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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電子繪本對詞彙學習與閱讀理解影響之研究 

—以國小一年級學童為例 

研究生：蘇惠玲                          指導教授：黃淑基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本論文主旨在探討「電子繪本對詞彙學習與閱讀理解影響之研

究」，經由綜合文獻探討，以準實驗之不等距組設計，針對國小一年級

三個班級的學童進行不同形式的電子繪本閱讀活動，實驗活動總共八

週，學童每一週閱讀一本電子繪本，並進行該繪本的詞彙學習，研究

者分別對學童進行繪本詞彙前測、後測和閱讀理解測驗，以了解閱讀

不同形式電子繪本對學童在詞彙學習和閱讀理解的影響是否有差異。 

    透過實際實驗過程，本論文獲得下列結論： 

1. 不同的電子繪本形式對國小一年級學童詞彙學習成效有所影響，以

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閱讀的學童表現優於採用動畫式電子繪本的學

童。 

2.不同的電子繪本形式對國小一年級學童閱讀理解之字義理解成效有

所影響，以同時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和動畫式電子繪本的表現最

佳，學習狀況最穩定。 

3.不同的電子繪本形式對國小一年級學童閱讀理解之統整能力成效有

所影響，以同時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和動畫式電子繪本的表現最

佳，學習狀況最穩定。 

4.不同的電子繪本形式對國小一年級學童閱讀理解之摘要能力成效有

所影響，以同時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和動畫式電子繪本的表現最

佳，但學習狀況最不穩定，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的表現略低，但穩

定性最佳。 

5.不同的電子繪本形式對國小一年級學童閱讀理解之引申能力成效有

所影響，以同時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和動畫式電子繪本的表現最

佳，學習狀況最穩定。 

6.整體閱讀理解能力而言，以同時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和動畫式電子

繪本在閱讀理解方面的表現最佳，學習狀況最穩定，採用動畫式電

子繪本次之，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第三。 

關鍵詞：電子繪本、詞彙學習、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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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thesis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on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By conferring 
comprehensive documents and using the pretest-posttest nonequivalent group on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this thesis uses different forms of reading activities on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in 3 classes of grade 1. These experimental activities 
took 8 weeks and one Electronic Picture Book was read every week. After each 
reading, vocabulary learning would be proceed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re is difference between students’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ies, we proceeded vocabulary pretest, vocabulary posttest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on students.  

Our conclusions are: 
1. Different forms of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affect grade 1 students’ - 

vocabulary learning . The students who adopted static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have a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dynamic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2. Different forms of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affect grade 1 students’ - literal 
comprehension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udents who adopted static and 
dynamic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at the same time have the steadiest 
learning condition.  

3. Different forms of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affect grade 1 students’ - 
integration ability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udents who adopted static 
and dynamic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at the same time have the steadiest 
learning condition. 

4. Different forms of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affect grade 1 students’ - 
summarization ability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udents who adopted 
static and dynamic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at the same time have the 
steadiest learning performance,but they have the most unstable learning 
condition. Students who adopted static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have the 
lower performance, but they have the steadiest learning condition.   

5. Different forms of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affect grade 1 students’ - 
elaboration ability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udents who adopted static 
and dynamic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at the same time have the steadiest 
learning . 

6. As far as the whole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is concerned, adopting 
static and dynamic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at the same time has the best 
performance and the steadiest learning condition. Adopting dynamic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is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one is adopting static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Keywords：Electronic Picture Books,Vocabulary Learning,Read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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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兒童的語言學習應經由各種管道的刺激，除了和兒童經常性的言語互動之

外，兒童透過各種感官的刺激，會在無形中加強其語言能力，不論是詞彙數的累

積或是語言組織能力，都會有影響。因此除了親子間的陪伴，若能透過兒童自主

閱讀，利用零碎時間進行閱讀活動，將會對兒童的語言能力有相當大的助益。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不同形式的電子繪本對國小一年級學童在詞彙學習和閱

讀理解方面的影響，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探討本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針

對研究對象與限制做說明，第三節為研究方法與流程，第四節名詞釋義，玆分別

敘述如下：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閱讀（reading）是一項相當重要的基本技能。閱讀的能力可帶領六歲大的都

市小孩走進叢林動物奇譚的世界；也可讓一個住在非洲某村落的十歲大的小孩見

識到科技發達的世界。閱讀能力讓成人可以藉由獨立研讀而改變其職業生涯；它

更以一種相當經濟的方式，提供各年齡層的人們發掘各式不同的概念，以建構起

人類世界的社會與文化等景觀（Gagne̍ , Yekovich , Yekovich，1993，岳修平，1998），

閱讀是教育的靈魂，自小養成閱讀習慣，奠定了一生都能擁有的智慧。 

閱讀最主要的目的是獲取大量的資訊，閱讀能力越好，所得到的資訊就越多。

相反地，閱讀能力不佳，則會妨礙個人在學習及未來就業的能力。然而，閱讀能

力並不是一蹴可及的。因此，世界各國所推動的教育改革，幾乎都把推廣閱讀風

氣、提昇閱讀能力列為重點。如 1998 年 9 月到 1999 年 8 月，為英國全國閱讀年；

美國則有前總統柯林頓推動的「美國閱讀挑戰運動」及前總統布希的「閱讀優先

方案」，都是大力提倡閱讀；日本則從 1960 年就開始重視閱讀的影響力，例如鹿

兒島縣立圖書館館長京鳩十發起了「親子二十分鐘讀書」運動，要求大人每天最

少陪小孩看 20 分鐘的書，此一運動使整個日本社會開始重視閱讀，為日本戰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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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化」打下傲人的基礎；在香港，學校規定每天第一節課就是「閱讀課」，

除了閱讀，其餘的課程均不教，老師亦不做教學介入，專心閱讀；台灣於 2000 年

9 月起，由教育部主導推動為期三年的「全國兒童閱讀實施計畫」，藉由媒體的宣

導、辦理相關活動、座談、改善閱讀環境、增加圖書資源等多方面，來增進國人

對閱讀活動的重視，進而使閱讀成為全民運動。除此之外，教育部更在 2005 年編

制「國民中小學語文教學參考手冊」中提到務必依照課程綱要之規定，將「閱讀」

納入學校課程規劃，在 2008 年 2 月又公布「悅讀 101 國民中小學閱讀實施計畫」，

實施一系列閱讀相關活動。近年來，閱讀的推動已不只侷限於政府推動，由民間

企業推動的「晨讀十分鐘」活動更是受到部份學校的支持與推行。 

閱讀指導的最終目的，是希望學童能經由閱讀活動中，了解閱讀的樂趣，進

而主動閱讀（黃文枝，2008）。但是，若無法充分了解閱讀內容，明白文章中想要

闡述的觀念，閱讀效果便會大打折扣，閱讀興趣也無法相對提升，如何有效閱讀，

閱讀理解力佔了很重要的因素。黃春貴（1996）將閱讀理解能力定義為「認讀能

力的深入與發展，同時也是鑑賞能力、評價能力、記憶能力、速讀能力等各種能

力的發端與鋪墊。」，他將閱讀理解區分為對詞的理解、對句子的理解、對段落的

理解與對篇的理解，不但要理解其構成，更要理解其意義，如此才算真正具備閱

讀理解能力。有了上述的閱讀理解力，將有助於學童在進行各領域的學習，因此

如何提升閱讀理解力是本研究的動機。 

閱讀的成份不外乎是認字與理解兩部份，其中認字又是閱讀理解的基礎， 

Ken Goodman 也認為閱讀不僅只是連續性地辨認單字而已。閱讀的時候，有種東

西驅使你一直往前讀，它能有效地幫助你預測下文，所以你只需藉著文字的線索

（cues）就能不斷地掌握意義（洪月女，1998）。因此，增加學童的識字量有助於

學童閱讀時能繼續地往下閱讀。雖然國小一年級學童於第一學期進行十週注音符

號教學後，就開始進行國字學習的課程，然而，林于弘、許慧玉（2002）針對民

國 64 年、82 年的「課程標準」到民國 90 年的「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所編的

一年級國語課本進行研究，發現自民國 70 學年度到 90 學年度，國語第一、二冊

的習寫字數量有遞減的趨勢，也就是說國小一年級的學童若僅以課本為識字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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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其識字量是較以前的學童少的，因此如何能以其他方式來增加學童的識字量，

是本研究的動機，而美國教育家 Ken Goodman 亦指出字彙能力是閱讀的結果（洪

月女，1998）。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閱讀活動來瞭解學童在字詞量的學習效果。 

現代資訊科技的發達，學童的學習方式多元化，學校教師教學媒材與時代潮

流相結合，亦更貼近學童興趣與時代文化，學童學習主軸已從傳統單純的學校系

統，透過網路系統、電子科技多元媒體學習，相對地以傳統紙本閱讀的比例相對

降低，學習方式多元分散其學習注意力，如何讓學童能有效學習，讓學童在有限

時間，吸收更多課本外的知識，是每位師長和家長的期待。  

繪本是結合文字與圖像雙重媒體的文學型式，常被當成兒童啟蒙教育的工

具，做為引領兒童進入成人社會的主要媒介（楊麗中，2006），繪本也廣泛被運用

在閱讀活動中。 

研究者本身為國小低年級教師，在班級推動閱讀已多年，從全班學童人手一

本的傳統紙本圖書閱讀教學、大型繪本共讀、自製靜態式電子繪本到動畫式電子

繪本，無論是何種型式的教學，閱讀課程一直是學童喜愛的一門課程。課餘時學

童亦大都會主動閱讀班級圖書，研究者常進行有關閱讀材料形式上和教學法的研

究與學習，亦參與學校以閱讀教學為主軸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進行閱讀指導的

專業研究。發現時下學校教師常利用電子繪本做為課程的相關教材，無論是正規

課程或零碎時間應用，電子繪本的應用相當普遍，這方面我們可以從各版本教科

書常以電子繪本做為每一課程單元的引起動機教材就可印證。 

許月霞（2011）也針對國小教師進行電子繪本融入教學的研究後發現，有高

達 72%老師在課堂上使用電子繪本上課的經驗。但是，電子繪本對學童閱讀的影

響為何？明明現在老師已在課程上常利用電子繪本進行閱讀教學，但是為何常聽

到教師們反應現在的學童的閱讀理解力不足，甚至影響數學應用題目的作答呢？

根據王思佳（2010）的研究指出國小學童的中文理解能力愈強，則其數學文字題

理解能力情形愈佳，可見中文理解和數學作答有密切關係，因此如何提高學生的

閱讀理解能力是一項重要課題。 

    從研究者透過相關研究分析後發現電子繪本有正面和負面影響之不同結果，



 4 

因時下電腦科技之發展，多媒體運用之盛行，因體積小、儲存量大、網路盛行等

因素，電子繪本經常被應用於課堂或家庭上，電子繪本對於低年級的學童具有極

大的吸引力，且電子繪本本身可多次重複播放的特性有助於班級團體使用（林雅

玲，2007）。但有些動畫式繪本常為「動」 而「動」，有些動畫跟故事內容不相關，

且過多的動畫是否讓兒童沈迷在尋找動畫，而忽略故事的進行內容，影響其對故

事內容的理解，Goodman 也提到人類用大腦閱讀，不是用眼睛（洪月女，1998）。 

閱讀是近幾年來教育部極力推動的課題，鼓勵國人不分老少都應把閱讀當成

生活的一部分，閱讀不但是獲得知識的重要途徑，更是學習其他領域的必要工具，

在學習階段若能培養閱讀的正確方法，將會使學習效果更好。因此，如何妥善應

用多媒體進行學童的閱讀教材，以達到最好的閱讀效果，是本研究的研究動機。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 

1、 探討國小一年級學童之詞彙學習，是否會因閱讀時採用不同呈現形式的電子繪

本（靜態式電子繪本、動畫式電子繪本及同時採用二種形式的電子繪本）而有

所差異？ 

2、 探討國小一年級學童閱讀理解之字義理解，是否會因閱讀時採用不同呈現形式

的電子繪本（靜態式電子繪本、動畫式電子繪本及同時採用二種形式的電子繪

本）而有所差異？ 

3、 探討國小一年級學童閱讀理解之統整能力，是否會因閱讀時採用不同呈現形式

的電子繪本（靜態式電子繪本、動畫式電子繪本及同時採用二種形式的電子繪

本）而有所差異？ 

4、 探討國小一年級學童閱讀理解之摘要能力，是否會因閱讀時採用不同呈現形式

的電子繪本（靜態式電子繪本、動畫式電子繪本及同時採用二種形式的電子繪

本）而有所差異？ 

5、 探討國小一年級學童閱讀理解之引申能力，是否會因閱讀時採用不同呈現形式

的電子繪本（靜態式電子繪本、動畫式電子繪本及同時採用二種形式的電子繪

本）而有所差異？ 

6、 探討國小一年級學童之整體閱讀理解能力，是否會因閱讀時採用不同呈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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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子繪本（靜態式電子繪本、動畫式電子繪本及同時採用二種形式的電子繪

本）而有所差異？ 

 

1.2 研究對象與限制 

本研究限於各種客觀因素，在研究範圍上有若干限制，玆說明如下： 

 

1.2.1 研究對象 

    由於研究者擔任教職，故本研究以研究者任教之學校一年級三個班級為研究

對象，其中第一組成員有男生 13 人、女生 9 人，共 22 人；第二組男生有 14 人、

女生有 11 人，共 25 人；第三組男生有 13 人、女生 12 人，共 25 人，因此研究結

果之推論僅適用於條件類似的國小和年級，並不能推論至所有的國小學童。 

 

1.2.2 研究教材 

本研究的研究教材之一為動畫式電子繪本，因此所選書目均為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兒童文化館網站的網路繪本，並從中選擇適合一年

級學童的繪本，較著重於具有故事性、圖畫具吸引力、故事長短適中、對話內容

生動有趣及兒童尚未閱讀過等特質，無法涵蓋兒童讀物的所有領域。 

 

1.3  研究方法與流程 

    為達到上述之研究目的，研究者設計一教學流程，針對一年級三個班級的學

童的詞彙學習及閱讀理解能力進行分析和探討。 

 

1.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使用文獻分析法來分析有關電子繪本、詞彙學習、閱讀理解、以及

重複閱讀等相關文獻，擬定詞彙學習和閱讀理解的研究面向，並選定適合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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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子繪本，再以準實驗研究法進行教學實作，針對一年級學童詞彙學習和閱讀

理解之字義理解、統整能力、摘要能力及引申能力進行分析，以了解不同電子繪

本形式對學童在詞彙學習與閱讀理解方面之影響，提出建議以供推動電子繪本閱

讀活動之形式參考。 

 

1.3.2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如圖 1.1 所示，首先確定研究主題和範圍，再進行相關文獻的收

集與整理，並決定研究架構，選定繪本教材，設計出整個活動的流程，編寫詞彙

測驗題目和閱讀理解測驗，進行閱讀活動，最後將詞彙測驗之前測與後測及閱讀

理解測驗結果進行資料整理分析，進行論文撰述，做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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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名詞釋義 

    本研究中幾個重要的名詞，為使研究更加明確，各名詞之定義說明如下： 

 

1.4.1 電子繪本 

電子繪本是指將原紙本繪本之圖案和文字逐頁掃描成電子檔，運用

powerpoint、魅力四射、會聲會影等軟體，結合故事內容，將繪本製作成數位媒體，

以投影方式播放，讓全班學童可同時觀看或單獨以個人電腦觀看，進行繪本閱讀

教學。 

本研究所指的電子繪本選自行政院文建會兒童文化館的網路繪本書目，分為

靜態式電子繪本和動畫式電子繪本，二者之八本繪本故事內容一樣。其中靜態式

電子繪本為研究者改製，以掃描繪本圖畫和文字，運用 powerpoint 軟體，製作成

八本僅有靜態圖畫和文字的電子繪本；動畫式電子繪本為運用行政院文建會兒童

文化館網站的八本網路繪本，內容以動態圖畫、動態文字、聲音、音效等方式呈

現。 

 

1.4.2 詞彙學習 

    詞彙學習是指學童在閱讀繪本後進行繪本內的詞彙學習，對於「字形」、「字

音」、「字義」三種知識能同時運用，包括能唸出字音和字形的辨識，並能了解詞

彙在閱讀繪本中的意義，有助於閱讀者理解所閱讀的故事。 

    本研究所指的詞彙學習是學童在閱讀繪本後，以研究者運用 powerpoint 軟體

改製的八本繪本詞彙教學素材，詞彙依故事內容排序，利用電子白板，運用全班

每日放聲朗讀三次的方式進行學習，以能唸出字音和進行字形的辨識為主。 

 

1.4.3 詞彙測驗 

    詞彙測驗指的是學童能針對研究者自編的詞彙表進行閱讀繪本前的前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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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繪本後並進行詞彙學習的後測，以能唸出並辨識出詞彙為主要評分標準，識

詞率進步數量愈大的表示詞彙學習對其助益愈大，進步數量愈少的表示詞彙學習

對其助益愈小。 

 

1.4.4 閱讀理解 

    閱讀理解表示閱讀者在閱讀完繪本後，對於繪本故事句子和文意的理解程

度，本研究由研究者針對八本繪本故事內容，依字義理解（literal comprehension）、

統整能力（integration）、摘要能力（summarization）及引申能力（elaboration）四

種題型設計的閱讀理解測驗，對閱讀完的學童馬上進行測驗，得分愈高，表示在

此方面的能力愈強，得分愈低，表示在此方面能力愈弱。 

 

1.4.5 重複閱讀 

    重複閱讀（repeated read，RR）是一種閱讀教學方式，常被使用在增進閱讀流

暢力的教學中，是指將相同文本重複閱讀多次，以促進讀者閱讀流暢力的一種閱

讀教學方法，重複閱讀方式分為獨立閱讀與協助閱讀，獨立閱讀是讓學童自己以

默讀或口語的方式重複閱讀文章多次；協助閱讀則是提供學習者一個能流暢閱讀

的楷模，較常使用的方式是錄音帶協助、同儕協助及教師示範協助。 

本研究的重複閱讀教學法有二種，用於閱讀繪本時是指每節課閱讀同一本電

子繪本四次，由班長在電子白板前一字一字地比，並帶領全班大聲唸出故事文字，

每一頁停留 5 秒給予學童閱讀圖畫；用於詞彙教學時是指每個詞彙唸出三次，全

部詞彙唸完後，再重覆進行上述活動二次，共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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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透過閱讀，能打破課堂教育的限制，擁有終生學習的能力，自小養成閱讀習

慣，等於有了一生都能擁有的智慧（李燕妮，2007）。因此，閱讀活動是一項從小

就應培養的習慣。 

閱讀包括認字與理解兩個成分，且閱讀的最終目的在於理解文章內容及意

義，而認字能力則是閱讀理解的基礎（李燕妮，2007）。可見認字和閱讀理解密不

可分的關係。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電子繪本對詞彙學習與閱讀理解之影響，本章將就「閱

