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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的實施，對英文低成就學習

者英文學習成效之影響，同時發掘此一學習成效之影響因素；本研究並

透過三階段行動研究的實施，以尋求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較佳之實施

方式。研究結果發現：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之實施，可有效提昇英語

低成就學習者之學習動機，進而可提昇其英語聽、說與讀的能力；其中，

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之實施成效，會受到學生個人特質、與所搭配之

教學法的影響。本研究並據此研究結果提出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應用

於提升英文學習成效之教學實務與未來研究之建議！ 

 

關鍵字：廣泛閱讀、線上閱讀、合作學習法、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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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English comics’ extensive reading on English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English low-achievers as well as exploring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lement of on-line English comics’ extensive reading. 

Besides, the study probe into the better way of implement on-line English 

comics’ extensive reading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action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lement of on-line English comics’ extensive 

reading can improve the motivation of those who English low-achievers and 

then improve their English abilities of listening, speaking and reading. 

Moreo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lement of on-line English comics’ 

extensive reading can be affect by personality traits of students as well as 

teaching methods. Finally, the practice and further research recommends of 

on-line English comics’ extensive reading are proposed. 

 

Keywords: extensive reading, On-line reading, cooperative teaching method,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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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許多報導指出英語能力之重要性，英語能力已經不只攸關個人的職

場競爭力，也是衡量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因此民國八十七年九月三

十日教育部公佈「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總綱，將英語納入語文

領域正式課程，宣布於九十學年度起國小必須加入英語教學。目的是透

過提早接觸外語，提昇學生語文能力，達到「國際化」的教改目標（朱

惠美、施玉惠，1999；教育部，2003）。長久以來，台灣的學生對於英語

的接觸是十分有限的，而且老師和家長注重成績好壞的程度，遠多過於

關心學生對英語學習的態度。此外，台灣的英語教育多著重於密集式的

閱讀教學（intensive reading），此種方式往往造成學生對閱讀產生反感，

甚至毫無興趣（黃姵綺，2010）。也因此許多相關英語教學研究與英語教

學者發現越到高年段學生對英語的好惡越明顯，學習成就的「雙峰曲線」

也越兩極化，而造成英語學習的低成就者。Huang 和 Tsai（2003）表示

造成台灣學生英語能力顯著落差的原因不只是成績或動機因素使然，更

關鍵的是學習英語的信念影響所致。過去關於廣泛閱讀的研究中，廣泛

閱讀所使用隻閱讀題材主要以正式英語學習的讀物為主，而較少選擇英

語漫畫結合線上閱讀來進行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探討線上

英文漫畫廣泛閱讀的實施，對英文低成就學習者英文學習成效之影響，

同時發掘此一學習成效之影響因素；本研究並透過三階段行動研究的實

施，以尋求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較佳之實施方式，提供英語低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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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學習模式，讓有意進行相關英語教育教學工作者有所依循。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以上之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的實施，

對英文低成就學習者英文學習成效之影響，同時發掘此一學習成效之影

響因素；本研究並透過三階段行動研究的實施，以尋求線上英文漫畫廣

泛閱讀較佳之實施方式。依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問題為線上英

語漫畫廣泛閱讀對於英語低成就學生之英語學習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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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圖 1-3-1 研究流程圖 

 

圖 1-3-1 為本研究之流程圖，本研究目的根據前一節所述旨在探討線

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的實施，對英文低成就學習者英文學習成效之影響。

研究流程首先根據本研究背景、動機進行相關文獻蒐集與研讀，並根據

目前相關研究結果確定研究目的擬定研究問題與方向。接著根據研究問

研究背景與動機 

確定研究目的 

擬定研究問題 

決定研究方法及對象 

活動設計與實施 

資料整理與分析 

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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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決定研究方法及對象，進行活動設計與實施，並徵求參與者進行研究

活動與資料收集。最後根據資料分析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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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在探討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的實施，對英文低成就學習者

英文學習成效之影響，並透過三階段行動研究的實施，以尋求線上英文

漫畫廣泛閱讀較佳之實施方式。相關文獻方面主要就「廣泛閱讀」、「學

習成效」、「線上閱讀」、「合作學習法」和「英語學習低成就」五方面加

以論述。 

 

第一節 廣泛閱讀 

壹、 何謂廣泛閱讀（Extensive Reading） 

閱讀是學習語言最有效的方法之一（Krashen,1994）。根據施玫玫

（2007）的研究，英語之閱讀學習分為「精讀」（intensive reading）和「廣

泛閱讀」（extensive reading）。「廣泛閱讀」，指的是廣泛且大量去涉獵各

類讀物，重點在於快速明白所閱讀之內容大意，而非反覆鑽研同一內容

的細節。讀者可依本身的興趣與程度挑選適合自己的讀物來進行閱讀，

並訂定自己的閱讀進度（Day &Bamford, 1998）。由於此類閱讀屬於「悅

讀」型（reading for pleasure），過程中以不查字典為主，故讀本之選擇應

以難易度比本身程度略淺一點為宜（Day &Bamford, 2000）。廣泛閱讀是

否持之以恆的關鍵因素在於學生長期閱讀的習慣以及閱讀興趣是否已培

養（Eskey, 1987），台灣的學生大多固守單一讀本而拒絕其他讀物的學習

情況之下，如何讓學生敞開胸懷去接納廣泛閱讀大量的英語讀物，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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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大量又陌生的書籍吞沒、對原文書感到困擾，則須要更強烈的動機驅

使學生願意持續的參與下去。因為廣泛閱讀的宗旨之一是享受閱讀的樂

趣（Day &Bamford, 2000），故啟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可從兩方面著手－閱

讀教材的選擇與習慣養成的方法。廣泛閱讀教材必須「簡單」而「有趣」

（Schmidt, 1996; Day &Bamford, 2000），由於廣泛閱讀是以學生為中心的

自助式學習策略（Blue, 1992），必須要讓學生願意且喜歡自行前往閱讀，

有鑑於閱讀教材的挑選能激起學生的興趣，且在他們能夠理解的範圍，

如此才能夠吸引他們閱讀。「有趣」的教材讓閱讀輕鬆許多，同樣的，閱

讀教材難易程度如果「簡單」而易於掌控，則讀者更能掌握並欣賞其意

境；廣泛閱讀教材必須要在學生能掌控的語文程度範圍內，一頁以不超

過一到兩個困難的單字為宜（Day &Bamford, 2000），換言之，「簡單」而

「有趣」的閱讀教材指的是能吸引學生並適合學生的讀物（Eskey, 1987）。

其次，廣泛閱讀習慣的養成。在一個沒有閱讀習慣之文化的社會環境中，

維持外語閱讀習慣面臨著更大的挑戰（Day & Bamford, 2000），而台灣即

屬於這樣的狀況，要將廣泛閱讀計劃融入到現行課程已是相當困難，再

加上多數台灣的高中學生表示在英文閱讀時有很大的挫折感，並表示對

「額外的英文功課」沒有興趣，因此廣泛閱讀的實施需要許多的輔助以

誘導低或無閱讀動機的學生，使其發現閱讀的樂趣和回饋，其實就在閱

讀當中。在沒有任何獎勵的條件下而自動自發去做一件事情，需要發自

內在的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Brown, 2001），然而要驅使學生有這

樣高度的內在動機，通常需要外在誘因作為引導。由心理行為學派 Skinner

與 Watson 所提出的行為增強理論（behavior-reinforcement theory）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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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應用在鼓勵閱讀的開始階段。 

由上述可知，廣泛閱讀是以「簡單」而「有趣」的閱讀教材引出學

生閱讀的興趣，進而培養廣泛閱讀的習慣，而隨著學生逐漸習慣於主動

閱讀，這種強化的誘因便可以逐漸淡出，最後不需任何外因，學生亦會

願意自動自發作廣泛閱讀，因為成功的學習者在閱讀方面獲得的成就，

讓他們能夠享受語言學習並重視他們的學習成果（Nation, 1997）。 

 

貳、 廣泛閱讀所扮演的角色 

許多研究指出廣泛閱讀在外語學習中扮演許多中重要的角色，Bell

（1998）將廣泛閱讀在外語學習中所扮演的角色歸納為十點： 

一、 廣泛閱讀提供可理解的輸入語料（comprehensible input）。

Krashen（1982）指出如果符合足夠的接觸、有趣的材料及輕

鬆無壓力的學習環境等三個條件，廣泛閱讀將可以達成外語

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的目的。傳統教科書通常是為了

考試而規劃的，很難引起學生閱讀興趣，使得我們的學生在

學習外語時文化認知方面的副學習明顯不足（Chang，2002）。

多元的英語圖書可以彌補教科書不足，配合廣泛閱讀計畫以

符合 Krashen 所提的三個條件。 

二、 廣泛閱讀可強化學生整體的外語能力。許多實證性研究皆得

證，透過長期廣泛閱讀學生在認字、閱讀、口語、及寫作上

都有長足的進步。 

三、 廣泛閱讀增加學生接觸英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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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廣泛閱讀可提升學生的字彙量。Nagy and Herman（1987）研

究指出三年級到六年級學生平均學會約三千個字彙，其中極

少數是藉由直接的字彙教學，大部分是透過閱讀學習到的。 

五、 廣泛閱讀可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 

六、 廣泛閱讀可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廣泛閱讀的題材是配合學

生依個人的需要、興趣、及偏好而選擇的，能夠使學生維持

高度意願去瞭解書中的內容。 

七、 廣泛閱讀可穩固學生先前學過的內容。透過廣泛閱讀，學生

學過的單字句型及文法概念重複的出現在文本裡，讓學生能

透過舊知識學習新語句，加深對學習過的單字及辭彙的記

憶。 

八、 廣泛閱讀可建立學生閱讀大篇幅文章的信心。 

九、 廣泛閱讀可訓練腦部處理訊息的能力。認知心理學研究指出

緩慢、逐字閱讀的方式事實上是阻礙對文章的理解，因為腦

部接收過多的訊息，處理的管道無法暢通。要理解一篇文章，

腦部事實上只需要部分的訊息。透過廣泛閱讀，學生不斷閱

讀相同形式之單字、句型和文法，這些重複出現的字，成為

一眼就能理解的字彙（sight vocabulary），大幅降低腦部負擔，

腦部處理這些訊息就能更迅速準確，並且加快閱讀速度，也

能夠提升閱讀的信心。 

十、 廣泛閱讀可提升學生的推測能力。研究結果大家公認的觀點

是在閱讀理解的過程中，我們是利用背景知識及我們已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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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基模，來推測我們要讀的內容。當我們在閱讀的時候，

我們的基模會運作，透過推測、假設、調整、重組基模來理

解文章的內容。 

參、 廣泛閱讀的特色 

Day and Bamford （1998）提出十點成功的廣泛閱讀的特色： 

一、 學生要多閱讀並且要在課餘時間閱讀。 

二、 各種主題的書籍都一應俱全，才能鼓勵學生用不同的方式及

為了不同原因而閱讀。 

三、 學生選擇自己所要讀的書，而且當他們發現書的內容不吸引

他們的時候，可以自行決定選擇其他書籍。 

四、 閱讀的目的通常和愉悅、資訊的取得、理解文章內容有關，

而且要依據書本的性質和學生的興趣而定。 

五、 閱讀本身就是一種獎賞，閱讀後的練習盡量避免，若有，也

盡量簡短而簡單。 

六、 閱讀的內容，在單字和文法方面不要超越學生的語言能力，

閱讀的過程幾乎不用字典，因為，經常停下來查字典會無法

流暢的閱讀。 

七、 閱讀是個人化的，而且要靜下來。學生依據自己的步調，在

課餘時間，決定自己何時何地閱讀。 

八、 閱讀速度通常是快速的，而非慢的。因為學生所閱讀的書本

或文章是對他們來說很容易懂的。 

九、 老師要引導學生走向計畫的目標，向學生解釋廣泛閱讀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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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追蹤每一位學生所閱讀的書名，並且引導學生從廣泛閱

讀計畫中得到最大的收穫。 

十、 老師是學生的閱讀典範。老師也要是閱讀群中的成員，必須

展現出良好的閱讀者的風範，作為學生的楷模。 

 

第二節 學習成效 

壹、 學習成效的定義 

根據（田福建，2010）的研究，學習是指經由某種活動或經驗而促

使人的行為產生持久性改變的歷程（張春興、林清山，1981）。學習也是

一種建構和改變心理模式的過程（Shuell，1986；Leidner＆Jarvenpaa，1995）。

而學習成效則是學習者經由學習活動後，所成就的某種技能或知識的程

度（陳李綢，1991）。更有學者認為學習成效是指教學活動結束之後，學

習者在知識、技能及態度上的改變（邱貴發，1992；Piccoli, Ahmad,& 

Ives,2001）。Wager（2003）認為學習成效是指教師教學所期望得到的成

效，也可以說是教師期待學習者能夠達成的目標，而且他認為學習成效

可以發展成為成績評比的依據，也可以反映教學設計的優劣，更重要的

是學習成效可以讓學生了解老師對此次教學活動的期待。李堅萍（2006）

認為學習成效是指學習者達成認知（cognitive）、情意（affective）與心理

動作（psychomotor）三個學習目標的程度。蕭克昌（2001）認為學習成

效是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達成教學目標的程度，教學者以科學方法和工

具來評估學習者的學習成效，藉此了解學習者在知識、技能及態度等方

面的改變，以做為改進教學品質或課程設計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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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學習成效的衡量 

