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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故事結構教學提升偏鄉幼兒故事理解能力之研究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故事結構教學對提升偏鄉幼兒故事理解能力之成效，並了解

教師在故事結構教學歷程中的專業成長。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研究者擔任教學

者，研究對象為混齡班幼兒五位。研究者以繪本為媒介對幼兒進行故事結構教學，

教學過程中蒐集幼兒學習單、故事結構評分表，輔以錄音、錄影、教室觀察、教

學省思、協同研究教師回饋單等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在研究前、後運用畢保德圖

畫詞彙檢測幼兒語文詞彙理解能力，從中了解幼兒故事理解能力之改變，並透過

行動研究的歷程，增進研究者的教學專業成長。 

    研究結果發現： 

    一、研究者選擇具生活化的繪本，進行故事結構教學，教學歷程分為三個時

期－示範期、協助引導期和獨立練習期，每個時期透過故事臉的分析讓幼兒理解

故事元素。研究者運用故事結構教學策略如：角色扮演法、大聲朗讀法、故事結

構分析法、重複說故事法、內在情意法與書寫摘要法，讓幼兒熟悉故事。 

    二、透過故事結構教學，幼兒提升故事元素理解能力和詞彙理解能力。故事

結構評分表結果顯示，幼兒對故事元素的理解在示範期所得的分數普遍比較低，

在協助引導期和獨立練習期所測得分數均有提高，幼兒在學習歷程中也能逐漸理

解故事並重述故事。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結果顯示，五位幼兒的後測分數皆高於

前測分數，百分等級皆提高。 

    三、藉由行動研究的實施，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視學生學習狀況調整教學、改

善教學方式，也提升研究者對故事結構分析能力與行動研究能力，促進教學專業成長。 

 

關鍵詞：故事結構教學、故事理解、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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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Using Story Grammar Instruction to Improve Children’s  Story 

Comprehension in the Remote Area 

 

Abstract 

This a study aims on using Story Grammar Instruction to improve 

children’s story comprehension in the remote area, and to undrestan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story grammar instruction. The reseach adopts action 

research in which the researcher takes charge of the instruction of the five mixed-aged 

class chidren. Picure books were used as the media to carry out story grammar 

instruction. During the teahing process, data collection inclueded children’s 

worksheets, evaluation form of Story Grammar Instruction, record, videotape, 

classroom observation,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co-teacher’s feedback.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 was applicated to detect children's language vocabulary comprehens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study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 of children’s ability in story 

comprehension.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action research, the growth of the resercher’s 

teaching profession was enhanced.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  First, The researcher chooses a life-based picture book to carry out the structure of the 

story. The teaching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 which are the demonstration 

period, the guidance period, and the independent practice period. Each period allows 

the children to grasp the story elemen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tory face. The 

researcher employed the story structure strategies to make children familiar with stories, 

such as role-play, reading aloud, story structure analysis, repeated storytelling, inner 

affective law and summary writing. 

．  Second, through Story Grammar Instruction, children improv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story elements and vocabulary comprehens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ory evaluation  

form showed that the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story elements was  

generally lower. The number of scores measured during the assisted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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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and the independent practice period was improved, and the child can  

gradually understand the story and retell the story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 results of 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 showed that the five children's 

post-test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e pre-test scores, and the percentage grades 

were all increased. 

． Third,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tion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adjusted the 

 teaching and improvd ways of teaching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also enhanced the researcher's ability in analyzing 

 the story structure and action research, and promoted the growth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Keywords: story grammar instruction, story comprehension, action rese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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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探討故事結構教學法在提升偏鄉地區幼兒故事理解能力

發展之歷程與成效，以及教師在本次行動研究中的專業成長。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

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為

研究範圍與限制，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閱讀是學習的基礎，習得閱讀技巧後，不僅能培養閱讀的興趣，更能展開自學之

路。閱讀力越強的人，越有能力蒐集、理解、判斷資訊，並運用資訊，才能有效參與

現代社會的複雜運作，足見閱讀的核心在於思考，閱讀力不單是閱讀文字的表面訊息 

，更關乎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是終身適用的自學能力。教育部（2016）在幼兒園教

保活動與課程大綱中明文規定，幼兒園課程為：身體動作與健康、語文、認知、社會、

情緒、美感六大領域，強調以跨領域統整方式，使幼兒從多元的學習活動經驗中，獲

得知識的意義，顯示幼兒語言能力的重要性，而語言能力的獲得與學習，最大的部分

則在於閱讀。在幼兒園教保活動與課程大綱中語文領域內涵也提到，參與社會溝通系

統，依著幼兒的年齡、發展與個別情形，會有不同的意涵，但是都不脫溝通的兩大要

務—理解與表達，而這也是語文領域的主要能力，理解能力的發展比表達能力早，教

保人員應利用閱讀習慣的培養、聽說故事的經驗來引導幼兒從線索中建構意義、說出

想法，進行提問、聯想、類比與想像，從閱讀理解出發，進一步提升整體的語文發展。 

    在學前階段，幼兒語言的發展對於幼兒未來學業成績與表現具有非常強大的預測

力（Duncan et al. ,2007）。幼兒若能在五歲到五歲半之前，發展出適合年齡的語言技

巧，日後比較不容易遇到讀寫困難（Bishop & Adams,1990）。根據張雅惠（2012）蒐

集國內故事結構教學法在語文學習應用成效之研究指出，故事結構教學法確實可以提



 

2 
 

 

升兒童閱讀理解的能力，並提升學生學習主動性、興趣及動機，然而，大多數故事結

構教學研究是以國小生、特殊生為研究對象，鮮少觸及於偏鄉地區的幼兒。 

    相較於都市地區，偏鄉地區的幼兒相對弱勢，在現今少子化的浪潮中，「一個孩

童都不能少」，基於上述，本研究以研究者所任教偏鄉幼兒為對象，探討故事結構教

學提升幼兒故事理解能力發展之歷程與成效，期能對偏鄉地區的幼兒教育發展提供助

益。 

二、研究動機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研究動機如下： 

（一）幼兒早期閱讀理解的遲速優劣，不僅影響學習效果，對兒童社會關係的健全與

人格發展都有極大的影響  

    語言是人類社會主要的溝通工具，對兒童而言，語言也是賴以學習的基礎。有研

究指出，幼童早期詞彙能力，能預測學童日後的閱讀理解和興趣（McGuinness,2005），

簡淑真（2010）也指出，由於幼兒時期語言能力具有延續性，會進而影響幼兒進入小

學至中學的學業表現，因此在幼兒期語言能力低弱的幼兒，進入小學之後國語文成績

明顯落後一般學生。故事是幼稚園活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幼兒透過聽故事來學

習語言，當中包括：模仿、累積、運用、創造的過程（郭琼，2000），閱讀是學習的

基礎，習得閱讀的技巧後，不僅能培養閱讀的興趣更能展開自學之路，幼兒透過｢聽」

來閱讀，此時，幼兒是否能聽懂故事內容便十分重要。幼兒正值學習與發展的黃金期，

不論是從生理方面、社會適應方面、後續的學習活動表現方面，早期的閱讀理解發展

遲速優劣都是關鍵，有鑑於此，本研究欲深入探討故事結構教學法在提升偏鄉地區幼

兒故事理解能力發展之歷程與成效，以作為後續教學及研究重要的參考依據。 

（二）偏鄉地區幼兒大多來自於低社經家庭，語文及閱讀能力早自幼兒期就遠遠落後

同儕 

    家庭是幼兒最初接觸生長的環境，並從中發展語言能力，研究顯示，來自低社經

家庭的幼兒期語言能力發展（包括詞彙量與閱讀能力）均落後於中產階級家庭的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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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ff-Ginsber,1998；Raz & Bryant,1990），陳淑琴和程鈺菁（2013）的研究指出，影

響幼兒語言發展的因素可分為：個人因素、環境因素兩個部分，其中，個人因素又可

細分為：智力因素、年齡因素、性別因素及健康因素；環境因素又可區分為：家庭環

境、學校環境。個人因素趨向於先天條件，較無法由外力所控制，但環境因素則是後

天造成的差異，貧窮、生活環境不良，會使得父母忽略教育，幼兒所接收到的語言刺

激相對不足，而妨礙幼兒正常的語言學習。陳瑤惠與趙金婷（2008）更進一步指出，

影響兒童語言發展差異主要因素之一為語言的學習環境，如果主要照顧者無法提供語

言互動機會，幫助幼兒有學習語言各層面的充分經驗，對幼兒語言發展將十分不利。

陳淑琴和程鈺菁（2013）的研究也指出，新住民子女家庭，幼兒語言發展的環境具有

三項特點，包括：擁有較少的文化資本、語言使用及學習資源投入不足、缺乏社交活

動。而本研究者所任教的幼兒園分班位處雲林縣偏遠山區，八名學生當中，屬於中低

收入戶者有 3 名，屬於隔代教養者有 1 名，為新移民子女者有 2 名，單親家庭 1 名，

低社經家庭所占比例相當的高相較於新住民家庭子女，偏鄉地區家庭子女所面臨的語

言發展環境頗為類似，受囿於經濟與知識因素，再加上地理環境、交通的限制，偏鄉

地區家庭子女的語言發展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更顯複雜，在先天不足、後天又缺乏的

教育現場中，本研究欲探討故事結構教學法在提升偏鄉地區幼兒故事理解能力發展之

歷程與成效，並嘗試降低這些幼兒因故事理解發展困境所帶來的影響。 

（三）繪本對於幼兒教育上的應用價值，在文獻上能得到肯定及實證支持 

    圖文並貌的繪本是幼兒園不可或缺的讀物，因為它是由圖畫與文字來呈現內容，

所以又稱為圖畫書或故事書，英文為「Picture Book」，適合二至八歲的幼兒欣賞和閱

讀（鄭博真等，2004），一本優良的幼兒繪本，能夠增進幼兒學習，並且降低對閱讀

的排斥與恐懼，因此在教學上，繪本成為教學現場中重要的教學材料。許多的研者更

提出了繪本應用在教育上的重要性，尤其是能增進幼兒的發展（林敏宜 2000，鄭博

真等，2004）。蘇玉珠（2013）在幼兒園以繪本為教材，運用故事結構教學法引導學

童，研究結果顯示提供相關先備知識可幫助幼兒理解故事內容；王瀅晴等人（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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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繪本教學針對學齡前幼兒讀寫萌發深入探討，研究發現教師在繪本教學時運用促進

聲韻覺識的策略，可以促進幼兒子音與聲調覺識的發展；施淑娟、呂俊宏（2013）運

用對話式閱讀提升新住民幼兒語言能力，從繪本故事的述說中，運用幼兒的舊經驗及

圖畫情境連結、五 W 的策略、回憶與完成等方式，明顯的提升了幼兒的口語表達能

力。由上可知，繪本應用於幼兒教學成效頗佳，而且適用範圍極廣，但是在相關的研

究中，僅有一、二篇針對繪本應用於幼兒故事理解能力發展作深入探討，因此本研究

希望藉由繪本教學為媒介，從中觀察繪本應用於幼兒故事理解能力發展之成效。 

（四）故事結構教學法運用在教學現場成效頗佳 

    說故事是幼兒園中每天例行性的教學活動，由於幼兒識字不多，因此聆聽是很重

要的學習方式。在故事世界中，幼兒可以無邊無際的想像、自由自在的延伸，由於沒

有學習的進度和壓力，因此，不論是教師或是幼兒，都能從故事中得到許多學習的樂

趣並增進學習的成果。根據張雅惠（2012）針對故事結構教學法在語文學習應用成效

之實證研究回顧指出，故事結構教學法廣泛運用於：學前教育、國民教育、中等教育

以及特殊教育的教學現場中。其中，在學前教育階段，不論是普通兒童或是特殊兒童，

使用故事結構教學在提升幼兒口語敘事能力、故事完整性方面頗有成效，確實能促進

幼兒對故事的理解力。劉麗毓（2008）在探討故事結構教學輔導幼兒閱讀之教育研究

中指出，故事結構教學在幫助幼兒對故事之理解，幼兒述說故事內容、以及故事長度

的增加，以及對結構瞭解等能力，都具有提升之成效。蘇慧玲（2015）在運用故事結

構教學促進幼兒重述故事能力之行動研究指出，漸進式的故事結構教學，可建立幼兒

對故事結構元素的概念，有效幫助幼兒在重述故事時將故事結構元素內化，對故事敘

述的完整性也有明顯提升。對於偏鄉地區的幼兒而言，由於外在物資條件缺乏、文化

刺激較為不足，父母親或主要照顧者因為經濟壓力長期忙於生活，因此學習狀況長期

落後同儕，本研究期盼藉由故事結構教學法的介入，嘗試提升幼兒的故事理解能力，

並進而提供偏鄉地區教師教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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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研究目的為探討故事結構教學

法在提升偏鄉地區幼兒故事理解能力發展之歷程與成效，以及教師在本次行動研究中

的專業成長。 

二、研究問題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教師如何運用故事結構教學法進行教學？     

（二）故事結構教學法對提升偏鄉幼兒故事理解能力之成效為何？ 

（三）教師在本次行動研究的教學專業成長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故事結構教學法 

    故事結構（story grammar）一詞最早是由 Rumelhart（1975）提出，主要故事結

構要素為「背景」、「事件」，後經 Stein 與 Glenn（1979）擴充、延伸，將故事結構

要素定義為：背景、開始事件、內在回應、內在計劃、內在企圖、結果、反應等七項

要素。Idol（1987）是第一位將故事圖運用在故事結構教學的學者，Idol 與 Croll（1987）

提出故事結構五要素：背景（包含：主角、時間、地點）、問題、目標、行動、結局。 

    故事結構教學法乃透過大量提問協助讀者找出故事結構要素，並輔以圖表組織其

因果、時序關係，進而延伸至對讀者的啟示。本研究所指稱的故事結構教學法是指研

究者運用繪本為媒材，針對一群偏鄉地區混齡幼兒園分班學生，以故事朗讀、故事臉

為教學方式，並運用棒偶、角色扮演、提問與摘取大意等方法，透過「教師示範、教

師引導、獨立練習」，漸進式的引導幼兒對故事內容產生理解的教學過程。 

二、故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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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ingoff（1980）將故事重述、回答問題及圖片排序各項測驗上的表現，稱為故

事理解能力。柯華葳（1999）指出，在閱讀過程中會發生稱之為理解的成分，此成分

包括閱讀理解所需要的「能力」、「知識」。本研究主要參照王瓊珠（2010）所編纂的

「故事結構概念評量」來檢測幼兒故事理解能力，依照故事結構教學內容，將故事結

構學習單分為四大部分：(一)主角和主角特質、(二)背景、(三)情節、(四)結局進行評

分，並運用故事結構概念評量表，以及學習單來以了解幼兒在進行故事結構教學期間

故事理解情形。 

三、故事臉 

    Staal 在 2000 年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故事結構教學法，由故事圖改編，強調視覺意

像策略學習的故事臉(story face)，故事臉和傳統故事圖最主要的差異在於故事臉不僅

提供了一系列的標記形狀，亦建構一個完整的臉型圖，提供讀者在理解上較有意義的

結構和連結（林佳杏，2006）。本研究所指稱的故事臉是建構一個臉形，以臉型中的

五官為標記，配合故事結構四元素—(一)主角和主角特質、(二)背景、(三)情節、(四)

結局，分四個部分來引導：眼睛部分其一為故事中的主角、主角特質的元素，其二為

故事背景元素、鼻子為故事情節元素、嘴巴為故事的結局元素，讓幼兒在故事的理解

上能產生較有意義的連結。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一）就研究地區而言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就讀於雲林縣鄉立幼兒園附屬分班，研究者本身為此幼兒園分

班教保員，因此，研究對象位處於研究者熟悉且上班期間每天都會接近之地區。 

（二）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係以雲林縣小山鄉立幼兒園小湖分班(匿名)幼兒為研究對象。小湖分班成

員共有 5 位，其年齡介於 3 至 5 歲之間，其中 3 歲 2 位、4 歲 2 位、5 歲 1 位，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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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當中屬中低收入戶家庭有 2 位、屬單親家庭有 1 位、屬外配子女 1 位、屬隔代教

養有 1 位，幼兒家長大多以農事、零工為業，學歷多為國中至高中畢業，因為居住、

活動地位處於雲林山區，所以幼兒接受到的文化刺激較少，屬於文化弱勢族群。 

（三）就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透過課程設計及實施，從中觀察、紀錄幼兒學習表現，並利

用教學省思、協同研究教師回饋單、幼兒學習單、故事結構概念評量表，從中了解幼

兒故事理解能力之變化。 

二、研究限制 

    就研究地區、對象而言，本研究對象僅限於雲林縣小山鄉立幼兒園小湖分班大、

中、小混齡班幼兒，所呈現的是小湖分班幼兒的現況及轉變，無法完全類推到其他幼

兒園幼兒，因此，研究結果不宜過度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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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之文獻探討包括：第一節為故事結構教學，第二節為閱讀理解，第三節為故

事結構教學相關研究，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節  故事結構教學 

    故事結構教學是由認知基模理論發展出來，也是一種激發幼兒對文章結構的了

解，提升幼兒閱讀理解能力的教學策略。黃瑞珍（1999）表示故事結構教學可以訓練

幼兒因果關係、故事順序、推理分析、歸納組織的方法，對閱讀理解及口語表達均有

幫助。本節分為三個部分探討故事結構教學，第一部分探討故事結構定義，第二部分

探討故事結構元素，第三部分探討故事結構教學法。 

一、故事結構定義 

   「故事結構」是從二十世紀初期人類學家分析民間傳說中演變來的，即使有文化

上的差異、年齡上的差別，每一個故事都有一組能定義故事內在結構的規則，而這些

規則有如語言中的句子語法一樣，具有結合規則，意旨在述說故事時遵循一定的模

式，其固定模式的內容大多包括：主角、問題或衝突、主角試圖解決問題的經過，以

及結局，後來這些元素被稱為「故事結構」。儘管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故事結構元

素的說法，但都大同小異（王瓊珠，2010）。根據蘇玉珠（2013）的研究，Naremore 和 

Roth 提出廣義的故事結構是指：個體早期接觸語文材料或活動時，所發展出來的故

事感，這種故事感會逐漸轉為儲存在長期記憶的心理架構，此架構可組織日常生活中

經歷的事件。狹義的故事結構是指分析故事的概念結構，詳細說明故事元素，包括主

角、行動和結果等的關係（蔡銘津，1995）。 

二、故事結構元素 

    故事結構元素的分析方法強調將故事內容更為結構、條理化呈現，同時注重故事

字面理解及引申推論之寓意（黃瑞珍，1999）。Rumelhart（1975）最早提出故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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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要素分為「背景」、「情節」，背景是事件的組成，情節又可分為事件描述和反

應，Thorndyke（1977）除了背景、情節又增加了：主題、結局，Rumelhart（1975）、

Stein 和 Glenn，以及 Thorndyke（1977）均提出以故事文法取向為基礎的分析架構，

其中以 Stein 和 Glenn 之架構最能清楚地說明情節與各元素的定義、元素與元素之間

和元素與情節之間的關係，以及各故事結構類型異同之處（陳希欣、張鑑如、張秀芬，

2011），王瓊珠（2010）指出故事元素包含：主角（含特質）、情境（時間和地點）、

主要問題、事情經過、主角反應、故事結局。茲將故事結構的發展歷程整理如表 2-1。 

 

表 2- 1 故事結構發展歷程表 

學者 故事結構元素 

Rumelhart（1975） 背景及情節（事件與反應） 

Thorndyke（1977） 背景（角色、地點與時間）、主題、情節（數個插曲）與

結局（事件與狀態） 

Stein 與 Glenn（1979） 背景、插曲（初始事件、內在反應、內在計畫、嘗試、

結果與反應） 

Idol 與 Croll（1987） 人物、背景、問題、主要事件、故事結果, 背景、主角、

插曲、反應、主題 

陳姝蓉、王瓊珠（2003） 主角、情境、開始事件、主角反應、事件發展、結果 

王瓊珠（2010） 主角（含特質）、情境（時間和地點）、主要問題、事情

經過、主角反應、故事結局 

資料來源：修改自杜淑娟、歐陽誾（2014）。 

    由上表可知，各學者提出的故事結構元素儘管有不同的名稱，但其實內容相似。

本研究是針對幼兒園的幼兒為對象，對於故事的結構要素以易於理解為主，因此參考

王瓊珠（2010）故事結構元素的其中四個元素，說明如下： 

1. 主角：包含有主角（主要人物特質）。主角是圖畫書的靈魂，可以是人物、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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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事物，甚至是想像虛構的東西，主角是最能引起小朋友注意的要素之一。 