讀相關理論」、「電子繪本」、「詞彙學習」及「閱讀理解」四方面，分節依序進行

敘述。 

 

2.1 閱讀相關理論 

本節針對「閱讀的重要性」、「兒童閱讀能力的發展」、「重複閱讀法」進行探

討： 

 

2.1.1 閱讀的重要性  

閱讀是學童獲得訊息及獨立學習的重要能力，閱讀力，是知識經濟年代裡，

決定個人競爭力的關鍵核心，因此培養兒童閱讀能力，建立正確的閱讀觀念，奠

定終身閱讀的習慣與興趣，是一項重要課題。 

閱讀是近幾年來教育部極力推動的重點項目，鼓勵國人不分老少都應把閱讀

當成生活的一部分，閱讀不但是獲得知識的重要途徑，更是學習其他領域的必要

工具，因此在學習階段若能培養正確且有效率的閱讀方法，將會使學習效果更好。 

Gagne̍等人在 1993 年提出影響兒童早期閱讀的成功要素有二：一為兒童應在

生活中發展出對於文字及其功能方面的覺察能力：二為兒童應及早明瞭閱讀的價

值。若兒童具備此能力，不但能增強其閱讀效能，也更能提高其閱讀興趣（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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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1998）。 

美國教育家 Ken Goodman 把閱讀的功能分成五大類（洪月女，1998）： 

1.環境的功能：環境的文字充斥我們四週，但是我們經常毫不自覺我們在讀這些文

字。 

2.訊息的文字：我們都為訊息而讀，不管讀的是標籤、報紙或百科全書，但是不會

每個人都閱讀同樣的訊息來源。 

3.職業的功能：每個人都需要做職業性的閱讀，建築工人讀藍圖；辦公室工作的人

讀備忘記事、信件等；技工讀儀表、服務手冊等。 

4.娛樂的功能：大多數的人會為娛樂而閱讀，把閱讀當成打發時間的愉快方式，讀

小說是為了令人興奮的故事情節，而有人則只有在環境不允許做其

他的休閒時，才從事娛樂性的閱讀。 

5.儀式的功能：宗教活動時，就會經歷到閱讀的儀式功能，此時閱讀讓宗教團體從

共同的心靈經驗中凝聚在一起。 

    由上述可知，無論是學童或是成人，我們幾乎無時無刻都在進行閱讀活動，

閱讀在生活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閱讀能力的培養是一項不可忽視的重

要課題。 

 

2.1.2 兒童閱讀能力的發展 

閱讀是一種持續發展的能力，幼兒時期的口語互動經驗及接觸印刷品、媒體

則是閱讀能力發展的始現期，而隨著其真正開始識字、接受正規教育之後，閱讀

熟練度也跟著快速成長。新的經驗、累積的一般知識、不斷增加的新字彙、以及

不同文章的閱讀經驗都是兒童閱讀能力迅速發展的重要助因（錡寶香，1999）。 

根據 Gunning 於 1996 年時綜合多位研究者的發現，將兒童的閱讀能力發展區

分成五個階段：（錡寶香，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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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閱讀萌芽期（0~5 歲） 

幼兒在此階段迅速發展聽覺語言能力，為閱讀打下重要基礎。此外，他們開

始接觸各行各業的印刷品、察覺文字和非文字的區別，慢慢辨識常用字及與自身

有密切關係的文字，而他們與書籍的互動經驗則是來自於與家人一起唸童話、故

事書等活動，透過這些活動使得幼兒可以慢慢累積閱讀有關的知識。此階段的幼

兒很喜歡家人閱讀故事給他們聽，親子間的閱讀活動的多寡常會影響幼兒日後的

閱讀興趣和動機。 

 

第二階段：閱讀初期（幼稚園~國小一年級） 

兒童在此階段正開始學習拼音，並開始瞭解文字和語音之間的關係，並運用

這種知識來解碼字彙，但此種能力尚未自動化，也未成熟，因此兒童在閱讀時常

運用此認知資源於識字上，閱讀速度因而變得很緩慢，需一個字、一個字指著唸。

因此在此時期的兒童讀物以句子較簡短、字數量較少、字彙簡單的為主，且在編

排上多伴隨著圖片或圖畫來增加其理解與想像空間。 

此階段的兒童因認知資源大多來自家人及學校的小型社會，因此他們喜歡閱

讀和自己生活相類似的故事性圖畫書，因此很多家長或老師會以故事性或有主角

人物的圖畫書做為學習的媒介。 

 

第三階段：正式獨立閱讀期（國小二~三年級） 

兒童在此階段因拼音能力成熟，在閱讀的流暢性、速度、文意理解上均有明

顯的成長，且解碼字彙的識字能力已變得更快速、更自動化，因此兒童應用認知

資源於文章意義的瞭解上，閱讀理解能力大為增加。 

隨著閱讀流暢力、速度和理解力的加快，其閱讀動機也因而提高，所以此階

段的學童開始閱讀有不同章節、字數較多的易讀書籍，且讀物內容主題也更廣，

但因此階段學童自主意識較不強烈，容易受到家人、師長或同學的影響，因此對

於師長或家人所開出的閱讀書單，多半會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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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在閱讀中學習期（國小四~六年級） 

學童在四年級後所接觸的是較多複雜訊息、抽象概念的課程內容，而用以說

明這些訊息和概念的文字或語句句型也愈來愈複雜、愈來愈難，因此他們需要認

識更多生字的意義、理解課程內容，來建構文章中的主要概念，因此，他們透過

閱讀學得更多訊息和概念，並習得更多字彙，因而被稱為在閱讀中學習的階段。 

在之前的研究中發現，此階段學童的閱讀理解能力與詞彙能力的相關會隨著

年級的增加而增高，但是識字能力的相關會隨著年級的增加而降低，且很多學童

在此階段才開始出現閱讀的問題（錡寶香，1999）。 

 

第五階段：多元思考期（國中一年級以上） 

此階段的青少年以閱讀學習新的概念、知識，不再只依賴背誦，記憶的方式

吸收新知，他們開始藉由閱讀的內容來理解事、物的組織原則，在閱讀時建構不

同層面的假設，考慮不同的觀點。但因此階段的青少年因課業、同儕活動、電視

節目、電影等課外活動佔掉很多時間，在閱讀量方面就大大減少了。 

 

從以上的閱讀發展階段分類可看出閱讀能力的發展是循序漸進的，但又不是

截然界線分明的，各階段彼此相關連，每一階段若未能確實的掌握發展重點，將

會影響後面階段的發展。由於「第二階段：閱讀初期」是學童進人校園後接受正

規教育的第一階段，正式有系統的學習文字的聽說讀寫，且「第三階段：正式獨

立閱讀期」學童在解碼識字和理解能力均有明顯增加，而宣崇慧、盧台華（2006）

研究亦指出國小低年時期為詞彙能力的奠基期與關鍵期，因此本研究擬以完成注

音學習後的國小一年級學童進行閱讀實驗，以了解何種閱讀媒介較能提高學童的

詞彙學習和閱讀理解能力。 

 

2.1.3 重複閱讀法 

閱讀教學策略的方式是多元的，依不同閱讀對象、場所和閱讀媒材等各種因

素的影響，其相對使用策略亦有所不同，以下以重複閱讀法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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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複閱讀的意義： 

重複閱讀（repeated read）是一種閱讀教學方式，是指將相同文本重複閱讀多

次，常被使用在增進閱讀流暢力的教學中，其使用對象不限一般生或特殊生。藉

由重複閱讀的實施，讓學童對不認識的生字新詞先進行解碼，降低其在解碼上的

負荷量，能促進閱讀理解上的表現（吳宜貞，2007）。它的起源來自於1979年Samuels

與Dahl為了應用Laberge與Samuels於1974年所提出的自動化理論於教學實務上所

發展出來的，所謂自動化理論是指閱讀時的視覺信息自動轉化，它包含視覺，語

音、情節記憶系統，以及最終的理解語義部分，Samuels與Dahl在研究中發現每天

讓學童練習一篇新文章，可以增進學童的識字技巧，當學童每天增加文章的練習

次數，學童不但可以增進識字技巧，在閱讀流暢力的表現也會有所增進，Samuels

與Dahl認為重複閱讀使得學童能達成自動化認字，亦能增進閱讀理解。 

在重複閱讀策略中，教師並不另外單獨教學童生字，而是藉由重複閱讀時反

覆的將字形、字音、字義及文句脈絡做聯結，使得字彙辨識的歷程能自動進行，

不再耗費心力（洪采菱，2008）。因此學童透過重複閱讀方式可強化其閱讀效果，

而此效果包含認字和理解方面。 

 

2. 重複閱讀教學的實施方式： 

重複閱讀是一種很容易在家裡或教室裡實施的方式，它可運用在較多人的團

體閱讀，亦可以小組方式或個人方式進行，國際閱讀小組（National Reading Panel）

將重複閱讀教學的實施方式分為獨立閱讀與協助閱讀（洪采菱，2008）。 

（1） 獨立閱讀（unassisted reading） 

獨立閱讀是讓學童自己以默讀或口語的方式重複閱讀文章多次（洪采菱，

2008）。Samuels 與 Dahl 認為，初次閱讀文章時，先以每分鐘 30 到 50 字之間的閱

讀速度來進行，文章長度約 100 字左右，首先讓學童大聲唸出給老師聽，再自行

獨立默讀，接著以口語方式重複閱讀文章，並進行閱讀速度的測量，學童所要達

到的目標是達到每分鐘 100 字的標準，若未達標準，則再反複閱讀，直到達到標

準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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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助閱讀（assisted reading） 

 協助閱讀則是提供學習者一個能流暢閱讀的楷模，較常使用的方式是錄音帶協

助、同儕協助及教師示範協助。 

錄音帶協助是由教師學生共同選擇 80 到 200 字左右的文章或故事、詩、散文。

教師首先示範唸一段課文，或者由錄音機播放出來，然後學生開始跟著錄音帶唸，

重複閱讀直到流暢為止。當文章內容詞句有押韻並且節奏性強時，可讓學童唸起

來興趣盎然，而不會枯燥乏味。在此做法中錄音帶扮演了楷模的角色，示範正確

閱讀（洪采菱，2008）。 

    同儕協助是指由兩個學生做配對練習，首先由閱讀較困難的學生扮演學生角

色，能力較佳者扮演老師的角色，先領導唸出一段文章，之後兩人再互換角色，

重複閱讀同一篇文章，二人互相唸給對方聽，並紀錄閱讀者一篇所花的時間和錯

誤的情形，如此反覆練習，直到兩人對此篇文章內容皆達到流暢標準為止。 

    教師示範協助是由老師先閱讀新的文章，學生則是跟著老師默讀，並進行重

複閱讀，老師的示範與指導，不但讓學生熟悉技巧，讓自己變成較佳的讀者，老

師更能在同時給予閱讀錯誤時的即時回饋，有助於學生了解自己的閱讀狀況。 

重複閱讀法使閱讀流利的讀者可以自動的解碼上下文，幫助不管是一般或特

殊需要的學生或兒童或成人成為更好的閱讀者，而協助閱讀能有效率地增加認字

流利度和理解度。協助閱讀比獨立閱讀更強調增進認字的正確性、自動化、以及

聲韻的練習（許美雲，2009）。 

許美雲（2009）認為對於國小一年級的學童來說，協助式的重複閱讀是較適

合的，其中又以教師示範和同儕教導為佳，洪采菱（2008）則認為協助閱讀比獨

立閱讀更強調增進認字的正確性、自動化、以及聲韻的練習。實徵研究中發現協

助閱讀方式較獨立閱讀方式更廣為被採用。 

洪采菱（2008）指出教師在採用重複閱讀策略中，並不另外單獨教導學生生

字，而是藉由重複閱讀時反覆的將字形、字音、字義及文句脈絡做聯結，使字彙

辨識的歷程能自動進行。因此本研究中的詞彙學習將每本繪本的主要詞彙以故事

進行的順序呈現，讓學童邊進行詞彙學習時，可喚起他對故事情節的記憶，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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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唸，一邊看的同時，可將字形、字音、字義及文句脈絡做聯結，加強其詞彙方

面的辨識。 

 

3. 重複閱讀法的相關研究： 

在反覆的閱讀中，開始學認字，也漸漸體會到字的功能，透過反覆閱讀，幼

兒更肯定自己的所知（柯華葳，2006）。 

Therrien & Kubuina 在 2006 年所提出的研究中指出有很多文章談到關於課堂

上流利閱讀的具體技巧的呈現，發現重複閱讀法不管是對一般生或程度較差的學

生都是有成效的，實施時若能注意到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並選擇適合的文本，

都會使得重複閱讀法得到極大的效果。遵循重複閱讀法的指導方針，教師們可以

更輕鬆的使用重複閱讀，並可以把它當成課堂中的例行公事。他以內容約 100~200

字的閱讀教材文本，每天進行 10~20 分鐘，以同樣的方法實行 4 次的閱讀，研究

結果發現在同一天中，以文本 118 字的為例，重複閱讀到第四次時可以達到目標

（正確讀出 117 字，錯誤字有 1 字）。Therrien & Kubuina 根據國內外學者對於使用

重複教學法的研究中，歸納出實施教學時應注意的事項： 

（1） 受試者應能將文章大聲讀給老師（或能勝任的家庭教師）聽—老師應受

過訓練，能提供回饋。 

（2） 老師聽完受試者唸完後能給予回饋或修正—受試者若停頓 3 秒以上，老

師應給予正確讀法，並讓受者重覆讀出。 

（3） 同樣的文本要達到標準才算完成。 

彭志業（2003）研究發現重複閱讀識字教學能顯著提昇受試學童在字形辨識、

字音辨識、字詞義辨識與一般字彙知識上的表現。 

洪采菱（2008）使用廣泛閱讀與重複閱讀教學法對國小一年級學童識字能力、

口語閱讀流暢力及閱讀理解之研究，發現二種教學法均不足以提升理解力，其使

用教材為非連貫性的文本，對一年級的學童在閱讀吸引力上可能有所影響，因此

本研究以具有圖畫、文字字數較多、故事性較豐富等特性的電子繪本做為閱讀教

材，取代一般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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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美雲（2009）在研究中發現重複閱讀教學法中以同儕教導教學時，因同儕

能力不一，教學成效不一致，恐影響學習成效，因此將教師示範和同儕教導教學

做結合，但結果指出教師示範在認字上成效較佳，在研究中亦發現學生不論接受

哪一種重複閱讀教學，其閱讀理解在教學前後都沒有明顯變化，重複教學讓閱讀

流暢改變，但不必然會伴隨閱讀理解的改變。 

吳庭耀（2009）研究指出重複閱讀策略能提升中年級低閱讀能力學生在不同

文體的閱讀理解表現，亦能提升其閱讀上的表層理解和深層理解。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上述關於重複閱讀的教材均以文字方式呈現，沒有繪本

中的圖畫加以做閱讀理解的加強，但前述提及閱讀初期的學童在閱讀上多伴隨著

圖片或圖畫來增加其理解與想像空間，因此針對此一部份，本研究以文字和圖畫

比例相當的繪本做為研究教材，又因重複閱讀對認字是有助益，因此在詞彙教學

的處理上則以文字為主。 

 

2.2 電子繪本 

本節探討電子繪本，分別就繪本的定義、電子繪本、及靜態式電子繪本、動

畫式電子繪本的相關研究加以分析。 

 

2.2.1 繪本 

繪本的英文為 Picture Book，在臺灣則稱作「圖畫畫」或「繪本」，它主要強

調書中畫家手繪插圖的情境，它有別於攝影圖片的刻板感受，日本兒童文學家松

居直（2001）認為繪本藉由文與圖來達成「書」的形式，它是一種綜合藝術，繪

本具有兩套語言系統，一是以文字作為表現符號的文本，一是圖像（林真美，

2005）。柳田邦男（2001）則認為繪本用最少的字和最少的圖來表達關於人生、生

命、活著、喜悅和感動等事物，是一種了不起的表現手段，也是一種溝通的手段

（林真美，2005）。林敏宜（2000）在《圖畫書的欣賞與應用》一書中則認為繪本

是一種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甚至是完全沒有文字、全是圖畫的書籍。黃漢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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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素杏（2007）在繪本相關研究中，將繪本定義為「依著文本之旨趣及情節，以

連續之手繪圖像提升主題內涵之豐富性；其文字或圖像均能獨立呈現文本之意

涵，並留下大量的空白，俾使讀者做更多創造性詮譯。」 

因此，繪本的圖畫不僅要能充分表達故事的內容，甚至能超越文字的意境，

給予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詮釋和感受，這也正是繪本的魅力所在。而閱讀的樂趣

就在於解開繪者在故事中所隱含的一個個「圖像符碼」（Picture Code）（吳淑玲，

2004）。 

劉玉玲（2001）將圖畫書的特質分析如下： 

1. 故事發展是直線式的，需一頁一頁往下進行，無法變動。 

2. 圖畫書需以最精煉的文字表現，並與圖畫互相闡釋，具有無限想像空間。 

3. 圖畫書在繪畫上有更開放的表現技法。 

吳淑玲（2004）認為繪本中的圖畫和文字各自傳遞不同的訊息：圖畫涵蓋的

是空間，卻不易表現語言中輕易就能辦到的因果、強勢與附屬等關係；語言文字

涵蓋的是時間，但要呈現視覺上的整體感則有其困難處。Perry Nodelman 則認為繪

本中的圖畫有一個前後順序的序列，它蘊含了時間的因果關係，有助於故事的說

演，即使一張圖本身也有各種方式可以組織空間，暗示某些連續的時間順序和提

供某些焦點（嚴淑女，2009）。因此，當繪本中的一張張圖像以前後相關順序呈現

時，它就已超脫空間的局限，以故事形塑時間，進而克服時間的開放性。 

Perry Nodelman 對於圖像和文字的關係認為：讀者一開始看圖畫，就立刻看到

整體，然後才開始注意不同細部之間潛在的關係。而文字的了解則是由細節，進

而趨向整體。文字最擅長描述關係的東西；而圖像最擅長的是給讀者整體的感受，

因此圖像和文字結合時，同時能做細節的描述，又可以做整體的提供，彼此互相

協助，將作者所要傳達的想法呈現在讀者面前（嚴淑女，2009）。 

兒童閱讀繪本時，會將自已的生活經驗，融入故事情結中（黃文枝，2008）。 

根據陳素杏（2009）研究，「圖像式」學習是簡單易懂且最原始的學習，因此具圖

像語言的繪本能引發兒童的閱讀樂趣，擴大生活認知性。陳意爭（2008）認為圖

畫書透過一組圖畫來呈現故事，把兒童不熟悉的文字，透過圖畫方式呈現，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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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幫助兒童與實物做對應，產生鏈結，提高學習效果。 