美國教育學者 Bloom（1956）依照教學目標將學習成效分為認知、

情意及技能三大領域。郭生玉（2004）將 Bloom 的分類做了更進一步地

說明。首先他認為學習成效在認知方面是指學習者先備知識的轉變或當

下所學知識的留存，其內容又分為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

鑑等六個層次，知識是屬於最低層的能力，評鑑則是層次最高的能力。

教學者可以透過成就評量來測得學生學習的成效，也可藉此診斷學生的

學習困難；其次他認為學習成效在情意方面主要包含態度、興趣、理想、

欣賞和適應方式等五項教學目標，而其層次由低而高又分為接受、反應、

價值判斷、價值組織和價值的性格化等，其評鑑的方式則有觀察法、自

陳量表法及友伴互評法；最後在技能方面他認為學習成效是指動作技能

的學習行為，例如：運動技能、樂器操作、舞蹈、演說…等能力，而其

行為表現可分為觀察、準備、模仿、表現、熟練、創意等六個層次，這

些能力可以由實作測驗測得學習者的熟練程度。 

學習成效是教學者所關心的重要議題，許多專家學者對如何衡量學

習者的學習成效提出了他們的見解。Tough（1982）指出學生參與學習活

動的動機和結果可以用學習滿意度來解釋，它是一種對學習活動的感覺

或態度，因此學習滿意度可以當作衡量學習成效的指標。Baldwin&Ford

（1988）在研究中發現，大多數的研究者在衡量學習者學習後的行為改

變時，都採用自我評估方式。（孫仲山、李德純，2007）針對職業訓練學

員學習成效的影響因素做研究，他們使用自行編製的「學習層次職業訓

練成效自評量表」，來瞭解學習者對於職訓單位所提供的學習內容之理解



 
 
 
 
 
 
 
 
 
 
 
 

 

12 

 

與熟稔程度。李堅萍（2006）在相關研究中，以學習者在學習陶藝課程

中的認知成績、技能成績與情意成績，作為衡量整體學習成效的表現。

馮兆康、潘麗卿與陳敏郎（2007）於相關研究中使用的學習成效量表包

括學習態度、動機志趣、學習方式、活動表現、學習滿意、人際關係等

六個衡量構面。 

綜上所述，學習成效的衡量根據朱彩馨與彭虹綾（2009）綜合過去

相關學者所提出衡量學習成效之指標後，以學習成就、學習績效、學習

自我評估、課堂評估、滿意度、自我效能、參與程度、學習興趣、學習

態度以及電腦焦慮等十個構面來衡量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第三節 線上閱讀 

壹、 線上閱讀的意涵 

林巧敏（2009）表示網際網路和科技發展之迅速，改變了我們使用

資訊的方式，他根據西元 2008 年 3 月《網際網路世界統計資料》（Internet 

World Stats：Usageand Population Statistics）的資料顯示，台灣的網路使

用者人口，約佔臺灣總人口的 67.4%；而美國線上圖書館（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簡稱 OCLC）的《圖書館及資訊資源觀察》報告中也發現，

當使用者發生資訊需求時，有高達 91%的使用者會優先使用搜尋引擎來

檢索資料。 

Leu 等（2004）認為網路的出現已成為我們生活的部份中心，這是因

為我們的工作場所和社會組織正在變化。張淑慧（2008）指出在網路上

閱讀就像閱讀普通的書一樣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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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電腦技術的優點，紙張文件已對於數位電子妥協，故許多文件

現在是以電子形式來呈現。這個成長將帶動在閱讀中的明顯改變（MA，

2008）。 

貳、 線上閱讀的特徵 

一、 非線性閱讀 

一般平面的閱讀的路徑是呈現線狀，循著文本的章節呈現方

式來了解文章的脈絡與內容。而線上閱讀提供了放射型的樹狀或

網狀的結構，使得讀者可以直線閱讀、比較閱讀、尋找閱讀等方

式，使得使用者可以多種方式來探索，除了可以橫向，還可交叉、

重疊，並加以反向研討，使讀者的思考處於活躍的模式中（呂芸

樺，2006）。 

二、 系統與結構化數位教材 

網際網路現今在教育上，不論是對學生或是老師而言，它都是

重要的工具，同時也是指引。另外，如同 Hackbarth 所言，網站提

供了數位教材活動，同時也提供大量有關主題適合各年級程度網路

課程（Tanyeli，2009）。線上閱讀所指的是讀者透過電腦螢幕、網

際網路、PDA、手機、閱讀器等設備讀取數位化的文字內容的方式。

同時陳海泓（2008）也認為數位化的內容又稱電子文本或電子書，

它是以數位的方式載錄文字、圖片、影像、聲音、動畫等資料，同

時加以系統與結構化的處理。 

(一) 提供多元的豐富資源 

在Altun（2003）的研究中提及，網際網路能為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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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獲得訊息為他們的需要利用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的讀者提供一種訊息和一件支援工具的豐富資

源。與列印的材料相比，使資訊系統數字化為來源提供相

當迅速的出入口。這樣的便利不應該被忽略，並且在教室

裡使用網際網路為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學習

者豐富教室環境的教育價值是語言教育工作者必須認真

考慮的一個問題。從此可知，非線性的線上閱讀的豐富資

源是其優勢。 

(二) 自我建構閱讀 

我們從事一般線性的紙本閱讀時，所進行的閱讀程序

都是照著作者的章節進行，這是屬於被動的接收；而非線

性的線上閱讀，則是屬於主動探取資料並自我建構知識。

讀者可從中截取，內化成自己的知識與概念（呂芸樺，

2006）。讀者也因建構閱讀的培養，思考模式顯得更加多

元、活潑。 

 

參、 線上閱讀的優缺點 

以下列出線上閱讀的優缺點（MA, 2008）： 

優點： 

一、 便於共享與協作： 

使用線上文件來閱讀，比起紙本閱讀是利用與同伴共同分享

和協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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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簡單的存檔程序： 

比起一般紙本上的保存程序，線上文件閱讀顯得更簡單輕

鬆。 

三、 輕鬆有條理的標記能力： 

線上閱讀能更有條理且方便的標記能力。 

四、 文字搜尋能力： 

線上網路的技術，使得線上搜尋的能力有效率且便利。 

缺點： 

一、 閱讀界面不夠友善： 

線上閱讀的界面並不夠友善，致使使用者可能因此失去興

趣。 

二、 批判性思考不被鼓勵： 

具批判性的思考受限於線上，也無法加以促進。 

三、 分散和閒散的閱讀： 

線上閱讀也因便利性，使用者可隨意跳至想閱讀的章節，形

成較閒散的閱讀。 

肆、 線上閱讀策略 

閱讀是一種為了解決讀者閱讀的問題，而統整融合文章的涵義。期

間所運用的方法，就是閱讀策略。許多研究也指出，在使用線上閱讀時，

使用適當的策略是相當重要（Anderson，2003）。故，線上閱讀就是在進

行網路閱讀時，所採用解決網路閱讀的問題，並導引自己達成理解網路

文章的策略（張淑慧，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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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Konish（2003）發現，網路閱讀所使用的策略與文本的閱讀

是相似的，尤其是在讀單一的文本。在任務 A 中數據顯示，參加往往放

棄閱讀一篇文章，因為它並不足夠有趣。這可判斷為他們使用略讀、瀏

灠找到一些有趣的信息。在任務 B 中，參與者決定回到原始的界面，因

為那裡似乎有更多他們必須找到的訊息，這可判斷為他們在眾多資料中

採用搜尋和掃描。這些策策略可能在閱讀單一文本時不會被採用，這是

因應網路無邊際的特性。周玉婷（2006）以台南市某公立國小六年級的

學生進行實驗對象，將參與的學生分成四組：分別為「摘要組」、「畫重

點組」、「自我發問組」、「控制組」。前三組分接受摘要策略、畫重點策略、

自我發問策略，控制組不施以任何閱讀策略。實施結果發現學生在接受

閱讀策略教學應用於網路資源教學後，閱讀理解能力是優於教學之前

的。 

Coiro 和 Dobler（2007）認為在網路上熟練的讀者，其所進行閱讀理

解的過程和選擇是與紙本上的閱讀類似。只不過在網路上的閱讀是更為

複雜。如傳統的自我調節過程：目標設定、預測、監控、評估，這些也

在網路閱讀上使用。Anderson（2003）也將閱讀線上閱讀的策略分成三

種，分別是整體閱讀策略（global reading strategies）、問題解決策略

（problem solving strategies）、支持策略（support strategies）。 

總結以上觀點，網路閱讀策略與一般紙本上所使用的策略有許多相

似之處。從研究過程中，我們證明透過在線上閱讀的過程，閱讀理解技

能上能獲得明顯的改善（Tanyeli，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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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合作學習法 

本節依據（林穎，2010）之研究依序說明合作學習的定義、合作學習

的基本要素、合作學習的基礎理論、合作學習教學法和合作學習的優點。 

壹、 合作學習的定義 

 

表 2-4-1 合作學習之定義 

提出定義之學者 合作學習定義的內容 

Slavin（1985） 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系統有結構的教學策略。在合作

學習中教師將不同能力、性別、種族之學生分配於

小組中一起學習。適用於不同學科及不同年齡學生

之學習。 

Parker（1985） 合作學習是在教室的學習環境中，提供一個合作的

學習環境，讓學生在異質小組中與同儕共同學習，

彼此互相支援、批判或分享彼此的觀點，最後共享

成果，並藉此合作的學習環境中，潛移默化以培養

更多的合作行為。 

Nijhot &Kommers

（1985） 

合作學習是一種在一起學習的活動方式，鼓勵彼此

討論，擴展思考和期望以引導更高層次的認知，刺

激學生多元化的發展。在這種環境下，能用合作學

習的方法組織複雜、有趣及開放性作業，一但此過

程達到完全內化後，即成為學生獨力發展過程中之

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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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hson &Jonhson

（1987） 

合作學習不僅是面對面的接觸，更要互相討論、幫

忙與分享。 

Sharan &Shachar

（1988） 

合作學習是將學習活動作較精緻的設計，鼓勵兒童

在小組內分工及合作，透過教室的學業活動與社會

互動的層面，在彼此溝通與互動的情境中，增進小

組效率並分享學習喜悅。 

Kalkowski（1988） 依不同能力、種族、性別所組成的常態性異質結

構，不同背景的學生參與合作學習之後，增加學科

成就並增強自尊心，同時也更能尊重別人不同的人

格特質。 

Joe Cuseo（1992） 合作學習是一種將三至五個學生有目的性的分為

一組而使每組學生共同完成某些特定學習活動的

教學過程，在此種此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過程

中，小組每一成員皆對自己的表現負責，而教師係

扮演小組學習促進者（ facilitator）與諮詢者

（consultant）之角色。 

林生傳（1992） 合作學習是結合教育學、社會心理學、團體動力學

等的一種分組教學設計，主要是利用小組成員間的

分工合作、互相支持，去進行學習；並利用小組本

位的評核及組間比賽的社會心理氣氛，以增進學習

成效。目的在使學習活動成為共同合作的活動，其

成敗關係團體的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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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tiv（1994） 合作學習是一種教學方式，學生以小組方式在一起

工作，並一起面對共同的目標。每位成員都個別的

為學習負責任，不管是報酬上、工作上、材料上以

及角色上都「互相依賴」、小組成員在成就、性別、

種族上通常是異質的。 

何素華（1996） 合作學習是經由小組同儕合作協助的學習方式，

在 2 至 6 人的異質小組中，透過團體互動的歷程，

一起學習，彼此協助完成工作，以達到個人及團體

之共同學習目標。 

林達森（2002） 是一種班級組織的改良狀態，採小組學習方式，藉

由各種策略促進同儕互動，營造組織命運共同體的

狀態，擴大自己與他人學習的機會，構成積極互賴

的學習情境。 

林靜萍（2005） 合作學習是一種教學策略，指透過教師將學生妥善

異質分組，每組人數 5-6 人。學習歷程中，教師的

角色是協助者，經由教師的協助和學生同儕的扶持

進行學習活動。小組為了共同目標一起合作，以完

成個人和團體學習目標，進而從中習得各種技能。 

由上述學者的意見，可看出合作學習的定義有幾個共同點： 

一、 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系統的教學策略。 

二、 合作學習為兩人以上的學習小組。 

三、 有著共同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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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組間可以共同協商討論。 

五、 合作學習可以提昇學生認知、社交與情意的發展，以增進彼

此學習。 

貳、 合作學習之基本要素 

合作學習大都包含下列五項要素（Johnson ＆ Johnson, 1994；黃政

傑、林佩璇，1996）： 

一、積極互賴（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積極互賴」是指學生能知覺到自己與小組是浮沉與共、休

戚相關的，自己的成功有賴於整個小組獲得成功，小組若失敗，

自己也就失敗了，因此小組內每一個成員都應該共同努力，以完

成任務。 

二、面對面的助長式互動（face-to-face promotive interaction） 

透過此一要素的安排，組內學生可以相互助長彼此學習的成

功，小組成員在透過面對面溝通中，能增進彼此互相依賴，為小

組共同利益或目標而努力，因而提高學習之表現。 

三、個人學習績效責任（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合作學習當中，小組的成功是界定在組內每一個人的成功，