2. 背景：故事所發生的時間、地點，此外還包括人物的生活方式、文化環境與 

氣候等。背景可以幫助讀者分享主角所見、所聞、所聽、所感，也讓讀者更體會主角

的價值、行為與衝突。 

3. 情節：故事中所發生的一連串事情，它猶如故事發展的路線圖，引導讀者逐 

漸領受故事所要傳達的意義，每一件事件，必須合乎邏輯性，才能使故事內容完整且

一氣呵成。 

4. 結局：故事的結局，也就是情節發展的最後結果，到這個階段，衝突或困難 

經過了劇烈的變化，基本上已得到解決，人物和事件有了明朗的結果。好的結局，能

夠令人再三讚嘆、深入咀嚼，把讀者帶入一個新的境界。 

三、故事結構教學法   

    故事結構（story grammar），也可稱為故事文法，是由人類學家於 1990 年代初期

用來分析各種民間傳說而演變而來的。故事結構的理論基礎為基模理論（Schema 

theory）（王瓊珠，2010、葉淑美，2002），認知心理學家認為基模是認知的基礎，在

理解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基模是一種知識的結構，這個結構連結了與學習主

題相關的所有知識，所以，基模可以用來描述整個理解的學習過程（Richgels,1982）。

王瓊珠（2010）、陳姝蓉（2002）、蘇家莉（2009）、Gardill 與 Jitendra （1999）等認

為，故事結構教學乃透過大量提問協助讀者找出故事結構要素，並輔以圖表組織其因

果、時序關係，進而延伸至對讀者的啟示。陳盈伶（2001）指出，故事結構教學的概

念可分為四個步驟：預測、提問、澄清和綜合。對於幼兒而言，「預測」是引導幼兒

運用生活經驗從故事封面及插圖預測故事內容、「提問」是鼓勵幼兒根據故事提出問

題、「澄清」是修正幼兒對故事的理解、「綜合」是鼓勵幼兒說出故事大綱。簡而言之，

故事結構教學法是把故事內容以圖解的方式呈現，並且將所有的故事元素包含在內，

利用圖示結構再結合幼兒的先備能力，引導他們了解故事內容及理解故事中的人物、

背景、事件、結果之間的關聯，可幫助幼兒理解故事內容，亦可提升幼兒的理解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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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能力（劉于菁，2008）。 

    黃瑞珍（1999）認為，故事結構教學法應用於幼兒的語言學習中，可以讓故事內

容更條理分明，聆聽的時候更有結構性可以依循。透過這樣的反覆練習，可以提升幼

兒對故事涵義的理解，在幼兒口語表達及故事重述方面的能力也有明顯的增長。在幼

兒階段，教師在說完故事後，如果能以故事結構的方式分析引導幼兒重新閱讀、練習

去掌握故事的意涵，當幼兒的年紀增加時，他們的故事創造和理解會更加富有邏輯型

及組織性（劉于菁，2008）。 

          黃瑞珍（1999）進一步指出，在使用故事結構教學時，教師可以運用以下十項教

學策略：（一）大聲朗讀法：教師依故事的情節放大音量朗讀，以活潑的方式提高學

生的注意力，增進師生互動的機會。（二）問題命答法：在學生閱讀完故事後，以一

問一答的方式讓學生能更聚焦在故事內容的重點。問答的命題分為四個層次：1.可

以直接在故事內文中找到答案，2.答案要經過思考後尋找，3.答案需要整合作者的語意

方才能回答，4.答案需要基本的先備知識才可以聯想作者所欲傳達的抽象訊息。（三）

故事結構分析法：將故事結構分成四大項—情境、問題、動作、結果。在分析前，教師

將故事結構寫在黑板上，並針對故事內容和學生一起分析。（四）摘要法：將故事內

容利用故事結構教學法重述，讓兒童能更清楚瞭解故事的主旨。（五）重複說故事法：請

兒童用自己的話將故事重述一次，從中練習語言順序、因果關係、思考能力及故事理

解能力。（六）內在情意陳述法：請兒童用想像或推論的方式來感受主角的感覺。

（七）詞彙替代法：練習使用相似詞或相反詞。（八）語詞網路法：利用詞彙網將語

詞的網絡圖呈現出來。（九）角色扮演法：請兒童扮演故事中的角色，並依照故事情

節表演出來。（十）書寫摘要法：利用摘要重點的方式，簡單的寫出故事內容。 

    另外，王瓊珠（2010）也提出有效的故事結構教學四個策略：（一）直接教導明

確的故事結構策略：教師應將故事結構策略直接教導給學生，協助學生建立內在的

心智故事結構圖；並使用提問策略，以引導學生找出故事內的重要資訊。（二）逐步

引導學生學習故事結構策略：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做適當的安排，由具體而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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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團體討論到個別學習、由教師示範方法到學生獨立作業。（三）圖示故事結構法：

使用圖示或表列出故事結構，加上視覺的對照刺激，可以幫助學生組織故事內容。

（四）綜合口語及書寫方式的訓練：閱讀後有讓學生進行重述故事的機會，可讓學生

再次重整與組織資訊的機會，也可確認學生的閱讀理解情況。 

    本研究在進行故事結構教學時，將採用黃瑞珍（1999）的教學策略中的大聲朗讀

法、問題命答法、故事結構分析法、摘要法、重複說故事法、內在情意陳述法、角色

扮演法。並利用王瓊珠（2010）的教學策略：直接教導、逐步引導、圖示與綜合口語

及書寫方式做有效的故事結構教學。 

 

第二節  閱讀理解 

    閱讀是現今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技能。閱讀包含識字與理解兩個主要的成

分，識字能力是閱讀的基礎，而理解能力是閱讀的最終目的。「理解」並非天生就會，

需要時間培育和方法的引導，大部分的兒童在小學三年級以前都在學習閱讀（柯華

葳，1999），可見閱讀理解的重要性。本節分別從閱讀理解的意涵與影響幼兒閱讀理

解的因素兩方面深入探討。 

一、閱讀理解的意涵 

閱讀理解是讀者運用過去的經驗和知識，從閱讀材料中取得相關的訊息來建構意 

義的過程（陳海泓，2008）。柯華葳（1999）認為，閱讀理解包括字的辨認、字義抽

取、語句整合、文章理解、後設認知、閱讀的態度，提升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定義的閱讀理解歷程包括「直接理解歷 

程」和「詮釋理解歷程」，「直接理解歷程」乃讀者能從書面或字面上找到答案，包

括「直接提取」和「直接推論」，「詮釋理解歷程」則是讀者需詮釋訊息、歸納出重

要的觀點並且以批判的方式檢視文章的特性，包括「詮釋、整合觀點和訊息」和「檢 

驗、評估內容、語言和文章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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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實為一種複雜的認知理解歷程，訊息處理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強調人類不是被動的學習，而是透過先備知識積極主動的收集與組織訊息，處理過程

包括注意、編碼和訊息的存取。閱讀理解歷程包括識字和理解兩大部分，在識字的過

程中，讀者在辨識文字技巧精熟後，需要與個人腦中的詞庫進行配對，抽取字義並運

用既有知識正確的斷詞、分析語法，主動地去理解與建構文章的意義，是連結舊有基

模和新知識間的心智運作歷程。在理解的部分，除了透過讀者本身運用相關的知識對

文章內容進行整合、摘要和論述之外，也需具備覺察和監控自己認知歷程的能力（杜

叔娟、歐陽誾，2014）。 

在閱讀文體上，依據認知發展，最易理解的為故事體，再依序是記敘文、說明文 

及論說文。童話故事書尤其在啟發兒童閱讀樂趣上扮演重要角色，因其能以幻想滿足

現實生活中不可能達成的願望，將世界單純化以利了解，能以象徵性方式呈現社會所

必須遵守的規則與條例，或以戲劇化方式引起兒童閱讀動機，因此，對幼兒來說，要

培養幼兒閱讀理解能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從故事理解中開始。Collins（2004）認為故

事理解，就是理解故事書中資訊的一種行為，它包含的不僅是獲得書中關於主題的知

識，還包括了解主題或情節中的相關細節。而故事理解分為兩種層次，其一為基本層

次，其中包含理解故事的情節、角色、劇情安排、問題、解析和結論等。其二為深入

層次，在此層次中，除了故事中主要的意義與基本認知之外，更要去進一步了解故事

中其他的細節與意義。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2016）六大學習領域的語文領域內涵指出，語文可看

成一種社會溝通系統，幼兒須以此為基礎，此系統要正常運作，須有溝通對象與溝通

介，溝通對象不外乎「人」和各種類型、性質的「文本」。文本指的是使用有系統的

表意符號（包括肢體、口語、圖像符號、及文字）創造出的作品，例如：故事、圖畫

書、工具書等，整體而言，都屬於文本的一種，幼兒最常接觸或使用的溝通媒介，包

括肢體、口語及圖像符號，在生活中，他人使用這些媒介或是環境中存在這些媒介時，

幼兒能適度地覺知與理解，同時也漸漸學會使用媒介表達。語文領域的主要能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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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脫溝通了兩大要務—理解與表達，理解能力是指幼兒覺察、區辨與詮釋所接收之訊

息的能力；表達能力是指幼兒回應人或文本，運用肢體口語或自創符號呈現意義，以

及創作的能力。兩種能力通常統合使用、相輔相成。 

 對於偏鄉地區的幼兒而言，故事書是最常也是最早接觸到的文本，由於故事具有

高低起伏的情節，更有許多超乎常理的想像，能夠拓展幼兒的視野並且吸引他們的注

意力，因此，本研究從故事理解著手，希望能從幼兒喜歡的故事文體中，引導並提升

幼兒的故事結構理解能力。 

二、影響閱讀理解的因素 

在幼兒園教學現場可以發現，幼兒對故事理解差異很大，有的幼兒只能看圖說 

故事，有的幼兒可以獨立閱讀故事，其差別原因在於：故事理解的產生，有賴讀者能

夠吸收文章的訊息並和自己的背景知識相互聯結統整成自己的認知結構（Pankratius 

& Keith,1987）。 

Van den Broek 與 Kremer(2000)認為影響閱讀理解的因素應該區分為三個思考 

層面，包括（一）讀者的特性（reader characteristics）：依照認知心理學的研究結果，

從讀者的能力和特性來看造成理解相關因素，包括：辨識字母、字、譯碼、文字知識

等閱讀基本技巧、閱讀動機、注意力、短期記憶、推理與理解策略、因果知識與內容

領域的知識等，對幼兒來說，個人因素、家庭環境、學校學習、社會文化等都會影響

到幼兒的閱讀理解的能力。（二）文本的特性（text properties）：常見的文章因素包括

了文章組織、文章結構、可讀性、使用語言的清晰度、陳述內容與文化背景的關係、與讀

者背景知識的關係、趣味性等。Van den Broek 與  Kremer（2000）指出，若文章內容能以

「讀者為主」的方式來書寫，如：有明確的文章結構、清楚的標題、內容前後連貫等，讀

者容易連貫前後文的意義形成文章的摘要，同時可以將文章中無用的細節、無關的主題等干

擾理解的訊息減到最少，將有助於讀者理解文意。（三）閱讀的情境脈絡（reading context ）：

閱讀情境因素主要包括：閱讀的目標、老師的指導策略介入與否以及學習的氣氛等。 

    Kameenui 與 Simmons（1990）也指出，閱讀是讀者與文章之間多元訊息互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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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包括：讀者本身、教材結構、閱讀方式與目標、理解策略運用以及同儕之間

的互動都是影響閱讀理解的因素。同儕的互動在認知發展與學習上，具有十分重要

的角色，在互動的過程中，從邏輯推理、思考面向都可激起認知重組的層次，並進

而影響到之後的閱讀活動，產生更多理解文章的機會和層次。 

     

第三節  故事結構教學相關研究 

    根據研究者文獻的收集，以故事結構法教學為題的論文，以年齡層來看包含非常

廣泛，由學齡前的幼兒到高中職的學生都有，以研究的對象來看包含一般生和特殊

生，以研究的方法來分，有行動研究法、準實驗研究法、實驗研究法、個案研究法、

質性與量化的研究法，由上述的研究所得到的結果都看得到故事結構教學具有相當的

成效，僅差別於研究對象的年齡層不同，和個別的需求不同，所以設計上有所不同。

研究者蒐集文獻，對象以學齡前至國小低年級為主，依其研究主題、研究目的、研究

方法、研究結果彙整於表 2-2。 

 

表 2-2 應用故事結構教學於幼童之相關研究整理 

作者 

（年代） 

研究 

主題 

研究 

目的 

研究 

方法 

研究 

結果 

吳宏球 

（2011） 

故事結構教學

對提升語言發

展遲緩兒童口

語表達能力之

個案研究 

探討故事結構教

學能否有效提升

語言遲緩兒童的

口語表達 

個案研究 1. 故事結構教學能提

升個案的口語表能

力並能運用連接詞

說出故事的色、情

節和結局。 

2. 小組形式的故事結

構教學亦有助個案

更了解故事內容。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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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代） 

研究 

主題 

研究 

目的 

研究 

方法 

研究 

結果 

簡馨瑩 

楊瑋婷 

簡淑真 

王繼伶 

（2011） 

故事結構教學

對幼兒故事理

解能力及故事

結構順序之效

果研究 

探討故事結構

教學對幼兒故

事結構順序以

及故事理解能

力之效果 

實驗研究法 1. 實驗組在「開始事

件」與「內在反應」

達到顯著。 

2. 實驗組在結構順序

更加完整，並且同一

個故事結構要素反

覆出現的次數明顯

減少。 

董姿伶 

（2013） 

故事結構教學

對國小二年級

學童閱讀動

機、認字、閱讀

理解及書寫語

文能力之影響 

探討了解故事

結構教學法對

國小二年級學

童閱讀動機、認

字能力、閱讀理

解能力、書寫語

文能力之影響 

準實驗設計 1. 提升國小二年級學

童閱讀動機。 

2. 提升國小二年級學

童書寫語文能力之

總字數及文意層次。 

3. 學童獨立擷取故事

結構六大元素之能

力。 

4. 學童對閱讀活動有

正向積極之反應。 

鄭慧芬

（2013） 

故事結構教學

之應用 

提升文章內涵

理解能力 

提升文章結構

理解能力 

實驗教學法 1. 1. 文字表層的理解及 

2.   涉入個人經驗理解層 

3.   次的進步較多，深層 

4.   文意理解層次進步不  

5.   大。 

2. 2. 閱讀時的態度改變 

3.    極大，閱讀時間拉 

4.    長，整體正確率提高 

5.    許多。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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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代） 

研究 

主題 

研究 

目的 

研究 

方法 

研究 

結果 

蘇玉珠 

（2013） 

幼兒園故事結

構教學之研究 

1.探討教師運用

故事結構教學

之歷程 

2.探討教師運用

故事結構教學

幼兒的學習表

現 

質性及量化

研究法 

1. 以鷹架的概念循序

漸進方式引導幼兒 

2. 故事結構教學可幫

助幼兒理解故事。 

3. 建立先備知識並連

結生活經驗。 

4. 教師善用技巧引導

幼兒。 

5. 「主角特徵」與「時

間」是幼兒階段無法

理解的概念。 

陳瑜 

（2013） 

故事結構教學

策略提升學童

故事口述表達

能力之研究-以

國小二年級為

例 

1.了解不同學習

程度的國小二

年級學生，在故

事結構教學過

程中掌握故事

結構元素之情

形 

2.探討國小二年

級學生學習故

事結構元素提

升故事重述能

力之具體效果 

3.探討故事結構

教學對不同學

習程度的國小

二年級學生之

故事重述情形 

質性與量化

研究法 

1. 有助於國小二年級

學齡兒童有效認知

及掌握故事結構及

其元素。 

2. 幫助不同閱讀程度

學生在進行故事重

述時，表現出進步與

成長，有效提升其口

語表達之能力與信

心。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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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代） 

研究 

主題 

研究 

目的 

研究 

方法 

研究 

結果 

杜淑娟 

歐陽誾 

（2014） 

課堂回饋系統

融入故事結構

教學對國小一

年級學生閱讀

理解能力之影

響 

1.探討課堂回饋

系統融入故事

結構教學對國

小一年級學生

閱讀理解能力

之影響情形 

2.探討學生對於

使用課堂回饋

系統融入故事

結構教學的看

法與意見 

3.探討教師實施

課堂回饋系統

融入故事結構

教學的優點及

所遭遇的困難

與因應策略 

質性與量化

的研究法 

1. 課堂回饋系統融入

故事結構教學對國

小一年級學生閱讀

理解能力具有提升

之成效。 

2. 學生對於使用課堂

回饋系統融入故事

結構教學持正向的

看法。 

3. 學生對課堂回饋系

統融入故事結構教

學的方式接受度頗

高，學習結果頗佳。 

蘇慧玲 

（2015） 

運用故事結構

教學促進幼兒

重述故事能力

之行動研究 

探討以鷹架教

學策略進行「故

事結構教學」，

藉以了解教學

介入後重述故

事的能力表現

情形 

行動研究 1. 運用故事結構教學

歷程，建立幼兒對故

事結構因素的概念。 

2. 教師的提問討論可

以喚起幼兒對故事

內容的釐清。 

3. 多元的教學策略，豐

富了故事結構教學

活動。 

4. 不要侷限故事學習

單的設計，鼓勵幼兒

畫出自己的畫。 

5. 行動研究促進教師

省思與專業成長。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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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代） 

研究 

主題 

研究 

目的 

研究 

方法 

研究 

結果 

謝麗好 

（2016） 

故事結構教學

提升發展遲緩

幼兒語言能力

之研究 

1.故事結構教學

促進發發展遲

緩幼兒看圖說

話能力的變化 

2.探究故事結構

教學提升發展

遲緩幼兒故事

結構概念的改

變 

3.分析故事結構

教學增進發展

遲緩幼兒故事

重述能力的改

變 

個案研究 1. 故事結構教學有效

提升發展遲緩幼兒

看圖說故事的能力。 

2. 故事結構教學有效

提升發展遲緩幼兒

檢視故事結構元素

的能力。 

3. 故事結構教學有效

提升發展遲緩幼兒

故事重述的能力。 

 

劉于菁 

（2008） 

運用故事結構

教學促進幼兒

對故事理解之

行動研究 

1.探討幼教師如

何運用故事結

構教學提升幼

兒對故事的理

解 

2.探討幼教師運

用故事結構教

學遭遇之困境

及解決方式 

3.藉由故事結構

學習單與重述

故事內容等方

式，增強幼兒對

故事結構理解

能力 

行動研究 1. 故事結構教學以提

升幼兒故事結構概

念策略教學可以多

樣化，有助於幼兒預

測、釐清、重整故事

能力。 

2. 建立幼兒故事結構

元素的概念，需要較

多的學習鷹架來輔

助。 

3. 重述故事有助於幼

兒對故事的理解。 

4. 學習單內容設計多

元化，提升幼兒口語

表達能力。 

     

    在研究法方面，從表中可以發現，應用故事結構教學於幼童之相關研究中，採用

行動研究法有五篇，分別是：劉于菁（2008）運用故事結構教學促進幼兒對故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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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動研究、蘇玉珠（2013）的幼兒園故事結構教學之研究、陳瑜（2013）的故事結