    繪本之所以有別於一般的兒童故事書，在於繪本中的圖像提供視覺訊息，它

屬於非語言情境，兒童透過它體認到故事中繪者要表達的內涵，而當繪本中的圖

像和文字結合時，則呈現出更深層的故事語言。因繪本具有上述的特性，因此對

於未識字或初學文字的兒童而言，繪本是能引導兒童進入成人世界的重要工具。 

 

2.2.2 電子繪本 

繪本因同時具有圖畫和文字的特性，因此繪本被廣泛應用在學童各領域的學

習上，然而，在班級應用上，因紙本繪本受限於它的大小，除非可以讓全班學童

同時人手一本相同的繪本，否則教師在進行繪本閱讀時，學童對於繪本中的圖像

和文字閱讀效果不佳，因此，教師常會將繪本逐頁掃描成電子檔，運用 powerpoint、

魅力四射、會聲會影、Z-maker 等軟體，將繪本製作成數位媒體，以投影方式放大

播放，讓全班學童可同時觀看，以利繪本閱讀教學的進行，隨著科技媒體的迅速

發展，電子繪本可呈現的方式與效果變得更多元，陳慧卿（2003）透過電腦數位

化科技，將兒童故事內容以文字、圖畫、影像、聲音、動畫、音效等做結合，以

多媒體電腦來閱讀。丘華殷（2007）將網路電子繪本定義為以繪本故事書為樣本，

以兒童為主要訴求對象，運用電腦多媒體將文字、圖片配上聲音、動畫、背景音

樂等效果，製造出來的電子繪本書，並透過網路技術放在網站上，展示於網頁上，

可以隨時上網瀏覽。蕭淑美（2007）利用電腦數位資訊科技，將紙本繪本中的文

字、圖案加上聲音、變成動畫的兒童圖畫故事電子書。李燕妮（2007）將繪本圖

案掃描成投影片進行分享或閱讀教學。黃文枝（2008）亦以繪本圖案掃描方式，

利用影像處理軟體，分別以只有圖片和圖片加文字部分，針對國小一年級學童進

行寫作教學研究。王偉全（2010）則以兒童英語故事網站（Children’s StoryBooks 

Online）進行英語教學，教材分為二種：一為靜態式插圖，一為部分可動的動畫式

插圖。 

綜合以上相關研究，大致可將電子繪本分類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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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電子繪本的分類 

 名稱 特性 

1.
依
呈
現
形
式
分
類 

靜態式電子繪本 

將紙本繪本的圖樣和文字掃描成電子檔，利用多媒

體軟體製作成可在電腦上逐頁閱讀的靜態式繪

本，其圖像沒有動畫效果，亦無音效。 

動畫式電子繪本 

（分為互動式、 

純動畫式） 

將紙本繪本掃描成電子檔，利用多媒體軟體製作成

可在電腦上逐頁閱讀的繪本，其中繪本中的圖像或

文字可依情節順序而有不同的音效、互動之效果。 

2.
依
讀
取
管
道

分
類 

光碟、檔案閱讀 
以光碟等工具存檔，在電腦上播放，體積小，攜帶

方便。 

網路閱讀 
以網站方式呈現，閱讀時點選檔案進行瀏覽，如文

建會兒童文化館網站，可隨時上網閱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因研究重點主要在於探討電子繪本是否因影像、聲音的加入而使閱讀

成效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的電子繪本指的是以呈現形式分類，即分為靜態式電

子繪本、動畫式電子繪本二種，其中動畫式電子繪本是純動畫式，不包含與讀者

互動效果的部份。 

黃羨文（1995）針對紙本書和電子書的異同作比較，提出電子書的優點：易

於檢索、可集中閱讀者的注意力、可增加閱讀興趣及可使用眼、耳等多重感官，

增加學習理解程度，但紙本書並不因此被取代，反而朝向更精緻化、多樣化發展。 

洪美珍（2000）認為每一種媒體都有它的獨特性，如何讓傳統紙本繪本和電

子繪本互相搭配，達到互補、增強的功能是未來應思考的問題。 

劉玉玲（2001）研究發現互動式動畫故事書透過圖像與動畫，文本的內容更

能以具體的方式呈現文字難以敘述的抽象概念或關係，因此增加兒童閱讀理解的

可能。並且認為未來運用多媒體在動畫式故事書是一種發展趨勢，但過多的音訊

媒體反而會是一種干擾，因此如何適度的運用音訊媒體，讓繪本內容有「畫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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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 的效果，是未來發展動畫式繪本應注意的課題。 

陳慧卿（2003）的研究指出，學童對電子童書有高度的興趣，可用來進行自

主的閱讀方式，但動畫並不會提高學童的故事理解能力，紙本童書組學童在故事

理解測驗的得分顯著高於電子童書組得分，電子童書裡的動畫設計不但不能幫助

學童理解故事，反而因大量的動畫，忽略故事內容的敘述，降低了閱讀理解能力。 

蕭淑美（2007）在研究中指出電子繪本由於體積小，可以儲存大量資料，存

取方便，網路普及，且具有傳統紙本繪本無法提供的多媒性、互動性及遊戲性，

因此能吸引兒童注意，讓兒童能很快進入故事情境，也提高他們的閱讀動機及閱

讀興趣。 

玆將電子繪本之相關研究做一整理，如表 2.2： 

 

表 2.2 電子繪本相關研究 

學者 研究結果 

黃羨文（1995） 電子書的優點：易於檢索、可集中閱讀者的注意力、可增加閱讀

興趣及可使用眼、耳等多重感官，增加學習理解程度，但紙本書

並不因此被取代，反而朝向更精緻化、多樣化發展。 

洪美珍（2000） 每一種媒體都有它的獨特性，如何讓傳統紙本繪本和電子繪本互

相搭配，達到互補、增強的功能是末來應思考的問題。 

劉玉玲（2001） 互動式動畫故事書透過圖像與動畫，文本的內容更能以具體的方

式呈現文字難以敘述的抽象概念或關係，因此增加兒童閱讀理解

的可能。 

陳慧卿（2002） 學童對電子童書有高度的興趣，可用來進行自主的閱讀方式，但

動畫並不會提高學童的故事理解能力。 

蕭淑美（2007） 電子繪本由於體積小，可以儲存大量資料，存取方便，網路普及，

且具有傳統紙本繪本無法提供的多媒性、互動性及遊戲性，因此

能吸引兒童注意，讓兒童能很快進入故事情境，也提高他們的閱

讀動機及閱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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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芬（2008） 針對國中三年級普通班電子繪本英語教學進行研究，以「聲音

組」、「圖像組」和「聲音+圖像組」三個實驗組別進行準實驗研究，

研究發現在字義理解方面，以「聲音+圖像組」表現最佳，但不顯

著；在推論理解方面，「圖像組」在較低層次題目上表現較佳，在

較高層次題目上，則以「聲音+圖像組」表現較佳，且達到顯著差

異。 

黃齡嫻（2009） 發現當繪本故事短且容易時，電子與紙本繪本的教學效果差異不

大，當繪本故事較長且難時，則電子繪本優於紙本繪本；電子繪

本能增進學生的閱讀態度。 

張容瑋（2010） 針對五年級的學童進行繪本教學實驗研究指出，不管是靜態圖片

或電子動畫均能使學童了解故事內容，在第一次教學實驗中，紙

本繪本教學在閱讀理解表現顯著優於電子繪本教學，但第二次教

學實驗中，電子繪本教學在故事理解和故事重述表現上均比紙本

繪本教學佳，且在使用電子繪本時，因易受電子動畫的影響，教

師應注意學童是否確實在閱讀故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電子繪本的呈現形式對於學童的閱讀理解等能力是否有

助益各有不同見解，部分研究者認為主要因素在於電子繪本中的影音、音效及動

畫的多寡影響學童的注意力，這也正是本研究欲探討的部分。 

 

2.2.3 電子繪本相關研究 

以下針對電子繪本的相關研究進行分析： 

 

1.靜態式電子繪本相關研究 

陳淑霞（2006）將繪本圖案以掃描方式，利用影像處理軟體去除文字部分，

做為寫作教學的素材。以數位化繪本針對國小三年學童進行寫作教學之行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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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研究結果在寫作態度的認知、情感方面未達顯著水準，在寫作態度的總分及

寫作能力的總分、內容思想、組織結構、通則規範方面均達到顯著水準。並認為

透過繪本圖像，可以提高學童的學習興趣。 

李燕妮（2007）將繪本圖案掃描成投影片進行分享式閱讀教學，探討對國小

低年級學童閱讀理解能力及閱讀動機之影響，研究發現在字面理解及推論理解

上，分享式閱讀教學與控制組並無顯著差異，但能提升學童閱讀動機。 

    黃文枝（2008）亦以繪本圖案掃描方式，利用影像處理軟體分別以只有圖片

和圖片加文字部分，針對國小一級學童進行寫作教學研究，研究顯示一年級的學

童對於懸疑、刺激、好玩、有趣等故事性情結的繪本較有興趣，且認為圖文共同

閱讀，可以將圖畫和文字連貫故事內容，增進故事理解。 

    玆將靜態式電子繪本之相關研究及其定義做一整理，如表 2.3： 

 

表 2.3 靜態式電子繪本之相關研究及其定義 

研究者 論文名稱 定義 主要研究內容 

陳淑霞

（2006） 

數位化繪本融入

國小寫作教學之

研究 

 

將繪本圖案

以 掃 描 方

式，利用影

像處理軟體

去除文字部

分，做為寫

作教學的素

材。 

以數位化繪本針對國小三年學童進

行寫作教學之行動研究，研究結果在

寫作態度的認知、情感方面未達顯著

水準，在寫作態度的總分及寫作能力

的總分、內容思想、組織結構、通則

規範方面均達到顯著水準。 

李燕妮

（2007） 

分享式閱讀教學

對國小低年級學

童閱讀理解能力

及閱讀動機之影

響 

將繪本圖案

以 掃 描 方

式，製作成

投 影 片 播

放。 

採用準實驗研究中的「不等組前後測

設計」，探討對國小二年級學童閱讀

理解能力及閱讀動機之影響，研究發

現在字面及推論理解上，分享式閱讀

教學與控制組並無顯著差異，但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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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童閱讀動機。 

黃文枝

（2008） 

繪本閱讀結合寫

作教學之研究—

以潮州國小一年

級學童為例 

以繪本圖案

掃描方式，

利用影像處

理軟體分別

以只有圖片

和圖片加文

字部分。 

針對國小一級學童進行寫作教學研

究，研究顯示一年級的學童對於懸

疑、刺激、好玩、有趣等故事性情結

的繪本較有興趣，且認為當故事內容

較淺顯時，適合先單獨由圖畫或文字

開始閱讀，當閱讀能力較強時，可將

圖文一起欣賞，同時對於文本內容也

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動畫式電子繪本相關研究 

祝佩貞（2003）探討國小二年級和五年級學童閱讀電子童書和紙本童書在閱

讀理解和閱讀態度之影響，結果顯示在二年級方面，電子童書對閱讀理解力的提

昇優於紙本童書，在五年級方面則沒有顯著的影響。電子童書均能使二年級和五

年級學童增進其閱讀態度。 

陳慧卿（2003）利用電子童書與紙本童書對國小二年學童進行兒童故事理解

與故事回憶能力方面的教學研究，結果發現閱讀紙本童書的故事理解測驗和故事

回憶量上均比電子童書成績高。研究中亦發現電子童書裡與故事有關的動畫可以

擴展對故事內容的理解，而國語文程度高或低及性別差異在故事理解與故事回憶

能力也不會因二種媒材不同而有所差異。 

莊夏萍（2005）利用網路電子童書對國小三年級學童進行閱讀理解、寫作能

力及提昇閱讀興趣之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在三方面均有助益。 

劉志峰（2006）利用網站繪本，綜合運用文字、聲音、音效、影像及大量的

動畫等多種媒體素材，針對四年級學童進行英語紙本和電子繪本分組教學，研究

結果發現在聽力、認讀、字彙線索運用方面均無顯著差異，其中在認讀方面紙本

教學效果比電子繪本教學好，且繪本動畫並非電子繪本組學生成績表現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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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華殷（2007）結合網路多媒體繪本進行教學，研究發現能增進輕度智障學

童總詞彙數、相異詞彙數、校正後相異詞總詞彙比率、錯誤句總數和迷走語總數

等成效，在口語表達能力、上課參與度、發言上的信心、及人際互動等方面皆有

進步的表現。 

林雅玲（2007）以多媒體繪本對一國小低年級威廉斯氏症學童做社會技巧教

學，運用電腦程式軟體，透過文字、影像、語音及動態視訊的結合，以多元化的

呈現方式，介紹故事所欲傳遞訊息。研究結果發現在情緒表達技巧、衝突處理技

巧、分享合作技巧三方面均有立即與維持的學習成效，研究中亦指出多媒體繪本

對於低年級的學童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且多媒體繪本本身可多次重複播放的特性

有助於班級團體使用。 

蕭淑美（2007）利用電腦數位資訊科技，將紙本繪本中的文字、圖案加上聲

音、變成動畫的兒童圖畫故事電子書，針對一到六年級學童分別以紙本繪本和電

子繪本分組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在創造性傾向及創造性思考活動方面，在男女性

別之間及紙本繪本與電子繪本組別之間皆無顯著性差異，並認為電子繪本過多的

動畫聲光效果反而對學習效果產生干擾，電子書是否能夠完全取代傳統紙本書仍

有待商榷。 

黃婉菁（2007）探討在教學中運用動態式電子繪本對低年級學童的影響，發

現學生對於動態式電子繪本的接受度高，課程具教學效果，其開放式結局，激發

學生主動閱讀，且因其不受時空限制，有助於學生課後瀏覽。 

盧秀琴、陳月雲（2008）利用自編的電子繪本進行分組教學，研究發現採用

電子繪本教學的組別在動物課程學習成就和描述性概念上的表現均高於一般講述

教學，並指出電子繪本具體有趣的角色對話、連續動畫、旁白說明等優點，能吸

引學童觀看，增加觀察的仔細度。 

王偉全（2010）對一名國小五年級童進行紙本和線上文本各二本英文繪本閱

讀，其中線上文本又分為網路的靜態式插圖繪本一本和部分可動的動畫式插圖繪

本一本，其研究發現，學童在閱讀二種文本時均以圖案來協助閱讀，而忽略本身

的背景知識，隨著閱讀文本的一本本進行，閱讀者會主動調整自己的閱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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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認為閱讀教學應結合網路和與圖畫書等教學資源。 

玆將動畫式電子繪本之相關研究及其定義做一整理，如表 2.4： 

 

表 2.4 動畫式電子繪本之相關研究及其定義 

研究者 論文名稱 定義 主要研究內容 

祝佩貞

（2003） 

電子童書與紙

本童書對國小

學童閱讀理解

及閱讀態度之

比較研究 

 

超 文 本 、 非 線

性、互動式的兒

童光碟電子書 

探討國小二年級和五年級學童閱讀電

子童書和紙本童書在閱讀理解和閱讀

態度之影響，結果顯示在二年級方

面，電子童書對閱讀理解力的提昇優

於紙本童書，在五年級方面則沒有顯

著的影響。電子童書均能使二年級和

五年級學童增進其閱讀態度。 

陳慧卿

（2003） 

國小二年級學

童對電子童書

與紙本童書之

閱讀能力研究 

透過電腦數位化

科技，將兒童故

事內容以文字、

圖書、影像、聲

音、動畫、音效

等做結合，以多

媒 體 電 腦 來 閱

讀。 

利用電子童書與紙本童書對國小二年

學童進行兒童故事理解與故事回憶能

力方面的教學研究，結果發現閱讀紙

本童書的故事理解測驗和故事回憶量

上均比電子童書成績高。 

莊夏萍

（2005） 

網路電子童書

融入語文領域

教學提升學童

閱讀與寫作能

力之行動研究 

 

行政院文建會兒

童文化館網站之

繪本。 

利用網路電子童書對國小三年級學童

進行閱讀理解、寫作能力及提昇閱讀

興趣之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在三方面

均有助益。 

劉志峰 電子繪本教學 利用網站繪本，以準實驗研究法，針對四年級學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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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對國小學生英

語認字表現、字

彙線索運用與

繪本學習態度

之影響 

綜合運用文字、

聲音、音效、影

像及大量的動畫

等多種媒體，來

表達某一故事中

的情節。 

行英語紙本和電子繪本分組教學，研

究結果發現在聽力、認讀、字彙線索

運用方面均無顯著差異。 

丘華殷 

（2007） 

結合網路多媒

體繪本教學對

國小輕度智能

障礙學童口語

表達能力成效

之研究 

繪本故事畫為樣

本，以兒童為主

要訴求對象，運

用電腦多媒體將

文字、圖片配上

聲音、動畫、背

景音樂等效果，

製造出來的電子

繪本書，並透過

網路技術放在網

站上，展示於網

頁上，可以隨時

上網瀏覽。 

結合網路多媒體繪本教學方案能增進

輕度智障學童總詞彙數、相異詞彙

數、校正後相異詞總詞彙比率、錯誤

句總數和迷走語總數等成效。 

林雅玲

（2007） 

多媒體繪本在

威廉斯氏症候

群學童社會技

巧教學之應用 

 

運用電腦程式軟

體，透過文字、

影像、語音及動

態視訊的結合，

以多元化的呈現

方式，介紹故事

所欲傳遞訊息。 

以多媒體繪本對一國小低年級威廉斯

氏症學童做社會技巧教學，屬單一受

試實驗設計，研究結果發現在情緒表

達技巧、衝突處理技巧、分享合作技

巧三方面均有立即與維持的學習成

效。 

蕭淑美 紙本繪本與電 利用電腦數位資採用準實驗研究法的「雙組後測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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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子繪本對學童

語文創造力的

差異性影響 

 

訊科技，將紙本

繪本中的文字、

圖案加上聲音、

變成動畫的圖畫

故事電子書。 

教學活動」設計，針對一到六年級學

童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在創造性傾向

及創造性思考活動部分，在男女性別

之間及紙本繪本與電子繪本組別之間

皆無顯著性差異。 

盧秀琴、

陳月雲

（2008） 

應用電子繪本

提升學童動物

生長之描述性

概念 

為一種多媒體教

學的工具，結合

繪本與科技的電

子書，能呈現文

字、動畫和聲音

等符號播放的功

能。 

利用自編的電子繪本進行分組教學，

研究發現採用電子繪本教學的組別在

動物課程學習成就和描述性概念上的

表現均高於一般講述教學。 

王偉全

（2010） 

兒童閱讀英文

印刷文本及線

上文本之閱讀

歷程比較研究 

兒童英語故事網

站 （ Children’s 

StoryBooks 

Online） 

分為二種：一為

靜態式插圖，一

為部分可動的動

畫式插圖。 

對一名國小五年級童進行紙本和線上

文本各二本英文繪本閱讀，研究發

現，學童在閱讀二種文本時均以圖案

來協助閱讀，而忽略本身的背景知

識，隨著閱讀文本的一本本進行，閱

讀者會主動調整自己的閱讀策略，並

認為閱讀教學應結合網路和與圖畫書

等教學資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研究，動畫式電子繪本對低年級的學童具有吸引力，其可多次重複