而不是以小組某一位成員的成功來代表小組，不顧其他成員的表

現。因此，合作學習除了強調小組的整體表現外，同時也強調個

人的績效。此外，在合作學習情境下，學生易於察覺到個人的努

力攸關小組的命運，所以反而會更促使自己表現得更好。因此，

合作學習是「共同學習，獨自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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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際與小團體技巧（interpersonal and small group skills） 

成員之間有良好的協同工作技能，則將會有高品質、高效率

的學習效果。 

合作學習的情境，鼓勵互動，故爭議在所難免，所以教師要

教導學生：1.相互認識和相互信任；2.清晰地溝通；3.相互接納和

支援，4.化解衝突。 

五、團體歷程（group processing） 

給予學生適當的時間及歷程去分析小組的運作及使用人際技

巧的情形，強調自我檢視的重要，以不斷的進步與成長。 

這五項都是合作學習必備之基本要素，透過學習與反省的歷

程，促使小組成員彼此之互動和協調合作，以達成團體共同目標，

並增進學生的人際關係、合作技巧或社會技巧，藉由每位成員的

互相依賴、幫忙，資源的分享，以提高組員學習的效果。 

參、 合作學習的理論基礎 

可合作學習主要奠基於社會學及心理學基礎上，形成合作學習教學

策略的理論頗多，大致可歸納為社會互賴論、動機論、認知論等取向，

以下針對這三方面加以陳述。 

一、 社會互賴論 

       社會互賴論源於 1900 年代初期完形心理學派創始人 Kurt 

Kafka，他提出團體是一個動態整體的理論，認為各團體之中成員

的互賴有其差異性。 

心理學家 Kurt Lewin 在 1935 年，修正 Kafka 的觀點，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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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組的重要本質是其成員間的相互依賴，這樣的互賴使小組成

為一個動力的團體，若小組中任何一個成員或次團體的狀態

發生變化，都將影響其他次成員或次團體的狀態。 

(二) 依賴的形式有賴團體目標的建立，小組成員藉由內部的張力

狀態，促動團體朝向小組共同目標的達成。 

社會互賴論假定社會互賴的組織方式，取決於個人與他人間

的互動，進而決定了結果，積極互賴產生增進的互動，團體成員

彼此鼓勵並幫助他人努力學習，消極互賴（競爭）產生敵對的互

動，團體成員會互相阻礙，阻止他人達成目標，倘若缺乏互賴，

團體成員都是獨立工作彼此不會有互動（Johnson、Johnson & 

Holubec,1998）。 

就學習目標來看，合作學習教學進行之前，教師須界定學業

目標及社會技巧目標，故目標對學生而言是重要的。就教學活動

言，合作學習能適用於任何教學工作，越是複雜的工作越需要結

合大家的心智和才能。就師生互動關係而言，合作學習中教師的

任務在於適時介入學習小組教導合作技巧，以促進學生使用各種

技巧的能力，增進彼此的互動，師生的互動是雙向的。就同儕的

互動而言，合作學習鼓勵學生彼此互助與分享，創造一種積極互

賴的關係。 

David Johnson 擴展 Morton Deutsc 的理論成為社會互賴論。

假定社會互賴的組織方式，決定個人之間的互動，進而決定了結

果：積極互賴（合作）產生助長式互動，消極互賴（競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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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式互動；如果是缺乏互賴的話，個人之間彼此便不會有互動，

個人都是獨立工作而不受干擾。 

二、 動機理論 

從動機理論的觀點，合作學習之所以能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

可由獎勵與目標結構兩方面來談：Slavin（1990）指出獎勵結構

包含個人績效責任與小組獎勵，前者促使個人盡最大的努力，為

小組爭取最好的成績；後者則是提供小組同學共同完成目標的公

開誘因，以增進學生學習表現。 

所以，團體內的成員會由於內在的緊張狀態而激發他們完成

共同目標的動機，朝向目標而行動，因此在個體實現目標的驅力

下將引發合作、競爭與個別的行為。其後，Morton Deutsch 於 1940

年代晚期，從目標結構建立合作和競爭的理論。Morton Deutsch

界定了三種目標結構（Slavin，1990）： 

(一) 合作的目標結構： 

人的目標取向努力可以協助他人獲得目標。 

(二) 競爭的目標結構： 

個人的目標取向努力會妨礙他人獲得目標。 

(三) 個人的目標結構： 

個人的目標取向努力與他人獲得目標無關。 

Jonhson & Jonhson（1994）更進一步將這三類目標作了一比較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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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合作、競爭、個別學習三者之比較 

  合 作 競 爭 個 別 

學習目標 目標是重要的 目標對學生而言

並非最重要，他們

關心的是輸贏 

目標和個人是

一樣的重要，每

一個人期望最

後能達到自己

的目標 

教學活動 適用於任何教學

工作，越複雜越

抽象的工作越需

要合作 

著重於技巧的練

習、知識的記憶和

複習 

簡單的技巧或

知識的獲得 

師生互動 老師督導、介入

學習小組以教導

合作技巧 

老師是協調、回饋

增強和支持的主

要來源。老師提出

問題，澄清規則，

是權勢協調者，正

確答案的判斷者 

老師是協調、回

饋、增強和支持

的主要來源 

學 生 間 的

互動 

鼓勵學生互動、

幫助與分享是一

種積極的互賴關

係 

依同質性組成小

組 以 維 公 平 競

爭，是一種消極的

互賴關係 

學生間沒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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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教 材

間的關係 

依課程目的安排

教材 

為小組或個人安

排教材 

教材的安排及

教學純粹為個

人而做 

學 生 的 空

間安排 

小團體 學生三人一組或

小集合體 

有自己的作業

空間 

評鑑 標準參照，學生

的學習與既訂標

準比較以決定其

成績 

常模參照，學生的

學習結果相互比

較，決定其成績 

標準參照 

三、 認知發展論 

認知發展理論的基本假設是當學生以適當的作業進行互動

時，便能精熟重要的學習概念。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皮亞傑（J. Piaget）

和維高斯基（L. S.Vygotsky），在此即就此二人所主張之發展理論

加以介紹： 

(一) Piaget 的認知發展論（Johnson & Johnson,1994） 

Piaget 認為人類的認知發展，是個體經由與環境主動的不斷

互動而逐漸發展的一種過程，強調個體認知發展的主動性和

自我調節功能。 

(二) Vygotsky 的認知發展理論 

Vygotsky （1978）認為個人認知結構是外在社會活動逐漸內

化的結果，  並提出「近側發展區」（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指出「真正發展層次」和「潛在發展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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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差距。所謂「真正發展層次」是經由學習者獨立解決問

題時， 所表現出的能力水準； 「潛在發展層次」是經由其他

成人的導引或其他同學的合作之後， 所表現出的問題解決能

力水準。兩者之間所產生的差距， 稱為學習的潛能。Vygotsky

認為學生間的合作學習可以促進成長， 因為年齡相近的孩童

的基本發展區運作類似，所以合作的團體學習， 較個別學習

的表現好。Vygotsky 這一派認為知識具有社會性， 經由合作

學習， 理解和解決問題而建構起來， 團體成員藉由資訊和見

解的交換， 發現彼此推理上的弱點，相互矯正， 奠定於別人

的理解之上來調整自己的理解。 

肆、 合作學習的優點 

王岱伊 ( 2001 ) 將合作學習的優點列舉如下： 

一、 在合作學習的鼓勵下，個人知識及經驗的分享獲得支持，在

與團體交流之後，可以提出更多變的觀點與經驗，針對學習

事物能夠有更深一層的瞭解。 

二、 在合作學習中，學習者是主動的參與者，學習者會主動地建

構知識並參與學習的歷程。 

三、 在合作學習的互動中，會讓成員產生使命感、認同感與歸屬

感。 

四、 在合作學習的歷程當中，學習者要經常發表、修正自己學到

的內容，並且把新舊的知識加以融合，同時獲得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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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 Johson, & Johson ( 1995 ) 整理發現合作學習具有以下優點： 

一、 促進學生產生更高的成就表現與生產力。 

二、  提昇學生的關懷、支持與認同感。 

三、 使學生具備更好的心理健康狀況、社會競爭力與自尊等。 

 

由合作學習的特質得知實施合作學習可達成九年一貫課程改

革之基本理念中的「自我表達、獨立思考、與人溝通、包容異己、

團隊合作」，呼應國民教育階段應培養之基本能力中的「欣賞、表

現與創新，表達、溝通與分享，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教育部，1998）。 

合作學習可以提昇團體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增加彼此互動，增

進小組成員情感，促使組員凝聚共同體的心理感受，讓學生從被動

的知識接受者蛻變成主動的知識追求者，促進學生在認知、情意和

技能方面的表現，提高學習興趣，容易了解課程的內容與意義，增

進學生的學習成效，訓練學生學習適當的社會技巧及培養帶得走的

能力，願意表達自己的看法，也學會尊重他人看法與互相幫助的團

隊精神，成就個人和團體的雙贏局面。 

 

第五節 英語學習低成就 

本節首先定義何謂「英語學習低成就」，接著探討英語學習低成就者

的學習特徵。 

壹、 英語學習低成就的意義與出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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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陳慧芬（2011）的研究指出學習低成就（underachievement）是

指學生無法在學習成就上表現出該有的能力。學者郭生玉（1973）認為

學習低成就是指學業成績表現明顯低於其學習能力所可以表現者；李咏

吟（2001）、林建平（2010）認為低成就學生是指無發展性的障礙或心理

疾病，但其學業上未能達到與能力相符的水準。若借用上述之概念，則

所謂英語學習低成就應指在英語科學習上，排除任何生理上的限制，學

習者的成就表現未達其能力所能表現者。低成就學生之所以是一個值得

關注的議題，乃是因為研究者發現學習低成就生所占比例不低；而且年

級越高，所占比例也越高。 

貳、英語學習低成就生的學習特徵 

根據陳慧芬（2011）的研究指出低成就學生共同的特徵則是缺乏有

效的學習方法。Bleuer指出低成就學生常被指責不夠努力而非能力不足，

但事實上許多低成就者的問題並非其努力不足所致，而是學習策略欠佳

所引起（引自李咏吟，2001）。張景媛（2001）也指出有些低成就學生往

往花費許多力氣，卻得不到好的效果。這種努力與成就不一致的表現，

乃因為欠缺讀書技巧所引起。林建平（2010）在探討低成就學生的心理

特徵與原因中，歸納國內學者的研究指出，低成就學生在認知、情感和

行為方面均有缺陷，尤其是認知方面的認知及後設認知策略，亦即「學

習方法」上的缺陷。唐淑華（2006）研究亦顯示，許多學習挫折的學生，

都曾想把該領域學好，但卻因為沒有正確的方式，而造成不斷失敗。由

此可見，學生在語言學習過程中，若能選擇好的方法、妥善運用策略將

是邁向成功學習的關鍵。Brown（2000）與Cox（2005）在語言學習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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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不約而同指出語言學習有待策略的使用，使之達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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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的實施，對英文低成就學習

者英文學習成效之影響，同時發掘此一學習成效之影響因素；本研究並

透過三階段行動研究的實施，以尋求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較佳之實施

方式。以南華大學資訊科技進修學士班之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相關分

析與探究。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為研究方法，第二節研究設計，第三節為研

究工具，第四節為資料蒐集，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壹、 選擇研究方法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根據成虹飛（1999）對行

動研究的定義，是把研究作為一種知識產生方式和「行動」作為一種生

活實踐的方式相結合的活動過程，並以研究者的理念來進行。採用行動

研究法的原因在於研究者本身在以往英文學習經驗中感到挫折，因此對

於本研究的主題、方法及結果，期望能提供給英語學習低成就之學生不

同以往的學習方式，並期望能改善對於學習英文的態度。研究者透過實

際參與活動的方式來進行研究，能夠確切了解分享活動過程之缺失並提

出能確實改進的方法，而行動研究的特質正好符合這樣的需求。 

因此本研究的實施循著「計畫、行動、觀察、反思」（Carr&Kemmis,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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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反覆的進行。以本研究的研究步驟來看，分別將上述四個程序

依序說明： 

1. 計畫：設計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計畫 

2. 行動：執行設計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計畫，並與同學實際互動。

完全以實務的過程作為研究省思的證據。 

3. 觀察：在進行分享活動中，以各種蒐集資料的方式，將研究中各

種反應資料蒐集起來，除了紙筆紀錄，還運用其他技術來充實觀

察紀錄的內涵，例如：訪談、錄音、作品、檔案資料等。 

4. 反思：將所收集到的資料分析歸納，並與計畫內容整合，加以思

考和檢驗，然後再進行下一個循環的「計畫、行動、觀察、反思」。 

貳、 研究設計 

由於本研究屬於行動研究，研究過程是透過讀書會的方式進行，每

週集合一次分享一週內的閱讀心得，每三週為一個階段，將每個階段的

資料收集後分析討論，進而反思與不斷改進的歷程，研究設計主要分成

三個階段，為了能使本研究真實反映學生參與情形，及呈現線上英語漫

畫廣泛閱讀之效果，每個階段研究者將蒐集的資料分成「學生基本資料」、

「活動日誌與反思」、「作品」、「學生訪談」以及「第三方觀察」五個部

分，並且根據實際的情況與問題進行反省與檢討，同時擬定改進的方案，

以探究實施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之成效。 

壹、 研究流程 

本研究從探討資訊融入英文學習等相關的理論出發，包含資訊融入

的理論基礎、教學策略的理論基礎、行動研究法的理論基礎等。從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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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探討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以及擬定研究進行的方向，接著行動研究