構教學策略提升學童故事口述表達能力之研究-以國小二年級為例、杜淑娟與歐陽誾

（2014）的課堂回饋系統融入故事結構教學對國小一年級學生閱讀理解能力之影響，

以及蘇慧玲（2015）運用故事結構教學促進幼兒重述故事能力之行動研究。採準實驗

研究法有：董姿伶（2013）的故事結構教學對國小二年級學童閱讀動機、認字、閱讀

理解及書寫語文能力之影響，採實驗研究法有：簡馨瑩、楊瑋婷、簡淑真、王繼伶（2011）

的故事結構教學對幼兒故事理解能力及故事結構順序之效果研究，以及鄭慧芬（2013）

的故事結構教學之應用，採個案研究法有：吳宏球（2011）的故事結構教學對提升語

言發展遲緩兒童口語表達能力之個案研究、謝麗好（2016）的故事結構教學提升發展

遲緩幼兒語言能力之研究。從以上故事結構教學之相關研究可知，研究對象有特殊學

童及一般生，個案研究多用在特殊生，而行動研究法、採質性與量化研究法則用在一

般生與學齡前的幼兒，實驗設計研究用在樣本數大或小組合作學習上。 

    上述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實施故事結構教學法對於國小階段的學童而言，皆能

提升學童對故事結構的了解並有效提升口語表達之能力與信心，對於學習遲緩或口語

表達能力不足的學童，故事結構教學法也能有效增進故事重述的能力。然而，從上述

蘇玉珠（2013）的研究中也發現，縱使實施故事結構教學法進行教學，對於幼兒園階

段的幼兒來說，「主角特徵」與「時間」仍是幼兒階段無法理解的概念，整體而言，

文字表層的理解及涉入個人經驗理解層次的進步較多，深層文意理解層次進步不大。 

    從以上故事結構教學相關研究中，研究對象為幼兒、研究目的為提升幼兒閱讀理

解能力且研究方法為行動研究者有三篇，與本研究較為相近，研究者在此特別列出說

明。 

    劉于菁（2008）以行動研究法進行故事結構教學，教導大班 12 名幼兒故事中六

項結構元素，包括：主角、情境、主要問題、事情經過、故事結局、主角反應，促進

幼兒對故事的理解。故事結構教學歷程分為：教師示範期、教師引導期、協助幼兒獨

立練習三個時期。在研究過程中，透過現場教學、錄影觀察、蒐集幼兒學習單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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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結果如下：(一)依教材內容、教學時間及幼兒學習狀況做彈性的調整，建立幼

兒對故事結的認識及故事的理解。(二)實施故事結構教學後，幼兒能依故事結構元素

做重述故事內容。(三)藉由故事結構學習單與重述故事內容等方式，是可以提升幼兒

對故事結構元素的認識，增進幼兒對故事的理解。 

    蘇玉珠（2012）採行動研究法，研究對象為高雄市某幼兒園大班幼兒 18 名，並

以十本同理心為主軸之圖畫故事書做為教學媒介，採用故事結構教學的策略、方法及

歷程，實施十週的故事結構教學，其研究結果為：（一）故事結構教學應以循序漸進

的方式，幫助孩子熟悉主角、背景、情節、結局等四項故事結構元素，以提升幼兒對

故事的理解。（二）藉由提問、故事地圖學習單、重述故事等教學策略，可幫助幼兒

掌握故事結構元素，理解故事內容。（三）提供相關先備知識可幫助幼兒理解故事。 

蘇惠玲（2015）的研究對象為雲林縣某國小附幼大班幼兒 5 名，以繪本搭配故 

事結構教學，幫助幼兒聽故事後對繪本的理解，促進幼兒重述故事的能力。在其行動

研究的過程中蒐集幼兒重述故事學習單、敘事評分表、訪談、教室觀察、教學省思等

資料，研究結果為：（一）漸進式的故事結構教學介入鷹架，建立幼兒對故事結構元

素的概念，透過「故事屋」、「故事學習單」、師生同儕的互動討論，認識「主角」、「事

件發生經過」、「結局」等故事元素。（二）幼兒在重述故事的能力有所提升：幼兒聆

聽故事後，輔以角色扮演及延伸活動加深對故事內容的記憶，並藉由前導期、示範期、

獨立練習期三次的「口語敘事評分表」的評分，發現幼兒在重述故事時將故事結構元

素內化，完整性敘述故事有明顯的提升。（三）在行動研究中，教師對於幼兒在結構

教學的歷程，以及重述故事的討論與分析不斷的檢討與省思，促進教師在教學知識、

教學方法、教學能力獲得專業成長。 

研究者從以上三篇的文獻蒐集發現故事結構教學，對幼兒在故事理解能力有正向 

的影響，而且研究內容皆強調故事結構策略的指導，大部分的教學模式都是先由老師

做示範，介紹各項故事結構元素，進一步由師生、同儕共同討論，最後由幼兒獨立練

習，這樣的教學策略對幼兒具有不錯的效果。因此本論文採用故事結構教學，以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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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協助引導期、獨立練習期三個階段來引導幼兒對故事結構的理解，並且蒐集教學

觀察紀錄、幼兒學習單、故事結構評分表、協同研究教師回饋單等資料，從中發現

問題、反省與修正教學策略，依此步驟反覆實施，以提升幼兒對故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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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旨在探究故事結構教學法運用於偏鄉幼兒的故事教學，提

升幼兒對故事的理解。茲針對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分六節提出說明：第一節行動研究；

第二節研究步驟與架構；第三節研究情境；第四節課程設計；第五節資料蒐集與分析；

第六節研究倫理。 

 

第一節  行動研究 

    美國心理學學者 Kurt Lewin 於 1940 年代，採用行動研究一詞，他主張要解決社

會問題，必須實際的行動，而行動研究係包含：計畫、行動、觀察與反省等一系列的

活動歷程（葉重新，2017）。行動研究包含「行動」和「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擬定解

決辦法並加以改進，而行動研究最重要的價值，在於研究者就是實務工作者（黃政傑，

1989）。行動研究的過程中可以隨時透過研究者自我的反省與人討論和分析，不斷地

修正問題假設與研究的方法，並且針對實際情況的需要與限制，做出最適切的反應並

改善（蔡清田，2013）。 

研究者在研究中扮演的角色是研究者亦是教學者，在實際進行故事結構教學時，

經由不斷的省思與改進教學時面臨的困境，然後進行困境的澄清。研究之進行將透過

閱讀相關文獻、實際教學過程中個人省思與修正，尋求解決問題，同時也和幼教專業

教授、協同研究教師等交換意見的方式，來修正自己教學的技巧與策略，深入探討幼

教師如何從故事結構教學中尋找回饋，來改變自己的教學。 

研究者依據林素卿（2012）的「行動研究導論」進行行動研究，依以下四個階段

「找尋起始點、釐清情境、發展策略與實踐、公開資訊」發展出適合本研究的研究流

程，透過循環的歷程中檢視研究的目的，釐清教學方向，不斷的省思改進討論，作為

本研究中改進之策略。針對本研究之進行做以下說明： 

一、找尋起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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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增加班上幼兒豐富的想像與語言的學習，研究者利用繪本來說故事是經常性

的活動，可是當講完故事本放回圖書區後，幼兒總會很好奇地拿起來翻閱，但總是隨

便翻兩下就看完一本書，探究原因是因為偏鄉幼兒的家庭沒有良好的閱讀習慣和資

源，所以普遍欠缺語言基礎，語彙能力不足、語詞不夠，所以在研究者讀完故事書後，

縱使他們很有興趣也只能隨意翻閱，無法完整的了解。研究者看到此現象覺得非常的

可惜，林德陽（2005）研究指出教室中不同的語文教學如：不同的單元主題、說故事

與討論，可以讓幼兒廣泛地得到許多知識性的訊息，這些訊息可當成日後說、寫的素

材，聽、讀理解的基礎，也是提供幼兒語文經驗最佳的方法。因此，研究者如果能夠

透過故事結構的教學，讓他們增加詞彙更聽得懂故事的來龍去脈，相信對於他們的語

言能力會更有幫助。在確立研究方向後，開始著手蒐集與閱讀相關文獻資料，並進一

步研究探討。 

二、釐清情境 

    研究者與指導教授多次的對談後，逐漸把研究範圍縮小確定，由語言能力的提升

聚焦到故事理解的提升，透過多次的對談讓研究者的方向不致偏頗，並探究以故事結

構教學提升偏鄉幼兒的故事理解能力，由於研究者為混齡班的幼兒導師，對於班上幼

兒的學習情況及先前經驗能充分的了解，有利於研究的進行。 

三、發展策略與實踐 

    研究者根據文獻探討資料、相關繪本、幼兒課程設計原則，進行教學活動設計。

107 學年度下學期進行正式研究，聚焦在故事結構教學提升幼兒故事理解之探討，從

資料整理的檢討與省思，瞭解幼兒相關的表現情形，並經常與教授、協同研究者討論

教學情形，以改善教學。 

四、公開知識  

    研究者利用研究所修課的課堂上，與教授、同學分享討論，並參與研討會發表部

分研究成果，透過分享的過程中，讓研究者有更多的省思機會，並在幼兒園公布欄與

家長分享，提升自我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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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步驟與架構 

一、研究進行步驟 

（一） 研究準備期（2018 年 9 月~2018 年 10 月） 

    1.確立研究主題 

    依據研究動機，研究者對故事結構教學相關文獻，整理出初步的研究架構，並與

指導教授討論，確立研究主題的範圍。 

    2.蒐集相關文獻 

    研究主題確定後，透過網路文獻資料查詢系統與圖書館資料查詢，搜尋國內外 

故事結構教學法相關期刊、論文與書籍，廣泛理解相關文獻，初步撰寫研究相關內容。 

（二） 研究發展期（2018 年 11 月~2019 年 1 月） 

    1.撰寫研究計畫書 

    經由研究動機，思索初步的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方法，撰寫研究計畫， 

圖 3-1 行動研究歷程圖 

資料蒐集： 
1. 教學省思 
2. 訪談內容 
3. 學習單 
4. 故事結構

評分表 
5. 教室觀察

紀錄表 
6. 畢保德圖

畫詞彙測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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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蒐集資料，另一方面確立研究問題、方法，完成計畫的擬定。 

    2.故事結構教學繪本搜尋 

    透過信誼 100 本好書推薦，並參考相關論文研究者所採用的故事結構教學繪本，

再請 2 位專家學者，幫忙勾選適合的繪本，選出故事結構性明顯的繪本，再依內容編

擬出課程。而這 2 位專家學者曾老師和林老師都是幼教實務工作者，而且教學已經有

10 年以上的經歷，並且在班上進行繪本教學。 

    3.初步課程設計與行動方案 

    從繪本的內容與研究目的，設計故事結構教學九週之教案，並思索現場資料蒐集

方法。 

   （三）研究實施期（2019 年 2 月~2019 年 4 月） 

    研究者於 108年 2月 25日至 108年 4月 26日進行九週繪本故事結構教學之課程，

並以故事結構要素為選擇圖畫書的方向，選出共計九本圖畫書進行故事結構教學，每

本書以認識故事結構元素為原則﹐共分三個時期進行﹐第一次示範期教學繪本以單一

主角、情節、結局為主，在第二次則以兩個主要角色、情節變化及結局進行協助引導

期教學，第三次獨立練習期則眾多角色，情節轉折變化多，及主角遇到和需解決的問

題，到最後的結局。透過故事臉的討論、回應，以及故事結構學習單，檢視故事結構

教學的成效。故事結構課程計畫如表 3-1： 

表 3- 1 小湖分班故事結構教學課程計畫表 

研究階段 實施日期 繪本書名 

示範期 
108年 2 月 25日~2月 27日 

108年 3 月 05日~3月 08日 

    1.大花貓 

    2.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協助引導期 

108年 3 月 12日~3月 15日 

108年 3 月 19日~3月 22日 

108年 3 月 26日~3月 29日 

    3.媽媽，買綠豆 

    4.是誰嗯嗯在我頭上？ 

    5.巫婆與黑貓  

獨立練習期 

108年 4 月 01日~4月 03日 

108年 4 月 09日~4月 12日 

108年 4 月 16日~4月 19日 

108年 4 月 23日~4月 26日 

    6.朱家故事 

    7.阿文的小毯子 

    8.胖國王 

    9.鯨魚 



 

27 
 

 

    研究者規劃的故事結構課程，透過每週二早上 8：50 到 9：30；每週三早上 8：

50 到 9：30；每週五早上 8：50 到 9：30 共三節課，進行故事結構教學課程，合計進

行九週。 

 

第三節  研究情境 

一、研究場域 

（一）小湖幼兒園（化名）的概況 

研究者以本人任教之雲林縣小山鄉立幼兒園小湖分班（匿名）-混齡班，進行研

究。小湖幼兒園位於雲林縣的山區，位處偏僻交通相當不便，社會資源較缺乏，因為 

山上就業不易，所以家長以務農維生，大部分社經地位中下，對幼兒的教育雖然重視，

但因為本身的教育程度不高，所以無法有效的引導孩子學習，尤其在語言的部分，因

此幼兒的語詞語彙不夠豐富，語言的表達不夠流暢。目前班上進行語言的課程，有星

期一早上的假日生活分享，原本期待幼兒有出外旅遊或者和家人一同進行活動的心得 

，但因為家長農忙之後只想休息，所以很少帶著孩子做休閒活動，因此，能分享的寥

寥無幾，另外在星期五也有故事分享的時間，每週會挑一本繪本共讀，讓幼兒有機會

接觸更多的書籍，為了因應家長的需求，本園採半主題半傳統的教學，也會將學習注

音符號與數學認知方面的課程安排於每天的作息時間內。本班作息時間表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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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小湖分班作息表 

      星 期 

時 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7：40~08：50   Good morning     幼兒快樂入園 

08：50~09：30 

假日生活

分享 

故事教學    

創作 

故事教學

創作 
生活常規 

故事教學

創作 

09：30~10：00   團討/    點心時間 

10：00~10：30 戶外活動/    體能身體動一動 

10：30~11：30 主題活動/區域學習活動/活動回顧 

11：30~12：45  午餐/ 刷牙  

12：45~14：15   午休時間 

14：15~14：30  整理床務/儀容 

14：30~15：00 音樂律動 益智遊戲 自然探索 語文遊戲 一週回顧 

15：00~15：45 點心時間 

15：50~  放學 / 等待家人接送時間 

二、研究對象 

研究者任教的混齡班幼兒共有 8 名，其中有兩個幼兒為幼幼班，考量到他們的專

注力與持續性不夠，所以不列入研究，另一名今年剛轉入的新生，因為考量適應環境

的問題，所以也不列入研究。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共有 5 名幼兒，男生 2 名、女生 3

名。其中屬大班的幼兒 1 名，她的語彙與溝通能力尚可，日常生活的傳達理解能力也

和同年齡兒童相仿。中班的幼兒 2 名，一名幼兒為新移民子女，所以對語法的使用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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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較不清楚，比較無法完整的傳達想法，時常辭不達意、斷斷續續拼湊式的說明一件

事，例如：要述說假日和家人去逛夜市，他僅能用”去一個暗暗的地方，去吃東西…”

來描述；另一幼兒為單親家庭，因為家庭的不穩定，導致她比較內向不敢表達自己的

意思，而且溝通以台語為主，對國語的理解能力不足，所以常無法明白別人的意思而

做出正確的回應。小班的幼兒 2 名，兩名幼兒因為家庭接觸外人機會多，所以社會化

的語言居多，對於文本的理解比較不足，無法達到有效的學習。研究者將 5 名幼兒的

基本資料與學習態度，茲以表 3-3 說明如下： 

 

表 3- 3 小湖分班幼兒基本資料與學習態度 

研究對象 性別 年齡 人格特質 學習態度 

S1 女 6 歲 2 個月 活潑機靈、具有領導能

力 

學習動機有，但做事

草率且專注力不夠 

S2 男 5 歲 1 個月 活潑好動、防衛心較重 學習速度慢，容易健

忘、需反覆練習 

S3 女 4 歲 5 個月 內向害羞、比較沒有自

信 

沒有學習動機，不敢

發表自己的想法 

S4 女 4 歲 1 個月 活潑外向、喜歡和人打

交道 

喜歡說話，但不喜歡

學習，容易分心 

S5 男 3 歲 8 個月 體能好、做事漫不經心 學習容易分心，上課

喜歡發表分享 

 

三、研究成員及其角色 

本研究由研究者擔任故事結構法的教學主導者，規劃課程、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並邀請一位幼兒園教師協助擔任協同研究教師。說明如下： 

   （一）研究者 

    研究者畢業於嘉義大學幼教系，從事幼教工作 12 年，我因為喜歡幼兒純真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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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所以在專科修習了幼兒相關的課程後，畢業後便開始從事幼兒教育的工作，在職

場上的實務經驗深覺自己對幼教專業與廣博的幼教領域有不足之感，於是到嘉義大學

幼教系進修，以習得更多幼教專業的課程。經過學術上的專業洗禮後，讓我不管是親

師溝通、幼兒的發展與輔導、幼兒的課程安排都有更深入的了解。從事幼兒教育工作

十多年之久，希望自己能再次提升自我，也讓稍有職業倦怠的自己再次能感受到幼教

專業素養的薰陶，於是毅然報考南華大學幼教所，希望透過進修、研究，幫助研究者

能有反思性的思考、邏輯性的推理，以增進本身的教學能力，使幼兒、家長也能受惠。 

  （二）協同研究教師 

    協同教師研究教師林老師，畢業於大學幼教系並有教師證，在鄉立幼兒園服務 7

年，也在她自己的班上進行繪本共讀活動，在繪本教學是很有經驗的老師。協同研究

教師在研究過程中雖未直接參與研究的進行，但在研究中，研究者會將教學過程錄製

成教學影片提供給協同研究教師觀看，以協助研究者釐清教學過程中所發生的困境與

問題，並進行討論，提供研究者專業領域上的建議。 

 

第四節  課程設計 

一、課程目標 

本課程採單元教學法，以繪本為媒介，設計故事結構教學活動，希望幼兒達到 

對故事的理解。依據教育部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六大領域中的語文領域課程目標

與學習指標而設計教學活動。例如：語-1-4 理解生活環境中的圖像符號；語-1-5 理解

圖畫書的內容與功能（教育部，2016）。 

二、選用繪本原因 

本研究所選用的繪本教材，是從信誼 100 本好書和參考相關研究的書單中挑選出 

20 本，再由二位專家根據故事是否生活化、是否符合幼兒生活經驗、內容是否易於

理解、故事是否具有結構性，作為評選的條件。這兩位專家都是從事幼教 10 年以上

的資深教師，在班上也有推動繪本閱讀的經驗。9 本繪本簡介如下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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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繪本教材簡介 

期名 繪本書名 出版社 作者 繪本簡介 

示 

範 

期 

大花貓 童畫藝術 王蘭 

有一隻大花貓
肚子餓了，想要
吃到小鳥、金
魚、老鼠媽媽，
最後因為於心
不忍，還是回去 
喝牛奶。 

我變成一隻噴
火龍了 

和英文化 
 

賴馬 

有一隻蚊子波
泰，喜歡吸愛生
氣的人的血，古
怪國的阿古力
就是一個愛生
氣的人，不巧，
就在一早上叮
到了，於是牠就
變成一隻噴火
龍。 

協 

助 

引 

導 

期 

媽媽，買綠豆! 信誼 曾陽晴 

書中的媽媽和
孩子，一起去買
綠豆、一起煮綠
豆、一起做綠豆
冰棒，並且一起
吃下又甜又冰
的綠豆冰棒。 

是誰嗯嗯在我
的頭上？ 

三之三文化 
維爾納.霍爾  
瓦爾斯 

有 一 隻 小 鼴
鼠，從地下伸出
頭來，這時候事
情發生了，有一
條嗯嗯掉在牠
的頭上，為了找
出是誰的？到
處去找小動物
詢問。 

巫婆與黑貓 三之三文化 文來利.湯瑪士 

有一個巫婆非
常喜歡黑色的
西，她養了一隻
貓咪也是黑色
的，所以經常不
小 心 踏 到 黑
貓，為了解決這
個問題，就把黑
貓變成黑色，但
黑貓不喜歡。 

獨 

立 

練 

習 

期 

阿文的小毯子 三之三文化 凱文.漢克斯 

阿文有一條黃
色的小毯子，他
非常的喜歡，不
管做任何事都
帶著它，可是隔
壁的阿姨說話
了，爸爸媽媽嘗
試 要 阿 文 改
變，但阿文不喜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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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名 繪本書名 出版社 作者 繪本簡介 

獨 

立 

練 

習 

期 

   

歡，到最後媽媽
想到一個好方
法，阿文隨時都
可以帶著。 

胖國王 信誼 張蓬潔 

胖國王一直都
很胖，所以不管
是走路事還是
做 事 都 會 很
喘，因此展開了
一連串的減肥
運動，最後終於
一個健康的身
體。 

鯨魚 三之三文化 五味太郎 

在一個小漁村
裡，有一隻鳥突
然對著村莊喊
有鯨魚，大家一
窩蜂的擠著找
鯨魚，過程中發
生 了 許 多 趣
事，到最後發現
原來鯨魚是... 