播放的特性亦有助於班級團體使用，但相對於傳統的紙本繪本，其在閱讀能力上

的效果是否有增進的功能結果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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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詞彙學習 

閱讀是否能流暢，識字能力佔了很重要的因素，Ken Goodman 指出字彙能力

是閱讀的結果（洪月女，1998）。認真閱讀的孩子在閱讀過程中可以自然而然接觸

到很多詞彙，也就慢慢成為詞彙豐富的讀者，小學生的詞彙量在理解書中內容的

過程中，發揮關鍵的作用。詞彙的認識讓閱讀者了解文章內容，對文章的後續發

展自然而然會有吸引力，會自然的迫不及待的往下閱讀，如此一來，就更能領悟

到閱讀的樂趣，也會更有動力主動閱讀，進而把閱讀當成生活的一部分，做到自

動閱讀，自動學習。 

語文閱讀是許多認知歷程的組合，認知心理學者著重分析閱讀的內在運作歷

程，而非閱讀結果，其中文字辨識和閱讀理解是兩項主要的過程，只要其中一項

運作出現問題，都會影響其閱讀結果（王仁宏，2003）。 

閱讀的成份不外乎是認字與理解兩部份，其中認字又是閱讀理解的基礎，本

節針對「文字辨識的理論基礎」、「字形辨別模式」、「記憶理論」及「詞彙學習相

關研究」進行探討： 

 

2.3.1 文字辨識的理論基礎 

    閱讀流暢力佳的讀者通常在單字辨識上是正確而快速的，因此若能增加識字

量，將會使學童在閱讀上較為順暢，學童也會因而不用發太多的注意力於文字的

識別，相對地大量的注意力資源就可以運用在理解文意上。因此認字自動化使兒

童能由重點在識字的學習閱讀階段順利的轉換到能藉由閱讀理解能力來學習新知

的階段。 

    許多學者對認字（word recognition）的任務下了定義，其中黃淑苓（1994）認

為識字是一種複雜的認知過程，包括對字形的辨認，字音的學習，及字義的瞭解，

亦即認識一個字至少包括形、音、義的學習。黃秀霜（2001）的定義包括廣義及

狹義兩種，所謂狹義的定義指的是讀者在看到文字之後，能發出此字的字音，但

不一定了解此字的字義；廣義的解釋則是指字的解碼（word decoding），及字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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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word identification），即能辨識字形、辨讀字音及搜尋字義。歐素惠、王瓊珠

（2004）則認為認字是將詞彙和定義之間產生直接連結，或是試著由文句脈絡來

猜測詞義。因本研究對象為國小一年級學童，不適合進行複雜的測驗，因此本研

究在測驗上採黃秀霜（2001）的狹義定義，當學童正確讀出詞彙發音，即表示他

們認得此詞彙。 

彭志業（2003）針對識字成效方面進行研究，將國內外學者針對漢字的獨特

性質，提出幾種漢字的辨識模式理論，如表 2.5： 

 

表 2.5 漢字的辨識模式理論 

模式名稱 提出學者 理論內容 

累積交互激發模式 楊牧貞（1990） 字的辨識歷程中，目標項出現後，與

此目標相對應的「字形」、「字音」、「字

義」知識均會處於激發狀態，並呈現

許多選擇項目，此選擇項目與對應的

字彙知識產生激發狀態，彼此間產生

促發或抑制作用，「字形」、「字音」、「字

義」知識對「字」的辨識之相對影響

力則決定於各層次之知識內內標項與

干擾項目間的促發淨效果。 

激發-綜合二階段模式 曾志朗（1991） 參考 Tzeng 和 Hung 於 1982 年所提出

的「激發-綜合」二階段模式，認為中

文識字的歷程是以平行分配處理模式

進行，閱讀者在閱讀時會雙重使用字

形和語言等多重線索來認字，這些線

索是相互合作而非相互競爭，如此一

來，漢字的字形、字音、字義以平行

分佈的方式儲存在記憶系統之中，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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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很快辨識出文字。 

多層次字彙辨識理論 胡志偉、顏乃欣

（1995） 

參考 Glushko 在 1979 年與 Rumelhart

和 McClelland 在 1981 年的英文字彙

辨識理論—多層次模式所提出中文字

彙的多層次辨識理論，認為讀者依賴

多年習字閱讀的經驗，來分析呈現在

視覺系統中的文字，也就是字形記

憶，在長期記憶中，字形記憶和字義

與字音的記憶表徵，以及和其他形似

的字形記憶之間均有或強或弱的聯

結。這些聯結彼此產生交互激發或抑

制作用，直到具有最高位階的字形記

憶、字音記憶與字義記憶超過辨識閾

值，到達意識的層面，完成文字辨識

的工作，並在往後的閱讀歷程中，和

其他字的辨識結果進行句意和文章內

容的整合工作。 

 

交互組成分子模式 Perfetti & 

Zhang（1995）、 

Perfetti & Tan

（1998，1999） 

根據 Rumelhart 和 McClelland 在 1981

年發表的相互激發假說模式所提出的

理論，認為漢字辨識歷程系統包括漢

字的字形組成系統、非字彙的組成系

統、語音轉錄系統、以及字彙意義系

統，每一系統會互相激發，產生持續

性或抑制性的行為。 

資料來源：胡志偉、顏乃欣（1995）、彭志業（2003），研究者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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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彭志業（2003）所整理之漢字辨識系統歷程分析發現，漢字的辨識模式大

多決定於「字形」、「字音」、「字義」三種線索，其中字形比字音和字義的激發更

快（胡志偉、顏乃欣，1995），且三者之間可能交互激發，也可能互相抑制。以上

理論皆強調漢字的「字形」、「字音」、「字義」知識，對於漢字辨識都可能發揮促

發功能，因此學童在進行字詞學習時，「字形」、「字音」、「字義」三種知識同時運

用將更有利於記憶和辨識效果。因此本研究在詞彙學習教材同時結合字形、字音

和字義進行教學，以便學童能容易辨識和記憶詞彙。 

 

2.3.2 字形辨別模式 

    Selfridge 在 1959 年針對「形態辨識」（pattern recognition）提出「魔宮模式」

（pandemonium model），他認為所謂知覺分析就是屬性精靈（feature-demons）和

字母精靈（letter-demons）之間的激發，最後對決策精靈（decision-demon）激發，

在這過程中，它也會對不屬於同屬性的部份做抑制，如此一來，更有利於決策精

靈做出更準確的決策。此模式主要是針對辨識字母或數字等具有橫線、直線及角

度等簡單的形式（洪蘭，1997）。 

    Irving Biederman 於 1987 年則提出知覺分析所包含的不只是直線、曲線、角

度，應有更廣一點的成分，他提出成分模式（component model），他列出約三十個

基本的幾何形狀，稱之為幾何離子（geons），這些幾何離子是三度空間的， 當我

們看到物體或文字時，會將其分解成各種組成成分，再將它與記憶中的文字相比

較，若有配合的，則可辨別出該文字了，若無，則無法辨識出該文字（洪蘭，1997）。 

   「魔宮模式」和「成分模式」都是屬於從下而上的歷程（bottom-up process），

但形態辨識常常是由上而下的歷程（top-down process），例如情境效果（context 

effects）就會影響同時出現的數個刺激，因此知覺分析應是雙向的激發，透過各種

訊息的出現、激發和抑制後，產生出辨識結果，才會終止這個歷程（洪蘭，1997）。 

    由以上形態辨識模式發現兒童在學習詞彙時，若能給予多重刺激，則更有助

於其辨識文字，因此本研究在設計詞彙學習教材時，將針對此理論基礎，加強其

情境效果，以提升其識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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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記憶理論 

    兒童在詞彙學習除了加強其識詞量外，更重要的是能加深其記憶，內化成兒

童的長期記憶，記憶有三個程序：學習、儲存及提取。學習的過程在神經的系統

上會留下一些紀錄，即記憶痕跡（memory trace），再來是將記憶痕跡轉換成一個

較為永久的形式儲存，最後在需要時「提取」（洪蘭，1997）。 

    階段理論（stage theory）主張記憶有兩個系統，如圖 2.1 所示，在訊息被登錄

後，先進入我們的短期記憶系統，經過一段時間後才能進入長期記憶系統中，但

短期記憶系統空間有限，在這段期間短期記憶會「衰退」（decay）或「取代」

（displacement），因此想讓短期記憶成為長期記憶需透過複誦，訊息能進入長期記

憶的機率完全決定於複誦的長短，複誦愈長，留在長期記憶的機率就愈大（洪蘭，

1997）。 

 

      （學習） 

刺激                                                                                 

                                            複誦       長期記憶 

                              衰退、取代 

遺 忘 

 

圖 2.1 階段理論所主張的長期和短期記憶的關係 

資料來源：洪蘭（1997，p213），研究者增修繪製 

      

根據上述記憶理論，學童在閱讀完繪本後，對於繪本內的詞彙尚屬短期記憶，

若要內化成長期記憶，需經過複誦的活動，因此本研究在詞彙學習上以每日重複

閱讀的方式進行。 

 

 

 

短期記憶 訊息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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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詞彙學習相關研究 

    Ken Goodman 指出字彙能力是閱讀的結果（洪月女，1998），因此透過閱讀能

增加詞彙能力，而詞彙能力提高，相對地能更有助於閱讀活動的進行，因此閱讀

和詞彙能力二者相關密切。 

    李惠珠（2000）針對二年級學童的詞彙能力進行探討，發現提供上下文語境

輔助可增進學生對詞彙的認識，學生多閱讀課外讀物或常聽父母親說故事，亦可

增進詞彙能力。 

    彭志業（2003）利用基本字帶字教學法與重複閱讀識字教學法對四年級學童

進行辨識漢字的成效研究，結果發現基本字帶字教學法和重複閱讀教學法均可以

提昇學童在字形辨識、字音辨識、字詞義辨識的表現，且認為重複閱讀識字教學

的確可以成為輔助學童辨識漢字的方法。 

歐素惠、王瓊珠（1994）使用三種詞彙教學法對閱讀障礙兒童的詞彙學習與

閱讀理解進行成效研究，其中詞彙學習表現包含識詞率、詞義記憶和詞用能力，

而三種詞彙教學法分別為詞彙定義教學法、語意構圖教學法和文句脈絡教學法，

結果發現三種教學法均對詞彙學習和閱讀理解均有正向的學習效果，其中詞彙學

習方面以文句脈絡教學法的教學效果較佳，閱讀理解方面則以語意構圖教學法和

文句脈絡教學法的教學成效較佳。 

邱小芳（2008）利用繪本對學習障礙學生進行詞彙教學，運用繪本的特性及

文句脈絡教學法，教導學生詞彙意義，結果發現學童在詞彙能力測驗、閱讀流暢

度及閱讀理解測驗上均有立即成效和保留成效。 

余妙音（2008）進行國小一年級識字教學研究，發現多元的識字教學策略能

全面提升學生的語文程度：「讀經識字教學法」可增加學生的識字量，並能提升孩

子品格；「繪本識字教學法」可增加識字量及提升閱讀的理解力；「部件識字教學

法」能有效減少錯別字的產生，節省教學時間；「字族識字教學法」對增加識字量

和閱讀能力均有所幫助；「電腦多媒體識字教學法」則能增進學生學習興趣；「趣

味識字教學法」可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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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虹琇（2009）以網路電子故事書為閱讀教材，透過目標設定與合作學習進

行詞彙教學，探究國小二年級學生的認詞量是否有增加的現象以及在合作學習的

學習行為表現。結果發現資訊融入目標設定教學能提升二年級學童的認詞量，有

助於詞彙的學習，並產生正向的合作學習行為。 

    玆將詞彙學習相關研究做一整理，如表 2.6： 

 

表 2.6 詞彙學習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閱讀材料 研究結果 

李 惠 珠

（2000） 

國小低年

級兒童詞

彙能力表

現情形和

相關研究 

320 位二

年級學生 

試題編寫

與分析 

國小國語

科教科書

第 一 ~ 五

冊詞彙 

1.提供上下文語境

輔助可以增進詞彙

的認識。 

2. 多 閱 讀 課 外 讀

物，可增進詞彙能

力。 

3.學生使用不同版

本教科書，對詞彙能

力表現會有影響。 

彭 志 業

（2003） 

基本字帶

字教學與

重複閱讀

識字教學

對國小學

童識字成

效差異之

研究 

104 位四

年級學生 

準實驗研

究法之不

等組前後

測設計 

唐詩三百

首、千家

詩 

1.基本字帶字教學

能顯著提昇受試學

童在字形辨識、字音

辨識、國字書寫與字

詞 義 辨 識 上 的 表

現，但對在閱讀理解

與一般字彙知識上

的表現則無顯著提

昇的效果。 

2.重複閱讀識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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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能顯著提昇受試

學童在字形辨識、字

音辨識、字詞義辨識

與一般字彙知識上

的表現，但對在國字

書寫與閱讀理解上

的表現則無顯著提

昇的效果。 

3. 在 性 別 差 異 方

面，受試女童在字形

辨識、字詞義辨識、

閱讀理解與一般字

彙知識上的表現顯

著高於受試男童，而

在字音辨識與書寫

國字上的表現則未

發現顯著的性別差

異效果。 

歐素惠、

王 瓊 珠

（2004） 

三種詞彙

教學法對

閱讀障礙

兒童的詞

彙學習與

閱讀理解

之成效研

究 

二位六年

級閱讀障

礙兒童 

單一受試

研究法之

多處理設

計方式 

500~700

字短文 

運用三種詞彙教學

法進行教學，分別為

詞彙定義教學法、語

意構圖教學法和文

句脈絡教學法，研究

發現三種教學法均

對詞彙學習和閱讀

理解均有正向的學

習效果，其中詞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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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方面以文句脈絡

教學法的教學效果

較佳，閱讀理解方面

則以語意構圖教學

法和文句脈絡教學

法的教學成效較佳。 

邱 小 芳

（2008） 

詞彙導向

之繪本教

學對國小

學習障礙

生閱讀表

現之研究 

三位二年

級學習障

礙生 

單一受試

研究法之

跨受試多

試探設計 

繪本 「詞彙導向之繪本

教學」對國小學習障

礙學生，在 

1.詞彙能力測驗 

2.繪本之閱讀流暢

度 

3.閱讀理解測驗 

三方面具有立即與

保留成效。 

余 妙 音

（2008） 

國小一年

級識字教

學研究 

三班一年

級學童 

行動研究

法 

經書、繪

本 、 兒

歌、電腦

多媒體等 

1.「讀經識字教學

法」可增加學生的識

字量，並能提升孩子

品格。 

2.「繪本識字教學

法」可增加識字量及

提升閱讀的理解力。 

3.「部件識字教學

法」能有效減少錯別

字的產生，節省教學

時間。 

4.「字族識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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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對增加識字量和

閱讀能力均有所幫

助。 

5.「電腦多媒體識字

教學法」則能增進學

生學習興趣。 

6.「趣味識字教學

法」可增加學生的學

習興趣。 

王 虹 琇

（2009） 

資訊融入

目標設定

教學在二

年級學童

詞彙學習

及合作行

為上之研

究 

65 位二年

級學童 

準實驗設

計法 

網路電子

故事書 

資訊融入目標設定

有助於二年級學童

的識詞量，能有正向

的合作學習行為，有

助於詞彙的學習，增

加詞彙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研究，利用多元的教學方式有助於識字和認詞，因此本研究以繪本

內的詞彙進行教學，有文句脈絡和圖畫的輔助，再利用電腦多媒體增進學生興趣，

進行重複閱讀，其中詞彙學習表現採用歐素惠、王瓊珠（1994）的識詞率向度。 

 

2.4 閱讀理解 

閱讀是一種使用語言的高層次認知活動，語言能力是影響閱讀理解的一項重

要因素（錡寶香，1999），而能否理解所閱讀之文本影響其閱讀效果。 

本節針對「閱讀理解的意義」、「閱讀理解的模式」及「閱讀理解歷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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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探討： 

 

2.4.1 閱讀理解的意義 

閱讀是指讀者與文章間交互建構意義的過程，而閱讀理解是讀者在閱讀過文

章後，對於文章內容及字句意義的正確瞭解。閱讀的目的在於理解文章的內容及

意義，因此閱讀理解在閱讀能力上佔有頗重要的份量。 

黃春貴（1996）將閱讀理解能力定義為「認讀能力的深入與發展，同時也是

鑑賞能力、評價能力、記憶能力、速讀能力等各種能力的發端與鋪墊。」，他將閱

讀理解區分為對詞的理解、對句子的理解、對段落的理解與對篇的理解，不但要

理解其構成，更要理解其意義，如此才算真正具備閱讀理解能力。 

Ken Goodman 認為所謂「閱讀」就是作者和讀者之間進行的溝通行為，作者

在創作文章時，把意義融入寫作之中，努力將自己的概念，讓讀者可以一目瞭然，

而閱讀者在閱讀時，也必須運用自己的價值觀、理解和經驗來建構自己的意義，

但是作者無法保證能確實地把他想表達的意義傳遞給每一位讀者，事實上，閱讀

本身就是個主動而且建構性的歷程，而且不同的閱讀者對於同一件作品所建構出

的意義也不見得全然相同（洪月女，1998）。 

Gagne̍認為成功的閱讀理解需具備的要素有：概念性理解、自動化基本技能、

以及策略。概念性理解包括閱讀者所正在閱讀的主題、文本基模、以及字彙等的

知識，即敘述性知識。自動化基本技能則包含字詞的解碼技能、以及由一些字串

（strings of words）建構命題的能力。而策略則包含了閱讀者個人閱讀的方法，技

能和策略皆屬於程序性知識（岳修平，1998）。 

 

2.4.2 閱讀理解的模式 

    閱讀理解是一個複雜的內心運作的歷程，因此自從1960 年代認知心理學復甦

以後，對於閱讀歷程模式的研究甚多，大致可分為著重於理解歷程的「由上而下」

（Top-down models）模式、著重於文字解碼歷程的「由下而上」模式（bottom-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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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及著重與二項歷程的交互作用的「交互模式」（Interactive models）和

「循環模式」（recycling models）（王仁宏，2003）： 

 