來進行研究流程，根據行動研究學者提出的行動研究步驟，研究者試著

參照行動研究的方法擬出本研究的研究流程，並依照學者提出的研究步

驟融合於本研究過程中，從中驗證理論與實務的配合，並藉以尋找研究

問題的答案，最後在提出研究者從研究活動之循環的活動設計與實施中

歸納出結論與建議。 

 

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網站及工具詳細說明如下： 

壹、 線上英文漫畫網站 

本研究為了能提供充足的閱讀資訊，因此，選擇 Mangahere

（www.mangahere.co）線上英文閱讀網站，選擇此網站的原因為網站內

提供大量免費英文漫畫於線上閱讀，與其他類似網站相比 Mangahere 網

站呈現的介面簡潔清晰，也不會顯示過多廣告影響閱讀品質。Mangahere

首頁如圖 3-2-1 

 

 

 

 

 

 

圖 3-2-1Mangahere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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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gahere 網站實際閱覽畫面，畫面右上角有提供按鍵，點選能夠選

擇上下頁數，左上角可以點選下拉式頁面選擇欲閱覽章節，如下圖 3-2-2

所示 

 

 

 

 

 

 

 

圖 3-2-2 實際閱覽畫面 

在 Mangahere 網站裡提供了能夠協助讀者選擇漫畫的幾項功能，以

下依序說明： 

一、 Hot Manga 熱門漫畫：會根據漫畫的點擊率以及討論度較高

的漫畫依序排列呈現出來，如下圖 3-2-3 所示。 

 

 

 

 

 

 

圖 3-2-3 Hot Manga 熱門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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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anga List 漫畫列表：能夠透過漫畫名稱的第一個英文字母

來分類，協助讀者挑選漫畫的主題。如下圖 3-2-4 所示： 

 

 

 

 

 

 

圖 3-2-4 漫畫列表 

三、 Latest Releases 最新發布：將每日漫畫所更新的集數依序排列，

使讀者獲得更新的資訊，得知此時此刻有哪些漫畫更新了，

即刻能夠開始閱讀，如圖 3-2-5 所示，將指標停留在該漫畫名

稱上會顯示出該漫畫的封面，讓讀者能夠再次確認選擇的漫

畫主題是否正確，如圖 3-2-6 所示： 

 

 

 

 

 

 

圖 3-2-5Latest Releases 最新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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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漫畫封面 

貳、 虛擬社群─臉書 

本研究選擇臉書創立虛擬社團，因為臉書每日活躍使用人數部分，

目前已經成長至 10.1 億人，其中包含台灣在內的亞太市場使用人數約佔 

3 億人（聯合新聞網，2015），在虛擬社群的建置中臉書所提供的相關功

能十分齊全，例如：檔案上傳、活動公告、訊息傳遞等相當便利。臉書

社團能夠協助研究者達到隨時提供訊息給參與活動的學生，透過社團的

功能除了可以聯繫到各位學生，亦能將問題即時反應給研究者，並且將

檔案上傳至此社團空間，對於研究者以及學生們都是相當實用的工具。

以下為本研究創立的臉書社團首頁如圖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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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臉書社團首頁 

 

參、 投影片製作─powerpoint 

本研究透過讀書會的活動了解同學廣泛閱讀線上英文漫畫的過程，

因此分享閱讀心得活動中主要的呈現方式，就是同學將自己每週於線上

漫畫網站所閱讀漫畫之內容透過投影片來分享，由於 powerpoint 是一套

普及且好用的多媒體簡報軟體，它能夠將文字、圖像、影片等多種媒體

素材加以結合，讓學生們可以輕鬆的製作投影片，軟體中也提供許多投

影片的範本，因此學生不需要花費太多時間在其他技術面上，就能夠將

欲呈現的內容製作出來，故其選擇此軟體。以下為 powerpoint 軟體的首

頁如圖 3-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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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powerpoint 首頁 

 

 

第三節 研究設計 

壹、 研究設計 

由於本研究屬於行動研究，研究過程是透過讀書會的方式進行，每週集

合一次分享一週內的閱讀心得，每三週為一個階段，，將每個階段的資

料蒐集後分析討論，進而反思與不斷改進的歷程，研究設計主要分成三

個階段，為了能使本研究真實反映學生參與情形，及呈現線上英語漫畫

廣泛閱讀之效果，每個階段研究者將蒐集的資料分成「學生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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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誌與反思」、「作品」、「學生訪談」以及「第三方觀察」五個部

分，並且根據實際的情況與問題進行反省與檢討，同時擬定改進的方案，

以探究實施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之成效。 

貳、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排除英文相關學系之學生，所以招募對象為南華大學

資訊科技進修學士班之學生共 9 人（皆為男性），自願參與線上英文漫畫

讀書會，年齡以 18 歲以上之成年人士為主，平均年齡 18.625（範圍 18

～20 歲），其中僅一位同學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檢定認證。在研究中參與的

9 位同學分別會以同學 ST01~同學 ST09 做為同學的代號，以下為幾位同

學的個性分析的資料，如學生個性分析表如表 3-3-1 所示： 

表 3-3-1 學生個性分析表 

同學代號 性別 個性分析 英語程度 備註 

ST01 男 開朗 佳 像是班長一樣 

ST02 男 活潑 普 活潑大方 

ST03 男 木訥 差 比較安靜、隨和 

ST04 男 憨厚 差 樂愛看漫畫 

ST05 男 沉穩 普 年紀較長、健談 

ST06 男 認真 佳 相當認真負責 

ST07 男 單純 佳 通過英檢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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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08 男 幽默 差 幽默風趣 

ST09 男 內向 普 車禍受傷旁聽 

將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視為英語學習低成就者是根據學測資料顯示

2014 年學測均標為 10 級分，後標為 6 級分，底標 4 級分。從學生基本資

料表中的資料顯示，參與研究之九位同學中，級分數最高為 9 級分未過

均標，第二高為 8 級分，其餘同學皆為之 5 級分以下，所以將研究對象

歸納為英語學習低成就者。 

 

參、 研究者介紹 

研究者本身為南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之學生，個性較為樂觀、

幽默、熱心。因為研究者也是英語學習低成就者，對於本研究是抱持著

真的能找出適合英語學習低成就的學習方式，所以此研究對於研究者來

說不僅僅只是研究，而是希望能與參與研究的同學一同見證自身的成長

與改變。 

肆、 研究時間 

本研究計畫執行主要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共為期三週，並在每

週透過臉書社團詢問並公布讀書會集合時間、地點。實施每個階段結束

後，將會延續上個階段持續進行。另外與同學的訪談時間皆在各階段第

三週之後一週內完成。 

第零階段時間：2014/10/20～2014/10/27。 

第一階段時間：2014/10/28～201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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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時間：2014/11/18～2014/12/5。 

第三階段時間：2014/12/16～2015/1/3。 

伍、 環境介紹及教室建置 

本研究所舉行的讀書會地點在南華大學成均館 2F 電腦教室，此教室

為參與活動之九位同學平常上課的地點，由於線上漫畫閱讀讀書會需要

使用到電腦及投影設備，教室位置分配也符合研究者的要求，再者研究

者考慮到九位參與的同學就讀大學之前應該沒有上台分享的經驗，對於

其他的環境可能會因為陌生或是其他心理因素，而影響上台分享閱讀的

內容，對研究者來說需要盡力排除會影響研究成果的不確定性，因此選

擇同學較熟悉的地點來當作英文漫畫讀書會主要舉辦場地。 

為了本研究活動舉行能夠得以順利進行，活動場地的建置也是相當

重要，研究活動進行前需要準備投影機一台、電腦一台，場地需有投影

布幕以及廣播系統，教室座位的安排如下圖 3-3-1 所示。 

 

 

 

 

 

 

 

圖 3-3-1 教室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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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學生座位 

主：主持人 

觀：第三方觀察 

講：講者（分享的同學） 

同學的座位並無強制規定，可依同學的意願自由更換，但是坐定之

後盡量避免更動；主持人需要與台上的同學能夠近距離溝通所以需盡量

靠近講者的位置；第三方觀察者的位置需要能夠觀察到所有在場的同學

以利於觀察記錄。 

 

第四節 資料蒐集 

本節將介紹資料蒐集表格與資料編號。 

壹、 資料蒐集表格 

本研究中所分析的資料包括：學生基本資料（附錄一）、活動日誌與

反思表（附錄二）、學生訪談紀錄表（附錄三）、第三方觀察日誌表（附

錄四）、參與研究同意書（附錄五）。 

貳、 資料編碼 

本研究中所蒐集到的質性資料種類分為：「學生資料」、「活動日誌與

反思」、「第三方觀察紀錄」、「學生訪談資料」、「作品」；對上述資料進行

編碼整理，以便整個研究的進行，其編碼原則如表 3-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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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資料編碼表 

編碼 代表意義 

ST01 同學編號 01 

誌-1031113-1 民國 103 年 11 月 13 日的活動日誌第一點 

訪-1031113-1-1 民國 103 年 11 月 13 日的訪談記錄第一題第一點 

反-1031113-1 民國 103 年 11 月 13 日的活動反思第一點 

觀-1031113-1 民國 103 年 11 月 13 日的第三方觀察日誌第一點 

(      ) 填入編碼代號的括弧 

 

參、 研究信度與效度 

陳惠邦（1998）指出信效度可能是行動研究最具爭議，但也是相當

重要的議題，各種社會科學行為研究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獲得

「真」的知識，知識是否為「真」，涉及到其產生得方法、過程與結果的

討論。 

為提升研究的信度，研究者以「三角驗證」的方法，是從參與者、研

究者與觀察者等三方面獲得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之成效的資訊，在進

行分析比對以檢核研究成效之可信度。 

本研究所使用的各種研究工具，包含活動設計、表格、訪談內容等，

是研究者參考文獻內容進行整合與設計，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及修正，以

符合本研究的需求，其目的於提升研究工具的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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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之學習成效，期望透過線上

閱讀英文漫畫協助英文低成就學習者提升學習動機，並實際瞭解學生使

用英文漫畫為閱讀教材時的學習過程及其所遭遇之困難，研究者於此行

動研究中能夠自我成長，同時藉由廣泛閱讀學習法的效果呈現與學習教

材的改變，促進學生更主動的學習英文的態度與資訊教育學習上的幫助，

在行動研究的過程中，探究對於英文低成就學習者學習英文最具學習成

效的閱讀策略。 

本研究進行期間自 2014/10/28 至 2015/1/3，每週透過讀書會的方式集

合，共進行了為期共十一週的英文漫畫讀書會，本節將活動進行期間所

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第零階段 

本研究第零階段為第一階段開始前的準備階段，此階段時間：

2014/10/20 至 2014/10/27。研究者於南華大學資訊科技進修學士班中找尋

參與研究的同學，研究者本身擔任該班同學的管理學助教，利用下課時

間，將本研究之概念及想法講述給該班學生知曉，轉述內容如下：本研

究為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成效之行動研究，透過舉辨英語漫畫讀書會

之活動來進行，讀書會需 8~10 位同學自願共同參與，歡迎喜歡看漫畫的

同學、或是覺得自己本身的英文不好想要嘗試不同的英語學習方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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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報名參與。最後順利募集到十位同學自願參與，其中一位同學了解

詳細的過程後，表示選擇退出，其餘九位同學確定參與本研究活動，在

了解各位同學的參與目的之後，將同學聯絡資訊統整以及虛擬社群的建

立，並將 Mangahere 網站的資訊提供給同學，為期一週的測試閱讀時間

並製作心得分享之投影片。此段時間，研究者在課餘時間也主動聯絡並

詢問參與同學閱讀的狀況或是否有其他問題，盡量給予同學協助。 

 

第二節 第一階段「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 

本研究第一階段「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的實施是以讀書會的方式，

讓同學進行閱讀英語漫畫的閱讀分享。第一階段實施的時間為 

2014/10/28~2014/11/14，為期三週。本節將實施期間內所蒐集的資料進行

分析與討論，包含英語漫畫閱讀分享活動之實施、線上漫畫廣泛閱讀之

成效、結束後反思與小結。 

壹、 英語漫畫閱讀分享之活動實施 

以往的英文教學，教材來源大部分都以教科書為主，而教學方式也

都以著重聽說讀寫這四方面的能力加強訓練， 大多數英語老師都是依照

自己本身過去學英語的經驗來教授學生學習英語的方式，英語學習的過

程不外乎聽力練習、反覆抄寫、查字典、背單字、考試、翻譯…等繁雜

且困難的過程。因此學習英文對大部分的學生而言，是一種負擔，甚至

是一種壓力，導致失去學習英文的興趣，造成排斥、恐懼學習英文的情

況。廣泛閱讀理論的基礎就是認為語言的學習應該是快樂的，自主的。

因此，廣泛閱讀是指學生在閱讀英語書籍時，選擇適合自己程度、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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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興趣的讀物，能夠大量閱讀，並非為了考試而閱讀，而是將閱讀英