 

三、教學方法 

研究者以故事臉來進行每本故事的故事結構教學，再加入團體討論，讓幼兒了解 

故事內容的主角、背景、情節、結局等元素，最後以學習單作為評量基準。透過層次

的引導設計與安排，以符合幼兒目前的學習狀況。教學活動設計如下： 

    第一節課時，研究者以繪本說故事，利用王瓊珠（2010）的教學策略：直接教導、

逐步引導、圖示與綜合口語及書寫方式做有效的故事結構教學。藉由不同顏色的故事

臉和故事圖片，介紹故事的結構元素，清楚呈現故事結構元素，幫助幼兒正確分析故

事，提升幼兒對故事的熟悉度，並藉著討論和幼兒一起探討故事內容，讓幼兒充分建

立對故事結構元素的概念。 

    第二節課時，研究者採用黃瑞珍（1999）的教學策略中的大聲朗讀法、故事結構

分析法、摘要法、重複說故事法、內在情意陳述法、角色扮演配合故事結構設計不同

的教學活動，如：角色扮演、故事圖卡排列、偶棒、重述等活動，增加幼兒對故事內

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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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課，研究者依課程設計學習單，請幼兒填寫學習單並讓幼兒分享，以瞭解

幼兒對故事理解的情形，作為教學總結。（詳細教學活動設計，請參閱附錄一）。 

四、學習評量 

研究者在整體故事結構教學前和 9 次故事教學後，以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作前後

測。並於每次故事結構教學進行的同時，以故事結構評分表進行故事結構評量，並從

學習單瞭解幼兒的故事理解情形。 

 

第五節  資料蒐集、分析與檢證 

一、資料蒐集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包括：學習單、教室觀察紀錄表、故事結構評分表、教學省思

表、協同研究教師回饋單、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內容分述如下： 

    （一）學習單：於繪本教學後，配合故事結構教學元素分大班、中班、小班學習

單，由幼兒自行畫出主角、背景、情節、結局等的元素，藉以了解幼兒對故事理解的

程度，學習單列舉如附錄二所示。 

    （二）教室觀察紀錄表：在研究的場域中「教室觀察紀錄表」可以了解運用繪本

教學實施故事結構教學的過程中，教師的教學情形及幼兒的學習表現，為了提供詳細

的觀察紀錄，輔以錄影錄音。（附錄三） 

    （三）故事結構評分表：研究者設計的「故事結構評分表」是為了瞭解幼兒對故

事理解的程度，評分標準是以故事內容設定，故事內容得分是依據幼兒在學習單與重

述故事的表現，能說出評分標準的項目—主角、背景、情節、結局，如說出 1 個項目

就給 1 分，完全未提及就以 0 分計算，故事完整的得分是指：分項得分加總分數/故

事總分等於多少百分（％）。（附錄四） 

    （四）教學省思：進行研究的期間，研究者將上完課所得檢討、反省紀錄於「教

學省思」，作為教學實施過程的修正、反省與經驗分析，並提升教師專業的成長。（附

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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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協同研究教師回饋單：協同教師每次透過錄影觀察研究者教學後，提出回

饋意見與感想，並以面對面的方式與研究者討論觀察教學影帶後之心得，希望藉由協

同研究教師第三者的角度，了解研究對象在研究期間對故事結構理解的改變，並給予

研究者教學建議。（附錄六） 

    （六）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本研究在故事結構教學前、後，以畢保德圖畫詞彙

來評估幼兒詞彙理解能力，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是由陸莉及劉鴻香 (1994) 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 修訂而成，透過「聽」、「讀」詞彙來評估受測者的詞彙理解能

力，本測驗適用於評量 3 至 12 歲兒童之詞彙理解能力。甲式的折半信度係數在.90

到.97 之間，中數為.95。重測信度係數為.90。各年齡組測量標準誤之平均數為 3.70。

本研究測驗採甲式測驗題題目，測驗題目以圖片方式呈現，首先根據受試者的年齡找

到測驗起點，以連續答對八個題數的區間作為基礎水準，基礎水準以下之題目全部視

為做對，再往上做到連續八題中答錯六題為止，此即為最高水準。最高水準題碼減去

答錯的題數得到原始分數，再對照年齡常模換算成標準分數和百分等級。 

    茲將研究問題與研究焦點、資料蒐集相對應關係整理成表 3-5。 

表 3-5 研究問題與研究焦點、資料蒐集相對應關係 

研究問題 研究焦點 資料蒐集 

1.教師如何運用故事結構

教學法進行教學？ 

1.故事結構元素的運用方

式。 

2.故事結構教學策略的運

用方式。 

教案 

學習單 

教學觀察記錄 

協同研究教師回饋單 

2.故事結構教學法對提升

偏鄉幼兒故事理解能力之

成效為何？ 

1.幼兒在畢保德圖畫詞彙

測驗前後測成績的比較 

2.幼兒在故事結構評分的

結果。 

3.幼兒重述故事能力的展

現。 

4.幼兒在故事元素的理解 

學習單 

教學觀察紀錄 

省思札記 

故事結構評分表 

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 

3.教師本次行動研究的教

學專業成長為何？ 

1. 教師在課程的設計與教

學策略改變的省思 

2.行動研究方面的專業成

長 

省思札記 

協同研究教師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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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整理與分析 

    （一）質性資料整理與分析：研究者針對蒐集的資料加以整理並作分析，以利研

究進行更詳盡的詮釋。 

    1.資料分類與編碼：將各項資料來源進行分類與編碼。資料的編碼如表 3-6。 

表 3- 6 資料符號編碼表 

資料來源 資料符號編碼顯示的意義 

教室觀察紀錄表 觀，年、月、日各兩碼（例：觀察，20190311） 

T ：研究者發言 

SS：全體幼兒 

S1：1 號學生回答 

學習單 學習單，年、月、日各兩碼（例：學習單，20190311） 

故事結構評分表 評分表，年、月、日各兩碼（例：評分表，20190311） 

協同研究教師回饋單 回饋單，年、月、日各兩碼（例：回饋單，20190311） 

教學省思 省，年、月、日各兩碼（例：省思，20190311） 

               

    2.編碼與範疇：研究者擷取資料中關鍵的句子或段落做註記，給予編碼與範疇。 

    （二）量化資料分析：研究者在故事結構教學前、後利用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

測得幼兒的標準分數和百分等級。並將研究對象，分別在三個研究時期：示範期、協

助引導期、獨立練習期所做的「故事結構評分表」，做完整性百分比分析，再從分析

的數據，繪製成每位幼兒的曲線圖，以了解實施故事結構教學在故事理解的成效。 

三、資料檢證 

    在質性研究方面，本研究採三角檢證法來增加研究效度。三角檢證法是指蒐集資

料方法的不同、資料的來源不同、研究成員的不同來研究同一現象，以避免研究者的

主觀意識偏頗，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研究方法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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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採觀察法、文件分析、等不同研究方法的資料蒐集方法進行檢證，以檢證

研究發現的一致性。 

    （二）資料來源檢證 

    本研究利用「教室觀察記錄表」、「故事結構學習單」、「故事結構評分表」、「教學

省思」、「協同研究教師回饋單」等資料，進行不同資料來源的檢証。 

    （三）研究成員 

    研究者透過與指導教授、協同研究教師的專業對談，重新審查不同分析者的研究

發現，進行研究人員的檢證，以避免個人主觀意識偏頗，影響資料的可靠性。 

 

第六節  研究倫理 

    研究者從事研究時，應遵守研究倫理的道德規範，茲分述如下： 

    一、為避免抄襲，研究者於論文中引用相關文獻，如：期刊論文、書籍文章、學

位論文、皆附上出處與年代，以維護他人的著作權。 

    二、為了尊重研究成員的權益，會於正式研究前以書面告知家長，並以口頭方式

告知幼兒，將在 107 學年度下學期進行故事結構教學，並在教學過程中以錄影與錄音

的方式，讓家長了解班上進行故事結構教學的進度與內容，明白告知有拒絕的權利，

且未經許可不可公開。研究報告出現的姓名、班級、成員都以化名或代號呈現，以尊

重及保護成員隱私。 

    三、研究者針對研究歷程的真實性，以誠實的態度撰寫，避免抄襲他人的論文，

提供讀者及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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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為研究結果，第一節為故事結構教學法之運用，第二節為幼兒故事理解能力

之成效，第三節為教師教學專業成長，茲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節 故事結構教學法之運用  

    本節探討教師在使用故事結構教學法的策略與方法，以及實際進行繪本教學的情

形，依研究階段的三個時期依序做說明。第一期為示範期，教學日期從 108 年 2 月

25 日到 3 月 8 日，教學過程所選用的教材單一主角、情節單純為主並以故事臉介紹

故事結構的元素，第二期為協助引導期，教學日期是從 108 年 3 月 12 日到 3 月 29

日，教學過程所選用的教材為兩個角色、並有簡單的情節變化並透過故事臉引導幼兒

找出故事元素，第三期為獨立練習期，教學日期是從 108 年 4 月 1 日到 4 月 26 日，

教學過程所選用的教材則以眾多主角，情節轉折變化多，並讓幼兒藉著故事臉找出故

事結構元素。藉著這三個時期的教學，累積幼兒對故事結構教學的經驗，理解故事內

容。 

一、故事結構元素的運用方式 

（一）示範期的故事結構教學情形 

研究者在教師示範期進行兩週，選擇的繪本是「大花貓」、「我變成一隻噴火龍

了！」故事結構以單一主角，故事情節與結局簡單為主，建立幼兒對故事結構元素的

初步認識。茲將示範期之故事結構元素的教學情形敘述如下： 

1.教學準備 

    （1）設計教案：設計教學活動內容及規劃教學流程，準備相關的教學資源。 

（2）製作故事圖片，製作扮演戲劇的頭套：陳英梅（2001）指出有趣的插圖引 

起幼兒的共鳴，觸動孩子的心靈連結生活經驗，進而對閱讀產生興趣。研究者製作故

事內容圖片，以協助幼兒理解故事的元素。另外，陳昭伶（2005）表示盡量用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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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和方法和孩子一起玩故事，因此，研究者製作故事「大花貓」所需的角色扮演頭

套，讓幼兒可以藉著扮演活動玩故事，以達到理解故事內容。 

2.教學實施過程 

    （1）引起動機：研究者藉著手上的布偶、歌謠和繪本的封面，引起幼兒對故事

的主題注意與關心。在此以「大花貓」為例，師生對話如下: 

    T：小朋友你們知道今天要說的故事嗎？ 

    SS：是貓咪的故事。 

    T：為什麼你們知道呢？ 

    S1：老師手上拿了一隻貓。 

    S2：還有唱貓咪的歌。 

   （觀 20190225） 

    （2）故事導讀與討論：利用繪本，老師將故事完整講述，講述之後藉著團體討

論釐清故事的重點，和幼兒對主角的感受。在此以「大花貓」為例，師生對話如下: 

    T ：小朋友覺得大花貓最後沒有吃掉小動物，而回家喝著盤子裡的牛奶，是為什 

麼呢？ 

   S2：因為魚會沒有朋友。 

   S1：老鼠哭著找媽媽。 

    T：那小朋友你覺得大花貓是一隻什麼樣的貓？ 

   SS：…………（鴉雀無聲） 

    （觀 20190225） 

由於幼兒的語彙較少，無法說出他們的感受，從認知發展的觀點看，教師能否適

時提供學習者必要的協助，是教學成敗的關鍵（劉于菁，2008），因此，研究者發展

出以下的對話： 

    T：如果你都沒有去傷害別人，你覺得你的心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SS：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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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對，是好的。是好的心我們可以說是善良的。所以我們可以說大花貓是一隻 

    善良的貓咪。     

    （觀 20190225） 

    研究者觀察到幼兒對於團討的問題，只要是比較抽象的或需要表達自我內心的題

目，他們會表現的興趣缺缺或者無法用適當的詞語來回答，並且開始有些坐不住。 

    （3）故事臉的運用 

    研究者在白板上畫出大大的故事臉，並且在故事臉裡畫上兩的圓圓的眼睛，鼻子

處畫上一個圓，嘴巴的地方也畫上一個圓，並且告訴幼兒這是故事臉，首先讓幼兒認

識這個圖形，並且介紹故事臉的功能，再次藉著這個圖引起他們的好奇。為了讓幼兒

更了解故事中的故事元素，故事圖可以幫助他們掌握故事內容（鄭美良，2006）。研

究者向幼兒說明故事內容的四個元素，並且利用故事圖片分析故事的元素，針對四個

元素的教學過程與幼兒的反應來做說明。 

①主角：主角是幼兒比較容易掌握的元素，在教學前的引起動機以及繪本的封

面，幼兒可以從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再加上示範期所選的繪本，在主角這個部分選

擇單一的，所以他們很明確的知道主角是誰，可是對於主角的名字，他們比較無法記

得，而且主角的特質也是幼兒容易忽略的地方。在此以「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為

例，師生對話如下: 

    T：「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這一本繪本的主角是誰？ 

   SS：那一隻會噴火的恐龍 

    T：對，可是這一隻噴火龍有一個名字，有誰記得？ 

   S2：阿.....（一直想不出來） 

    T：是阿古力 

    （觀 20190305） 

    ②背景：故事所發生的時間、地點，可以幫助讀者分享主角所見、所聞、所聽、

所感。蘇玉珠（2013）的研究中發現，縱使實施故事結構教學法進行教學，對於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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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階段的幼兒來說，「時間」仍是幼兒階段無法理解的概念。研究者也有發現，在導

讀故事後，幼兒對於時間不會特別注意。在此以「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為例，師

生對話如下: 

    T：背景就是故事所發生的時間和地點，老師問小朋友「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這個故事發生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SS：.........（答不出來）。 

    T：時間就是比如來上學的時候是早上、吃午餐的時候是中午，天黑的時候就是

晚上。我們再來看一下這本繪本裡有沒有提到時間？ 

    T：（拿出繪本再讀一次）古怪國的阿古力愛生氣，一天早上他被波泰叮了一個包。    

    S1：我知道，是早上。 

    （觀 20190305） 

    ③情節：情節指的是故事中所發生的一連串事情，它猶如故事發展的路線圖，可

以引導讀者了解故事所要傳的的意義，內容高潮迭起、具故事性，通常是最吸引幼兒

的地方，研究者利用圖片一一的幫幼兒建立情節的路線，讓他們藉著路線圖完整的了

解故事的發展，並且在示範討論時，修正幼兒所說出的詞彙。在此以「大花貓」為例，

師生對話如下: 

    T：小朋友大花貓的故事裡，首先大花貓要吃什麼動物？ 

   SS：金魚（老師拿出金魚的圖片放在情節的地方） 

    T：對，金魚。但金魚對他說了什麼？（幫忙幼兒回顧內容的對話） 

   S1：不要吃，不然我就沒有朋友了。 

    T：朋友的意思也可以說是同伴。 

    T：接下來，大花貓又去找哪一種動物？ 

   SS：小鳥。 

    （觀 20190225） 

但是對於故事發展比較攏長的內容，幼兒會對好玩或有趣的部分印象深刻，而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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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部分，而「我變成了一隻噴火龍了！」這本繪本雖然角色單一，但是故事內容

比較攏長，比如：燒掉了家具又燒掉了很多東西，這些東西有順序，幼兒容易混淆。 

在此以「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為例，師生對話如下： 

    T：阿古力會噴火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SS：把家裡燒了一半。 

    T：接下來呢？ 

   S5：把鄰居的鼻子燒掉了（老師講述故事時，幼兒聽到這個故事情節覺得很有趣，

都哈哈大笑！） 

   T ：好像不對喔！在家裡牠還有做一些事。（老師拿出繪本翻至該頁，讓幼兒看故

事的發展） 

  S2：是刷牙，把牙刷燒去了（台語）。 

  S1：還有吃漢堡，漢堡燒掉了，把娃娃燒掉了。 

   T：對，燒掉那些東西之後才是燒到鄰居的鼻子。 

    （觀 20190305） 

    ④結局：故事的結局是情節發展的最後結果，到這個階段，衝突或困難經過了變

化，基本上已經得到了解決，雖然故事已經進入尾聲，但仍受幼兒關心。有時候老師

會在這個時候賣關子，請幼兒猜一猜最後會如何？所以幼兒對於最後的結局印象深

刻。在此以「大花貓」為例，師生對話如下: 

    T ：大花貓沒有吃掉金魚，也沒有吃掉小鳥和老鼠媽媽，那最後呢？ 

    SS：最後喝著盤子裡的牛奶。 

     T：是回家喝著盤子裡的牛奶（提醒幼兒地點的重要性）。 

    （觀 20190225） 

    綜合以上的說明，由於幼兒剛接觸到故事結構的教學，所以對於故事的四個元素

還沒有辦法掌握，尤其是 S3、S4，而且研究者發現，幼兒在聽完故事並且討論之後，

就開始分心坐不住了，可能他們剛接觸這個教學法，再加上「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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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情節比較攏長，所以記不住，因此幼兒在學習單的習寫與重述故事時，情節的部

分有諸多的遺漏。 

（二）協助引導期故事結構教學情形 

    研究者在協助引導期進行三週，選擇的繪本是「媽媽，買綠豆!」、「是誰嗯嗯在

我的頭上？」、「巫婆與黑貓」，故事結構選擇的主角不再單一，有兩個主要的角色，

情節變化比較多，繪本內容具趣味性，希望藉著有趣的內容引起幼兒學習動機。茲將

協助引導期之故事結構元素的教學情形敘述如下： 

1.教學準備 

    （1）設計教案：設計教學活動內容及規劃教學流程，準備相關的教學資源。 

（2）製作故事配對圖片，製作偶教具：幼兒經過示範期的引導，對於故事臉的 

運用已經漸漸理解，研究者仍然製作故事內容圖片，以協助幼兒理解故事結構的元素 

。另外，在繪本「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製作小動物與動物嗯嗯配對圖表，讓幼兒

藉著配對圖表，增加對情節順序的熟悉度。在「巫婆與黑貓」製作三個不同顏色的貓

咪，讓幼兒藉著偶的操作，熟悉情節的變化。 

2.教學實施過程 

    （1）引起動機：研究者藉著繪本封面以及一袋綠豆、巫婆造型和歌謠來引起幼

兒對繪本的注意。在此以「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為例，師生對話如下： 

    T：小朋友，這一本書的封面你看到了什麼？ 

    S1：有一隻土撥鼠 

    T：還有呢？ 

    SS：牠的頭上有大便 

    T：牠臉上的表情怎麼樣？是高興的還是不高興的？ 

    SS：不高興。 

T：嗯！大家都說的很好，今天要說的這一本故事書和這一隻小鼴鼠以及頭上的

嗯嗯有關，書名叫做「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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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 20190319） 

（2）故事導讀與討論：利用繪本，老師將故事完整講述，講述之後藉著團體討

論釐清故事的重點，和幼兒對主角的感受。這個時期所選擇的繪本主角之間的對話比

較多有表達情緒的用語，也有許多描述性的形容詞，希望藉著故事的結構教學，增加

幼兒語彙量。在此以「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為例，師生對話如下： 

    T：小鼴鼠從地底下出來，然後什麼掉下來？ 

    SS：大便 

    T：嗯！是大便也可以說嗯嗯，繪本裡有沒有說嗯嗯的的形狀還有什麼顏色？ 

    S1：長長的 

    T：除了長長的還有呢？（拿出繪本讓幼兒看） 

    SS：黃色 

    T：是一條又細又長的土黃色嗯嗯掉下來。 

    （觀 20190319） 

    （3）故事臉的運用 

    經過示範期的教學，幼兒對故事臉的四個元素已經有概念，但是考量到在示範期

時幼兒有坐不住的現象，所以將故事臉的討論與分析，調整到第二節課，故事內容圖

片不再每一頁都印製，而是印出大部分關鍵的圖片，並且讓幼兒參與分析故事的四個

元素，並且協助幼兒找出情節中相關的圖片。 

① 主角：這個時期的繪本角色不再單一，但因為內容很明確，所以幼兒皆能很 

快的找出主角，但是對於主角的名字，還是記不住，比如：「媽媽，買綠豆！」裡的

阿寶，「是誰嗯嗯在我頭上！」裡的小鼴鼠，「巫婆與黑貓」的小波，幼兒皆無法說出

正確名字，「是誰嗯嗯在我頭上！」小鼴鼠和眾多動物有對話的內容，所以幼兒有些

混淆。在此以「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為例，師生對話如下： 

    T：這一本繪本的主要角色有誰？有兩個 

    S1：馬、小番薯（忘了小鼴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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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不是啦！是兔子 