1.由上而下模式（top-down models） 

Ken Goodman 於 1970 年提出由上而下模式（top-down models），認為閱讀是

動態的歷程，閱讀者運用有效的策略來尋求文本中的意義，從眼睛看到文本提供

視覺刺激給大腦，再由大腦建構出意義，這中間必須經過四個循環的歷程：視覺

（vusual）、感知（perceptual）、語法（syntactic）、語意（semantic），每一個循環之

間都是連貫的，其最終目的都是理解，閱讀者利用視覺功能將所接收的訊息轉換

成感知，再依據感知決定語法結構和用字，而進行語意的建構（洪月女，1998）。

閱讀者會根據本身的先備知識、閱讀策略和文本的內容脈絡，對於下文來做預測

和推理，因此閱讀者若事前已有此類資訊的先備知識，在閱讀時則更能對下文做

推論（連啟舜，2002）。 

讀者必須同時透過文本中的形音訊息、語法訊息與意義訊息等三種訊息來理

解文意，而且當讀者在閱讀中得到的意義愈多，他就愈不需要其他系統的訊息去

理解文章。 

 

2.由下而上模式（bottom-up models） 

    由下而上模式重視的是外在的「刺激」到內在表徵的知覺歷程，這個過程是

從最基礎的「視覺處理」、「字詞彙辨識」開始，一直到高層次的「記憶」、「理解」

結束（連啟舜，2002）。因此，閱讀理解的發生是由單字→文句→語法→字義的建

構過程，此模式中強調閱讀是一種解碼、編碼的過程，若閱讀者能將文本的解碼

自動化，則不但可以提高閱讀理解力，在閱讀時也將更專注於理解文意上（李燕

妮，2007）。 

 

3.交互模式（interactive models） 

結合「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雙向歷程，讀者是一個主動的訊息處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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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閱讀時字義辨識與文意預測二者可能是同時且交互發生，會視文章的難易度，

來決定其對低層次或高層次處理的依賴，能依讀者的的先備知識多寡而適時調整

閱讀模式，此一模式較具彈性且能兼顧字義的辨識與文意的理解，也說明閱讀者

本身對理解文章具有主控性（連啟舜，2002；李燕妮，2007）。 

陳密桃（1992）認為閱讀理解是多種知識來源彼此間共同作用的結果，而

Rumelhart 閱讀模式即是描述閱讀是多種知識來源的同時聯合應用，如圖 2.2： 

 

 

句法的

知識 

 語意的

知識 

 

 

圖像的

輸入 

 視 覺 

刺 激 

 摘 取 

重 點 

 型態 

綜合體 

 最有可能的

詮釋 

 

 

拼字的

知識 

 字彙的

知識 

 

                        圖2.2  Rumelhart 的閱讀模式圖 

資料來源：陳密桃（1992，p.13），研究者自繪 

 

4.循環模式（recycling models） 

循環模式認為交互模式仍以直線方式來描述閱讀理解，對於複雜的閱讀理解

歷程說明仍有不足之處，因而主張閱讀理解是一個循環的過程，認為讀者每閱讀

一個字，能對此字立即產生字義，此字義會對下一個字有所期望，而期望又與下

一個字相結合且形成命題，然後再統整段落的所有命題進而理解文意。若期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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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字意不能相配合，或與前面的命題不合，讀者會再回頭找另一個字義解釋，

因此，形成閱讀理解的循環過程，解字→形成命題→統整，三者不斷地循環直到

讀者覺得自己已理解文意為止（柯華葳，1993）。 

 

2.4.3 閱讀理解歷程理論 

閱讀理解是一個複雜的心理歷程，Gagne̍等人在 1993 年提出，閱讀的歷程分

為四個次群組，分別為解碼（decoding）、字義理解（literal comprehension）、推論

理解（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理解監控（comprehension monitoring），而這四

個次群組在整個閱讀活動的過程中，可能都會以平行（parallel）處理的方式來進

行（岳修平，1998）。 

 

1. 解碼（decoding） 

解碼（decoding）係指能對所見之文字符號加以辨識，並使其產生意義。

解碼歷程有二：一為「配對」（matching）歷程，另一種解碼歷程為「譯碼」

（recoding）。「配對」指的是閱讀者在目視書面文字後，即能運用長期記憶中

的知識和經驗，而產生該文字意義的心理歷程；「譯碼」指的是閱讀者將書面

文字字型轉化成字音的形式，利用字音為中介，在長期記憶中檢索出該字的字

義。透過配對和譯碼的歷程，閱讀者能將文字將所見之文字轉成字義。 

 

2. 字義理解（literal comprehension） 

    字義理解（literal comprehension）係指從字句中找出文字的意義，它包含

了二個過程，即「字義取得」（lexical access）以及「語法分析」（parsing）。 

（1）「字義取得」指的是將在解碼過程中被活化的知識和經驗中，辨識及

選取合於該字的正確解釋，換句話說，當文本的字音形式確認時，閱

讀者會從長期記憶中檢索出字的形式相聯結的意義。 

（2）「語法分析」，將句子的文法結構和字詞間的組成關係加以分析，以了

解全句的意義。字義理解的階段只針對文句表面的理解，若是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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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文本背後更深層的含意，就需對文章做推論方面的理解（林建平，

1994）。 

 

3. 推論理解（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 

推論理解（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指閱讀者對文章內容有更深層且廣

博的理解，已經超越了字義理解的階段。推論理解包含「整合」（integration）、

「摘要」（summarization）以及「詳細論述」（elaboration）等歷程。其中「整

合」（integration）在國內學術界多以「統整」一詞來稱之（陳密桃，1992，李

燕妮，2007，洪采菱，2008，許美雲，2008），「詳細論述」（elaboration）則以

「引申」一詞來稱之（陳密桃，1992，李燕妮，2007），故在本研究中沿用推

論理解的相關字義文詞分別以「統整」、「摘要」、「引申」等名詞來說明： 

（1）「統整」指能將句子之間所傳達的概念連貫，將兩個以上的概念做結

合，使文章中的概念具有更連貫的敘述性表徵。兒童閱讀時先假設文

章中的句子應該是彼此相關的，當句子間的關係並沒有被明顯的陳述

出來時，兒童通常會嘗試推論，以整合出文章中的概念。但並不是所

有的整合歷程都可以自動化運作，若能具備一些認知資源（cognitive 

resources），透過整合過的概念表徵，兒童在閱讀時會比較能理解並記

憶所閱讀的材料內容。 

（2）「摘要」指閱讀者在讀完文章後能找出該段文章的重點或大意，來涵

括一篇文章中的主要概念。通常經常閱讀的人可以從各種不同型態的

文章結構中找出文章大意的線索，例如有關故事的原型結構

（prototypical structure）就是由一系列情節所構成，其中每個情節的組

成成分都包含有：一個關於主角的說明、一些用來達成該目標的行動

任務、一個複雜問題、以及其解決方式等，閱讀者可透過這一類的文

章結構來摘要文章。 

（3）「引申」是指閱讀者運用其記憶中的知識，將閱讀文本中的新訊息和

舊經驗相結合，而賦予閱讀的內容更寬廣、豐富的歷程。Gagne̍等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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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若閱讀者的閱讀目的是為了將來能記得或重新建構這些訊息時，閱

讀者會將新資訊和舊訊息做連結，以便日後需要時可以較容易在記憶

中提取這些新訊息，也就是說，引申也有增進知識遷移的能力。 

 

4. 理解監控（comprehension monitoring） 

      理解監控（comprehension monitoring）指閱讀者檢視自己是否能有效率且

又有效能地達成閱讀目標。理解監控所包含的歷程有：目標設定（goal-setting）、

策略選擇（ strategy selection）、目標檢視（goal-checking）以及修正補強

（remediation）等，在開始閱讀時，閱讀者會事先設定一目標，並依據目標而

選定一閱讀策略，在閱讀過程中，透過目標檢核來檢視是達成閱讀目標，若未

達成，則進行修正補強，檢視原先的閱讀策略是否應予修正補救，直到目標檢

示通過，或是更進一步修改目標設定，以便繼續進行後續的閱讀工作。 

 

Ken Googman 認為有效的閱讀（effective reading）重點是理解（洪月女，

1998），Robert J.Marzano & Diane E. Paynter 則認為閱讀是意義導向的歷程，他以

如何介入教學的角度來說明閱讀模式，將閱讀處理歷程成分分為以下五個（王瓊

珠，2003）： 

1. 一般工作處理 

係指監測學習者距離目標的遠近程度，可分為三個主要的目標：享受如同

身歷其境的經驗（enjoy an experience vicariously）、為特定工作蒐集資訊及確認

自己知道了多少。 

 

2. 資訊過濾 

   學習者在閱讀時，對於文本當中的資訊不斷做出決定，一邊閱讀的同時，

也一邊在進行資訊過濾的動作，以現有的知識來佐證資訊是否合理或合用，進

而決定是否採用，納入現有的知識系統，或認為不合理而摒棄於現有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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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命題網絡處理 

閱讀者在處理閱讀資訊時，會藉由許多命題結合而成的網絡建構出較為複

雜的思想，而隨著閱讀文本的愈多，閱讀者所建立的網絡也就愈多，建立命題

網絡的關鍵是推論，推論形式有二： 

    （1）預設的推論：係指閱讀者在閱讀文本時，藉由腦中已有的相關資訊，來

推論出文本中未明確提及的資訊，而所推論出的資訊通常

是正確的。 

（2）推理的推論：當訊息不明確時，閱讀者自行添加訊息的一種方法，這種

推論並非來自閱讀者的常識，而是經由「推論的結果」。 

         另一個建立命題網絡的方法是透過心像（imagery），閱讀者在閱讀文本內

容為有關人、地、物的描述時，會在心中自然而然浮現所讀資訊的心像。心像

是建立命題網絡歷程的中間步驟。 

 

4. 文字處理 

文字是一種象徵的符號，代表儲存在閱讀者長期記憶庫中的概念，而文字

處理的工作就是要辨認出文字象徵的概念，閱讀者在看到文本後，將文字經過

解碼而產生字義，學童透過大量且廣泛的閱讀來充實知識概念庫，即可增加文

字處理的效能。 

 

5. 宏觀結構形成 

宏觀結構指的是閱讀內容的「主旨」，它所產生的時間貫穿整個閱讀歷程，

也就是說，閱讀者在一開始閱讀時，就會剔除特定的細節，以自己的方式建構

他所接收資訊的要點，當閱讀完文本後，會記得訊息和事件發生的大概順序，

一般而言，學童常做「做摘要」與「換句話說」的練習會有助於學生強化宏觀

結構處理歷程。 

以上五種成分是以平行處理的方式進行，每一成分看似獨立執行，又彼此

互動，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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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閱讀處理歷程成分 

資料來源：王瓊珠（2003，p.38），研究者自繪 

 

綜合以上的論點，Gagne̍等人所提的閱讀理解歷程成份包含從最初的字彙解

碼、推論，以至推理監督，Robert J.Marzano & Diane E. Paynter 閱讀歷程較偏向意

義導向的資訊處理，錡寶香（1999）在分析有關閱讀相關理論後認為在眾多理論

中，Gagne̍等人所提的閱讀理解歷程成份在認知層次上相當明確清晰，在研究、教

學或評量上有其實用價值，因此本研究以 Gagne̍所提的閱讀理解歷程成份來進行閱

讀理解測驗編寫向度。 

連啟舜（2002）研究顯示，使用閱讀教材的文體（故事、說明、混合）的效

果量皆屬中等，其中故事體教材的閱讀理解效果比說明體教材略高。而大班級（30

人以上）和小班級（30 人以下）的閱讀理解教學效果皆屬中等，且小班級的閱讀

理解教學效果又略高於大班級。楊惠菁（2005）針對國小三年級進行不同媒體形

式文本的閱讀理解比較，發現在深層文義理解上，電子童書組表現優於紙本童書

組，在表層文義理解則無顯著差異，認為電子童書的文本內容具體性、閱讀過程

的互動性及多媒體多感官的閱讀，可以增進國小三年級學童在深層文義上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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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劉穎韻（2006）針對國小低年級學童進行閱讀理解的個案研究，發現雖然「識

字」是文意理解的基礎，但影響理解的重要因素尚有「語法關係的概念」、「能否

運用文意掌握正確詞意」、「能否運用識字策略輔助認字」、「是否能覺察影響文意」

等，識字量並不影響閱讀者對整篇故事的理解，即「識字量多」不見得和「閱讀

理解」有必然的關係，文本內容若與閱讀者生活經驗貼近較有助於理解，唯識字

量多寡會影響其朗讀的情形，而在理解方面，文意理解優於推論理解和批判理解，

在理解監控的能力則較弱。李素芬（2008）針對英語電子繪本的「聲音」和「圖

像」進行閱讀理解的研究，以「聲音組」、「圖像組」和「聲音+圖像組」三個實驗

組別進行準實驗研究，結果發現「聲音+圖像組」學生在整體閱讀理解測驗成效表

現上，明確優於其他兩組，「圖像組」次之，「聲音」最低。綜合以上研究發現學

童本身的識字量未必和理解能力成正比，影響閱讀理解的因素尚有識字策略、語

法認知、生活經驗等，而電子童書的形式差異亦會對閱讀理解造成不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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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執行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探討結果，玆將本研究的研究假設、研究設

計、研究對象、研究教材與工具、研究程序、資料處理等，分述如下： 

 

3.1 研究假設 

   依據本研究的文獻分析，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1、不同的電子繪本形式對國小一年級學童之詞彙學習成效有所影響。 

2、不同的電子繪本形式對國小一年級學童閱讀理解之字義理解成效有所影響。 

3、不同的電子繪本形式對國小一年級學童閱讀理解之統整能力成效有所影響。 

4、不同的電子繪本形式對國小一年級學童閱讀理解之摘要能力成效有所影響。 

5、不同的電子繪本形式對國小一年級學童閱讀理解之引申能力成效有所影響。 

6、不同的電子繪本形式對國小一年級學童之整體閱讀理解能力成效有所影響。 

 

3.2 研究設計 

雖然日本兒童文學家松居直認為繪本是大人唸給小孩聽的書（林真美，

2005），但畢竟大多數的家長因某些原因，無法以親子共讀方式來進行閱讀，再加

上科技媒體的廣泛使用，因此本研究想了解學童運用學校時間，以電子繪本來進

行班級閱讀所得到閱讀成效為何。 

胡志偉、顏乃欣（1995）認為聽和讀在句義理解與文章理解這兩個層次上的

心理歷程非常相似，因此本研究在設計閱讀的方式上，依各組實驗採聽與讀同時

並用。但胡志偉、顏乃欣（1995）也指出在字彙辨識的部分，在語言的掌握比對

單字的掌握好，而且這種差距在低年級的受試者特別明顯，因此本研究另外設計

詞彙學習的教材，以聽和讀的方式進行重複閱讀的識詞活動，以加強學童的識詞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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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之不等距組，其主要目的在了解不同的電子繪本形式

對學童的詞彙學習和閱讀理解有何影響，玆將本研究所涉及的變項說明如下： 

1.自變項 

本研究的自變項為不同形式的電子繪本，包含靜態式電子繪本、動畫

式電子繪本及同時閱讀二種形式的電子繪本。 

2.依變項 

（1） 詞彙學習：學童在繪本詞彙表上的前測和後測分數。 

（2） 閱讀理解之字義理解：學童在閱讀理解測驗之字面理解方面答  

    對題數。 

（3） 閱讀理解之統整能力：學童在閱讀理解測驗之統整能力方面答 

對題數。 

（4） 閱讀理解之摘要能力：學童在閱讀理解測驗之摘要能力方面答 

對題數。 

（5） 閱讀理解之引申能力：學童在閱讀理解測驗之引申能力方面答 

對題數。 

3.控制變數 

（1） 統計控制：三班學生是新生入學時以抽籤方式組成，班級成員之

出生年月呈平均分配，故已排除年紀不等所造成的差異，又三班於注音

符號教學結束後，進行注音符號考試，三班所得平均分數均在 95~97 之

間，如表 3.1，故亦排除各班學習進度不同的差異。 

 

表 3.1 三組實驗班級在實驗前之國語期中成績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全班期中評量平均 96.9 96.0 95.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年級：受試者均為國小一年級剛受完注音符號教學的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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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行者：三班執行實驗的老師均為教學經歷 10~15 年的女性教

師，推廣繪本閱讀已有多年經驗。因考量低年級學童閱讀專注力

較不佳，上課情形也較容易分心，若是由非級任老師在場，常有

學習現場不易掌控之情形發生，影響實驗效果，因此在試教前先

與各班級任老師進行溝通，統一實驗執行流程，取得共識，即學

童進行閱讀時由各班級任老師在場指導。 

（4） 閱讀材料：三班所閱讀之繪本故事一樣，均取自行政院文建會兒

童文化館之繪本花園內的書目。 

（5） 閱讀時數：三班所施行的閱讀時數相同，皆進行八週，每週一早

自修閱讀繪本前先進行繪本的詞彙前測，再進行繪本閱讀 30 分

鐘，隨即進行該繪本的閱讀理解測驗，週二到週五每天 10 分鐘

進行詞彙學習，週五上完詞彙學習後，進行繪本的詞彙後測，整

個正式閱讀活動共計 560 分鐘，為期八週。 

以上所述之變項之關係如圖 3.1。 

 

 

 

 

 

 

                              

     圖 3.1  變項關係 

 

本研究架構圖設計如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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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式電子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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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詞彙測驗 

2. 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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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解 

引申理解 



 51 

 

 

圖 3.2 研究架構圖 

                     

3.3 研究對象 

國小一年級學童正處於解碼認字到自動化的階段，故發展有效的認字與理解

力正是此階段的主要任務（許美雲，2009），因研究者所任教之學校為資訊績優學

校，對於國小一年級學童常進行電子繪本之閱讀，以利學童在閱讀能力的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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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何種電子繪本形式在閱讀成效較佳，因此本研究以嘉義市某公立國民小學

一年級三班學生為對象，三班學生是新生入學時以抽籤方式組成，班級成員之出

生年月呈平均分配，本研究以班級為單位，隨機分成三組進行閱讀活動，其中第

一組閱讀靜態式電子繪本的成員有男生 13 人、女生 9 人，共 22 人；第二組閱讀

動畫式電子繪本的男生有 14 人、女生有 11 人，共 25 人；第三組同時閱讀靜態式

電子繪本和動畫式電子繪本的男生有 13 人、女生 12 人，共 25 人。 

三班之級任導師（含研究者）均為教學經歷 10~15 年的女性教師，多年來均

在班級上致力於推動班級閱讀。 

 

3.4 研究教材與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教材為九本電子繪本，研究工具有九本電子繪本的詞彙

測驗和閱讀理解測驗，分別說明如下： 

 