文書籍當成一種休閒活動，輕鬆且較無壓力的學習。廣泛閱讀的目的是

讓學生享受閱讀的樂趣，讓學生把閱讀英文當作一種因為個人興趣喜好

或其他目的，如查資料、取得資訊等，而閱讀的選擇。 

本研究讓參與的同學進行廣泛閱讀線上英文漫畫，同學在課餘時間

使用電腦或是手機等資訊科技來進行線上閱讀，不受限於傳統紙本的閱

讀方式，同學能夠隨心所欲的閱讀各種主題的英語漫畫，除此之外也可

搭配線上翻譯軟體來查詢單字和句子，查詢到的單字以及印象深刻的句

子也能記錄在投影片中，呈現在閱讀分享的內容中。 

貳、 線上漫畫廣泛閱讀之成效 

一、 漫畫的呈現方式是圖像搭配文字，由於圖像較文字易讀，而漫

畫中精美的圖像，搭配上簡短且生活化的文字，在英語漫畫廣

泛閱讀中，能夠幫助同學在閱讀上的理解。 

比看到英文課本的感覺就差很多了，英文課本全部都是英文字，英文

漫畫的話，它會增加一些圖跟字，而且字比較少，閱讀起來比較不會

痛苦，讀英文漫畫不會有壓力還蠻開心的。(訪-1031113-5) 

二、 同學閱讀英文的漫畫幾乎都是挑選讀過的漫畫，可以直接根據

以前閱讀的記憶，配合漫畫的圖像，能聯想或推測對話的內容。 

以前有看過的為主。(訪-1031113-4) 

以前看過的。(訪-1031113-4) 

就是有興趣的，不然就是曾經看過的(訪-1031113-4) 

三、 同學願意嘗試閱讀英文漫畫並上台分享是相當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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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一開始參加的時候覺得好麻煩，因為是上大學第一次還不太

會，覺得有一點算麻煩。沒有到不想做下去，因為那時候就是也是想

練習報告。(訪-1031113-2） 

 

我是想參加看看，看會不會讓自己去接觸或是懂更多英文，平常沒有

在接觸英文，就是偶爾摸到，然後，欸…沒看過的漫畫，然後點一下

進去，英文可能看個幾頁。(訪-1031113-2） 

 

四、 不懂的單字或是閱讀上的問題能使用翻譯工具得以解決；或是

搭配上中文版本對照協助理解閱讀內容。 

ST07 一邊翻譯一邊看漫畫，因為英文程度還還不錯，閱讀的單字

量很多。參與態度優良。(誌-1031104-7) 

 

ST06 因為覺得漫畫很好看所以延續下去閱讀，先使用線上翻譯之

後再找中文對照確認內容，不論是故事內容還是英文的部分都相當

豐富，參與態度優良。(誌-1031104-9) 

 

五、 從活動中能觀察到同學們之間的互動良好，對於同學分享內容

也能相當熱絡的討論。 

台上的同學分享的漫畫內容比較有趣或是漫畫主題比較熱門，台下同

學的互動會明顯熱絡也會互相討論。(誌-10311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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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很特別阿，可以學到英文…多增加一些英文單字也可以多看一些

漫畫阿，就是有一個不一樣的感覺。(訪-1031113-2） 

參、 結束後反思 

本研究第一階段結束之後發現： 

一、 同學們分享的內容都是中文，反而較少呈現英文的內容如圖

4-2-1(ST03)同學的作品所示。 

 

報告投影片中，中文部份太多，可以多加與英文相關的內容 

(觀-1031104-1) 

 

 

 

 

 

 

 

 

 

 

圖 4-2-1─ST03 同學的作品 

 

二、 雖然同學們之間的互動良好，但是分享的以個人興趣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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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過於發散，導致部分同學對於分享的內容可能無法專注。 

同學分享的內容，主要以個人的興趣為主軸，所以對於其他同學的接

受度需要多注意，因為有些並沒有在聽台上同學的分享而是在使用手

機。(觀-1031104-3) 

為了解決上述的問題，本研究參考過去的文獻為依據並與指導教授

討論，下一階段將實施修正廣泛閱讀線上英語活動的內容。 

肆、 小結 

第一階段結束之後，經過上述的資料彙整，有以下幾點的大方向的

小結論： 

1. 同學的閱讀策略以有閱讀經驗之漫畫為依據來挑選，所以閱讀漫畫的

經驗有助於線上漫畫廣泛閱讀的實施。 

根據文獻探討得知，廣泛閱讀是讓同學選擇適合自己程度、符合

自己興趣的讀物，能夠大量閱讀，研究者在同學分享的內容以及訪談

的內容得知，大部分同學所挑選的英語漫畫以閱讀過中文版本經驗為

選擇依據，此現象為同學們廣泛閱讀線上英文漫畫的一種閱讀策略，

能夠幫助同學增加對於線上漫畫廣泛閱讀的接受度。 

同學挑選有閱讀過中文版本經驗的英語漫畫開始線上英語漫畫

廣泛閱讀，對於同學廣泛閱讀英語漫畫能夠達到降低閱讀英語的恐懼

感並增加英語學習的接受度，對於故事劇情以及人物關係較為熟悉的

同學，在閱讀英語漫畫時，將對話的內容中專有名詞翻譯，再透過漫

畫所呈現的連續圖像就能夠聯想及猜測其意思。 

因為英文漫畫都有圖片和場景阿，就算你不知道它在講什麼，可以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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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大概知道它在演什麼，比較想看英文漫畫。（訪-1031113-6） 

原來還有這種方式可以學到英文，可以接受用這種方式學習英文。 

（訪-1031113-8） 

2. 自由挑選英語漫畫主題內容、讓同學自己掌控閱讀時間長短以及上台

分享內容，對於同學嘗試線上漫畫廣泛閱讀是有幫助的。 

廣泛閱讀跟傳統學習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於自由度，未限制閱讀內

容是為了讓同學能真正的找到願意閱讀的漫畫主題，來提升閱讀動機，

讓同學能夠自己掌控閱讀時間的長短以及分享的內容，主要是希望將

同學真實呈現出閱讀線上英語漫畫的情況，並將其閱讀過程透過投影

片展現出來，圖 4-2-2 以及圖 4-2-3 是 ST03 同學和 ST09 同學各別所

製作的投影片，從這兩張圖中能夠得知同學選擇閱讀該漫畫的原因以

及該漫畫中所的人物及故事大綱，還有同學所閱讀到的單字和閱讀英

語漫畫的方法。 

 

圖 4-2-2─ST03 同學的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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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ST09 投影片 

 

3. 利用課餘時間進行線上英語漫畫之廣泛閱讀能夠培養閱讀興趣和累

積閱讀經驗。 

台灣傳統英語學習的方式以直接教學，刻意培養學習一種規則、

字義或是拼音。研究證實這種學習方式對於語言學習的幫助並不大，

因為語言太複雜，無法一次只學一種規則或一個單字，使用語言需要

學會很多字包括許多細微的字義變化和複雜的文法。本研究將漫畫容

易閱讀的特色應用在英語學習讓同學實際閱讀英語，培養閱讀興趣並

在閱讀的過程中累積閱讀經驗。也因為現在網際網路發達，同學課餘

時間使用電腦的時間較長，所以同學透過線上閱讀比起傳統閱讀方式

更便利。 

覺得很棒，不會有什麼像以前讀書的壓力之類的，就是可以很輕鬆的去參加

這個英文讀書會。（訪-1031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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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看到英文課本的感覺就差很多了，英文課本全部都是英文字，它如果是英

文漫畫的話，它會增加一些圖跟字，而且字比較少，閱讀起來比較不會痛苦，

讀英文漫畫不會有壓力還蠻開心的。（訪-1031113-5） 

4. 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確實能提升同學閱讀英語的興趣與動機。 

本研究讓英語學習低成就的同學跳脫以往的教材以及學習方式，

由於漫畫的劇情精彩，對話內容豐富多元且貼近生活，簡短的對話內

容也有艱深的單字以及文法的應用，隱藏在其中的背景知識，搭配上

繪製精美的圖像等等優點，都能幫助同學廣泛且大量的閱讀英語，逐

漸累積單字量並熟悉閱讀英語，達到改善同學學習英語的態度以及實

際的學習效果。 

看漫畫的會比較吸引人，就是不會像課本那樣全部都單字，然後會讓你很膩

的那種感覺，平常也有在看漫畫。（訪-1031113-6） 

 

因為以前老師給的一字一句慢慢念，就很乏味，那時候沒什麼興趣。課文都

是文字，然後像是寫作才比較用得上，然後我們在對話可能也不能像漫畫那

麼生動，我覺得口語在漫畫學會比較多也學的到，比較符合實際用的上的，

因為我想說漫畫中也能看的到文法。以前的文法就不太想去學，因為看不懂，

而且都叫我們直接看，就會看不下去。（訪-1031113-6） 

5. 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搭配上個人特質屬於好奇的同學而言效果

較於顯著。 

研究者根據同學的訪談的資料中得知，線上英語廣泛閱讀對同

學而言是沒有壓力的活動，而且同學對於英語漫畫分享讀書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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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好奇的、新鮮感十足的，也因此同學好奇能否在活動中找到

有趣的英語學習方式，才能夠將自己寶貴的課餘時間用在線上英

語漫畫廣泛閱讀以及分享活動的投影片製作。 

 

蠻有趣的，覺得沒有參加過這種活動，很特別又新奇。（訪-1031113-2） 

 

就覺得，很棒，不會有什麼像以前讀書的壓力之類的，就是可以很輕鬆

的去參加這個英文讀書會。（訪-1031113-2） 

 

感覺很特別阿，可以學到英文…多增加一些英文單字也可以多看一些漫

畫阿，就是有一個不一樣的感覺。（訪-1031113-2） 

 

第三節 第二階段「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修正」 

 

本研究第二階段「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修正」的實施是以上個階

段的延續。第二階段實施的時間為 2014/11/18 至 2014/12/5，為期三週。

本節將實施期間內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與討論，包含英語線上漫畫 ER

修正之實施、線上漫畫廣泛閱讀之成效、結束後反思與小結。 

壹、 線上漫畫 ER 修正之實施 

延續上個階段，為了不違反廣泛閱讀自由閱讀的宗旨，但是需要將閱

讀的主題統一，所以研究者依據上個階段蒐集到資料，增加漫畫挑選條

件(一)閱讀主題需以運動、格鬥、幻想的類型為主。將同學之前分享的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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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主題統整之後，同學們閱讀的主題的共通點是以這幾種類型為主。條

件(二)需要從未閱讀過的漫畫來選擇。因為從上個階段得知同學們都是根

據有閱讀過中文版的漫畫來分享，所以研究者再這個階段開始讓同學嘗

試閱讀新的漫畫主題，並將自己的閱讀方式及過程與其他同學互相分享

參考。另外上個階段同學分享的內容以中文呈現為主，所以研究者在這

個階段開始要求同學需要將分享的主題著重在英文單字跟印象深刻的句

子，另一方面也希望加強同學其他英語能力方面，如：口說跟聽力等，所

以同學上台分享時需要將單字以及句子唸出來，讓同學能夠增加練習說

英文的機會也能加強說英文的自信，在台下聽的同學也能加強聽力的部

分，跟著一起唸出來，藉此活動加強英聽跟英語口說的能力。 

 由於本階段進行期間因為參與的同學也有參加校外競賽，以及學期中

有許多課業需要完成，導致此階段的讀書會只完成了兩週。 

貳、 線上漫畫廣泛閱讀修正之成效 

一、 透過著漫畫的精美圖像與生活化且簡短的文句搭配，讓同學

嘗試廣泛閱讀沒有閱讀經驗的英語漫畫來瞭解同學的閱讀情形，但是

因為需要花更多時間來了解人物以及故事背景所以同學閱讀量比起

上個階段明顯下降了。 

嗯…單字都要一直去查，然後，就因為都沒看過，所以，欸…會比較艱鉅

一點，然後一直查單字一直查單字，然後，我都習慣先看漫畫，然後，再

看單字。（訪-1031204-1） 

比較困擾一點，因為不知道那個劇情，然後，可能連英文都看不懂，在理

解劇情的時間會拉長，但是英文漫畫還是看得下去。（訪-1031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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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此階段分享的內容著重在英文單字以及對話內容，也需要將

英語的部分唸出來，對於同學來說是個訓練說英語以及加強自信的機

會，即使唸錯台下的同學也能及時糾正，一起練習。 

我覺得嘗試唸英文真的會比較好，因為你只是背單字，你也只是會背單字，

就是不會講英文，因為平常也沒有在講英文，阿如果有一個可以講英文的

管道就覺得還不錯，我也不會排斥去講英文。（訪-1031204-4） 

 