    S4：是狗 

    S5：是小豬 

    T：好像都不對喔！這整本書都在講誰的故事呢？ 

    S1：小番薯 

    T：是小鼴鼠，還有呢？你們有沒有發現小鼴鼠一直再找頭上的嗯嗯 

    SS：是狗 

    （觀 201900320） 

② 背景：研究者發現幼兒在重述故事時喜歡講情節，但對於故事中的背景往往 

忽略，忽略的原因是因為背景裡的時間通常在故事的開頭，班上的幼兒因為表達能力

欠佳，所以站在前面後，不知道如何開口。因此，在進行協助引導教學時，特別用圖

畫出來，協助幼兒記憶時間和地點。 

③ 情節：這一期的繪本在情節的部分變化比較多，擔心他們會因為情節的變化 

而錯亂，所以藉著印出來的圖讓幼兒試著找出並且排列順序，且在幼兒找不到時翻開

繪本提醒他們，一步一步的引導他們，以加強對繪本內容的連貫。在此以「是誰嗯嗯

在我的頭上？」為例，師生對話如下： 

    T：小鼴鼠為了找出頭上的嗯嗯，於是開始尋找嗯嗯的主人，首先小鼴鼠找哪一

隻小動物來問呢？有誰可以幫忙找出圖片？ 

    SS：我..我..我 

    T：那我們先請 S1 

    S1：是小鳥（找出鴿子的那一張圖片） 

    T：這一圖沒有錯，但是我們的故事書裡面說的是小鳥嗎？ 

    S：……… 

    T：是鴿子喔！ 

    T：那鴿子的大便是哪一張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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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這一張（找出鴿子嗯嗯的那一張） 

    T：那鴿子的嗯嗯怎麼形容？ 

    S1：白色的 

    T：是一坨又濕又黏的白色嗯嗯 

    （觀 20190320） 

④ 結局：故事的結果幼兒印象深刻，請幼兒找出結局的圖片時，他們可以很快 

找出來，但描述時較欠周延，如：「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的結局，小鼴鼠找到小

狗，並且詢問小狗為什麼嗯嗯在他的頭上？大部分的幼兒只說了是不小心的，後面還

有小鼴鼠突然覺得肚子痛，幼兒都忘了說。 

綜合以上的說明，幼兒在這個階段，對於故事的結構已經能夠慢慢掌握，當幼兒 

在重述故事時，其他的幼兒會提醒重述者遺漏的部分，或者告知剛剛哪裡說錯了，

顯示幼兒對故事的結構與內容掌握的還不錯。幼兒雖然有了結構的概念，可是對於

故事的完整性與言語的表達仍顯不足。但會把所學運用於生活中，例如：某日幼兒

至戶外活動時，看到地上有鴿子的嗯嗯，S4 馬上說，我知道那是鴿子的嗯嗯，問她

為什麼知道，她說那是白色的「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裡有，雖然 S4 在重述故事

時，無法講得很完整，可是她可以將所學運用於生活中，值的肯定（省，20190326）。 

（三）獨立練習期故事結構教學情形 

    研究者在協助引導期進行四週，選擇的繪本是「朱家故事」、「阿文的小毯子」、「胖

國王」、「鯨魚」，故事結構選擇的角色，有眾多的相關人物，情節轉折變化多，並含

有待解決的問題，繪本的選擇以家人、社區的關係為主軸，希望透過故事結構教學，

讓他們理解更多的生活語彙。茲將獨立練習期故事結構元素的教學情形敘述如下： 

1.教學準備 

    （1）設計教案：設計教學活動內容及規劃教學流程，準備相關的教學資源。 

（2）製作故事圖片，製作戲劇道具：幼兒經過前兩期的引導，對於故事臉的運 

用已經理解，而研究者只印製部分圖片，希望幼兒能透過少數的圖片將故事串聯，來



 

46 
 

 

達到幼兒理解故事結構的元素。另外，在繪本「胖國王」製作相關教具，讓幼兒藉著

戲劇的演出，提升學習興趣，熟悉情節的變化。 

2.教學實施過程 

    （1）引起動機：研究者藉著繪本封面、相關道具以及歌謠來引起幼兒對繪本的

注意。在此以「胖國王」為例，師生對話如下： 

    T：打扮成胖胖的樣子一邊走一邊喊，「唉呦！走路好累喔，我快走不動了。」 

    SS：哈！哈！哈，老師胖嘟嘟。 

    T：我要坐下來綁鞋帶，啊！怎麼綁不到呢？ 

    SS：你太胖了 

    T：對啊！太胖了很不方便，今天我們要說的繪本和胖有關係，你們看一下封面

他有沒有很胖？ 

（觀 20190416） 

    幼兒在引起動機時，已經開始猜測書名，有胖王子、有胖公主，當 S1 說出公主

時，S5 就糾正他那不是女生是男生，不是公主是王子，可見幼兒對繪本有越來越多

的看法。 

    （2）故事導讀與討論：由於這一期選擇的繪本，故事內容比較複雜攏長，幼兒

容易混淆內容，藉著討論的過程，幫幼兒釐清問題，所以繪本的討論相形重要。但討

論過程需要抽絲剝繭，幼兒比較容易失去耐心，在此以繪本「胖國王」為例，師生對

話如下： 

    T：胖國王為什麼胖胖的？ 

S2：因為他愛吃零食 

T：還有呢？ 

S1：他不吃營養的東西，還有不做運動 

T：那國王胖胖的會有那些的不方便呢？ 

S4：他會脫不到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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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是脫不到鞋子還是綁不到鞋帶？ 

SS：是綁不到鞋帶 

    T：還有呢？國王胖胖的會讓國王怎麼了？ 

    S2：走樓梯很累 

    T：不對喔！ 

    S1：可是爬樓梯也會讓人很累啊！ 

T：沒有錯，如果胖胖的爬樓梯確實會很累，可是我的繪本裡沒有說他胖胖的爬

樓梯很累喔！（老師翻開繪本讓幼兒看一下照片） 

S1：走路的時候會很難走 

    T：嗯！走路的時候會流很多汗而且會一直喘氣 

    T：還有呢？（指著圖片讓幼兒看） 

    S2：他睡著了 

T：和大家開會的時候，講話講到一半就睡著了！ 

    （觀 20190416） 

    （3）故事臉的運用：在獨立練習其這個階段，因為有前兩期的練習，幼兒已經 

知道故事臉的四個元素，藉著故事臉請幼兒來分析故事的結構，並請幼兒互相檢視排

列的圖片對不對，再讓他們藉著翻閱繪本找出正確的圖片。 

    綜合說明故事臉四個元素幼兒獨立練習的狀況，主角是幼兒可以根據故事的內容

出故事中的主角，但對於故事中的主角名稱，仍然沒有辦法記住，如：繪本「朱家故

事」裡朱媽媽有兩個兒子是小吉和小利，S5 會用女兒來稱呼，其他的幼兒會用「他

的小孩」來稱呼，還有在繪本「胖國王」裡的胖國王，S2 用胖王子來稱呼，用他的

女兒來代表公主，似乎對於稱謂不太明白。背景的部分，幼兒對於時間和地點，雖然

知道地點，但是無法說出正確名稱，如繪本「朱家故事」裡背景是他們住在一棟有花

園的西式洋房裡，幼兒無法精確地說出，只說了他們住在一棟房子裡。情節的部分，

雖然少了大部分的圖片，S1 卻可以說出老師少印的圖片，並且找出故事連貫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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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幼兒也可以找出部份的圖，顯示幼兒對故事的結構可以理解，並且在重述故事

時可以依故事元素一一說出故事內容。 

二、故事結構教學的策略運用 

    研究者在講述故事後，藉著討論的過程幫助幼兒釐清問題，再以故事結構的分析

引導幼兒掌握故事的意涵，最後根據故事的屬性，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增進幼兒對

故事的喜愛與理解，茲將如何運用故事結構教學策略說明如下： 

（一）角色扮演法：班上兒對於戲劇的演出一直都很喜歡，研究者發現他們喜歡動態

活動多於靜態教學，所以選擇適合演出的繪本進行角色扮演活動，在此依使用的繪本

來說明運用情形。 

    1.繪本「大花貓」：這個故事適合戲劇的演出，可以讓幼兒熟悉故事的內容情節，

並且藉著對話幫助他們記憶內容，但是因為混齡班的幼兒有大有小，而且只有 5 位幼

兒參與研究，所以有的幼兒必須分別飾演兩個角色，比如：小鳥爸爸、小鳥媽媽、小

鳥均由 S2 飾演，扮演過程中，幼兒要說出台詞，雖然用詞不夠完整，但是出場的順

序他們總是記得很清楚。 

    2.繪本「胖國王」：這個故事具趣味性，所以安排了戲劇演出，讓幼兒提高學習

興趣，選擇角色時會依能力來分配，但演出胖國王時，因為胖國王的台詞比較少，只

要重複地說詞，所以在 S1 和 S5 都想當胖國王的情形下，協調 S1 當廚師由 S5 當胖

國王，他們也可以欣然接受，演出時每個角色的說詞，仍然會忘記，這時老師適時的

提醒，可以幫助他們記憶。 

    3.繪本「巫婆與黑貓」：幼兒對於巫婆可以帶巫婆帽又可以變魔法很感興趣，由

S1 當巫婆，S2 拿黑色的偶當黑色的貓，S4 拿綠色的偶當綠色的貓，S5 拿彩色的偶

當彩色的貓，S3 因為比較害羞，所以請他當樹上的小鳥，他們要依旁白念出的內容

做出動作。 

（二）大聲朗讀法：依故事的情節放大音量朗讀，並以活潑的方式提高幼兒的注意力，

可以增進師生互動的機會。這個方法使用在繪本「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選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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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方式來進行這本繪本，是因為裡面有許多嗯嗯的形容詞，利用大聲唸出的方式，

讓他們更能感受文字的用法，而熟悉理解故事。 

（三）故事結構分析法：將繪本「阿文的小毯子」依故事結構分成四大項—情境、問

題、動作、結果，和幼兒一起分析討論。茲將故事結構分析的討論內容呈現如下： 

T：我們將這個故事分成四個要素來討論（老師將四個要素分別寫在白板上）。 

    T：第一個是情境，也就是發生的時間與地點 

S1：我知道，就是故事臉的背景 

    T：對，S1 說的很好，那你可以告訴我們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嗎？ 

    S1：沒有時間，地點是他們家 

    T：這個故事有講到時間就是阿文睡前將小毯子放入褲子內 

    T：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個要素是問題，請問小朋友這個故事的問題在哪裡？ 

SS：……（沉默不語） 

 T：故事裡誰一直出現？ 

 SS：隔壁的阿姨 

 T：對，阿姨出現的時候都在說有關什麼的事？ 

 S1：小毛巾 

 T：是小毛巾嗎？ 

 SS：小毯子 

 T：對，這就是故事的問題來源，隔壁的阿姨針對阿文拿著小毯子一直提出意見。

（將文字寫在問題處） 

 T：接下來是動作，動作就是爸爸、媽媽還有阿文做了什麼事 ？ 

 S2：他把小毯子埋在沙子裡 

 T：還有呢？我們來看一下繪本（翻開繪本） 

 T：首先，隔壁阿姨給爸爸、媽媽處理小毯子的方法之後，他們就開始動作，第

一次毯子精靈的做法，第二次泡醋的方法，第三次隔壁阿姨反對阿文帶小毯子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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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並且要他的爸爸、媽媽堅決的說不。（引導幼兒思考爸爸和媽媽以及阿文之間的

互動） 

T：最後是結果，這個故事的結果是什麼呢？ 

SS：阿文開心的笑了 

T :就在大家不知所措時，阿文的媽媽突然想到了一個好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 

所以阿文開心的笑了。 

    （觀 20190410） 

（四）重複說故事法：請幼兒用自己的話將故事重述一次，從中練習語言順序、因果

關係、思考能力及故事理解能力。研究者選擇了繪本「我變成了一隻小火龍了！」、「媽

媽，買綠豆！」、「鯨魚」這三本，讓幼兒用自己的話重述故事，是因為透過幼兒的重

述，可以瞭解他們對故事的順序是否清楚，還有故事理解的程度，從他們重述的過程

中，研究者再幫幼兒把遺漏的部分找出來，補充說明。 

（五）內在情意陳述法與書寫摘要法：研究者請幼兒用想像或推論的方式來感受主角

的感覺，並且利用摘要重點的方式，整理出故事的內容。這個策略使用在繪本「朱家

故事」，由於朱媽媽從頭到尾都在工作，工作的項目很多，因此研究者依照故事發生

的順序畫出圖畫，讓幼兒藉著圖像幫助記憶，並利用內在情意陳述法請幼兒想一想為

什麼朱媽媽會離家出走？並以班上的事務來分析，如：工作都落在某位幼兒的身上，

讓幼兒產生同理心，如圖 4-1 朱家故事內容分析圖： 

 

 

 

 

    

第二節  幼兒故事理解能力之成效 

    本節在探討故事結構教學法對幼兒故事理解之成效，第一部分為五位幼兒的背

研究者將朱家故事裡的背景與人

物畫來，再利用圖像呈現朱媽媽每

天早上和下班後要做的事情，以及

朱家的其他三個人在朱媽媽做家

事時，他們做了哪些事。 

圖 4- 1 朱家故事內容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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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與學習情形描述，第二部分為五位幼兒學習成效之比較，分別敘述如下。 

一、研究對象的背景與學習情形描述 

（一）研究對象 S1 

  （1）家庭背景與特質 

    S1（6 歲 2 個月，女孩）家中有五個成員，奶奶、爸爸、媽媽，還有一個就讀國

小三年級的哥哥，家中主要經濟來源是爸爸的收入，但工作不穩定經常更換，媽媽是

家庭主婦偶而打零工，負責接送兄妹倆上放學，有中低收入證明。S1 在班上屬年齡

最長的幼兒，具有領導風格喜歡指揮較小的孩子，雖然聰明但專注力沒辦法持續，做

事比較草率。 

  （2）在故事結構教學的學習狀況 

    S1 對於閱讀書籍沒有耐心，但喜歡說故事給幼小的孩子聽，在進行故事結構教

學時，他會針對老師所問的問題做出回應，並且踴躍說出自己的看法，在利用故事臉

做故事結構的分析時 ，他也最能掌握四大元素，當老師拿出故事臉的圖案時，可以

說出圖中圈圈代表的意思。 

  （3）在「故事學習單的書寫」與重述故事的展現 

    S1 不喜歡畫畫，他的畫作線條粗糙，而且塗顏色時沒有耐心，有時候請他構圖

時，他會因為不知道怎麼畫，而拿出繪本來參考，雖然他畫畫不夠具體，但是他都可

以依提示畫出答案，可是在口述故事時，容易卡在故事的開頭，尤其是故事的主角名

字，總是記不起來，如圖 4-2 S1 學習單所示： 

 

 

 

 

 

圖 4-2 S1 學習單 

S1 的學習單構圖簡單 

，圖案只粗略的用幾條

線畫出來，此張繪本

「鯨魚」學習單，人物

的部分畫出了小男孩 

、老爺爺、貓、漁夫，

但獨缺最重要的候鳥。 

 



 

52 
 

 

S1 口語重述繪本「鯨魚」內容： 

有一隻鳥喊有鯨魚，沒有人知道，老爺爺就趕快回去拿書給漁夫看，然後他們就

去捉鯨魚，可是都沒有看到鯨魚，然後他們就爬上去小島上，還有人去峽灣，還

有人進去海裡都沒有看到，他們聽老爺爺說過，鯨魚會噴水，結果他們就說一定

是那裏錯不定的，然後滑過去結果不是，結果他們輪流看守，候鳥還是說：「鯨

魚、鯨魚有鯨魚」，那些人都等得不耐煩了，他們用酒瓶丟那隻候鳥，小男孩去

問候鳥你有沒有騙我，候鳥就說我沒有騙你們啊！小男孩說你帶我去看看，結果

帶她飛上天空，他就看到一個鯨魚。 

                                                         （觀，20190426） 

    （4）故事結構評分得分狀況 

從圖 4-3 可知，S1 總共得到九次故事結構評分結果，以第一次繪本「大花貓」

得分數最高 11 分，最低分為 7 分有三次，分別為繪本「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巫

婆與黑貓」、「胖國王」，平均 8.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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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  S1 故事結構評分折線圖 

     

（二）研究對象 S2 

（1）家庭背景與幼兒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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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5 歲 1 個月，男孩)的家是個大家庭，家中成員有奶奶、爸爸、媽媽、弟弟，

還有兩個未成婚的伯父和叔叔，爸爸的工作是載茶工到處採茶的司機，媽媽是越南籍

的外配，她的工作室隨著先生到處採茶，幼兒平常的照顧者是父母親，但是如果他們

出遠門去工作時，就由奶奶擔起照顧的責任，領有低收入證明。S2 個性好強，做錯

事不輕易向對方道歉，習慣用台語交談，無法用國語完整的表達意思，對於詞彙有諸

多的不了解。 

  （2）幼兒在故事結構教學的學習狀況 

    S2 上課時會參與故事內容的討論，也會在討論過程加入自己的經驗，例如：繪

本「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討論到馬的嗯嗯是一顆顆又圓又大的馬鈴薯時，他就用

台語和我們分享媽媽曾經用馬鈴薯炸薯條給他們吃的過程，對於故事臉分析故事的學

習很主動，但是四個元素中主角的稱謂，他會搞不清楚，情節部分順序會顛倒。 

   （3）幼兒在「故事學習單的書寫」與重述故事的展現 

    S2 對於繪畫有興趣，他的畫雖然簡單但可以看出他要表達的意思，但習寫學習

單時，如果太多題目要畫時，他會搞不清楚而畫錯格，如圖 4-4 S2 學習單所示： 

     

 

 

    

         

             圖 4- 4 S2 學習單 

    S2 口語重述繪本「胖國王」內容： 

有一個（搔頭）S1提醒王國，住了一個王子他胖又胖，跑步會喘會流汗，綁不

到鞋帶（帶念成磅），然後他開會了講到一半就睡著了，他喜歡常常大吃大喝，

不喜歡運動，他吃零食受不了，國王說我想以前瘦瘦的樣子，廚師說你不能吃草

莓蛋糕、吐司、薯條、餅乾、漢堡，（沒有連接詞沒有動詞直接說）吃飯、蔬菜、

S2 的繪畫顏色豐富，會依提示

畫出圖案，但容易畫錯格。此

張是繪本「胖國王」學習單，

畫出了胖國王大吃大喝的食

物，也畫出了國王變瘦了，雖

然有表達出意思，但格子畫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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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肉，不能再吃零食了，要多運動（老師提醒誰告訴他要多運動）他說醫生，

多跑步多游泳多踢球多做運動，女兒就說一邊搖呼拉圈一邊聽歌，把胖國王的床

搬到高高的地方，他就會運動了，（老師提醒誰告訴他的）S1搶先說皇后，S2

才說皇后，他就說我快不行了，廚師就說我講笑話給你聽，然後他又說我快不行

了，廚師和醫生說你再忍一下，我給你聽歌，然後他又說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們

演戲好不好，然後胖王子變瘦了，衣服褲子很大很大，他就高興了。 

                                                                  （觀，20190419） 

    （4）故事結構評分得分狀況 

    從圖 4-5 可知，S2 總共得到九次故事結構評分結果，以第三次的繪本「媽媽，

煮綠豆」得分數 11 分最高，第二次的繪本「我變成了一隻噴火龍了！」、第七次繪本

「阿文的小毯子」分數最低 6 分，平均 8.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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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5  S2 故事結構評分折線圖 

     

（三）研究對象 S3 

（1）家庭背景與幼兒特質 

 S3（4 歲 5 個月，女孩）目前寄宿在外婆家，爸爸媽媽的婚姻處於分居的狀態 

，上有一個就讀小三年級的哥哥，還有一個尚在襁褓中的弟弟，家中的經濟來源僅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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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媽媽在咖啡廳上班的微薄薪水支撐，因為媽媽上晚班，所以平常都是外婆或者小五