3.4.1 研究教材 

1. 繪本教材選擇說明 

在兒童繪本的選擇標準方面，陳芝沂（2005）綜合多位研究者（如：何應傑，

2002；鄭淑方，2002；林佳慧，2002；林敏宜，2000；黃瑞琴，1993；梁麗雲，

1990）選書原則，歸納出以下繪本選書原則： 

   （1）符合孩子的興趣、身心發展、需要、甚至是其不足之處。 

   （2）從編排、內容、插畫等方面來評估。 

   （3）參考圖書館相關借閱清單，以了解各書受喜好的程度。 

（4）經由教育或兒童文學專家的建議。 

（5）參考相關得獎作品。 

（6）藉由出版社相關訊息得知。 

（7）參閱相關書評網站。 

（8）要感動別人，先感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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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卿（2003）針對二年級進行電子童書的研究時，其選書原則為：受試者

未聽過、具有正向教育價值、擁有適當長度和複雜度的故事、符合故事文法結構，

具有背景、主題、情節、結局、次序五大類等。劉志峰（2006）針對電子繪本的

研究中亦指出「有趣、繪本特色、簡單是學生喜歡繪本的主因」。許美雲（2009）

指出採用具有連貫性、與生動性的故事情節之文本可提升認字能力、閱讀理解的

教材，而具有故事性、用字淺顯的文本亦能加快學生的閱讀速度，降低學童的工

作記憶負擔，有助於閱讀理解。本研究書目雖然以「行政院文建會兒童文化館網

站」上的繪本書目為主，但網站上的書目不少，研究者綜合專家學者之意見，並

依本身的繪本教學經驗，及考量本研究目的，將選擇本研究教材的原則敘述如下： 

（1） 具有故事性 

故事連貫且具有生動性的繪本閱讀，因其故事結構完整，能吸引學童往下閱

讀，有助於學童進行推論理解。 

（2） 文圖配合 

在繪本中圖畫和文字各自傳遞不同的訊息，卻又互相闡釋，具有無限想像空

間，因此圖畫需能配合文字，表現出故事、主題或概念、主角的個性、故事中的

氛圍、作者想傳遞的訊息，並能讓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詮釋和感受。 

（3） 文字淺顯易懂 

    因國小一年級學童正處於閱讀初期，在解碼字彙上尚未自動化，因此閱讀速

度較慢，此時期的兒童讀物需以句子較簡短、字數量較少、字彙簡單的為主，文

字淺顯易懂使其閱讀順暢，在詞彙學習上較無負擔。 

（4） 配合兒童身心發展 

    國小一年級學童的認知資源大多來自家人及學校的小型社會，因此此階段兒

童喜歡閱讀和自己生活相類似的故事題材，將動物以擬人法的方式帶出各種故事

情節較能吸引學童的興趣，亦容易讓學童對閱讀保持興趣，並養成日後主動閱讀

的習慣。 

（5） 具有可預測性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具有可預測性的繪本，有助於閱讀推論，能預測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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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展，能引起學童的閱讀動機。 

（6） 受試者未閱讀過 

    因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電子繪本對於詞彙學習和閱讀理解方面的影響，

Samuels 於 1979 年所提出之研究中指出重複閱讀會有助理解力，為避免影響實驗

結果，因此需考量學生是否曾經閱讀過實驗繪本，但因要從「行政院文建會兒童

文化館網站」上找出所有受試學生均未閱讀過，有其困難度，因此在選書上若只

有少數閱讀過，且符合其他原則，則納入選書中。 

（7） 字數不可過少 

    洪采菱（2008）研究指出使用文本字數在 100~300 字的文章在閱讀理解上成

效不佳，當文本的內容較長時，學童能接收到的文章結構、句法和語言型態，有

助於閱讀理解的發展，因此本研究所採用之繪本字數皆在 500 字以上。 

 

本研究因研究對象在實驗前需先完成十週的注音課程，又考量學期後放假及

預試等因素，故選定正式實驗時間為八週，因此，共需使用九本繪本做為研究教

材，一本為正式閱讀實驗前的測試讀本，八本為正式閱讀活動的閱讀教材，為配

合研究目的，本研究使用廣為學校和家長使用的「行政院文建會兒童文化館網站」

上的電子繪本書目，針對上述的選書原則，研究者及二位長期進行語文教學，具

有閱讀教學專長者共同評選、討論後，挑出適合低年級做為電子繪本實驗的教材，

包括「真是太過分了」、「大腳 Y 跳芭蕾」、「獅子大開口」、「想念巴尼」、「白雲麵

包」、「蘇菲的傑作」、「我的朋友好好吃」、「小奇的藍絲帶」、「要不要」，並將所選

出的繪本對學童進行實驗前閱讀與否調查，發現均未超過 10%，且對於故事內容

大多已遺忘，因此選定上述繪本，玆將繪本故事特色列表如表 3.2： 

 

表 3.2 繪本故事特色 

 繪本名稱 出版社 出版年份     書籍編排特色 故事特色與主旨 

測

試

真是太過分

了 

天下雜誌 2006 年 1. 圖畫編排以

文 字 為 中

1. 故事內容幽默又帶點諷

刺意味，文字和構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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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本 

心。 

2. 文字以對話

為主，句型

簡潔明確。 

動活潑，劇情有節奏

感，文圖互動效果佳。 

2. 重複且連續累積的情節

讓讀者印象深刻，句型

以重複句呈現，有加強

語氣的效果，適合低年

級學童閱讀。 

3. 真的是女主人太過分了

嗎？看事情不能只看表

面，更不能凡事只怪他

人，忘了檢討自己。 

繪

本

一 

大腳 Y 跳芭

蕾 

台灣東方 2004 年 1. 文字著重心

靈層次的描

寫。 

2. 主角誇張的

大腳 Y 輔以

柔 美 的 畫

風，在衝突

中有美的平

衡點。 

3. 部分情節以

圖畫取代文

字交代出故

事內容及主

角心境。 

1.  以傳統的思維出發，對

故事主角設限轉以另類

的方式展現專長，最終

仍將自我專長大放異

彩，故事內容讓兒童了

解接受自身的不完美，

並能欣賞自已的優點和

堅持自己的興趣。 

2.  圖畫呈現出芭蕾舞曲線

柔順的感覺。 

3. 培 養 兒 童 習 慣 於 思

考，更具有解決問題

的能力，並懂得欣賞

自己。  

繪

本

獅子大開口 格林文化 2005 年 1. 對話式的劇

情。 

1. 故事主角獅子一反平日

給大家兇猛的形象，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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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 角色豐富多

元，故事內

容 鋪 陳 緊

湊。 

3. 文字描述生

動有畫面。 

4. 圖畫內容多

樣且複雜。 

 

表現各種動物的特色。 

2. 故事內容溫馨有趣，表

現友情的精神。 

3.  強調在人際關係上，在

熱心之餘，應該也要考

慮他人的感受，過多的

熱情有時反而讓別人無

法承受。讓讀者了解自

認為最好的東西未必會

是朋友最需要的，雖然

「熱心」，有時候反而

幫倒忙，但友誼的關懷

卻成了本則故事為「獅

子」趨除病魔的最終利

器。 

繪

本

三 

想念巴尼 台灣東方 2005 年 1. 圖畫色調以

黑白色系呈

現，給人平

靜的感覺。 

2. 以文字細膩

刻劃主角失

去寵物的悲

傷心情。 

3. 故事內容貼

近兒童生活

經驗，帶領

兒童進入深

1.  故事內容以平靜的方式

帶入學習如何送別死去

的生命個體，並闡述生

命的意義和價值，要懂

得珍惜生命。 

2.  讓兒童了解生命有生老

病死，強調對生命的尊

重與正確的感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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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生命教

育主題。 

繪

本

四 

白雲麵包 維京國際 2005 年 1. 人物單純，

對話簡短。 

2. 畫面構圖清

楚簡單。 

3. 以紙雕的技

法將下雨天

的想像故事

生動地表達

出來。 

1.  故事內容強調家人同

心，相互關懷及為克服

困難而在生活中產生的

創意。 

2.  運用兒童的想像力，透

過媽媽的巧手，結合親

情、合作的精神，創造

出意想不到的情節。 

繪

本

五 

蘇菲的傑作 維京國際 2003 年 1. 圖畫以渺小

溫和的雌蜘

蛛和相對巨

大的人類呈

現 強 烈 對

比。 

2. 以文字細膩

描寫主角堅

持理想的奮

鬥過程。 

1. 以常躲在牆角的蜘蛛當

主角，闡述美與善的渴

求和感動。 

2.  以擬人化的文學手法靈

活巧妙地將故事主角的

生物特性自然的帶出人

類社會的情感與價值

觀，並無形中融入兒童

成長中所面臨的認同、

挫折及欣賞等成長議

題。 

3.  故事中以堅韌的生命故

事，表達我們應堅持自

己的理想，不氣餒。 

繪

本

我的朋友好

好吃 

三之三文

化 

2007 年 1. 簡 潔 的 文

字，逗趣的

1. 友情、欲望與自制的爆

笑故事。 



 58 

六 對話。 

2. 插畫生動細

膩。 

2. 高潮迭起的故事內容，

令人情緒隨之起伏，進

而巧妙地闡述友情的可

貴。 

3. 隱喻不同的社經地位與

家庭教育足以影響個體

對事物或情感的詮釋，

而最終的「真心」是維

護友誼最大的能量。 

4. 故事內容結合友情、欲

望與自制，以生物界的

角色來凸顯當兒童遇到

誘惑時應如何取捨。 

繪

本

七 

小奇的藍絲

帶 

天下雜誌 2005 年 1. 故事背景貼

近學童，讓

讀者容易融

入情境。 

2. 以描述性方

式帶出故事

內容。 

3. 畫面簡單，

不特別強調

肢體動作和

對話。 

1. 本書強調「天生我才必

有用」，每個人都有自己

獨特的天賦，學會欣賞

自己，和懂得欣賞、讚

美、服務別人，學習面

對競爭與挫敗。 

 

繪

本

八 

要不要 三之三文

化 

2009 年 1. 以誇張的表

情和肢體動

作突顯主角

1. 繪者將主角塑造成「一

個頭兩個大」的模樣，

他的煩惱、焦慮、躊躇



 59 

的心情。 

2. 以簡單的文

字敘述和插

圖來說明故

事內容。 

以及離譜……，都在誇

張的臉部表情及肢體動

作上一覽無遺。 

2. 故事內容結合數學的排

列組合，強調生活中的

各種可能性。 

3. 故事內容強調因為「猶

豫」而錯失良機或釀成

大禍，隨著故事情節有

身歷其境之感，隨時提

供讀者自省的機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電子繪本教材設計說明 

    因本研究目前主要探討不同電子形式之電子繪本對學童的影響，因此在研究

教材之電子繪本包含靜態式電子繪本和動畫式電子繪本，動畫式電子繪本採用「行

政院文建會兒童文化館網站」上的電子繪本，可直接在網路上播放閱讀。靜態式

電子繪本則由研究者將在該網站所選出的繪本找出紙本繪本，將每一頁的圖案和

文字進行掃描成電子圖檔，利用 powerpoint 軟體將繪本的電子圖檔製作成 ppt 檔

案，成為本次研究中所使用的研究教材之一---靜態式電子繪本。其中兩種電子繪

本在故事內容上均相同，文字描述和圖畫內容亦無差異。 

 

3. 詞彙學習教材設計說明 

    在學童閱讀完電子繪本後，雖能透過閱讀了解詞彙的意義，但因知覺分析是

雙向的激發，透過各種訊息的出現、激發和抑制後，產生出辨識結果，透過學習

的過程在神經的系統上會留下一些紀錄，即記憶痕跡（memory trace），並將記憶

痕跡轉換成一個較為永久的形式儲存，最後在需要時「提取」（洪蘭，1997）。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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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依據文獻分析，發現文句脈絡方式有助於學童進行詞彙學習，因此在此研究

中設計「詞彙學習」教材，利用 powerpoint 軟體將每本繪本中具有關鍵性的 25 個

詞彙，分別以故事情節發展的順序製作成 ppt 檔案，在閱讀完電子繪本後，經由「詞

彙學習」教材進行重複朗讀活動，使其進人長期記憶系統，以便日後在需要時成

為先備知識。 

 

3.4.2 研究工具 

為分析實驗成效，因此研究者針對研究目的編製二種研究工具，以了解本研

究所欲探討的問題，本研究工具分別為詞彙測驗、閱讀理解測驗，玆就各項工具

說明如下： 

 

1. 詞彙測驗 

    本測驗的目的在瞭解學童在閱讀電子繪本，並進行詞彙學習的活動後，對於

繪本內所出現的詞彙能辨識的數量為何？詞彙教學內容以繪本內關鍵性的詞彙為

主，並符合學生的背景知識。每一份詞彙測驗內容包含每一本電子繪本的 25 個詞

彙，能正確讀出詞彙的讀音即可得一分，錯誤不扣分，總分 25 分。詞彙測驗題目

由研究者編寫後，委請另二位執行者進行檢測，以增加信度與效度。 

 

2. 閱讀理解測驗 

    本測驗的目的為探討學童在閱讀完電子繪本後，能否了解繪本中句子意義，

以及故事內隱含的意義，測驗題目由研究者編寫後，委請三位低年級教師進行三

角檢測，以增加信度與效度，其中一位教學年資 25 年，一位教學年資 17 年，一

位教學年資 11 年，並同時具有帶領親子繪本共讀經驗 11 年，三位均在低年級班級

上推動繪本閱讀至少 10 年，由三位教師和研究者共同討論題目內容的效度和適用

性，最後歸納整理出每本繪本 10 題閱讀理解測驗題，各分「字義理解」、「推論理

解之統整能力」、「推論理解之摘要能力」、「推論理解之引申能力」等四項閱讀理

解次能力，測驗採選擇式題型，選項皆為四選一，答對一題得一分，總分為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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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雙向細目表如表 3.3。 

 

表 3.3  閱讀理解測驗之雙向細目表 

施測細目 題號 小計 

字義上的理解 

-由故事中直接找答案- 

第 1、2 題 2 

推論上的理解（統整） 

-整合句子間概念相關- 

第 3、4 題 2 

推論上的理解（摘要） 

-找出句子中的重點- 

第 5、6、7 題 3 

推論上的理解（引申） 

-分析出故事中論述的意涵- 

第 8、9、10 題 3 

總計  10 

                        

3.5 研究程序 

本研究共分成四階段，分別為準備工作、預試、正式實驗階段、資料分析： 

 

3.5.1 準備工作 

      1.相關文獻分析：針對與電子繪本的相關研究進行分析，並找出研究主題和

方向。 

2.研究教材選定：自「行政院文建會兒童文化館網站」尋找研究教材，包括

「真是太過分了」、「大腳 Y 跳芭蕾」、「獅子大開口」、「想念巴尼」、「白雲

麵包」、「蘇菲的傑作」、「我的朋友好好吃」、「小奇的藍絲帶」、「要不要」

共九本繪本。              

3.靜態式電子繪本之製作：將所選定之繪本製作成 ppt 檔。 

4.詞彙學習教材之製作：將所選定之繪本關鍵詞彙製作成 ppt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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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編製每一本繪本的研究工具：包括詞彙測驗和閱讀理解測驗題目編寫。 

 

3.5.2 預試 

雖然三班執行實驗的老師均為低年級教學經歷 10~15 年的女性教師，推廣繪

本閱讀已有多年經驗，使用電子白板進行班級活動亦有 2 年以上的時間，受試學

生亦因入學後即以電子白板進行學習活動，因此在使用電子白板進行實驗活動方

面應無問題，但為慎重起見，各組均先進行一週的電子繪本閱讀活動，利用此機

會，了解活動程序是否需進行修正，並藉此讓各組學童習慣實驗模式，以利正式

活動的進行，預試之電子繪本書目為「真是太過分了」。 

 

3.5.3 正式實驗階段 

    此實驗活動為期八週，每一週進行一本繪本的相關活動，共閱讀八本電子繪

本，每一週所閱讀之電子繪本書目如表 3.4： 

 

表 3.4  每一週閱讀電子繪本書目 

週次 電子繪本書目 

第一週 大腳 Y 跳芭蕾 

第二週 獅子大開口 

第三週 想念巴尼 

第四週 白雲麵包 

第五週 蘇菲的傑作 

第六週 我的朋友好好吃 

第七週 小奇的藍絲帶 

第八週 要不要 

 

 



 63 

實驗活動中每一週的活動程序皆相同，共進行八週，表 3.5 為每一週的活動程

序表： 

 

表 3.5  每週的活動程序表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活

動

內

容 

進行「詞彙測驗」

前測 

↓ 

閱讀活動 

↓ 

進行繪本內容之

「閱讀理解測驗」 

詞彙學

習活動 

詞彙學

習活動 

詞彙學

習活動 

詞彙學習活動 

      ↓ 

進行「詞彙測驗」

後測 

 

1. 詞彙前測 

          由老師於每週一早自修進行該週繪本之詞彙測驗前測，以能正確讀出

詞彙為評分標準。 

 

2. 電子繪本閱讀活動 

          Palmer, MacLeod, Hunt, Davidson 在 1985 年的研究發現，受試者在聽和

讀時在句義理解及文章理解兩個層次次上的之理歷程非常相似，聽和讀的

分數間有很高的相關，在字彙辨識的階段則相關性較低，尤其是在低年級

的受試者特別明顯（胡志偉、顏乃欣，1995）。因此在閱讀電子繪本閱讀活

動上分三組進行實驗，於每週一早上第一節時間進行一本電子繪本閱讀活

動，三組進行方式如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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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各組閱讀活動進行方式 

 使用教材 閱讀活動進行方式 

第一組 靜態式電子繪本 以靜態 ppt 檔案形式呈現繪本的文字內容與

圖片，引導學生逐頁朗讀 4 次。 

第二組 動畫式電子繪本 以行政院文建會兒童文化館動畫式電子繪本

呈現形式，引導學生逐頁看和聽 2 次，以及

關掉聲音，由學生朗讀 2 次，共閱讀 4 次。 

第三組 靜態式電子繪本、 

動畫式電子繪本 

以靜態 ppt 檔案形式呈現繪本的文字內容與

圖片，引導學生逐頁朗讀 2 次，再以行政院

文建會兒童文化館動畫式電子繪本呈現形

式，引導學生逐頁看和聽 2 次，共閱讀 4 次。 

 

3. 進行繪本閱讀理解測驗 

          為避免學童對故事內容遺忘，故三組學童於閱讀完電子繪本後，馬上

接著進行該繪本的閱讀理解測驗，測驗過程中不允許學童交談，以免影響

評分結果。 

 

4. 詞彙學習活動 

根據「階段理論」所述，學童進行繪本閱讀後所認識之詞彙尚屬短期

記憶，因此需透過複誦活動強化其記憶，使其轉化成長期記憶，因此在閱

讀完繪本後，每週二~五均利用「詞彙學習」ppt 檔教材進行詞彙學習，每

頁播放一個詞彙，由全班學童朗讀該詞彙三次，再逐頁以同樣方式進行，

待朗讀完繪本裡的 25 個詞彙，再重複進行整個活動二次，前後共三次。 

 