給我一個機會學習唸英文、給我一個機會上台報告，順便增加自己報告

的自信心，因為平常也沒有在唸英文，所以覺得蠻不錯。（訪-1031204-4） 

三、 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改善了同學對於閱讀英文的態度及想

法。 

會慢慢的增加耐心，因為之前如果看到一長篇的英文可能就不會想去閱

讀，現在可能看到之後會去看一個段落、選一個段落看，對。（訪

-1031204-6） 

 

有，因為看英文漫畫會讀到很多的單字，可以更順利的去看其他英文的

東西，在閱讀英文漫畫之前讀英文會比較吃力。（訪-1031204-6） 

 

參、 結束後反思 

本研究第二階段結束之後發現： 

一、 要求同學閱讀未閱讀過的新漫畫，讓同學花費更多時間在翻

譯以及了解漫畫主題，但是關鍵的英語漫畫閱讀量卻因而下降，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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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所示 ST08 同學的作品可以看到，除了閱讀的大綱以及主角的介

紹之外，同學只列出了五個單字，和上個階段的作品相比閱讀量以及

單字量明顯比預期的情況更差。 

圖 4-3-1─ST08 同學的作品 

大部分同學投影片的內容都縮減了(誌-1031118-3) 

二、 進行了兩階段的分享活動之後，研究者觀察到同學們的態度

比起上個階段比較沒那麼積極。與同學溝通了解同學除了需要著重課

業另外還有其他社團活動的關係，造成同學無法專注在線上漫畫閱讀

的活動，因此研究者與同學們多溝通協調，也因此少了一週的活動。 

上一週同學比較忙所以暫停，讀書會，但是部分同學還是有繳交電子檔。

可能是因為上週暫停，這一週多少都能感受到同學，跟第一階段比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專注在讀書會上。可能是因為要求以英文為主，或是慢慢

出現倦怠感。必須想辦法解決這個情形。 

三、 從同學訪談資料中得知，大多數的都同學比起一個人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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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更希望能與其他同學討論分享閱讀的內容。 

恩…還不錯，因為可以跟別人分享一件事情是蠻快樂的。(訪-1031204-5） 

 

就是…比自己一個人看好多了，有人可以分享。(訪-1031204-5） 

 

為了解決上述的問題，本研究參考過去的文獻為依據並與指導教授討

論，下一階段將銜接這個階段的內容並加入合作學習法，期望能改善各

位同學的情況。 

 

肆、 小結 

第二階段結束之後，經過上述的資料彙整，有以下幾點的大方向的小

結論： 

1. 分享活動閱讀主題統一對於討論內容更能聚焦，讓同學更能專注聆聽

台上的分享，台上同學也更熱於分享。 

將閱讀主題統一之後，同學對於分享的內容更聚焦、同學間的互

動也因為閱讀的主題相近，對於活動中的討論更加熱絡，參與同學表

示閱讀分享的過程對於自己本身是有幫助的。 

很開心啊，畢竟可以跟朋友分享娛樂和有興趣的東西，還可以培養感情。(訪

-1031204-5) 

 

可以看到別人選了什麼樣的漫畫，可以試著去看，我覺得這個分享的過程

對我來說是好的。(訪-1031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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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之活動分享內容以英語為主，能改善對閱讀英

語態度以及加強英語說、讀以及聽的能力。 

這個階段同學需要閱讀新的漫畫主題，在閱讀分享活動中同學必

須將閱讀到的英文單字以及漫畫中印象深刻的英語對話唸出來，所以

同學在閱讀英語漫畫時需要查詢更多英文單字及對話，必須更用心去

理解英文內容的部分，也需要了解各個單字的讀音的唸法。本研究在

這個階段主要是希望同學能夠透過這個機會嘗試閱讀其他的英語讀

物，有了上個階段的閱讀經驗，研究者認為對於英語低成就的同學在

上個階段以及第二階段的銜接是相當關鍵的一環，要挑戰閱讀讓自己

挫敗的英文，跨出這一步，對於其他英文讀物也能嘗試閱讀。 

我覺得嘗試唸英文真的會比較好，因為你只是背單字，你也只是會背單字，

就是不會講英文，因為平常也沒有在講英文，阿如果有一個可以講英文的管

道就覺得還不錯，我也不會排斥去講英文。（訪-1031204-4） 

 

就…會…就唸一唸單字就會背起來了，應該說，常常就是不怎麼會去講英

文，然後，講的時候就覺得自己發音怪怪的，會自己去糾正自己的感覺。 

（訪-1031204-4） 

 

3. 活動的新鮮感會因為時間而消退，同學的課業、社團與其他活動的時

間會排擠同學進行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的閱讀量。 

活動進行經過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能夠感受到同學對於活動本身

的新鮮感下降，另外同學需要顧及課業以及因素的影響，而忽略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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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英語漫畫。分享閱讀英語漫畫的投影片沒時間做，也因為同學參

加有其他活動而暫停一週讀書。活動初期能感受到同學對於活動的期

待，在新鮮感漸漸消退之後，能夠感受到有些同學對於活動漸漸地不

在意，可能因為接近學期中後階段在課業上有分數的壓力，所以對於

的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活動也因為其他事務而無法兼顧，所以從蒐

集的資料中能察覺到閱讀量明顯下降，如圖 4-3-2─ST05 同學的作品

可以得知投影片內容僅只有 3 頁比起第一階段更少。 

 

 

圖 4-3-2─ST05 同學的作品 

 

可能是因為要求同學閱讀沒看過的漫畫，所以大部分的 

同學閱讀量都下降了。需要想辦法改善這個狀況。（反-1031118-1） 

4. 要求同學挑選新的英語漫畫來進行廣泛閱讀，讓同學找到新的閱讀方

式，透過網路找到中文版來對照英文版本的翻譯內容。 

在不違反廣泛閱讀的情況下，所以研究者只有要求同學閱讀新的

漫畫，因此同學閱讀新的漫畫需要花費更多時間在翻譯對話內容以及

理解人物關係，才能了解劇情發展，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同學們除了

使用線上翻譯軟體，還主動去找中文版的漫畫來對照翻譯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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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中文漫畫看，看英文漫畫只看圖片，找出幾個可能 

會用到的單字學習。（觀-1031118-3） 

 

ST07 閱讀的句子量很多，閱讀方式是翻譯 

完後再找中文版的對照閱讀。（誌-1031118-7） 

 

5. 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修正對於個人特質是較有耐心以及負責任的

同學而言效果較為顯著。 

修正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主要是在不違反廣泛閱讀的原則

下要求同學閱讀新的漫畫主題，對於英語學習低成就者的同學來

說，要嘗試未接觸的讀物需要更多的耐心來理解漫畫劇情以及查

單字，另外也能從上台分享的內容得知負責任的同學對於自己應

該完成的事情會比起其他同學的分享內容更完整。 

恩…單字都要一直去查，然後，就因為都沒看過，所以，欸…會比較艱

鉅一點，然後一直查單字一直查單字，然後，我都習慣先看漫畫，然後，

再看單字。（訪-1031204-1） 

 

比較困擾一點，因為不知道那個劇情，然後，可能連英文都看不懂，在

理解劇情的時間會拉長，但是英文漫畫還是看得下去。（訪-1031204-1） 

 

就是…會比較慢，因為劇情整個不瞭解，但是可以看圖片慢慢猜劇情，

有時候會很難猜，但是還是看得下去。（訪-1031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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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第三階段「線上 ER 修正搭配分組學習」 

 

本研究第三階段「線上 ER 修正搭配分組學習」的實施是以上個階段

的延續，維持將廣泛閱讀的條件修正，並希望能在這個階段改善上一階

段的問題。第三階段實施的時間為 2014/12/16~2015/1/3，為期三週。本

節將實施期間內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與討論，包含線上 ER 修正搭配分

組學習之實施、線上 ER 修正搭配分組學習之成效、結束後反思與小結。 

壹、 線上 ER 修正搭配合作學習之實施 

延續上個階段，之前兩個階段是以同學個人上台分享，在這個階段

我們加入了合作學習，由於合作學習的優點有以下幾點一、透過分組能

在合作學習的鼓勵下，同學個人閱讀英語漫畫的知識及經驗能透過分享

獲得支持，在與其他小組交流之後，可以獲得更多想法與經驗，針對英

語學習能夠有更深一層的瞭解。二、在合作學習中，學習者是主動的參

與者，學習者會主動地建構知識並參與學習的歷程。三、在合作學習的

互動中，讓成員產生使命感、認同感與歸屬感。四、在合作學習的過程

中，同學能夠經常表達、自己學到的內容，並且把新舊的知識加以融合，

同時獲得成長。從上個階段觀察到參與的同學因為時間或是其他外在因

素影響，對讀書會的重視下降以及消退的新鮮感，期望透過合作學習將

同學參與活動的專注力能更進一步的往上提升。 

研究者根據之前對同學的觀察，依照個人的態度以及英語能力為分

組依據來組成以下四組。 

1. 第一組是由兩位同學的態度都相當積極，一位同學英語程度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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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同學的英語程度相對較差所組成。 

2. 第二組是兩位態度積極且英語能力都好的同學所組成。 

3. 第三組是由兩位英語能力相對較差但是一位態度積極的同學跟另

一位比較不積極的同學所組成。 

4. 第四組是由態度積極且英語能力較好的同學與態度普通英語能力

較差的同學。 

雖然是分組但是每位同學分享的投影片需要依個人單位，這樣才能

避免只有一個人需要做投影片而另一位同學沒事做的情況，但是上台分

享是一起上台的。另外為了加強小組之間的互動，研究者讓小組之間共

同討論訂定每週一個目標，組員能夠一起完成，或是互相檢視是否完成

或是未達成的原因。 

貳、 線上 ER 修正搭配分組學習之成效 

1. 第一組是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效果最明顯的組合，由 ST01 和

ST04兩位同學從第一階段到第三階段都是相當認真閱讀英語漫畫，

其中一位在分享的內容裡總是將自己閱讀到有趣的內容與同學分

享，並將對話內容透過實際的例子以幽默的方式讓同學了解；另外

一位同學雖然英文程度比較不好，但是無時無刻總是在不停的閱讀

著英文漫畫，即使看不懂仍然把握時間持續著閱讀。這兩位同學在

閱讀分享活動中的表現讓研究者確信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確實

能夠幫助英語學習低成就者的關鍵之一。 

 

會互相幫助同伴，PPT 準備的很用心也很認真的閱讀英文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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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再複習一次上星期與同學們分享的英文單字和句子。(觀-1031223-2) 

 

2. 第二組的 ST06 和 ST07 兩位同學英語程度比其他幾位同學好而且參

與活動的態度也很積極，研究者希望這兩位同學能夠互相將對方的

優點發揮出來，所以將這兩位同學分在同一組，這一組的同學上台

分享內容相當精彩，投影片的內容很少出現中文，其中一週的分享

內容直接將漫畫的畫面擷取下來直接現場講解說明故事內容。 

這一組的成員的英語程度比較好，他們自己訂定的目標是直接翻譯， 

投影片的內容幾乎沒有中文，而且是直接看著漫畫的原文內容翻譯、 

解說。(誌-1031216-4) 

 

3. 第三組是由態度積極的 ST02 同學帶領著另一位態度較不積極的

ST08 同學共同組成，藉由態度積極的 ST02 同學所散發出熱情來影

響 ST08 同學。從前面幾個階段的分享內容中可以觀察到消極的

ST08 同學在英文的部分較為薄弱，第三階段中加入同儕學習法，

讓這位平常不太願意說英文的 ST08 同學願意嘗試說英文，即使念

錯了還有組員會在一旁給予協助。對於雙方在英文學習上都有一定

的幫助。 

這一組會找比較實用的句子和英文單字和同學們分享，整體上的 

報告內容與學習態度都還不錯，句子和英文單字都是日常 

生活中會使用的。(觀-1031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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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組是兩位同學不足的地方透過合作學習將其補足，這一組是不

常看漫畫的 ST05 跟平常有在看漫畫的 ST03 同學所組成，不看漫畫

的 ST05 同學較為主動且積極，另一位 ST03 同學有看漫畫的習慣，

但是態度與表現比較不明顯，所以這一組主要是想透過兩位同學的

互動，透過合作學習來讓兩方面都能夠互相幫助。從訪談的過程中

得知，不常看漫畫的 ST05 同學在選擇閱讀的內容上較為困擾，所

以能夠與同學討論對他本身來說是有幫助的，另一位 ST03 同學改

善了上台分享比較慵懶的態度。 

這一組總是很用心的解釋每個不同單字的意思與詞性讓同學瞭解，也會

試著念出英文單字。(觀-1031223-4) 

參、 結束後反思 

1. 線上漫畫廣泛閱讀搭配合作學習，對於同學在英語學習上確實是

有幫助的，從各組作品中都能察覺到同學們分享的單字量以及閱

讀量都有增加，閱讀時間也相對減少。互相討論也能加強同學們

閱讀的印象、單字的記憶以及對劇情內容的理解。對於廣泛閱讀

的效果也明顯的提升。 

我是覺得在這個階段我沒背的單字，好像就是有深刻的比一個人的時候

還要誇張，我一個人可能背三個，一樣的漫畫我覺得自己去讀可能背三

個單字，一生可能都還忘不掉，只有三個，那和同學的話，我覺得到現

在可能有十幾個，才這短短這幾個月就可能有十幾個我都還背著，最後

這個階段我覺得很有幫助，我都不用去看都還記得單字。(訪-1031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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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都聊得很開心，然後我也聽得…欸…兩個人看的時候，其實注意到的