的大表姊幫忙照顧，S3 的個性內向害羞對自己非常沒有信心，不敢站在前面對著大

家說話，他平常都用台語交談，對國語的表達非常的陌生，而且不太願意用國語說，

他雖然在大家面前顯得害羞，但私底下會指揮比他小的幼幼班幼兒，所以他的玩伴以

幼小的孩子居多。     

  （2）幼兒在故事結構教學的學習狀況 

  S3 上課時很少主動參與討論，有時候請他回答問題時，他會閉口不回答，所以

一直沒辦法和他有互動，不過在利用故事臉分析內容時，請幼兒上來找出圖片，他會

踴躍地舉起手來，不過點他上來後，他經常是拿錯圖片，研究者會再次翻書給他看，

讓他找出正確的那張圖。 

  （3）幼兒在「故事學習單的書寫」與重述故事的展現 

    S3 喜歡將圖塗得黑黑的，圖畫得非常的簡單，通常會用圈圈和幾條簡單的線條

代表所畫的內容，而且總是畫他想畫的，無法畫出學習單上的答案，如圖 4-6 S3 學

習單所示： 

 

 

 

 

   

 

              圖 4- 6 S3 學習單  

S3 口語重述繪本內容： 

S3 因為無法在幼兒面前重述故事，不過私底下他會拿出繪本，唸故事給幼幼班

的孩子聽，只不過他通常都是片段的說著，或者指著圖案說出如小鳥、貓咪等詞彙。 

（4）故事結構評分得分狀況 

S3 的學習單上常會看見黑色的塗

鴉，無法畫出具體的圖像，畫喜歡

的並非所答的圖，此張是繪本「胖

國王」學習單，只用黑色的顏色代

表了公主，問他下面類似樹形狀的

圖是什麼？他卻說不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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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4-7 可知，S3 總共得到 9 次故事結構評分結果，因為他無法重述故事，只

能利用學習單上的圖測得分數，以第六次繪本「朱家故事」得分數 4 分最高，第一次

繪本「大花貓」得分數 1 分最低，平均 2.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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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7  S3 故事結構評分折線圖 

    

（四）研究對象 S4 

  （1）家庭背景與幼兒特質 

  S4（4 歲 1 個月，女孩）的家庭是單親，目前和外婆住在外祖父的家，家中還住

著舅公一家人，外婆經常跟著採茶工到處去採茶，所以他的生活照顧就由家中的其他

人擔任，假日會由舅舅載他回祖母家，由祖母和兩個舅舅照顧，他和媽媽想處的時間

非常少，偶爾媽媽會提著點心帶幼兒園看他。S4 活潑外向，喜歡和人打交道，並且

會主動找陌生人聊天，他的個性非常的獨立，而且生活自理能力也很好，但和其他幼

兒玩玩具時，經常和人吵架，他總是不服從別人。 

（2）幼兒在故事結構教學的學習狀況 

S4 在老師講述故事時，很喜歡問問題，看到不懂的和聽到不了解的，他都會主

動提問，比如在繪本「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裡，講到很多小動物都會嗯嗯，他馬

上反問，老師你會嗯嗯嗎？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他喜歡在課堂上和研究者的互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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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但在利用故事臉分析故事時，他就顯得興趣缺缺，無法瞭解故事的四個元素，

如圖 4-8 S4 學習單所示： 

     

 

 

 

 

 

         圖 4- 8 S4 學習單 

    （3）幼兒在「故事學習單的書寫」與重述故事的展現 

    S4 在做故事學習單的書寫時，喜歡畫自己喜歡的東西，或者一些不相干的圖案，

沒辦法依提示畫出答案，會把所有想呈現的圖全畫在同一格。 

 S4 口語重述繪本「鯨魚」內容： 

人爬到那個上面，他說那不是鯨魚，一直到晚上和天亮，就丟酒瓶給他，他就走 

了，小男孩就問你有沒有騙我，牠說沒有，我帶你去看你爬上來吧！牠就帶著他 

去看，很大的鯨魚。 

                                                                  （觀，20190426） 

    （4）故事結構評分得分狀況     

    從圖 4-9 可知，S4 總共得到 9 次故事結構評分結果，以第七次繪本「阿文的小

毯子」得分數 7.5 分最高，第一次繪本「大花貓」得分數 3 分最低，平均 5.5 分。 

S4 的圖畫很簡單，但能畫出

欲表現的圖像，此張是繪本

「鯨魚」學習單，用幾個圓

圈和點點與線條畫出了大大

的鯨魚，並在底下畫出了人 

，代表有許多的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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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9  S4 故事結構評分折線圖 

（五）研究對象 S5 

    （1）家庭背景與幼兒特質 

    S5（3 歲 8 個月，男孩）的家裡經營製茶廠，家中人口眾多屬大家庭，家裡的經

濟優渥，主要照顧者有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家人對幼兒的照顧無微不至，親子

關係良好。S5 因為有很多接觸外人的機會，所以喜歡和人說話，而他的媽媽注重他

的教育，所以會念睡前床邊故事給他聽，因此，他的語言能力不錯，不過做事總是拖

拖拉拉，總要三催四請才會專注在自己的事情上。 

    （2）幼兒在故事結構教學的學習狀況 

    S5 因為家庭重視教育，所以培養喜歡聽故事的習慣，而且在討論故事內容時，

會和年紀大的幼兒搶著回答問題，對於故事結構教學的學習，因為專注力有限，所以

經常會玩起自己的身邊的東西，不過雖然如此，他對於故事的情節總能記得清楚，而

且故事中的名詞如候鳥一詞，很多幼兒只說了小鳥，只有他可以精確地說出候鳥。 

  （3）幼兒在「故事學習單的書寫」與重述故事的展現 

    S5 對於繪畫一直很沒信心，每次請他做學習單時，他總會說我不會畫圖，這時

坐在他旁邊的 S1 會告訴他，你可以看書本畫啊，但他依然覺得畫畫很難，所以對於

習寫學習單總是意興闌珊，但他對於重述故事就很有興趣，而且可以詮釋得很好，如

圖 4-10 S5 學習單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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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10 S5 學習單 

S5 口語重述繪本「鯨魚」內容： 

有一隻候鳥，看到一個湖，牠飛在高高的天空，候鳥就說：「有鯨魚、有鯨魚、 

有鯨魚」，村中的人都不理牠，但是有一個老爺爺知道鯨魚是什麼，老爺爺就叫 

漁夫捉魚了，然後他就拿書給大家看，大家就說這麼大的鯨魚，大家就跑去捉魚 

了，大家就說怎麼可以讓你搶先呢？可是到處都找不到鯨魚，就爬到一個小島的 

上面，峽灣那裏也沒有，他們就潛海去了，結果也不是這一隻魚，你看那裏有噴 

泉，一定錯不了，原來是房子有一個破洞噴出來的，一直到晚上到早上，那隻候 

鳥還一直說有鯨魚有鯨魚，村中的人就用酒瓶丟牠，說你給我閉嘴給我閉嘴，小 

男孩就說你有沒有騙我，牠說沒有，不然我帶你去看，牠就載他到天空上，有這 

麼大的鯨魚。               

                                                                  （觀，20190426） 

    （4）故事結構評分狀況 

   從表 4-11 可知， S5 總共得到 9 次的故事結構評分結果，以第七次繪本「阿文的

小毯子」、第九次的繪本「鯨魚」得分數最高同為 10 分，第四次繪本「是誰嗯嗯在我

頭上！」得分數最低 6 分，平均 8.2 分。 

 

S5 不太喜歡畫畫，拿到學習單

時，總會說他不會畫，喜歡用簡

單的線條與圓圈來代表所畫內

容，此張是繪本「鯨魚」的學習

單，他用了圈圈和線條代表了漁

夫和候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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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11  S5 故事結構評分折線圖 

二、研究對象學習成效之比較 

    將研究對象依三個時期的故事結構評分得分數以百分比呈現，並且比較五個研究

對象之間的差異，故事結構得分數是指：分項得分加總分數/故事總分的百分比（％），

再利用幼兒在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的前測與後測來分析幼兒詞彙理解能力成效。 

（一） S1〜S5 故事結構得分數之比較 

表 4- 1 S1〜S5 故事結構評分得分百分比（％） 

     幼兒 
次數 S1 S2 S3 S4 S5 

示 

範 

期 

第一次 91 66 8 25 58 

第二次 66 50 25 50 75 

協

助

引

導

期 

第三次 66 91 25 58 58 

第四次 58 58 25 41 50 

第五次 58 66 16 50 66 

獨

立

練

習

期 

第六次 66 66 33 33 66 

第七次 83 50 25 62 83 

第八次 75 58 25 41 75 

第九次 66 83 20 5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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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1 的資料顯示，幼兒在示範期所得的分數普遍比較低，在協助引導期和獨

立練習期所測得分數均有提高，是因為幼兒越來越熟悉故事結構教學，所以就越容易

理解故事，不過幼兒每次測得的分數仍有落差的狀況，推測造成的因素有：繪本內容

的難易度、幼兒對繪本主題的喜歡程度以及幼兒參與情況。 

（二） 研究對象個別差異說明 

1. 先備條件不同：五個研究對象裡，因為每個幼兒的家庭背景不同、年齡不同， 

所以在進行故事結構教學時，幼兒所理解的程度也不同，由上面的數據可以看出，研

究對象 S3 在每一次的得分數都比其他的幼兒低，探究原因是因為他不擅於用國語表

達，再加上家庭文化刺激不足，也就是先備知識的不足，所以無法在短時間內理解故

事並且表達出來。研究對象 S5 的家庭重視教育，媽媽會陪同幼兒閱讀書本，所以有

先備條件的優勢，因此在故事結構教學時，他雖然年紀比較小，但是成效明顯優於其

他人。 

2. 故事結構教學的成效：故事內容越簡單的繪本，幼兒應該越能掌握故事結構， 

比如：繪本「大花貓」情節簡單，內容沒有太大的變化，但大部分的幼兒所測出來的

成績都是最低的，隨著故事結構教學策略的運用，在獨立練習期時，幼兒在重述與故

事結構評分所得到的分數有漸漸提高，顯示幼兒在經過示範期､協助引導期､獨立練

習期的教學，幼兒能夠漸漸理解故事，並且重述故事。 

3. 幼兒的學習穩定度：幼兒的先備條件是重要的，除此之外，幼兒本身的學習 

態度也會影響他的學習，S2 出身弱勢家庭，語言表達能力比較差，說話時經常語法

不順暢，無法精確表達自己的意思，但是他對於故事結構教學很感興趣，學習態度認

真積極，所以他的成效有顯著的差異，有兩次得分百分比在 50，是因為他在教學過

程中請假，所以影響對故事的理解。而 S1 是班上最成熟的幼兒，理應學習效果最好，

但是她的穩定性不夠、專心度又無法持久，所以故事結構簡單的繪本，她可以得到高

分，可是故事結構比較複雜的繪本，她重述與書寫學習單的成效就沒有明顯的變好。 

4. 幼兒對文本主題的喜歡程度：每一本繪本都有想要呈現的主題，從幼兒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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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與學習單的習寫，可以看出此幼兒對特定故事的喜愛程度，S4 睡覺時總愛抱著一

條小毯子，這條小毯子從嬰兒期一直陪伴著她到現在，所以當研究者在講述這本繪本

時她就特別認真凝聽與回應，可見她對「阿文的小毯子」這本繪本特別的有感覺，因

此她的重述與故事結構評分的分數比其他的評分都高，由此可見，選擇的繪本如果越

能接近幼兒日常生活所接觸的是人事物，越能引起他們的共鳴。 

（三） S1〜S5 畢保德圖畫辭彙測驗結果比較 

表 4- 2 S1〜S5 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結果比較 

分數     幼兒 S1 S2 S3 S4 S5 

前測標準分數 130 102 84 116 116 

百分等級 98 55 14 86 86 

後測標準分數 132 133 99 132 136 

百分等級 98 99 47 98 99 

    以上的測驗結果比較是參考陸莉與劉鴻香所修訂的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而來，以

幼兒實際年齡為起點，找出基礎水準與最高水準，再用最高項目減掉錯題，算出原始

分數，以指導手冊對照表找出標準分數和百分等級。本研究中的五位幼兒在故事結構

教學前一週先施測，測得前測分數，再於九週的故事結構教學後一週施測，測得後測

分數。從表中可知，每個幼兒的後測標準分數都比前測標準分數高，如 S1前測標準

分數 130分(百分等級 98)、後測標準分數 132 分(百分等級 98)，S2 前測標準分數 102

分（百分等級 55）、後測標準分數 133 分（百分等級 99），S3 前測標準分數 84 分（百

分等級 14）、後測標準分數 99 分（百分等級 47），S4 前測標準分數 116 分（百分等

級 86）、後測標準分數 132 分（百分等級 98），S5 前測標準分數 116 分（百分等級 86）、

後測標準分數 136（百分等級 99）。由以上的數據顯示，五位幼兒的後測分數高於前

測分數，百分等級皆提高，表示幼兒經過故事結構教學，詞彙理解能力提升。 

 

 



 

63 
 

 

第三節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本節探討研究者在整個故事結構教學行動研究歷程中的改變，透過幼兒的表現 

、教學省思、協同研究教師的建議，研究者所獲得的教師專業成長，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需視學生學習狀況調整教學 

(一)善用不同語言做教學 

本班幼兒的家庭背景大部分屬弱勢，而家長的交談語言以閩南語為主，對於繪本

裡的詞彙無法理解，看到他們一臉茫然的樣子，研究者就要翻成閩南語，讓他們了解

意思，再請他們和老師唸出正確的中文，以繪本「我變成了一隻噴火龍！」為例，故

事中主角波泰因為愛生氣，所以打開嘴巴就噴出火，吃漢堡的時候嘴巴噴火把漢堡燒

焦，S4 就問燒焦是什麼？研究者馬上把燒焦翻成閩南語讓他們了解，再請他們唸一

次。 

(二)善用實物做教學 

本班位屬偏鄉又加上混齡班，幼兒有起始點的不同先備知識的不同，研究者教學

時要善用實物做教學，以繪本「媽媽，煮綠豆」為例，綠豆湯裡加了糖味道會甜甜的，

幼兒有吃糖果的經驗，所以知道甜甜的感覺，但不知道那個加進去的日常用品是糖，

所以研究者就拿出實物，再延伸活動時讓幼兒嚐嚐看並讓他們比較糖與鹽巴的差異，

結果在某次的午餐剛好有紅豆湯，S2 就馬上告訴研究者，他知道那個紅豆湯裡有加

糖，所以會甜甜的。 

(三)使用正增強增加幼兒的專心度與信心 

本班幼兒年齡層包括很廣，年紀小的幼兒專注的時間有限，為了讓他們可以專心

學習，運用了增強物鼓勵幼兒，並且在幼兒積極參與討論與活動時，給予幼兒口頭上

的獎勵與食物「骨頭餅乾」，得到很好的效果。協同研究教師也提供研究者這方面的

回饋： 

    「老師會以幼兒的學習背景用幼兒可以理解的用詞，讓幼兒了解故事，並會在討

論過程中幼兒偏離主題時，適時的拉回焦點，幼兒都有不錯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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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饋單，20190329） 

（四）運用多元的教學策略、提升幼兒學習動機 

    教學的設計會影響幼兒的學習，因此教學者能夠觀察到幼兒的學習狀況而調整教

學，就顯得格外的重要。研究者班上幼兒上課時比較坐不住，他們喜歡動態的活動多

於靜態的課程，語文領域的學習需要比較長時間的討論，幼兒通常在此時會失去耐

心，為了讓幼兒有更好的學習，研究者思考如何改變教學以達到效果，例如：加入扮

演活動讓幼兒喜歡並參與、利用偶來講述故事吸引幼兒注意，加入歌謠讓幼兒跟著吟

唱等多元教學策略，以提升幼兒學習動機。研究者的省思日誌如下： 

每次講述故事時，幼兒總會睜大眼睛的聆聽，可是在故事內容的討論後，發現幼

兒開始有些坐不住了，接下來要進行故事臉的分析時，幼兒已經無法專心，因此，

幾經思考並和協同研究教師討論後，於協助引導期時將故事臉的分析調整到第二

節課再進行，再加上用不同顏色的故事臉吸引他們注意，果然在調整後，幼兒在

分析故事結構時更專注了。 

                                                  （省，20190308） 

二、提升研究者對故事結構的分析能力     

    研究者以往做共讀活動時，在講述故事後雖然有討論，可是沒有協助幼兒分析故

事內容，所以幼兒對於繪本總是一知半解，將繪本放到學習區後，他們翻閱繪本的次

數少之又少，研究者透過研讀文獻，了解故事結構教學法的重要，讓研究者反思繪本

的內容，繪本想要傳達的意義有哪些？這樣的教學帶給幼兒什麼幫助？因此就會多用

一些時間備課，理解書裡的大意，增加了對繪本的敏感度，並且幫助幼兒建構故事，

以理解故事內容。研究者的省思日誌如下： 

    看到幼兒主動去拿出繪本來研讀讓我又驚又喜，原來他們不是不喜歡閱讀，是因 

    為以前沒有好的引導他們，透過這次行動研究，讓我看到了改變，可見這樣的教   

    學對幼兒是有幫助的。 

                                                    （省，2019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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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方式的改善 

研究者以往繪本的教學方式，只有單方面讓幼兒接收，沒有教導幼兒從分析的角 

度理解故事，也沒有運用多元的學習方式，讓幼兒喜歡閱讀，因此，教學總是沒有達

到預期的效果。透過此研究，從教案的設計到學習單的設計，都以新課綱的語文領域

為學習指標，並且運用了故事結構教學法教學策略，讓語文領域的學習也可以很活

潑。在混齡班的語文課程，年紀較大的幼兒有語言的優勢，研究者在提問時也會注意

到年紀較小的幼兒，讓他們有機會思考並發表想法。協同研究教師也提供了研究者這

方面的回饋： 

老師透過不同的教學方式，可以加深幼兒對故事的內容的印象，看到幼兒期待參

與戲劇演出的表情，明顯地感覺到這樣的學習讓幼兒增加許多的信心。 

                                              （回饋單，20190419） 

四、提升研究者的行動研究能力 

    研究者透過研究了解幼兒學習的困境在哪裡，藉著故事結構教學的實際行動，過

程中不斷的反省與修正，以自我反省的態度，加上幼兒的回饋、協同研究教師的回饋，

找出適當的方法與因應對策，將行動與研究結合，提升自己的行動研究能力。協同研

究教師的回饋如下： 

每次給林老師建議，他都會修正自己的教學，由此可見，透過這次的行動研究，

這樣的教學對老師和幼兒來說都是獲益的。 

                                             （回饋單，2019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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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研究目的為探討故事結構教學法在提升偏鄉幼兒故事理

解能力發展之歷程與成效，以及教師在本次行動研究中的專業成長。本章第一節為結

論，第二節為建議，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結論 

    依據本研究目的，綜合第四章研究結果與分析，歸納出以下之結論。 

一、故事結構教學法之運用：研究者選擇具生活化的繪本，進行故事結構教學，教

學歷程分為三個時期－示範期、協助引導期和獨立練習期，每個時期透過故事臉

的分析讓幼兒理解故事元素。研究者運用故事結構教學策略如：角色扮演法、大

聲朗讀法、故事結構分析法、重複說故事法、內在情意法與書寫摘要法，讓幼兒

熟悉故事。 

故事結構教學有三個時期，由示範期開始，由研究者示範如何分析故事的結構， 

建立幼兒對故事結構元素的認識，在這個時期幼兒還沒有辦法掌握故事的元素，常會

忽略背景元素，情節的部分也會順序顛倒。在協助引導期，研究者和幼兒一同藉著圖

卡的排列，找出故事的元素，研究者再針對錯誤的地方來給予協助，在這一期，幼兒

雖然有了結構的概念，可是對於故事的完整性與言語的表達仍顯不足，但會把所學運

用於生活中。在獨立練習期，幼兒自行分析故事的元素，並由同儕間去檢視是否正確，

這個時期大部分的幼兒對故事元素已經能掌握，但對於較難的詞彙，會用簡單的說法

呈現如﹕用他的女兒代表公主、候鳥說成小鳥、用房子代表很漂亮的花園洋房。透過

這三個時期的教學，幼兒確實可以掌握故事結構的元素概念。同時研究者並依照繪本

的性質選擇不同的策略作教學，如：繪本「大花貓」、「巫婆與黑貓」、「胖國王」用角

色扮演法，繪本「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用大聲朗讀法，繪本「阿文的小毯子」用

故事結構分析法，繪本「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媽媽，買綠豆！」、「鯨魚」用重

複說故事法，繪本「朱家故事」用內在情意法與書寫摘要法，讓幼兒熟悉故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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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兒故事理解能力之成效：透過故事結構教學，幼兒提升故事元素理解能力和