5. 進行詞彙後測 

    於每週五詞彙學習後，進行該週之詞彙測驗後測，以能正確讀出詞彙

為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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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資料分析 

    研究者於每一週進行完一本電子繪本後，整理該電子繪本之詞彙測驗（含前

測和後測）及閱讀理解測驗結果，進行各項測驗之統計分析，著手進行論文的撰

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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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將本實驗所得之各項資料，依研究目的分別加以統計分析，以探討學童

使用不同形式之電子繪本進行閱讀活動對於其詞彙學習和閱讀理解能力之影響。

本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為在詞彙學習之成效差異，第二節為在閱讀理解能力之

成效差異。 

 

4.1 詞彙學習之成效差異 

本節主要探討不同形式之電子繪本對國小一年級學童在詞彙學習之成效差

異，詞彙學習為各組在進行完閱讀活動後針對電子繪本中的主要關鍵語詞進行加

強記憶的學習活動，以下分別針對各組在各週之識詞率表現和整體的學習成效趨

勢進行分析。 

 

4.1.1 各週之詞彙學習 

   本研究將學童在閱讀繪本前的詞彙前測和詞彙學習後的詞彙後測做一比較分

析，因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之不等距組前後測設計，為避免三組學童在先備知

識上的差距，因此本分析以其詞彙增加百分比為主要依據，再輔以詞彙增加數量

分析，以下為各週之詞彙學習結果。 

 

一、第一週實驗活動 

本週閱讀教材為《大腳 Y 跳芭蕾》，其書籍編排特色： 

1. 文字著重心靈層次的描寫。 

2. 主角誇張的大腳 Y 輔以柔美的畫風，在衝突中有美的平衡點。 

3. 部分情節以圖畫取代文字帶出故事內容及主角心境。 

三組學童在閱讀活動前和活動結束後所測得的學習成果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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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第一週三組實驗活動詞彙學習成果 

第一週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詞彙前測 11.91 11.60 13.64 

詞彙後測 16.23 17.09 19.40 

詞彙增加量 4.32 5.49 5.76 

詞彙增加百分比 0.36  0.47  0.42  

註：第一組為閱讀靜態式電子繪本 

第二組為閱讀動畫式電子繪本 

第三組為同時閱讀靜態式和動畫式電子繪本 

詞彙增加量=詞彙後測-詞彙前測 

詞彙增加百分比=詞彙增加量／詞彙前測 

 

三組之統計圖如圖 4.1。 

0.36

0.47

0.42

0.00

0.10

0.20

0.30

0.40

0.50

0.60

詞

彙

增

加

百

分

比

1 2 3

組別

 

                      圖 4.1 第一週三組之詞彙增加百分比 

 

由表 4.1 和圖 4.1 統計分析發現，第一組的學童在閱讀活動後詞彙增加的數量

較少，第二組則增加了 47%，第三組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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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電子繪本的圖畫構圖雖簡單，但因人物偏重肢體動作，能強化閱讀者對

故事內容的印象和理解，其中部分故事內容和主角的心境以插圖來表示，因此學

童若在閱讀時多花時間在閱讀圖畫上，會有助於在故事內容上有更深層的理解，

因此採用動畫式電子繪本的第二組因為圖畫部分較能吸引學童注意，相對地影響

其在詞彙上的理解，因此第二組和第三組表現均高於第一組。 

 

二、第二週實驗活動 

本週閱讀教材為《獅子大開口》，其書籍編排特色： 

1. 對話式的劇情。 

2. 角色豐富多元，故事內容鋪陳緊湊。 

3. 文字描述生動有畫面。 

4. 圖畫內容多樣且複雜。 

三組學童在閱讀活動前和活動結束後所測得的學習成果如表 4.2 及圖 4.2。 

 

表 4.2 第二週三組實驗活動詞彙學習成果 

第二週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詞彙前測 12.55 13.28 13.60  

詞彙後測 18.73 18.52 20.44  

詞彙增加量 6.18 5.24 6.84  

詞彙增加百分比 0.49  0.39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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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第二週三組之詞彙增加百分比 

 

由表 4.2 及圖 4.2 統計分析發現，本週之詞彙增加數量第一組和第三組明顯偏

高，本週閱讀教材《獅子大開口》之故事內容編排緊湊，多種角色輪番加入，對

話多，角色動作頻繁，尤其是動畫式電子繪本加上各種音效，各種角色的動畫吸

引學童的目光，相形之下，在故事文字部份相對有較弱的注意力，因此在詞彙的

辨識效果因而較差，因此在無動畫干擾，純粹進行朗讀文字的第一組和第三組在

詞彙表現較第二組佳。 

 

三、第三週實驗活動 

本週閱讀教材為《想念巴尼》，其書籍編排特色： 

1. 圖畫色調以黑白色系呈現，給人平靜的感覺。 

2. 以文字細膩刻劃主角失去寵物的悲傷心情。 

3. 故事內容貼近兒童生活經驗，帶領兒童進入深層的生命教育主題。 

三組學童在閱讀活動前和活動結束後所測得的學習成果如表 4.3 及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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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第三週三組實驗活動詞彙學習成果 

第三週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詞彙前測 14.05 15.76 16.76 

詞彙後測 18.09 19.16 20.64 

詞彙增加量 4.04 3.40 3.88 

詞彙增加百分比 0.29  0.22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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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第三週三組之詞彙增加百分比 

 

本週之教材插圖以黒白色系做呈現，對學童的視覺上的吸引力相對較弱，動

畫式電子繪本在動畫部分較少，插圖以局部放大或依故事進展做捲軸式移轉，未

特別強調人物的肢體動作和臉部表情，因此本繪本在二種呈現形式主要差別在於

聲音，而本繪本之故事內容為主角以第一人稱來述說他喪失寵物，學習和寵物道

別的心路歷程，因此繪本中的文字成為了解故事內容一項重要的管道，故能否仔

細閱讀繪本中的文字對故事的詞彙了解影響很大。由表 4.3 和圖 4.3 統計分析發

現，三組在詞彙表現上以閱讀靜態式電子繪本的第一組在詞彙增加最多，但增加

差異並不大，可能是本繪本故事主題屬於較嚴肅的生命教育，較無法引起學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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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鳴，因此在詞彙上的理解和記憶上表現較不佳。 

 

四、第四週實驗活動 

本週閱讀教材為《白雲麵包》，其書籍編排特色： 

1. 人物單純，對話簡短。 

2. 畫面構圖清楚簡單。 

3. 以紙雕的技法將下雨天的想像故事生動地表達出來。 

三組學童在閱讀活動前和活動結束後所測得的學習成果如表 4.4 及圖 4.4。 

 

表 4.4 第四週三組實驗活動詞彙學習成果 

第四週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詞彙前測 14.55 15.04 16.20 

詞彙後測 18.82 19.08 20.12 

詞彙增加量 4.27 4.04 3.92 

詞彙增加百分比 0.29  0.27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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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第四週三組之詞彙增加百分比 



 72 

《白雲麵包》的角色人物單純，整本繪本圍繞在一個家裡有 4 個成員的貓家

族，對話簡短，主要以文字和圖畫作搭配，圖畫和文字均簡單不複雜，是否有影

音等動畫效果對閱讀者而言影響不大，因此從表 4.4 及圖 4.4 實驗結果發現無論是

閱讀靜態式電子繪本的第一組、或是閱讀動畫式電子繪本的第二組及同時閱讀二

種形式的第三組，所得結果差異並不大。 

 

五、第五週實驗活動 

本週閱讀教材為《蘇菲的傑作》，其書籍編排特色： 

1. 圖畫以渺小溫和的雌蜘蛛和相對巨大的人類呈現強烈對比。 

2. 以文字細膩描寫主角堅持理想的奮鬥過程。 

三組學童在閱讀活動前和活動結束後所測得的學習成果如表 4.5 及圖 4.5。 

 

表 4.5 第五週三組實驗活動詞彙學習成果 

第五週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詞彙前測 14.64 14.84 16.04 

詞彙後測 18.32 18.84 20.6 

詞彙增加量 3.68 4 4.56 

詞彙增加百分比 0.25  0.27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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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第五週三組之詞彙增加百分比 

 

《蘇菲的傑作》題材有別於一般的繪本，以繪本中少見的蜘蛛為主角，在生

活中，一般的學童對於蜘蛛大多不喜歡，甚至恐懼和排斥，就如同繪本中大多數

人類的反應一樣，因此要閱讀此類的題材需能引起學童的注意力，使其對閱讀故

事內容有興趣，而要讓學童從一般蜘蛛織網補食獵物的刻板印象，轉化成藝術家

編織作品並不容易，本繪本以靜態式電子繪本呈現時，主角為學童較無興趣的蜘

蛛，在閱讀上要能融入情境較不易，但相對於動畫式電子繪本則可克服，蜘蛛所

到之處引起人類的驚恐、排斥、唾棄和厭惡，均能在動畫式電子繪本透過聲音音

效和動畫表達出來，較能吸引閱讀者的情緒投入，相較之下更能體會主角蜘蛛的

奮鬥經過，從表 4.5 及圖 4.5 中顯示第三組在詞彙學習表現較佳，因此可了解到先

閱讀二次靜態式電子繪本，加強其在文字方面的了解，再輔以閱讀二次動畫式電

子繪本能讓加強學童對於故事內容的理解，此方式是有助於學童在閱讀此類的題

材，而只閱讀靜態式電子繪本的第一組則因缺乏影音的刺激，在閱讀上則顯得較

吃力。 

 

六、第六週實驗活動 

本週閱讀教材為《我的朋友好好吃》，其書籍編排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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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潔的文字，逗趣的對話。 

2. 插畫生動細膩。 

三組學童在閱讀活動前和活動結束後所測得的學習成果如表 4.6 及圖 4.6。 

 

表 4.6 第六週三組實驗活動詞彙學習成果 

第六週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詞彙前測 14.91 15.24 16.64 

詞彙後測 18.05 18.84 20.44 

詞彙增加量 3.14 3.60 3.80 

詞彙增加百分比 0.21  0.24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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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第六週三組之詞彙增加百分比 

 

本週的繪本編排以簡潔的文字，逗趣的對話進行，再輔以誇張的插畫，強調

其肢體動作，因此閱讀起來較為輕鬆。從圖 4.6 中顯示不論閱讀靜態式電子繪本或

動畫式電子繪本，其在詞彙學習上的表現差異不大，但從表 4.6 中，就各組的詞彙

增加量來看，其增加量亦偏少，可能是因為讀者從故事的圖畫即可了解故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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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故事主要呈現出主角小奇在運動會所遭遇到的經歷和他的心情，因此繪

本主要以文字來描述，圖畫為輔助了解的工具，因主要以描述性方式帶出故事

內容，因此本繪本的文字量較多，在閱讀上所花的時間較長，學童在閱讀動畫

式電子繪本容易將專注力集中在圖畫和聲音上，相對上在文字則不易記住，因

此在圖 4.7 中發現第二組和第三組在活動結束後的學習效果較不理想，就表 4.7

詞彙增加量來看，第一組詞彙增加量為 5.18 個詞彙，比第二組的 2.52 個，明顯

增加很多，顯示無論先備知識程度如何，文字量偏多的閱讀教材適合以靜態式

電子繪本來閱讀，有助於其在詞彙方面的學習。 

 

八、第八週實驗活動 

本週閱讀教材為《要不要》，其書籍編排特色： 

1. 以誇張的表情和肢體動作突顯主角的心情。 

2. 以簡單的文字敘述和插圖來說明故事內容。 

3. 結合數學的排列組合，強調生活中的各種可能性。 

三組學童在閱讀活動前和活動結束後所測得的學習成果如表 4.8 及圖 4.8。 

 

表 4.8 第八週三組實驗活動詞彙學習成果 

第八週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詞彙前測 12.45 14.36 15.28 

詞彙後測 18.27 17.68 19.80 

詞彙增加量 5.82 3.32 4.52 

詞彙增加百分比 0.47  0.23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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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第八週三組之詞彙增加百分比 

 

本週繪本故事雖長，但均以文字搭配圖畫進行，將故事中的各種情境依編號

一一呈現，學童在閱讀上可清楚地依故事文字進度對照情境圖片，有助於學童了

解詞彙的意義，更能幫助詞彙的記憶，但因本故事內容另一特色為結合數學的排

列組合，強調生活中的各種可能性，因此故事的進行較長，情節發展亦較多樣，

對於閱讀者而言，更需要較多的專注力於文字上，因此在從表 4.8 和圖 4.8 實驗結

果發現閱讀四次文字的第一組在詞彙學習的增加量明顯變多。 

 

4.1.2 整體詞彙學習之趨勢分析 

    學童經過實驗活動後，各組在詞彙學習上均有增長，以下針對實驗結果整體

成效做分析，其統計圖如 4.9 和圖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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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各組在詞彙學習識詞量增加之差異 

0.0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50

0.55

1 2 3 4 5 6 7 8 週別

詞

彙

增

加

百

分

比

第一組詞彙增加率

第二組詞彙增加率

第三組詞彙增加率

 

圖 4.10  各組在詞彙學習識詞率增加之差異 

 

由圖 4.9 和圖 4.10 呈現整個閱讀活動中各組在詞彙學習中的結果，各組表現

不一，詞彙學習教材屬靜態式呈現，第一組在閱讀電子繪本之教材為靜態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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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文字上少了動畫的干擾，因此在詞彙表現上較佳，而過多的外來干擾，反而

影響閱讀者之注意力，相對於故事中的詞彙記憶上反而較弱，這也可以從第二組

和第三組比較中發現，同時閱讀靜態式和動畫式電子繪本的第三組表現優於完全

閱讀動畫式電子繪本的第二組，即顯示出閱讀靜態式電子繪本對於學童在詞彙學

習上是優於動畫式電子繪本的。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組雖然在詞彙表現上較優於其他二組，但在第一週的表現

較其他二組差，第二週起才開始表現較佳，原因除了教材特色之外，有一原因可

能為第一組在閱讀上以四次閱讀均為靜態式圖畫和文字，此閱讀方式對於國小一

年級學童的專注力上可能會有所干擾，因此初期表現會有所影響，但隨此閱讀模

式的建立後，學童在表現上有升高的趨勢，尤其是第三週繪本字數約 950 字，而

第七週和第八週所選用之繪本字數均在 1000 字以上，為此實驗閱讀教材中字數偏

多的三本繪本，第一組在此三週之詞彙表現特別好，因此可再次驗證上述所提閱

讀靜態式電子繪本對於學童在詞彙學習上是優於動畫式電子繪本的。 

從表 4.9 可看出為期八週的閱讀活動，各組在詞彙方面的學習狀況，雖然從上

述各週分析發現各組因繪本編排的差異而影響詞彙學習，但從表 4.9 顯示三組在詞

彙增加量總平均上以第一組平均增加 4.58 個詞彙最多，其次是第三組 4.495 個詞

彙居次，第二組則為 3.985 個詞彙最少，可印證出上述的整體趨勢，即閱讀靜態式

電子繪本的第一組表現有顯著提升，同時閱讀靜態式和動畫式電子繪本的第三組

亦只略低 0.085 個詞彙，因此可歸納出閱讀靜態式電子繪本在詞彙學習上優於閱讀

動畫式電子繪本。 

 

表 4.9 三組實驗活動詞彙學習成果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詞彙增加量總平均 4.58 3.985 4.495 

詞彙增加百分比平均 0.34  0.28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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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小結 

根據各組在各週進行的詞彙學習結果發現，不論是應用靜態式電子繪本或動

畫式電子繪本，在經過重複閱讀繪本，並加上重複練習，學童均能在繪本的詞彙

識別上有明顯進步，這和王虹琇（2009）、Herman（1985）的研究結果相同，王虹

琇（2009）利用資訊融入閱讀教學後發現，利用電子故事書來進行詞彙學習，運

用複誦和精熟練習的概念，每天按部就班進行學習活動，可以增加學童的詞彙量，

Herman（1985）也指出重複閱讀除了可以增進閱讀速度外，學童也可因為重複閱

讀相同的單字而增強其在辨識單字的正確度。本研究結果亦顯示分別以靜態式電

子繪本和動畫式電子繪本，在同時採重複閱讀方式進行閱讀的情況下，整體而言，

所得結果是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閱讀的學童在詞彙學習上的表現優於採用動畫式

電子繪本的學童，但當繪本的圖畫內容簡單，且在文字方面對話較多時，則採用

動畫式閱讀在詞彙學習方面效果較佳。 

邱小芳（2009）針對學習障礙學生進行詞彙導向的繪本教學，發現繪本的圖

文有助於學童的理解與記憶，且透過反覆的朗讀能增進其對詞彙的記憶和辨識，

且隨著每次朗讀的練習，學童能漸漸獨立閱讀。本研究對象屬普通班，因國小一

年級學童在閱讀能力為發展初期，也是國小正規教育的第一階段，因此大部份的

學童對於如何學習都尚處於適應期，又本研究的三組實驗組別內亦分別有特殊

生，在閱讀能力程度上屬較弱的學童，在經過實驗後所得結果亦發現有所幫助。 

 

4.2 閱讀理解能力之成效差異 

            本節主要目的在探討不同形式電子繪本對於國小一年級學童在閱讀理解能力

的影響，即學童閱讀靜態式電子繪本、動畫式電子繪本，或同時閱讀二種形式之

繪本後，接受「閱讀理解測驗」的結果分析。「閱讀理解測驗」的題型分為字義上

的理解--由故事中直接找答案、推論上的理解（統整）--整合句子間概念相關、推

論上的理解（摘要）--找出句子中的重點、推論上的理解（引申）--分析出故事中

論述的意涵，因此本節將分別就字義理解能力、統整能力、摘要能力及引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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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分析： 

 

4.2.1 字義理解能力 

本研究發現，第一組在字義理解之表現較不穩定，尤其是第三、七週，這和

詞彙學習中所提到在詞彙增加量的結果相反，原因可能是第一組因以朗讀方式閱

讀，此二本電子繪本文字偏多，且故事內容多為描述性方式，對話較少，語句結

構較複雜，學童對文字需投入較多注意力，反而忽略故事情節發展和插圖，造成

第一組在字義理解能力上表現較不理想，但由表 4.9 中卻又發現，第一組的識詞增

加量和識詞增加率均是三組中表現最佳的，即詞彙學習的詞彙增加量與字義理解

未必有必然關係，這亦可從表 4.10 看出。 

 

表 4.10  三組詞彙增加量和字義理解能力測驗結果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詞彙增加量 字義理解 詞彙增加量 字義理解 詞彙增加量 字義理解 

