民间 团体给予表扬 , 才能全面营造阅读风气 , 形塑


师生不需太过重视 。	全国性的阅读文化 。


(
三 )教育行政机关可研议发展 阅读素 养指


标 , 并建立阅读素养的诊断性评价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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