詞彙理解能力。故事結構評分表結果顯示，幼兒對故事元素的理解在示範期所得

的分數普遍比較低，在協助引導期和獨立練習期所測得分數均有提高，幼兒在學

習歷程中也能逐漸理解故事並重述故事。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結果顯示，五位幼

兒的後測分數皆高於前測分數，百分等級皆提高。 

    透過故事結構教學後，研究者利用重述故事與幼兒學習單，檢視幼兒的學習狀

況，再藉著故事結構評分表，依四個元素評出幼兒對故事結構的成效，在後兩期的引

導期和獨立練習期，五位幼兒的分數均有提高，但幼兒每次測得的分數仍有高低落

差，推測造成的因素有：繪本內容的難易度、幼兒對繪本主題的喜歡程度以及幼兒參

與情況。研究者並於故事結構教學的前、後進行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以測得幼兒

的理解能力，數據均顯示五位幼兒的理解能力提升了。 

三、教師的教學專業成長：藉由行動研究的實施，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視學生學習狀

況調整教學、改善教學方式，也提升研究者對故事結構分析能力與行動研究能力，促

進教學專業成長。 

    研究者在行動研究中的循環歷程中，透過自我省思與協同研究教師的回饋，提升

了對繪本故事結構的解析能力，對教案的設計考量多元的學習活動，更因應不同年齡

層的幼兒需求調整教學，並審視自己、修正自己的遣詞用語，讓幼兒聽得懂而達到學

習效果。同時研究者也提升行動研究能力，促進教學專業成長。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發現，透過故事結構教學有助於提升幼兒故事的理解，因此，研究者 

將行動研究過程中對故事結構教學與後續研究者提出一些建議。 

一、對實務教學者的建議 

（一）利用行動研究可以改善教學現場的問題 

    行動研究對幼教工作現場的教師而言，能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且將理論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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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相結合。從行動研究中教師經由行動與研究結合，透過不斷的省思與修正，在教學

技巧或是專業知能都需要自我反省，並以實際的行動來解決面臨的問題，將可改善教

學現場的問題。 

（二）運用故事結構教學及多元教學方式，提升幼兒對故事的學習動機與興趣與故事

理解能力 

    進行故事結構教學時，可以利用多元的教學方式來吸引幼兒，尤其是專注力無法

持久的幼兒，更應該藉著如：故事臉、圖片、扮演、偶、繪圖之類的教學資源來幫助

幼兒學習，提高幼兒的學習動機，並能熟悉故事元素，而提升故事理解能力。 

（三）故事學習可以延伸至其他的學習活動 

    幼兒的學習是不間斷的，提供幼兒相關的資源，讓幼兒可以延伸課堂上的學習，

研究者在研究期間，將上課時所使用的教具放在扮演區，幼兒會在自由探索時間，自

行進行角色扮演的活動，把繪本和故事臉放在語文區，幼兒會模仿研究者說故事的方

式，重述故事給別人聽，不僅可以豐富幼兒的學習經驗，亦滿足幼兒探索好奇的心。 

二、對未來的研究建議 

（一）未來研究可以擴及到中班或小班分齡的幼兒 

     從研究中顯示，小的幼兒只要適當的引導，他們也可以進行故事結構的教學，

閱讀能力從小就應該開始培養，要能聽懂故事的內容，必須先理解詞彙。本次研究為

大中小班混齡教學，大中小幼兒能力的差異較大，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到小班或中

班、大班，進行分齡的教學，並選擇適合該年齡層幼兒理解的繪本進行故事結構教學

研究。 

（二）邀請家長，進行親師合作閱讀研究 

幼兒的家庭背景、家長的學經歷都會影響幼兒的學習，在研究的過程中，深深 

覺得幼兒的先備條件的重要性，因此，推動閱讀，家長也是重要的角色之一。環境因

素所造成的語言發展落後幼兒，亟需及早介入方案的措施，協助其脫離語言發展落

後，可能造成閱讀發展的逆勢困境。未來研究者可邀請家長，進行親師合作閱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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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教學活動設計 

1. 示範期—教案 1 

故事名稱 大花貓 設計教學者：林 

靜 

教學日期 108 年 2 月 25、26、27 日 學生人數：5 人 

課程目標 *語-2-2 以口語參與互動 

*語-1-5 理解圖畫書的內容與功能 

*語-2-1 以肢體語言表達 

學習指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教學資源 時間 

 

 

 

 

 

*語-大-2-2-2  

針對談話內容表

達疑問或看法 

語-中-2-2-2  

以清晰的口語表

達想法 

語-小-2-2-2  

以口語建構想像

的情境 

 

 

*語-大-1-5-2  

理解故事的角

色、情節與主題   

 語-中-1-5-2  

理解故事的角色

與情節 

 語-小-1-5-2  

一、準備活動： 

老師手拿貓咪的布偶唱：「咪咪小花貓、咪

咪小花貓，快來這裡快來這裡，有一條魚」

來引起幼兒注意。 

 

二、發展活動： 

（一） 老師講述繪本故事 

故事大綱 

有一隻大花貓肚子餓了，看桌子上的金魚

想要吃掉牠，可是卻被金魚罵，然後看到

樹上有一隻學飛的小鳥掉到地上就想要吃

小鳥、卻被鳥爸爸罵，最後看到了老鼠媽

媽，本來想要吃掉牠，可是想到嗷嗷待哺

的小老鼠，於是於心不忍，最後還是喝牛

奶。 

（二） 團體討論 

1. 大花貓肚子餓了，想吃哪一些動物？ 

2. 為什麼大花貓不吃小鳥呢？ 

3. 如果大花貓吃掉了老鼠媽媽，你覺得

小老鼠會怎麼了？ 

4. 你覺得大花貓是一隻什麼樣的貓咪？ 

（三） 老師介紹故事臉，並且討論故事結構

元素-角色、背景、情節、結局。 

 

貓咪布偶 

 

 

 

 

 

 

繪本 

圖卡 

 

 

 

 

 

 

 

 

 

白板 

故事臉 

 

 

 

2 分 

 

 

 

 

 

 

15 分 

 

 

 

 

 

 

13 分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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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故事的角色 

 

*語-大中-2-1-1  

運用肢體動作表

達經驗或故事   

 語-小-2-1-1  

運用簡單的肢體

動作進行扮演          

 

 

 

 

 

（四）戲劇-我是大花貓 

由幼兒分飾不同的角色，扮演劇中的角

色，如：大花貓、小鳥、金魚、老鼠媽

媽、小老鼠演出故事的情節。 

 

三、綜合活動： 

1.幼兒填寫學習單 

2.老師請幼兒分享學習單 

 

大花貓頭

套 

小鳥頭套 

金魚頭套 

老鼠媽媽

頭套 

小老鼠頭

套 

40 分 

 

 

 

 

40 分 

 評量： 

故事結構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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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示範期……教案 2 

 

故事名稱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設計教學者：林 靜 

教學日期 108 年 3 月 5、6、8 日 學生人數：5 人 

課程目標 *語-2-2 以口語參與互動 

*語-1-5 理解圖畫書的內容與功能 

*語-2-4 看圖敘說 

學習指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教學資源 時間 

 

 

 

 

 

 

 

 

 

 

 

語-大-2-2-2 針

對談話內容表達

疑問和看法 

 語-中 2-2-2 以

清晰的口語表達

想法 

 語-小-2-2-2 以

口語建構想像的

情境 

 

 

*語-大-1-5-2 

理解故事的角

色、情節與主題   

語-中-1-5-2 

理解故事的角色

與情節 

語-小-1-5-2 理

解故事的角色 

 

*語-大-2-4-1  

看圖片或圖畫書

敘說有主題的故

事 

語-中-2-4-1  

敘說一組圖片部

一、準備活動： 

老師手拿繪本，詢問幼兒看到封面有什

麼？引以動機 

 

二、發展活動： 

（一）老師述說繪本故事 

故事大綱 

有一隻蚊子波泰，喜歡吸愛生氣的人

的血，古怪國的阿古力就是一個愛生

氣的人，不巧，就在一早上叮到了，

於是牠就變成一隻噴火龍，只要一開

口，就會有火噴出來，牠試了很多方

法都沒有效，最後在她又哭又氣後流

下了眼淚，把火給澆熄了。 

（二）團體討論 

1.阿古力為什麼會噴火？ 

   2.從哪一些事情可以知道阿古力是 

一個愛生氣的人？ 

   3.阿古力最後怎麼把火澆熄的呢？ 

   4.你是一個愛生氣的人嗎？在什麼 

情況下你會生氣？ 

5.生氣的時候，可以用什麼方法讓自 

己轉換心情？ 

 

（三）老師介紹故事臉，並且討論故事結構 

元素-角色、 背景、情節、結局。 

 

 

 

 

（四）故事接龍-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依繪本內容準備圖卡，老師依圖卡陳

述一次故事，接下來邀請幼兒自行排

列圖卡，並重述故事。 

 

三、綜合活動 

1. 幼兒填寫學習單 

 

繪本 

 

 

 

 

 

繪本 

 

 

 

 

 

 

 

 

 

 

 

 

 

 

 

 

 

白板 

故事臉 

圖卡 

 

 

 

 

 

 

圖卡 

 

 

 

 

學習單 

 

2 分 

 

 

 

 

 

15

分 

 

 

 

 

 

 

13

分 

 

 

 

10

分 

 

 

40

分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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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連貫的情節 

語-小-2-4-1 

描述圖片的細節 

2. 老師請幼兒分享學習單 

 學習評量： 

故事結構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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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協助引導期……教案 3 

 

故事名稱 媽媽，煮綠豆！ 設計教學者：林 靜 

教學日期 108 年 3 月 12、13、15 日 學生人數：5 人 

課程目標 *語-2-2 以口語參與互動 

*語-1-5 理解圖畫書的內容與功能 

*語-2-6 回應敘事文本 

學習指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教學資源 時間 

 

 

 

 

 

 

 

 

 

*語-大 2-2-2  

針對談話內容表

達疑問或看法 

語-中 2-2-2  

以清晰的口語表

達想法 

語-小 2-2-2 

以口語建構想像

的情境 

*語-大-1-5-2  

理解故事的角

色、情節與主題   

語-中-1-5-2  

理解故事的角色

與情節 

語-小-1-5-2 理

解故事的角色 

*語-大-2-6-1 

說出、畫出或演

出敘事文本的不

同結局 

語-中-2-6-1  

描述故事角色間

的對話與情節 

語-小-2-6-1  

描述故事的主要

角色 

一、準備活動： 

老師拿出一袋綠豆，詢問幼兒知道這是

什麼嗎？ 

 

二、發展活動： 

（一）老師述說繪本故事 

故事大綱 

  故事書中的小孩阿寶喜歡和媽媽去菜 

  市場買菜，每一次都說：「媽媽，買綠 

  豆」買完綠豆期待和媽媽一起煮綠豆、 

  一起做綠豆冰棒，並且一起吃下又甜

又 

  冰的綠豆冰棒，最後還將一顆不經意

發 

  現的綠豆，放進瓶子裡種。 

（二）團體討論 

     1.有吃過綠豆嗎？滋味如何？ 

  2.你覺得阿寶的眼睛一直在注意什

麼？ 

   為什麼？ 

  3.你覺得阿寶和媽媽一起吃綠豆湯的

感 

   覺是什麼？ 

  4.你知道綠豆要長大，需要哪些條件

呢？ 

 

（三）老師介紹故事臉，並且和幼兒討論故

事結構元素-角色、背景、情節、結局。 

 

 

 

 

 

（四）重複說故事 

      請幼兒用自己的話將故事重述一次。 

 

 

一袋綠豆 

 

 

 

 

繪本 

 

 

 

 

 

 

 

 

 

 

 

 

 

 

 

 

 

 

 

 

 

白板 

故事臉 

圖卡 

 

 

 

 

 

繪本 

 

 

 

1 分 

 

 

 

 

 

11 分 

 

 

 

 

 

 

13 分 

 

 

 

 

15 分 

 

 

 

 

 

 

 

40 分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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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一） 請幼兒填寫學習單 

（二） 老師請幼兒分享學習單 

 

學習單 

 學習評量： 

故事結構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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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協助引導期……教案 4 

 

故事名稱 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 設計教學者：林 靜 

教學日期 108 年 3 月 19、20、22 日 學生人數：5 人 

課程目標 *語-2-2 以口語參與互動 

*語-1-5 理解圖畫書的內容與功能 

*語-2-4 看圖敘說 

學習指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教學資源 時間 

 

 

 

 

 

 

 

 

 

 

 

*語-大-2-2-2  

針對談話內容表

達疑問或看法 

語-中-2-2-2  

以清晰的口語表

達想法 

語-小-2-2-2 以口

語建構想像的情

境 

*語-大-1-5-2  

理解故事的角

色、情節與主題   

語-中-1-5-2  

理解故事的角色

與情節 

語-小-1-5-2 理解

故事的角色 

*語-大-2-4-1  

看圖片或圖畫書

敘說有主題的故

事 

語-中-2-4-1  

敘說一組圖片部

分連貫的情節 

語-小-2-4-1  

描述圖片的細節 

一、 準備活動： 

老師拿出繪本，詢問幼兒看到封面有什

麼？ 

 

二、 發展活動： 

（一）老師述說繪本故事 

故事大綱 

有一隻小鼴鼠，從地下伸出頭來，高

興的面向著太陽：「哇！天氣真好」

這時候，事情發生了！有一條嗯嗯掉

在牠的頭上，小鼴鼠氣得哇哇大叫：

「搞什麼嘛！是誰嗯嗯在我頭上？」

於是開始尋找為了嗯嗯是誰的？到

處去找小動物詢問。 

（二）團體討論 

1.你覺得小鼴鼠的心情有不同嗎？

什麼事讓牠 變得不一樣？ 

      2.動物會嗯嗯，你會嗯嗯嗎？為什麼 

       會嗯嗯？ 

      3.嗯嗯之後有什麼感覺？ 

      4.為什麼每隻動物的嗯嗯會不一 

       樣？ 

 

（三）老師介紹故事臉，並且和幼兒討論故 

      事結構元素-角色、背景、情節、結 

      局。 

 

 

 

 

 

 

（四）大聲朗讀法 

將小動物與嗯嗯的圖卡拿出來，請幼

兒找出小動物的嗯嗯和小動物配對

在一起，並且貼於海報紙上，然後帶

領幼兒大聲朗讀故事。 

 

繪本 

 

 

 

 

繪本 

 

 

 

 

 

 

 

 

 

 

 

白板 

故事臉 

圖卡 

 

 

 

 

 

 

小動物圖

卡 

小動物嗯

嗯的圖卡 

海報紙 

 

 

學習單 

 

1 分 

 

 

 

 

 

11 分 

 

 

 

 

 

 

13 分 

 

 

 

 

15 分 

 

 

 

 

 

 

 

40 分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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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活動 

（一） 幼兒填寫學習單 

（二） 老師請幼兒分享學習單 

 學習評量： 

故事結構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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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協助引導期……教案 5 

 

故事名稱 巫婆與黑貓 設計教學者：林 靜 

教學日期 108 年 3 月 26、27、29 日 學生人數：5 人 

課程目標 *語-2-2 以口語參與互動 

*語-1-5 理解圖畫書的內容與功能 

*語-2-1 以肢體語言表達 

學習指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教學資源 時間 

 

 

 

 

 

 

 

 

 

 

 

 

*語-大-2-2-2  

針對談話內容表

達疑問或看法 

語-中-2-2-2  

以清晰的口語表

達想法 

語-小-2-2-2  

以口語建構想像

的情境 

 

*語-大-1-5-2  

理解故事的角

色、情節與主題   

語-中-1-5-2 

理解故事的角色

與情節 

語-小-1-5-2 理解

故事的角色 

*語-大中-2-1-1  

運用肢體動作表

達經驗或故事 

美-小-2-1-1  

在扮演活動中運

用簡單的肢體動

作 

一、準備活動： 

老師打扮成巫婆的樣子，唱著：「老巫

婆，騎掃帚，長長頭髮大鼻頭，騎到城

堡翻跟頭」。 

 

二、發展活動： 

（一）老師講述繪本故事 

    故事大綱 

有一個巫婆非常喜歡黑色的東西，她養

了一隻貓咪也是黑色的，所以總是不小

心踏到黑貓而跌得四腳朝天，為了解決

這個問題，就把黑貓變成彩色，不管黑

貓走到哪裡，都看的到牠，但黑貓不喜

歡。 

（二）團體討論 

1. 巫婆為什麼一直踩到黑貓呢？ 

2. 黑貓從黑色的被巫婆變成什麼顏

色？ 

3. 黑貓被變成彩色的卻一直躲起

來，為什麼？ 

4. 如果你是巫婆，請你想一想還有什

麼方法可以不讓黑貓被踩到 

 

（三）老師介紹故事臉，並且和幼兒討論故 

     事結構元素-角色、背景、情節、結局。 

 

 

 

 

 

（四）偶演練 

     老師先準備好道具、背景布置，由幼 

     兒飾演巫婆和幼兒利用偶來進行演練  

     ，並請幼兒用想像的方式來感受主角  

     的感覺。 

三、綜合活動 

（一）幼兒填寫學習單 

 

巫婆帽 

 

 

 

 

 

繪本 

 

 

 

 

 

 

 

 

 

 

 

 

 

 

 

白板 

故事臉 

圖卡 

 

 

 

 

 

 

巫婆帽 

房子 

貓咪棒偶 

黑色和綠

色的布 

 

1 分 

 

 

 

 

 

11 分 

 

 

 

 

 

 

 

13 分 

 

 

 

 

 

 

 

15 分 

 

 

 

 

 

 

40 分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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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師請幼兒分享學習單 

 學習評量： 

故事結構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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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獨立練習期……教案 6 

 

故事名稱 朱家故事 設計教學者：林 靜 

教學日期 108 年 4 月 1、2、3 日 學生人數：5 人 

課程目標 *語-2-2 以口語參與互動 

*語-1-5 理解圖畫書的內容與功能 

*語-2-2 以口語參與互動語 

學習指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教學資源 時間 

 

 

 

 

 

 

 

 

 

 

*語-大-2-2-2  

針對談話內容表

達疑問或看法 

語-中-2-2-2  

以清晰的口語表

達想法 

語-小-2-2-2  

以口語建構想像

的情境   

 

*語-大-1-5-2  

理解故事的角

色、情節與主題   

語-中-1-5-2  

理解故事的角色

與情節 

語-小-1-5-2  

理解故事的角色 

 

*語-大-2-2-3  

在團體互動情境

中參與討論 

語-中-2-2-3  

在團體互動情境

中開啟話題，依

照輪次說話並延

續對話 

一、準備活動： 

老師拿出掃把做出掃地的樣子，引起幼

兒注意。 

 

二、發展活動： 

（一）老師講述繪本故事 

    故事大綱 

    朱太太每天忙著做家事，家中的其他 3 

    個人爸爸、小吉和小利，只會說：「快點， 

    拿我的飯來」3 個人等著被服侍，朱太 

    太等他們出門了，整理好家裡才去上班 

    終於有一天，朱太太離家出走了，他們 

    才意識到家事要一起做的重要性。 

（二）團體討論 

1. 朱家最忙的人是誰？為什麼？ 

2. 為什麼有一天放學回家，沒有人來

招呼他們？朱媽媽呢？ 

3. 自從朱媽媽離開後，家裡的三個人

有什麼改變？ 

4. 請幼兒說一說，家裡的家事是誰做

的？ 

 

（三）老師介紹故事臉，並且請幼兒分析故 

      事結構元素-角色、背景、情節、結局。 

 

 

 

 

 

 

 

（四）書寫摘要-朱家故事 

     利用摘要重點的方式，簡單的寫出或畫 

     出故事內容。 

  

三、綜合活動 

（一）幼兒填寫學習單 

 

掃把 

 

 

 

 

 

繪本 

 

 

 

 

 

 

 

 

 

 

 

 

白板 

故事臉 

圖卡 

 

 

 

 

 

 

 

 

 

 

 

 

1 分 

 

 

 

 

 

11 分 

 

 

 

 

 

 

13 分 

 

 

 

 

 

 

 

 

 

15 分 

 

 

 

 

 