第 1 週 4.32 1.32 5.49 1.48 5.76 1.32 

第 2 週 6.18 1.91 5.24 2 6.84 2 

第 3 週 4.05 1.27 3.40 1.88 3.88 1.76 

第 4 週 4.27 1.77 4.04 1.96 3.92 1.84 

第 5 週 3.68 1.82 4.00 1.96 4.56 1.92 

第 6 週 3.14 1.77 3.60 1.64 3.80 1.76 

第 7 週 5.18 1.09 2.52 1.36 2.68 1.8 

第 8 週 5.82 1.68 3.32 1.88 4.52 1.8 

 

根據徐贇（2010）針對外籍學生閱讀理解的研究結果指出「聲音+圖像組」在

較低層次字義理解成效表現上，明顯優於其他兩個組別，「圖像組」次之，「聲音

組」最低，但較高層次字義理解則三組無差異。而本研究從表 4.11 資料顯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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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在八週實驗過後的各週所測的字義理解能力測驗中，第三組所得平均數最高，

且其標準差最低，反觀第一組所得平均數最低，且其標準差卻最高，顯示因為學

童閱讀不同形式的電子繪本會影響其在字義理解能力的表現，且對全班學童的影

響程度是有差異的，即第三組的全班差異程度較小，而第一組的程度差異則較大，

研究者在實驗過程中發現第一組學童在閱讀靜態式電子繪本時，閱讀第一次時因

認字因素，在閱讀速度較慢，專注力強，但其專注力會隨著閱讀次數而下降，尤

以第四次最明顯，特別是閱讀能力較低的學童，在第四次閱讀時注意力已不夠集

中，容易分心，從圖 4.11 可發現此情形在閱讀字數較多的第三本和第七本繪本時

特別明顯，而第二組因一開始即以動畫式電子繪本進行閱讀二次，音效和動畫讓

學童能專心聆聽和觀看，第三次和第四次則由學童自己朗讀和觀看，此時因已看

過二次，對故事內容已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後二次的朗讀加強其在認詞的能力，

反觀第三組在設計活動進行是先朗讀靜態式電子繪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閱讀

是以動畫式電子繪本以聆聽和觀看方式進行閱讀，動畫式電子繪本的音效和動畫

吸引其注意力，克服國小一年級學童在專注力持續不久的問題，且其音效和動畫

亦加強其在字義理解方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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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三組在閱讀字義理解能力之得分統計圖 

 



 83 

表 4.11  三組字義理解能力測驗結果統計表 

 
第一組 

字義理解 

第二組 

字義理解 

第三組 

字義理解 

平均數 1.58 1.77  1.78 

標準差 0.31 0.24  0.20 

 

綜合上述，發現第二組和第三組在字義理解所得平均數差異不大，但依標準

差的數據則可看出第三組的閱讀方式在字義理解方面全班程度差異較小，也就是

說比較能夠提升全班的字義理解能力的，即讓學童先閱讀靜態式電子繪本，讓學

童在認詞方面有一程度的了解，再觀看動畫式電子繪本，加強學童在字義方面的

認知，針對全班以此方式進行閱讀這是比較適合的。 

 

4.2.2 統整能力 

統整能力是指能將繪本中句子之間所傳達的概念連貫，將兩個以上的概念做

結合，使故事中的概念具有更連貫的敘述性表徵，本研究所使用的繪本均為主題

鮮明的敘事體，低年級學童在閱讀時較易瞭解其所要傳達的概念，但因所使用的

電子繪本形式不同，所得的結果亦有所不同，圖 4.12 為三組在統整能力方面所得

到的成績，圖 4.12 顯示出第二組和第三組在統整方面得到的效果差異不大，且八

週成績均優於第一組，尤其是在第三週這類內容刻畫較心靈層面的故事題材，第

一組的表現明顯較不理想，因此，在閱讀上若使用含有聲音和動畫效果的電子繪

本，較有助於學童了解其整體故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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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三組在閱讀統整能力之得分統計圖 

 

表 4.12 顯示出第二組和第三組在統整能力得分之標準差小，即表示無論繪本

的字數多寡、故事結構、色彩明亮等因素差異，全班的成績差異不大，即全班有

一致的學習效果。而第一組不但在平均得分較低，其標準差亦較高，顯示閱讀靜

態式電子繪本的學童其專注力大多集中在文字，相對未能將句子之間所傳達的概

念做連結，進行整合，因此動畫式電子繪本的動畫、音效是有助於學童進行整合

故事主要概念。 

 

表 4.12  三組統整能力測驗結果統計表 

         
第一組 

統整能力 

第二組 

統整能力   

第三組 

統整能力 

平均數 1.34 1.64 1.66  

標準差 0.23 0.13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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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摘要能力 

摘要能力指學童在讀完繪本後能找出故事重點或大意，通常學童可在繪本中

的文字或圖畫中找出故事大意的線索，本研究採用的動畫式電子繪本中除了第三

週的電子繪本外，每個角色說話時，該角色會放大呈現，並配合嘴巴說話及肢體

動作，讓學童能輕易將故事內容和圖畫做聯結，有助於學童掌握故事內容的大意，

靜態式電子繪本則需由學童在閱讀的同時，自行針對文章中的文字和圖畫做連

結，若學童在閱讀時只閱讀文字或圖畫單一元素，未能將二者同時做結合，則在

掌握整個故事結構的歷程中容易有遺漏之處，圖 4.13 為三組在摘要能力方面所得

到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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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三組在閱讀摘要能力之得分統計圖 

 

從圖 4.13和表 4.13中可發現同時閱讀二種形式電子繪本的第三組在八週的摘

要能力得分上有六週是三組中最高的，且總平均數亦是三組最高的一組，僅閱讀

靜態式電子繪本的第一組和純粹閱讀動畫式電子繪本的第二組成績不若第三組

高，顯示第三組的閱讀方式同時讓學童在文字上能專心閱讀，又有動畫和音效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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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字義理解的優勢，但反觀第三組的標準差卻偏高，顯示第三組全班在摘要能力

的表現是非一致性的，即高閱讀能力的學童同時閱讀二種形式的電子繪本在摘要

能力表現上是正向的，但低閱讀能力的學童則需加上其他的閱讀策略進行輔助，

而第一組朗讀四次靜態式電子繪本對全班摘要能力的表現相對較穩定。 

 

表 4.13  三組摘要能力測驗結果統計表 

 
第一組 

摘要能力 

第二組 

摘要能力 

第三組 

摘要能力 

平均數 2.44 2.38   2.66 

標準差 0.21 0.30 0.31 

 

4.2.4 引申能力 

表 4.14 顯出三組之標準差均偏高，劉玉玲（2001）認為電子書的互動特質，

有助於兒童的多元思考力發展，本研究的動畫式電子繪本只著重故事情結的圖畫

和文字進行音效和影像變化，沒有與閱讀者之間的互動情形，因此可能造成本研

究結果三組之標準差均偏高情形出現，第一組學童因快速的認字和朗讀，能了解

文意，並懂得解碼，但在深層推論上效果則不佳，接受動畫式電子繪本閱讀的第

二組和第三組學童則因有動畫配合影音及文字閱讀，增強其思考空間及想像能

力，因此在引申能力上的表現較佳，從圖 4.14 也發現第三組可能因包含閱讀二次

無音效和影音的干擾下的靜態式電子繪本，學童注意力集中在文字解碼，後二次

的動畫式電子繪本閱讀則加強其在推論理解的建構，有助於學童在故事內容進行

深層思考。而純粹閱讀動畫式電子繪本的第二組則可能因受到音效和影音的影

響，部份學童表現較不理想，造成其標準差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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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三組在閱讀引申能力之得分統計圖 

 

表 4.14  三組引申能力測驗結果統計表 

 
第一組 

引申能力 

第二組 

引申能力 

第三組 

引申能力 

平均數 2.20 2.40 2.64 

標準差 0.33 0.37 0.28 

 

4.2.5 整體閱讀理解能力 

從圖 4.15 可看出，各組在各項理解力的表現上以第三組在各項能力最佳，就

整體而言，亦以第三組的總得分數最高，除了在第三週略低於第二組外，其餘均

優於其他二組，即不同題材和編排方式皆以同時閱讀靜態式電子繪本和動畫式電

子繪本的方式能得到較高的閱讀理解效果，採用動畫式電子繪本的第二組表現次

之，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的第三組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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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三組在閱讀理解能力總分統計圖 

 

4.2.6 小結 

歐素惠（2004）利用短文進行教學研究，指出詞彙和閱讀理解之間有高度相

關，劉穎韻（2006）則針對國小低年級學童進行閱讀理解的個案研究，發現識字

量並不影響閱讀者對整篇故事的理解，閱讀者會透過文字脈絡和先備知識來理解

故事，即「識字量多」不見得和「閱讀理解」有必然的關係，但會影響其朗讀的

情形，而且，當閱讀到較難懂的文字時，學童會藉由插圖來進行推論。而本研究

中第三組學童在同時閱讀二種形式電子繪本的情況下，部份學童在詞彙前測和字

義理解表現不佳下，卻在摘要能力和引申能力方面有不錯的成績，這表示即使學

童在不懂字義的情況下，仍能透過圖畫來理解故事內容大意及其所要傳達的主要

概念。反觀僅閱讀靜態式電子繪本的第一組學童，若其詞彙前測和字義理解表現

不佳的情況下，其推論理解的部份表現亦不佳，即統整能力、摘要能力和引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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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得分均不高，顯示動畫中的動作和聲音等效果不但影響高閱讀能力的學童，

對低閱讀能力的學童影響特別明顯，即本研究結果和劉穎韻（2006）的研究結果

相近。 

吳庭耀（2009）研究指出不論閱讀文體為何，中年級低閱讀能力皆是在表層

理解分數顯著優於深層理解分數，且其中不管是敘事體或說明體，在表層理解分

數上無顯著差異，但在深層理解方面，則在敘事體表現優於說明體，這在本研究

中亦可發現研究中所採用的均為敘事體的繪本，各組在深層的推論理解上亦有不

錯的表現。 

Kiefer 在 1983 年以國小一、二年級學童做為研究對象，發現故事書的圖畫以

黒白色調呈現一樣能引起學童強烈的感動和喜愛，本研究亦發現學童在閱讀電子

繪本時，黑白色調不是影響學童能否專心閱讀的主因，若故事主題符合學童興趣，

能和學童生活經驗結合，再加上動畫和聲音的輔助，學童亦能專心閱讀，並理解

故事所要傳達的主要概念。洪美珍（2000）認為每一種閱讀媒體均有其獨有的特

性，如何運用才是最終關鍵點，因此需考量其使用目的，將焦點放在如何讓不同

的媒材互相配合，以發揮互補、增強的功能。洪采菱（2008）研究時所使用的文

本是 100~300 字的文章，研究後認為當文本的內容較長時，學生能接收到更完整

的文章結構、句法及語言型態，這對於其對文本的閱讀理解是更有幫助的。劉玉

玲（2001）的研究指出在製作動畫式電子繪本時需考慮過多的音效會干擾閱讀，

而動畫的設計與動作是否流暢亦是考慮重點。本研究亦發現動畫的動作若能和故

事描述內容相結合，而非只是人物的移動，四肢和表情均應與故事進行的情節相

結合，如此才能讓閱讀者在閱讀上可同步接收，更能融入其意境，有益於增加閱

讀理解能力。 

徐易稜（2001）研究認為靜態圖片的多媒體呈現方式比動態影片的多媒體呈

現方式有較好的學習成效，且以影片為多媒體呈現方式的情形下，視覺加上聽覺

雙重感官模式有較低的認知負荷、較高的學習成效。劉素華（2006）認為動畫書

等電子媒材無法取代師生面對面的互動影響力，它僅能做為閱讀的輔助工具，無

法完全替代傳統紙本的學習。洪美珍（2000）、陳慧卿（2003）、蕭淑美（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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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都發現動畫式電子繪本中所設計的動畫會吸引讀者注意，但其動畫內容不

見得全然和故事發展有密切相關，對於其對繪本故事的閱讀理解不一定有幫助，

有時會過度注意動畫，而忽略故事內容的敘述，反而降低其閱讀理解能力，這和

本研究結果相同。而閱讀媒材的文字量和描寫方式亦是影響閱讀理解的因素之

一，當閱讀字數為 500~800 字時，學童較能接收到更完整的文章結構、句法及語

言型態，進而對故事內容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但當字數過多，或大多以描述方式

進行時，閱讀者的專注力相對減弱，尤其是僅閱讀靜態式電子繪本的方式，共閱

讀效果較為不佳，後面若加上閱讀動畫式電子繪本，則更有助於連貫整體故事情

節。 

 

 

 

 

 

 

 

 

 

 

 

 

 

 

 

 

 

 



 91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主要依據本研究結果與討論，歸納出本研究之結論，並提出建議，本章

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結論，將第四章研究結果進行分析，並加以討論，第二

部分為建議，以供進行閱讀教學與後續相關研究的參考。 

 

5.1 結論 

本研究以國小一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進行八週的學習活動，了解學童透過

不同的電子繪本形式進行閱讀，其在詞彙學習和閱讀理解方面學習成效有所差

異，以下為本研究的主要結論： 

 

5.1.1 詞彙學習方面 

各組在各週進行的詞彙學習結果發現，不論是應用靜態式電子繪本或動態式

電子繪本，在經過重複閱讀繪本，並加上重複朗讀繪本詞彙，學童均能在繪本的

詞彙識別上有明顯進步，但不同的電子繪本形式對國小一年級學童之詞彙學習成

效有所影響。 

整體而言，所得結果是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閱讀的學童在詞彙學習上的表現

優於採用動畫式電子繪本的學童，而同時採用二種電子繪本形式的學童表現第

二，尤其是閱讀題材文字量較多，且文體較偏向以敘述方式呈現時，採用靜態式

電子繪本閱讀效果較佳，但當繪本的圖畫內容簡單，且在文字方面對話較多時，

則採用動畫式閱讀在詞彙學習方面效果較佳。 

 

5.1.2 閱讀理解方面 

1、以同時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和動畫式電子繪本的表現最佳，學習狀況最穩定，

僅採用動畫式電子繪本的學童次之，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的學童表現第三，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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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狀況較不穩定。 

2、不同的電子繪本形式對國小一年級學童閱讀理解之統整能力成效有所影響，以

同時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和動畫式電子繪本的表現最佳，學習狀況最穩定，僅

採用動畫式電子繪本的學童次之，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的學童表現第三，且學

習狀況較不穩定。 

3、不同的電子繪本形式對國小一年級學童閱讀理解之摘要能力成效有所影響，以

同時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和動畫式電子繪本的表現最佳，但學習狀況最不穩

定，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的表現略低，但穩定性最佳。 

4、不同的電子繪本形式對國小一年級學童閱讀理解之引申能力成效有所影響，以

同時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和動畫式電子繪本的表現最佳，學習狀況最穩定，採

用靜態式電子繪本的學童表現第三。 

5、整體而言，以同時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和動畫式電子繪本在閱讀理解方面的表

現最佳，學習狀況最穩定，採用動畫式電子繪本次之，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第

三。 

 

5.1.3 小結 

閱讀行為是一項複雜的行為，學習行為亦是複雜的，對於專注力較弱的國小

一年學童而言，動畫式電子繪本能引起學童高度的專注，不失為一項好的閱讀材

料，因此若在選擇電子繪本內容及如何使用上多加留意的話，將有助於學童的閱

讀理解。在學習多元又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實際執行層面上較無法只針對單一學

習效果進行活動，因此雖然在詞彙學習上以使用靜態式電子繪本的學習成效最

佳，同時使用靜態式電子繪本和動畫式電子繪本的學童表現次之，而在閱讀理解

上則以同時使用靜態式電子繪本和動畫式電子繪本的學童表現較佳，因此，綜合

而論，在閱讀活動進行時，可同時增進詞彙學習和閱讀理解能力的情況下，建議

以同時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和動畫式電子繪本的學習活動可以得到最佳的學習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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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 

   研究者在進行研究的過程和研究結果中，發現一些值得注意和後續探討的問

題，以下提出幾點提供給教學者和未來研究的建議，以供參考。 

 

5.2.1 對教學者的建議 

1、可針對教學目標進行選用適合的電子繪本形式，若教學目標是增加學童的詞彙

能力，適合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若教學目標為提高閱讀理解能力，則以同時

採用靜態式電子繪本和動畫式電子繪本效果最佳。 

2、因國小一年級學童專注力較不佳，閱讀活動進行時，閱讀環境應儘量去除會干

擾學童專注的情境，並使用教學策略，進行內容深究，以吸引低閱讀能力的學

童的興趣，提高閱讀效果。  

 

5.2.2 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針對電子繪本的不同形式進行詞彙學習閱讀理解的研究，經由分析和

討論後，歸納幾項建議做為後續研究的參考： 

 

1.研究教材 

本研究為探討電子繪本對學童閱讀學習的影響，研究者在閱讀相關文獻資料

時，發現大部份的研究較偏向傳統的紙本繪本和電子繪本之間的比較，較少單純

針對電子繪本的呈現形式進行深入探討，本研究是針對電子繪本的靜態和動畫之

間的影響效果進行探討，電子繪本的內容應如何呈現可提高閱讀效果，值得未來

研究進行進一步的深究。 

 

2.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是國小一年級普通班學童，因此無法推論到其他的閱讀年

齡層及其他特殊班學生，同樣的學習材料對不同的年級或是特殊生是否有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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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建議未來研究可對其他年齡層進行研究，以了解不同年齡層或特殊班學童

適用何種形式之電子繪本。 

     

3.統計分析 

    在本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觀察發現，閱讀能力高的學生在閱讀時的專注力較

高，相對地在閱讀理解和學習效果上表現亦較佳，閱讀能力低的學童在閱讀時投

人程度較差，其閱讀理解和學習效果因而較不理想，未來研究若能將研究組別分

為高分組、低分組分別進行統計分析，將可了解電子繪本的形式對不同閱讀程度

的學童影響是否不同。 

 

4.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瞭解學童在使用不同形式的電子繪本後對其閱讀能力有何影響，因

此以針對繪本內容所自編閱讀理解測驗做為研究工具，未來可加入與閱讀活動所

採用之繪本無關的其他文本進行測驗，以瞭解學童在閱讀活動後對整體閱讀能力

的影響如何。 

 

5.研究時程 

    本研究因考量研究干擾因素，因此設計實驗活動為八週，未來可以加長研究

時程，以了解學童經過長期的實驗所得到影響如何。 

 

5.3 總結 

   閱讀活動讓學童在家裡、在學校就能接觸到各種知識，師長們在進行閱讀活

動時，若能考慮學童的需求和使用方便性，將使閱讀效果得到較大的效益，本研

究針對初學的國小一年級進行閱讀活動的學習測驗，期待所得研究結果能對指導

學童進行閱讀活動的成效有所幫助，影響閱讀成效的因素是複雜的且多元的，指

導者除了考慮不同的電子繪本形式對學童的閱讀影響外，更需加上適合學童的教

學策略來輔助，將會使閱讀活動具有更好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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