地方、有興趣的地方都是那幾個，可能他會蹦出幾個我沒注意到的，然

後我就會回去翻起來，然後他就會叫我在看那幾個地方，有加強我們重

複閱讀的習慣，因為平常看課本根本不會再看第二次，阿…漫畫的話我

就會常常會去重翻。(訪-1031231-3) 

 

2. 分享活動中唸出單字跟句子的部分，因為分組的關係同學們能夠

與組員一起練習、討論，與上個階段比較，對於加強聽、說、讀

的能力更有效果。 

可能兩個人，就發音會學得比較快，單字意思印象會比較深刻， 

比一個人讀的時候還要快兩、三倍。(訪-1031231-4) 

 

分組討論，因為前一個階段可能同學會和我為了學這個單字， 

我們看了五六次，但是，自已看可能就兩、三次，然後後來， 

欸…不像到現在印象還那麼深刻，而且還會唸。阿一個人的 

時候還會欸…我剛剛讀的是什麼，啊我有印象但是不知道 

怎麼唸。(訪-1031231-4) 

3. 因為這次的分組是根據研究者分好的名單分組，由於每個同學都

有各自的獨特性，透過合作學習，能讓同學發揮各自的特質產生

激發出更多火花，所以能夠如果能嘗試更多組合或是讓同學自由

挑選組員，或許還會有更多有趣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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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選組員會比較快樂。(訪-1031231-6) 

 

挑選組員我覺得可以自己挑或者是抽籤下去排這樣子，就比較亂數去

排，這樣可以接觸不同的人，各有好處。(訪-1031231-6) 

 

4. 組員之間的相處，能夠訓練個人的人際關係處理，對於現在講求

分工合作的訓練也有一定的幫助，像是協調、溝通、互相理解等。 

 

溝通跟協調吧，自己的容忍度還有領導力。(訪-1031231-4) 

 

學到蠻多溝通的技巧，然後還有怎樣去討論一件事情，然後找出一個

解決方法。(訪-1031231-4) 

 

 

肆、 小結 

第三階段結束之後，經過上述的資料彙整，有以下幾點的大方向的

小結論： 

1. 線上漫畫廣泛閱讀修正加入合作學習之後，同學們的閱讀量以及單字

量都有明顯提升。 

加入合作學習之後，以小組的方式來進行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

由於多了組員可以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對於漫畫劇情的想法、能夠

互相分享自己的閱讀方式以及能夠一起分工合作來製作投影片，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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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也能一起解決，因此改善了上個階段的困境，讓閱讀量能夠提升，

單字量也隨著閱讀量增加一起提升，就能達到大量閱讀的目標。 

我覺得很好啊，我們兩個本來不是很熟，然後因為分組，所以想辦法要互相的

誰不知道哪部分，或者是你看完分享心得給我，結果後來我們兩個就兩邊一個

負責上半段，一個負責下半段，就像是有人負責看前幾頁阿，但是，後來發現

不通，我們兩個就全部都看了。因為我們兩個就為了這個漫畫兩個就努力的看，

然後才可以寫比較多的東西出來分享。（訪-1031231-1） 

 

嗯…因為我們會分工，閱讀的速度比自己一個人看的時候還要快。 

（訪-1031231-2） 

2. 導入合作學習法，使小組之間多了共同的話題，除了增進同學之間的

情誼，也加強了同學參與活動的動機。 

同學在小組間多了閱讀英文漫畫的話題討論，如劇情的發展、人

物的喜好、推薦的漫畫等，進而增進同儕間的感情，對於同儕學習的

效果更為加分，另一方面也改善了同學對於活動參與的態度，更加積

極且投入於活動。 

比較喜歡分組，因為，多了一個人可以討論，也多了一個人可以互相想要看

哪一本，覺得哪一本好哪一本不好，這樣子。（訪-1031231-5） 

 

我覺得，分組比較好，因為有些人看書時間不一樣，如果再多一個人看說不

定時間會比較長，因為你一個人一直看書的話，看久了也會累，兩個人一起

看的話，說不定兩個人還可以聊一下天笑一笑，然後再繼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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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1031231-5） 

3. 小組內共同訂出目標讓同學間在課餘時間互動更密切，能夠增加線上

英語漫畫廣泛閱讀的學習成效。 

透過目標的訂定，讓同學間的互動更加密切，也透過自己本身的

使命感以及同儕間的革面情感使其作用，讓各組所呈現分享內容更加

充實也讓同學增加成就感，對於學習成效有明顯的幫助，如圖 4-4-1

是 ST06 同學和 ST07 同學這一組的投影片內容，兩位同學共同訂下

目標，看得出來兩位同學相當用心。 

 

 

 

 

 

 

 

 

 

圖 4-4-1─ST06 同學和 ST07 同學的作品 

 

從一開始不敢唸出單字，到現在單字的發音進步很多。看不懂的單字除

了會用 google 翻譯之外，還會舉其他意思相近的單字跟同學分享。 

（觀-1031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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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組之後，分享活動中要求同學唸出單字以及句子，口說與聽力的訓

練能更顯著，每組分享的內容也更加豐富且充實。 

分組之後，從上個階段開始加入同學需要念出單字以及句子，因

為有組員可以練習，所以口說與聽力的訓練能更顯著，因為投影片的

製作也能分工合作，讓每組分享的內容也更加豐富且充實，如圖 4-4-2

─ST06同學和ST07同學的作品可以看到投影片中有一段是直接將漫

畫的內容翻譯出來並解釋，這樣的呈現方式想必是投入許多時間練習

才能完成。 

 

 

 

圖 4-4-2─ST06 同學和 ST07 同學的作品 

恩...有阿，因為我在寫這個單字，不是大家分享單字的時候會唸，

然後會寫的就寫上去，然後像我的組員阿，他可能會跟我重複到幾

個，兩個人都不會，但是他會來問我要怎麼唸，然後我也會上網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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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教組員要怎麼唸，或者叫他自己多聽幾次，他唸給我聽的時

候我就會背下來，我會聽他發音唸到標準為止，然後他自己也背起

來了，非常有印象。（訪-1031231-2） 

5. 合作學習採個人特質的「同質」以及「異質」性分組所呈現的效果各

有其特色都會影響合作學習的效果。 

本研究主要以「同質」以及「異質」兩種為分組依據，但是不只

是考慮到能力之差異，研究者認為學習態度也是關鍵的要素。 

第一組同學是屬於異質性分組，這組的個人特質分別是 STO1 同

學樂於助人以及 ST04 同學有毅力的組合，因為英語程度比較好

STO1 同學樂於幫助有毅力總不停詢問的 ST04 同學，所以兩位同學

在線上英語廣泛閱讀搭配合作學習法的效果十分顯著。 

 

讓人起雞皮疙瘩的組合，報告的水準超乎研究者的預期，從兩位的互動

以及報告的內容能夠感受到兩位互相都有相當的幫助，不論被問的同學

與問人的同學都能夠重複思考及學習的好方式。(誌-1031216-1) 

 

第二組同學是屬於同質性分組，這組的 ST06、ST07 兩位同學個

人特質都是屬於獨立的組合。因為兩位都相當獨立，所以都能將自

己分配到的任務做好，而且在上台分享時也都相當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這兩位同學的組合的表現是超出水準的表現。 

這樣的搭配上不錯，因為我覺得他的程度好像跟我差不多，我覺得組員

程度跟我差不多，對我比較有幫助。（訪-1031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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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同學是屬於異質性分組，這組的個人特質分別有耐心的

ST02 同學和隨性的 ST08 同學的組合的組合。因為 ST08 同學總是

表現出得過且過的態度，所以讓他和認真且有耐心的 ST02 同學來

帶領 ST08 同學一起努力。 

有挑戰性，因為有些組員會比較懶散，然後有些組員比較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必須整合。（訪-1031231-1） 

 

第四組同學是屬於異質性分組，這組的個人特質分別是喜歡領導

的 ST05 同學以及配合度高的 ST03 同學兩人組合。ST03 從第一階

段就相當配合，活動從未缺席也從未沒繳交投影片，但是就是比較

缺乏自己的意見，所以讓 ST05 同學來領導 STO3 同學。 

組員會提供更不一樣的漫畫類型出來，就自己沒看過的而且會比較

不一樣，類型也不一樣。訪-1031231-1） 

  

第五節 跨階段的發現 

 

首先介紹本研究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第一階段到第三階段的活動

表，如表 4-5-1 所示依序介紹第一階段「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第二

階段「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修正」、第三階段「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

修正以及同儕學習」與各階段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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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英文漫畫 ER 三階段活動表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 

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

修正 

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

修正搭配合作學習 

活動

重點

說明 

1. 課餘時間閱讀自己

挑選的英文漫畫 

2. 透過興趣觸發學習

動機 

3. 嘗試著閱讀英文讀

物並試著習慣閱讀

英文 

4. 舉辦讀書會分享及

討論閱讀心得 

5. 需製作投影片 

1. 課餘時間閱讀自己

挑選的英文漫畫 

2. 透過興趣觸發學習

動機 

3. 嘗試著閱讀英文讀

物並試著習慣閱讀

英文 

4. 舉辦讀書會分享及

討論閱讀心得 

5. 需製作投影片 

6. 限定條件：選擇沒有

閱讀經驗的漫畫 

7. 限定閱讀類型聚焦

讀書會主題 

 

1. 課餘時間閱讀自己

挑選的英文漫畫 

2. 透過興趣觸發學習

動機 

3. 嘗試著閱讀英文讀

物並試著習慣閱讀

英文 

4. 舉辦讀書會分享及

討論閱讀心得 

5. 需製作投影片 

6. 限定條件：選擇沒有

閱讀經驗的漫畫 

7. 限定閱讀類型聚焦

讀書會主題 

8. 兩人一組為單位，製

作一份投影片各自

分享自己的心得 

分享

內容 

1. 書名 

2. 選擇的原因 

3. 故事大綱 

4. 印象深刻的對話、

或是故事發展、喜

歡的角色 

5. 遇到問題如何解

決、閱讀的方式描

述。 

6. 對於閱讀英文漫畫

之後的感想 

1. 書名 

2. 選擇的原因 

3. 故事大綱 

4. 印象深刻的對

話、或是故事發

展、喜歡的角色 

5. 遇到問題如何解

決、閱讀的方式

描述。 

6. 閱讀英文漫畫之

後的感想 

7. 分享內容以英文

為主 

1. 書名 

2. 選擇的原因 

3. 故事大綱 

4. 印象深刻的對話、

或是故事發展、喜

歡的角色 

5. 遇到問題如何解

決、閱讀的方式描

述。 

6. 閱讀英文漫畫之後

的感想 

7. 分享內容以英文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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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需要唸出英文單

字以及對話句子 

8. 需要唸出英文單字

以及對話句子 

9. 說明組員之間如何

協助或互動 

參與

人員 

 

1. 學生人數 9 位 

2. 主持人 1 位 

3. 第三方觀察 1 位 

 

1. 學生人數 8 位 

2. 主持人 1 位 

3. 第三方觀察 1 位 

1. 學生人數 8 位 

2. 主持人 1 位 

3. 第三方觀察 1 位 

實行

時間 

2014/10/28 至 

2014/11/14 

2014/11/18 至 

2014/12/5 

2014/12/16 至 

2015/1/3 

經過三個階段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行動研究之後，在研究者歸納分

析每項資料，並審視每個階段所獲得的結論後發現，當線上英語漫畫廣

泛閱讀應閱讀英語低成就時，確實存在著跨階段共同的結論，並對英語

低成就的學習成效產生影響，茲將跨階段共同的結論整理如下： 

一、 跨階段結論一： 

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會引發英語低成就者的學習動機，進而影響其

線上英語廣泛閱讀的學習成效。 

針對各階段結論中，有關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的影響關係，整理如表

4-5-2 所示： 

表 4-5-2 跨階段結論一 

研究階段 研究階段結論一 

第一階段 1.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確實能提升同學閱讀英語的興趣及動機。 

第二階段 1.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改善了同學對於閱讀英語的態度及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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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1.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修正加入合作學習之後效果顯著，同學的

閱讀量以及單字量都有明顯提升。 

2.加入合作學習法，使同學之間多了共同的話題，除了增進同學之

間的情誼，也加強了同學參與活動的動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跨階段結論二： 

線上英語廣泛閱漫畫廣泛閱讀之分享活動對於同學讀、聽、說的能力

的學習成效是有影響的。 

針對各階段結論中，分享活動對於同學讀、聽、說的能力的學習成效

影響關係，整理如表 4-5-3 所示： 

表 4-5-3 跨階段結論整理二 

研究階段 研究階段結論二 

第一階段 1.自由挑選英語漫畫主題、不規定閱讀時間長短以及上台分享內

容，對於同學嘗試線上漫畫廣泛閱讀是有幫助。 

第二階段 1.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之活動分享內容以英語為主，能改善對閱

讀英語態度以及加強英語說、讀以及聽的能力。 

第三階段 1.分組之後，分享活動中要求同學念出單字以及句子，口說與聽力

的訓練能更顯著，每組分享的內容也更加豐富且充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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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階段結論三： 