 

 

 

40 分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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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小-2-2-3  

在一對一的情境

中開啟話題並延

續對話 

（二）老師請幼兒分享學習單 

 學習評量： 

故事結構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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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獨立練習期……教案 7 

 

故事名稱 阿文的小毯子 設計教學者：林 靜 

教學日期 108 年 4 月 9、10、12 日 學生人數：5 人 

課程目標 *語-2-2 以口語參與互動 

*語-1-5 理解圖畫書的內容與功能 

*語-2-4 看圖敘說 

學習指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教學資源 時間 

 

 

 

 

 

 

 

 

 

 

*語-大-2-2-2  

針對談話內容

表達疑問或看

法 

語-中-2-2-2  

以清晰的口語

表達想法 

語-小-2-2-2  

以口語建構想

像的情境 

 

 

*語-大-1-5-2  

理解故事的角

色、情節與主題   

語-中-1-5-2  

理解故事的角

色與情節 

語-小-1-5-2  

理解故事的角

色 

 

*語-大 2-4-1  

看圖片或圖畫

書述說有主題

的故事 

語-中 2-4-1  

一、準備活動： 

老師拿出一條小手帕唸：「小手帕、一大

堆，擦擦眼淚，擦擦嘴。」引起幼兒注意。 

二、發展活動： 

（一）老師講述繪本故事 

    故事大綱 

    阿文有一條黃色的小毯子，他非常的喜 

    歡，不管做任何事都帶著它，可是隔壁的 

    阿姨說話了，爸爸媽媽嘗試要阿文改變， 

    但阿文不喜歡，到最後媽媽想到一個好方 

    法，阿文隨時都可以帶著。 

（二）團體討論 

1. 故事中的阿文最喜歡什麼？他有多

喜歡呢？ 

2. 第一次隔壁的阿姨說，阿文長大了不

可以再拿小毯子到處走，他教爸爸

媽媽什麼方法呢？結果呢？ 

3. 第二次隔壁的阿姨又說，阿文不能像

長不大的孩子，她又教爸爸媽媽什

麼方法呢？ 

      4. 後來阿文為什麼哭了？ 

   5. 媽媽想到什麼好方法，讓阿文可以 

     隨時帶著小毯子？  

 

 

（三）老師拿出故事臉，由幼兒分析故事結構 

     元素-角色、背景、情節、結局。 

 

 

 

 

 

 

（四）故事結構分析 

      依故事的結構分成情境、問題、動作、 

      結果，並針對故事內容和幼兒一起分 

      析。 

 

小手帕 

 

 

 

 

 

 

繪本 

 

 

 

 

 

 

 

 

 

 

 

 

 

白板 

故事臉 

圖卡 

 

 

 

 

 

 

 

 

 

 

 

 

圖卡 

白板筆 

 

 

1 分 

 

 

 

 

 

11 分 

 

 

 

 

 

 

13 分 

 

 

 

 

 

 

 

 

15 分 

 

 

 

 

 

 

 

40 分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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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說一組圖片

部分連貫的情

節 

語-小-2-4-1  

描述圖片的細

節 

 

三、綜合活動 

（一）幼兒填寫學習單 

（二）老師請幼兒分享學習單 

 

學習單 

 學習評量： 

故事結構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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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獨立練習期……教案 8 

 

故事名稱 胖國王 設計教學者：林 靜 

教學日期 108 年 4 月 16、17、19 日 學生人數：5 人 

課程目標 *語-2-2 以口語參與互動 

*語-1-5 理解圖畫書的內容與功能 

*語-1-1 理解互動對象的意圖 

學習指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教學資源 時間 

 

 

 

 

 

 

 

 

 

 

 

*語-大-2-2-2  

針對談話內容

表達疑問或看

法 

語-中-2-2-2  

以清晰的口語

表達想法 

語-小-2-2-2 

以口語建構想

像的情境 

 

*語-大-1-5-2 

理解故事的

色、情節與主題   

語-中-1-5-2  

理解故事的角

色與情節 

語-小-1-5-2  

理解故事的角

色 

語-大中-1-1-1 

合宜詮釋互動

對象的表情和

肢體動作 

語-小-1-1-1 

理解簡單的手

一、準備活動： 

老師將被子塞到衣服裡並說：「身體胖胖

的，走路好辛苦」，彎下腰要綁鞋帶卻很

難綁，引起幼兒注意。 

 

二、發展活動： 

（一）老師講述繪本故事 

    故事大綱 

    胖國王一直都很胖，所以不管是走路事還 

    是做事都會很喘，甚至開會時話講到一半 

    就睡著了，醫生說：「國王的身體不健康， 

    這樣下去不得了」因此展開了一連串的減 

    肥運動，最後國王終於變瘦了身體很健 

    康，他開心的笑了。 

（二）團體討論 

1. 故事中的國王因為太胖，所以發生什

麼事？ 

2. 故事裡的國王喜歡做什麼事？不喜

歡做什麼事？ 

3. 醫生說：「國王太胖了不健康」，所以

國王想瘦下來，有誰幫他想方法？

想什麼方法呢？ 

      4.最後胖國王怎麼了？ 

 

 

（三）老師拿出故事臉，由幼兒來分析故事結 

      構元素-角色、背景、情節、結局。 

 

 

 

 

 

（四）戲劇演出       

      由幼兒分飾劇中的角色，扮演劇中的角  

      色，如：胖國王、廚師、醫生、皇后、 

      公主，演出故事的情節。 

       

 

衣服 

鞋子 

 

 

 

 

 

繪本 

 

 

 

 

 

 

 

 

 

 

 

 

 

 

 

 

 

 

白板 

故事臉 

圖卡 

 

 

 

 

 

 

廚師帽 

皇冠 

聽診器 

 

1 分 

 

 

 

 

 

11 分 

 

 

 

 

 

 

13 分 

 

 

 

 

 

 

15 分 

 

 

 

 

 

 

 

 

 

40 分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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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 

  

 

三、綜合活動 

（一）幼兒填寫學習單 

（二）老師請幼兒分享學習單 

 

 

 

 

 學習評量： 

故事結構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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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獨立練習期……教案 9 

 

故事名稱 鯨魚! 設計教學者：林 靜 

教學日期 108 年 4 月 23、24、26 日 學生人數：5 人 

課程目標 *語-2-2 以口語參與互動 

*語-1-5 理解圖畫書的內容與功能 

*語-2-6 回應敘事文本 

學習指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教學資源 時間 

 

 

 

 

 

 

 

 

 

 

*語-大-2-2-2  

針對談話內容

表達疑問或看

法 

語-中-2-2-2  

以清晰的口語

表達想法 

語-小-2-2-2  

以口語建構想

像的情境 

 

*語-大-1-5-2  

理解故事的

色、情節與主題   

語-中-1-5-2  

理解故事的角

色與情節 

語-小-1-5-2  

理解故事的角

色 

 

*語-大-2-6-1  

說出、畫出或演

出敘事文本的

不同結局 

語-中-2-6-1  

描述故事角色

一、準備活動： 

老師拿出繪本，詢問幼兒在繪本的封面看到

了什麼？ 

 

二、發展活動： 

（一）老師講述繪本故事 

    故事大綱 

    在一個小漁村裡，有一隻鳥突然對著村莊喊 

    有鯨魚，可是沒有人認識鯨魚，只有一個老 

    先生知道，他說：「身為漁夫不知道鯨魚， 

    太丟臉了。」然後大家一窩蜂的擠著找鯨 

    魚，過程中發生了許多趣事，到最後發現原 

    來鯨魚是... 

（二）團體討論 

1. 故事中的小鳥，為什麼一直叫著：「鯨

魚」？ 

2. 村子裡的人到處去找鯨魚，他們去哪裡

找？ 

3. 大家找不到鯨魚，然後呢？ 

4. 最後誰發現了鯨魚？ 

 

 

 

 

（三）老師拿出故事臉，由幼兒來分析故事結構 

     元素-角色、背景、情節、結局。 

 

 

 

 

（四）重複說故事 

     請幼兒想像推論的方式感受主角的感覺， 

     然後再用自己的話將故事重述一次。 

       

三、綜合活動 

（一）幼兒填寫學習單 

（二）老師請幼兒分享學習單 

 

繪本 

 

 

 

 

 

繪本 

 

 

 

 

 

 

 

 

 

 

 

 

 

 

 

 

 

 

白板 

故事臉 

圖卡 

 

 

 

白板 

白板筆 

圖卡 

 

 

1 分 

 

 

 

 

 

11 分 

 

 

 

 

 

13 分 

 

 

15 分 

 

40 分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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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對話與情

節 

語-小-2-6-1  

描述故事的主

要角色 

 學習評量： 

故事結構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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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故事結構教學幼兒學習單列舉 

示範期－故事結構教學幼兒學習單 1-1（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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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期－故事結構教學幼兒學習單 1-2（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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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期－故事結構教學幼兒學習單 1-3（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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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引導期－故事結構教學幼兒學習單 2-1（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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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引導期－故事結構教學幼兒學習單 2-2（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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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引導期－故事結構教學幼兒學習單 2-3（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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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練習期－故事結構教學幼兒學習單 3-1（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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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練習期－故事結構教學幼兒學習單 3-2（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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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練習期－故事結構教學幼兒學習單 3-3（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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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教室觀察記錄表 

觀察記錄日期      年     月     日 觀察者  

活動名稱  

時    間 教 學 觀 察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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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故事結構評分表       

1. 故事結構評分表 1          日期：        姓名：           

書名：大花貓 

故事結構 
  元素 

       評分的重點  評分 
 標準 

得分數 

角色 

（主角特質） 

1.能圈出主角是大花貓得 1 分。 

2.能說出故事中故事中的其他角色：有

金魚、小鳥、老鼠得 2 分。 

0-3 分  

背景 1.能說大花貓的杜子餓得咕嚕咕嚕叫 

 得 1 分。 

2.能說出大花貓想要吃一條魚、一隻小

鳥、一隻老鼠得 2 分。 

0-3 分  

情節 1.能說出大花貓不吃小金魚的原因得 1

分。 

2.能說出大花貓不吃小鳥的原因得 1

分。 

3.能說出大花貓不吃老鼠的原因得 1

分。 

0-3 分  

結局 1. 能說出大花貓沒有吃到魚、小鳥、

老鼠得 1 分。 

2. 能說出大花貓最後回到家裡喝著盤

子裡的牛奶得 1 分。 

3. 能說出大花貓心裡想：「真好，肚子

不餓了。」得 1 分。 

0-3 分  

備註：總分介於 0-12 分之間，最多 12 分，最少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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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事結構評分表 2          日期：        姓名：           

書名：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故事結構 
  元素 

       評分的重點  評分 
 標準 

得分數 

角色 

（主角特質） 

1.能說出或畫出主角是阿古力得 1 分。 

2.能說出阿古力很愛生氣得 1 分。 

3.能說出蚊子波太會傳染噴火病得 1

分。 

0-3 分  

背景 1. 能說出阿古力在早上被波泰叮了一

個包得 1 分。 

2. 能說出被叮了一個包的阿古力非常

的生氣得 1 分。 

3. 能說出生氣的阿古力大叫一聲噴出

了大火得 1 分。 

0-3 分  

情節 1.能說出阿古力把家燒了一半得 1 分。 

2.能說出他把漢堡燒焦得 1 分。 

3.能說出他不能刷牙得 1 分。 

0-3 分  

結局 1.能說出阿古力泡在水裡要把火弄熄的

得 1 分。 

2.能說出阿古力埋進沙堆裡得 1 分。 

3.能說出阿古力用鼻水和淚水把火澆熄

了得 1 分。 

0-3 分  

備註：總分介於 0-12 分之間，最多 12 分，最少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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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故事結構評分表 3           日期：        姓名：           

書名：媽媽！買綠豆 

故事結構 
  元素 

       評分的重點  評分 
 標準 

得分數 

角色 

（主角特質） 

1.能說出主角是媽媽和阿寶各得 1 分。 

2.能說出故事中阿寶喜歡買綠豆得 1

分。 

0-3 分  

背景 1.能說出阿寶喜歡和媽媽去買菜得 1

分。 

2.能說出阿寶和媽媽在廚房煮綠豆得 1

分。 

3.能說出阿寶和媽媽在走廊吃綠豆得 1

分。 

0-3 分  

情節 1.能說出阿寶洗綠豆得 1 分。 

2.能說出媽媽煮綠豆得 1 分。 

3.能說出阿寶和媽媽一起吃綠豆得 1

分。 

0-3 分  

結局 1.能說出阿寶撿到一顆豆子得 1 分。。 

2.能說出阿寶和媽媽把綠豆種在土裡得

1 分。 

3.能說出綠豆長大了得 1 分。 

0-3 分  

備註：總分介於 0-12 分之間，最多 12 分，最少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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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故事結構評分表 4           日期：        姓名：           

書名：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 

故事結構 
  元素 

       評分的重點  評分 
 標準 

得分數 

角色 

（主角特質） 

1.能說出主角是小鼴鼠和小狗各得 1 分 

2.能說出小鼴鼠生氣得哇哇大叫得 1

分。 

0-3 分  

背景 1.能說出小鼴鼠從地下出來得 1 分 

2.能說出小鼴鼠高興的面向太陽得 1

分。 

3.能說出有一條土黃色的嗯嗯掉在小鼴 

鼠的頭上得 1 分。 

0-3 分  

情節 1.能說出小鼴鼠找鴿子和找馬先生問各

得 0.5 分。 

2.能說出小鼴鼠找兔子和找羊問各得

0.5 分 

3.能說出小鼴鼠找乳牛和豬問各得 0.5

分。 

0-3 分  

結局 1.能說出小鼴鼠去找蒼蠅問頭上的嗯嗯

是誰的得 1 分。。 

2.能說出蒼蠅告訴小鼴鼠大便是小狗的

得 1 分。 

3.能說出小鼴鼠跟大狗說對不起，並不

好意思的鑽到地下去得 1 分。 

0-3 分  

備註：總分介於 0-12 分之間，最多 12 分，最少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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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故事結構評分表 5           日期：        姓名：           

書名：巫婆與黑貓 

故事結構 
  元素 

       評分的重點  評分 
 標準 

得分數 

角色 

（主角特質） 

1.能說出主角是巫婆和黑貓各得 1 分。 

2.能說出巫婆喜歡黑色的得 1 分。 

3.能說出巫婆養了一隻黑貓，叫做小波

得 1 分。 

0-3 分  

背景 1.能說出巫婆的家都是黑漆漆的得 1

分。 

2.能說出小波在草地上得 1 分。 

3.能說出小波躲在樹上得 1 分。 

0-3 分  

情節 1.能說出黑色的小波，閉上眼睛巫婆就

會踩到牠。 

2.能說出巫婆把小波變成綠色，巫婆還

是跌進玫瑰花叢得 1 分。 

3.能說出巫婆把小波變成一隻有紅色的

頭、黃色的身體、粉紅色的尾巴、紫色

的腳、綠色的眼睛得 1 分。 

0-3 分  

結局 1.能說出小波覺得滑稽被小鳥嘲笑得 1

分。 

2.能說出巫婆把小波變回黑色得 1 分。 

3.能說出巫婆將房子變成各種顏色得 1

分。 

0-3 分  

備註：總分介於 0-12 分之間，最多 12 分，最少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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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故事結構評分表 6           日期：        姓名：           

書名：朱家故事 

故事結構 
  元素 

       評分的重點  評分 
 標準 

得分數 

角色 

（主角特質） 

1.能說出主角是朱媽媽得 1 分。 

2.能說出朱媽媽每天都很忙得 1 分。 

3.能說出家中還有朱爸爸和兩個兒子。 

0-3 分  

背景 1.能說出他們住在有花園的洋房得 1

分。 

2.能說出媽媽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在廚房

裡忙各得 1 分。 

3.能說出朱爸爸和兩個兒子在客廳等得

1 分。 

0-3 分  

情節 1.能說出朱媽媽在他們出門後要做的事

得 1 分。 

2.能說出朱媽媽在他們吃完晚飯後要做

的事得 1 分。 

3.能說出媽媽離家出走並留下一張「你

們是豬」的字條得 1 分。 

0-3 分  

結局 1.能說出朱媽媽回來了，三個男人拜託

她留下來得 1 分。 

2.能說出朱媽媽回來後，三個男人的改

變得 1 分。 

3.能說出朱媽媽很快樂，她去修車子得

1 分。 

0-3 分  

備註：總分介於 0-12 分之間，最多 12 分，最少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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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故事結構評分表 7           日期：        姓名：           

書名：阿文的小毯子 

故事結構 
  元素 

       評分的重點  評分 
 標準 

得分數 

角色 

（主角特質） 

1.能說出主角有阿文、鄰居阿姨、爸爸 

 、媽媽各得 0.5 分 

2.能說出阿文很喜歡小毯子得 1 分。 

0-3 分  

背景 1.能說出阿文在晚上將小毯子塞入褲子

裡得 1 分。 

2.能說出阿文將被子埋在院子的沙子或

土裡得 1 分。 

3.能說阿文喜歡拿著被子在家裡做很多

事得 1 分。 

0-3 分  

情節 1.能說出鄰居阿姨告訴爸爸媽媽小精靈

的事得 1 分。 

2.能說出鄰居阿姨教爸爸媽媽將小毯子

泡進醋裡的方法得 1 分。 

3.能說出隔壁阿姨說不可以讓阿文帶著

小毯子去上學得 1 分。 

0-3 分  

結局 1.能說出阿文哭得很難過得 1 分。 

2.能說出媽媽大叫，我想到辦法了得 1

分。 

3.能說出不管阿文走到哪裡，身上都帶

著一條小手帕得 0.5 分，阿姨也不再多

說話了得 0.5 分。 

0-3 分  

備註：總分介於 0-12 分之間，最多 12 分，最少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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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故事結構評分表 8      日期：        姓名：           

書名：胖國王 

故事結構 
  元素 

       評分的重點  評分 
 標準 

得分數 

角色 

（主角特質） 

1.能說出主角是一個國王得 1 分。 

2.能說出他很胖得 1 分。 

3.能說出他住在皇宮得 1 分。 

0-3 分  

背景 1.能說出他走路快一點，就會流很多汗

得 1 分。 

2.能說出國王不喜歡運動，只喜歡大吃

大喝得 1 分。 

3.能說出國王常常不舒服，只好天天看

醫生得 1 分。 

0-3 分  

事件 1.能說出大家都說，我們的國王太胖了

得 1 分。 

2.能說出醫生說：「國王不要再吃零食

了，而且要常常運動」得 1 分。 

3.能說出大家都說：「再忍耐一下，加

油！加油！」得 1 分。 

0-3 分  

結局 4. 能說出國王變瘦了得 1 分。 

5. 能說出大家都說：「我們的國王很健

康！」得 1 分。 

6. 能說出國王開心的笑了得 1 分。 

0-3 分  

備註：總分介於 0-12 分之間，最多 12 分，最少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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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故事結構評分表 9      日期：        姓名：           

書名：鯨魚 

故事結構 
  元素 

       評分的重點  評分 
 標準 

得分數 

角色 

（主角特質） 

1.能說出主角有一隻候鳥和小男孩各得

0.5 分。 

2.能說出故事中有老先生和漁夫各得

0.5 分。 

3.能說出老先生知道鯨魚的事得 1 分。 

0-3 分  

背景 1.能說他們住的地方靠近湖邊得 1 分。 

2.能說候鳥飛到村子裡最高的屋頂上得

1 分。 

3.能說出漁夫從早上到晚上都在找鯨魚

得 1 分。 

0-3 分  

情節 1.能說出他們說搶著去找鯨魚得 1 分。 

2.能說出他們站在湖上的小島和划進峽

灣裡找鯨魚各得 0.5 分， 

3.能說出他們潛入湖裡找鯨魚得 1 分。 

0-3 分  

結局 7. 能說出大家漸漸不耐煩了得 1 分。 

8. 能說小孩問候鳥有沒有說謊，並且

載著小男孩衝上天空各得 0.5 分。 

9. 能說出真的有一隻好大好大的鯨魚

得 1 分。 

0-3 分  

備註：總分介於 0-12 分之間，最多 12 分，最少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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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省思札記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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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協同研究教師回饋單 

教學者： 教學日期：   年   月   日 

教學繪本名稱： 協同研究教師： 

課程設計 

（優點與建議） 

 

 

 

 

 

 

 

 

 

課程實施 

（優點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