第一階段的同學們因為新鮮感所以在參與活動時的態度都相當

積極踴躍所以效果不錯，第二階段的因為時間的關係新鮮感降低也因

此造成第二階段的效果不好，第三階段帶入合作學習讓同學能夠互相

合作學習讓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的效果大大的提升。 

針對各階段結論中所觀察到的情況，首先引起同學的好奇心以及

興趣對於同學接受英語學習是有效的，但是時效並不長，所以必須加

入其他的教學法來延續同學的學習態度，例如合作學習法就是相當有

效的方式，找出其他能夠激發同學求知慾並提供幫助才是有效的教學

法，單純的給予壓力對於同學而言只會造成反效果。圖 4-5-1 到圖

4-5-3 是第一階段到第三階段同學的投影片呈現的狀況 

  

圖 4-5-1 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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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 第二階段 

 

 

 

 

 

 

 

 

 

 

 

 

圖 4-5-3 第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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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的實施，對英文低成就學習

者英文學習成效之影響，同時發掘此一學習成效之影響因素；本研究並

透過三階段行動研究的實施，以尋求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較佳之實施

方式，以及了解受試學生對於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的意見。因此，將

研究對象定為非英語相關學系的大學生，以文獻探討為基礎，根據研究

過程及所蒐集的相關資料，進行行動研究。 

本章根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歸納出以下幾點研究結論提出具體建

議。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為研究貢獻，第三節為研究限制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的實施，對英文低成就學習

者英文學習成效之影響，同時發掘此一學習成效之影響因素；本研究並

透過三階段行動研究的實施，以尋求線上英文漫畫廣泛閱讀較佳之實施

方式，包含研究者在遇到同學對於參與活動中所遇到問題以及採取解決

途徑，經由與第三方觀察討論、觀察、訪談以及其他各種書面資料的整

理，並分析了解同學對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的看法，茲將研究之結果

說明如下： 

一、 線上英語漫畫結合廣泛閱讀的應用，對於英語學習低成就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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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成效影響。 

1. 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能夠提升英語學習低成就者的英語

學習動機。 

2. 漫畫的呈現方式是圖像搭配文字，由於圖像較文字易讀，

而漫畫中精美的圖像，搭配上簡短且生活化的文字，在英

語漫畫廣泛閱讀中，能夠幫助同學在閱讀上的理解。 

二、 線上英語漫畫結合廣泛閱讀的應用，透過舉辦讀書會的方式對

於英語學習低成就者的英語學習成效影響。 

1. 同學願意嘗試閱讀英文漫畫並上台分享是相當大的進步。 

2. 自由挑選英語漫畫主題、不規定閱讀時間長短以及上台分

享內容，對於同學嘗試線上漫畫廣泛閱讀是有幫助。 

3. 分享活動將同學分組之後，活動中要求同學念出單字以及

句子，口說與聽力的訓練能更顯著，每組分享的內容也更

加豐富且充實。 

 

三、 各階段的結論整合 

如表將本研究各個階段所發現的結論整合在下列表格中 

表 5-1-1 結論整合 

第一階段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 

結論 1 
同學的閱讀策略以有閱讀經驗之漫畫為依據來挑選，所

以閱讀漫畫的經驗有助於線上漫畫廣泛閱讀的實施。 

結論 2 自由挑選英語漫畫主題內容、讓同學自己掌控閱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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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短以及上台分享內容，對於同學嘗試線上漫畫廣泛閱

讀是有幫助的。 

結論 3 
利用課餘時間進行線上英語漫畫之廣泛閱讀能夠培養閱

讀興趣和累積閱讀經驗。 

結論 4 
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確實能提升同學閱讀英語的興趣

與動機。 

結論 5 
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搭配上個人特質屬於好奇的同學

而言效果較於顯著。 

第二階段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修正 

結論 1 
分享活動閱讀主題統一對於討論內容更能聚焦，讓同學

更能專注聆聽台上的分享，台上同學也更熱於分享。 

結論 2 
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之活動分享內容以英語為主，能

改善對閱讀英語態度以及加強英語說、讀以及聽的能力。 

結論 3 

活動的新鮮感會因為時間而消退，同學的課業、社團與

其他活動的時間會排擠同學進行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

的閱讀量。 

結論 4 

要求同學挑選新的英語漫畫來進行廣泛閱讀，讓同學找

到新的閱讀方式，透過網路找到中文版來對照英文版本

的翻譯內容。 

結論 5 
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修正對於個人特質是較有耐心以

及負責任的同學而言效果較為顯著。 

第三階段─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修正加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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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 
線上漫畫廣泛閱讀修正加入合作學習之後，同學們的閱

讀量以及單字量都有明顯提升。 

結論 2 
導入合作學習法，使小組之間多了共同的話題，除了增

進同學之間的情誼，也加強了同學參與活動的動機。 

結論 3 
小組內共同訂出目標讓同學間在課餘時間互動更密切，

能夠增加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的學習成效。 

結論 4 

分組之後，分享活動中要求同學念出單字以及句子，口

說與聽力的訓練能更顯著，每組分享的內容也更加豐富

且充實 

結論 5 
合作學習採個人特質的「同質」以及「異質」性分組所

呈現的效果各有其特色都會影響合作學習的效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跨階段的發現 

1. 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會引發英語低成就者的學習動機，進而

影響其線上英語廣泛閱讀的學習成效。 

2. 線上英語廣泛閱漫畫廣泛閱讀之分享活動對於同學讀、聽、說

的能力的學習成效是有影響的。 

3. 第一階段的同學們因為新鮮感所以在參與活動時的態度都相

當積極踴躍所以效果不錯，第二階段的因為時間的關係新鮮感

降低也因此造成第二階段的效果不好，第三階段帶入合作學習

讓同學能夠互相合作學習讓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的效果大

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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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貢獻 

本研究經過紋線探討、行動研究的實施歷程以及資料分析後，所取得

之資料經過整理與歸納，了解本研究發現其結果，具備以下之貢獻。 

一、 在學術貢獻上： 

1. 過去廣泛閱讀的研究主要以教學者之課程應用為主，本研

究以學生的角度來進行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並分析影

響的關鍵因素。  

2. 目前國內的學術論文較少針對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作

為主題之研究，故本研究以此主題進行探討，可做為學術

界後續研究者的參考。 

二、 實務貢獻： 

經本行動研究的實施歷程之結論，可提供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

實施的關鍵因素，讓教學者、學習者參考並擬定相關學習策略。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為行動研究，探討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之成效，而其影響

因素，則有待後續研究。針對後續研究之限制與建議敘述如下： 

一、 關於研究的對象方面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南華大學本為南華大學資訊科技進修學士

班之學生，因為研究者本身還是學生，所以資源以及人力上之限制，

所以樣本數僅有 9人皆為男性略為不足，未來研究對象若能選取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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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不同性別、不同年級以及不同教育階段，如果國中、高中等

階段，探究其學習成效如何，都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二、 關於研究方法上 

本研究方法主要以質性的分析，透過作品、學習態度及深入訪談

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未來研究可結合實驗研究等其他方式進行，蒐集

學生學習之資料進行量化研究，更深入探究探討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

讀之成效。 

三、 關於閱讀題材 

本研究閱讀題材僅針對線上英語漫畫，搭配線上英文閱讀網站

Mangahere，此網路媒體為免費提供英語漫畫給有興趣者閱讀，建議

未來可利用其他閱讀題材像是英語報章雜誌、英語電玩、英語歌曲或

是國外影集等不同題材驗證是否具有相同效果。 

四、 關於研究的教學策略 

本研究因時間的限制，僅探討運用合作學習教學策略，對於線上

英語漫畫廣泛閱讀之成效，在資料分析結果中顯示是持正面肯定的，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在深入探討將其他不同教學策略，探討其成效與貢

獻。 

依據本研究的結論，針對教學者、學習者以及課程規畫者提出的實務

性建議如下： 

1. 教學者：建議教學者進行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讀書會時，應先

熟悉線上英語漫畫網站的使用，並實際了解同學閱讀的情況，同

時鼓勵學習者持續閱讀，讓同學對於活動的參與更投入，進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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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英語學習低成就學習者之態度，以利提升英語學習之成效。 

 

2. 學習者：建議學習者進行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時，應該保持著

積極的態度來閱讀英語漫畫，能與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討論，讓

閱讀過程與結果充滿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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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學生資料表 

(1) 姓名：_____________ 

(2) 性別：______ 

(3)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 

(5) 大學指考或學測分數 

□ 學科能力測驗英文分數 ________分數 

□ 入學指定科目考試英文 ________級分數 

(6) 擁有的英文證照 

□ 全民英檢（GEPT） _____級別 □其他__________ _____分數 

□ 多益測驗（TOEIC）_____分數 □完全沒有 

□ 托福測驗(TOEFL) _____分數 

(7) 喜歡閱讀的領域 (複選) 

□ 商業理財         □ 自然科普         □ 飲食 

□ 藝術設計         □ 心理勵志         □ 旅遊 

□ 人文史地         □ 醫療飲食         □ 電腦資訊 

□ 社會科學         □ 生活風格 

(8) 喜歡英文的程度 

□ 非常喜歡         □有點喜歡          □ 一般普通 

□ 有點討厭         □非常討厭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D%B8%E5%AD%B8%E7%A7%91%E8%83%BD%E5%8A%9B%E6%B8%AC%E9%A9%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D%B8%E5%85%A5%E5%AD%B8%E6%8C%87%E5%AE%9A%E7%A7%91%E7%9B%AE%E8%80%83%E8%A9%A6
http://www.books.com.tw/web/books_topm_02/?loc=001_002
http://www.books.com.tw/web/books_topm_03/?loc=001_003
http://www.books.com.tw/web/books_topm_07/?loc=001_007
http://www.books.com.tw/web/books_topm_04/?loc=001_004
http://www.books.com.tw/web/books_topm_05/?loc=001_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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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活動日誌與反思表 

活動名稱  人數  

學習法  日期  

活動內容簡

述 

 

活動紀錄 
 

活動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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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一階段訪談紀錄表及提綱 

現階段  受訪日期  

姓名  訪問者：  

訪談內容： 

1. 對於閱讀英文漫畫的感想是? 

 

 

2. 對於第一次參加英文讀書會的感想是？ 

 

 

3. 請問你平均都花多少時間閱讀英文漫畫? 

 

 

4. 請問你都依據什麼條件挑選你閱讀的漫畫? 

 

 

5. 閱讀英文漫畫對於你學習英文有任何幫助嗎? 

 

 

6. 跟傳統英文教材相比閱讀英文漫畫你覺得有哪些差異或是感想? 

 

 

7. 對於透過漫畫的劇情發展在閱讀上對你哪些幫助? 

 

 

8. 經過這幾週的閱讀對於英文的看法有哪些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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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第二階段訪談紀錄表及提綱 

現階段  受訪日期  

姓名  訪問者：  

訪談內容 

1. 有了前幾週的閱讀經驗，在嘗試閱讀之前沒看過的英文漫畫上有哪些幫助

或感想？ 

 

 

2. 漫畫中透過圖文呈現，對你閱讀漫畫有哪些幫助? 

 

 

3. 如何挑選你沒看過的英文漫畫? 

 

 

4. 英文讀書會的活動中嘗試說英文你的想法是? 

 

 

5. 英文讀書會的活動中閱讀分享你的感覺是? 

 

 

6. 閱讀英文漫畫之後讓你對閱讀英文有哪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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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第三階段訪談記錄表及提綱 

 

 

 

 

現階段  受訪日期  

姓名  訪問者：  

訪談內容： 

1. 對於這樣的分組你覺得? 

 

2. 能夠與同儕分組之後對於你在閱讀英文漫畫上有哪些幫助? 

 

3. 能夠與同儕共同討論漫畫內容讓你覺得? 

 

4. 與同儕討論的過程中有讓你學習到什麼嗎？ 

 

5. 比較上個階段你喜歡個人閱讀還是分組討論?理由是? 

 

6. 對於此階段的活動之後，你的感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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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第三方觀察日誌表 

活動名稱  人數  

教學法  日期  

活動紀錄 
 

觀察者的觀

察及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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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參與研究同意書 

 

本人經研究者詳細說明研究目的與性質後，同意參加南華大學資訊管

理學系研究所吳欽能碩士生所進行的「線上英語漫畫廣泛閱讀成效之行

動研究」，對個人經驗進行觀察與訪談。 

 

經由詳細說明後，本人已經充分了解以下有關我參與此研究的各項權利

與義務等重點： 

1． 本研究將遵行研究倫理進行研究，故可確保本人之有關權益。 

2． 本次觀察與訪談旨在瞭解並收集本人與他人合作學習之經驗看法。 

3． 本人同意此觀察過程中可以錄影與錄音，作為研究之用。 

4． 研究者對本人所提供之錄影與錄音資料有保密責任。使用上，只有研

究者可在研究教學中使用，關於觀察與訪談內容，研究者將在刪除足

以辨識個人背景資料之內容後，才在研究報告中呈現，並不為其他用

途之使用。 

5． 本人可自由選擇是否參與這個實驗，且在活動過程中，隨時可終止或

退出，不需要做任何賠償（或影響學期成績等）。 

 

參與者簽名：   研究者簽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