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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教學對兒童創造力的影響－以臺北巿國小四年級為例 

 

摘 要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閱讀教學對國小中年級學童創造力的影響。採用的

方法是個案研究法，以臺北巿某國小四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進行閱讀教學

研究並觀察學童之創造力展現。根據閱讀教學實施的歷程與結果，本研究分

析歸納了學生在創造力認知及情意上的表現。 同時，本研究還針對研究對象

的閱讀動機做了深入的探討，並進一步提出提升閱讀動機的方法。另外，為

了了解學童的閱讀理解情形，本研究亦分析了學生如何運用「連結」、「提

問」與「預測」等三種閱讀策略的歷程。最後，本研究亦歸納整理了師生於

教學中所遭遇到的各種困境及因應方式，以及學生的學習感受與研究者的專

業成長。 

為達到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透過教師省思札記、教學觀察、並與研究對象

進行正式與非正式訪談等方式蒐集資料，最後再就所蒐集的資料進行整理、歸納

與分析。本研究獲致以下結論： 

(一)閱讀教學對提升學童的閱讀動機有正向提升的效果，並有助於將學童的外在

閱讀動機轉為內在閱讀動機，使學童從閱讀中獲得樂趣，進而建立固定的閱

讀習慣。 

(二)學童藉由學習並應用不同的閱讀策略，不僅理解力提高、觀察力提升、而且

組織能力也增強，因此加深了學童對閱讀文本的理解與感受。 

(三)藉由閱讀動機與閱讀理解的提升，激發了學童的創造力表現，在認知方面，

尤能看出學童在獨創力、流暢力及精密力上的進步，唯在變通力上較無明顯

的改變；在情意方面，也能看出學童相較於閱讀教學前，變得更勇於面對問

題並挑戰困難，對於未知事物亦能充分展想像力及追根究柢的精神，因此，

可以得知閱讀教學對提升學童的創造力認知，及情意與態度是有助益的。 

 

閱鍵詞：閱讀教學、創造力、閱讀策略 

 



 iv



 v

The Impacts of Reading Instruction on the Creativity of Childre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reading instruction for 

cultivating on the creativ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 cast study approach is 

used. The subjects are the fourth grade students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ei, 

Taiwan.   

This research is based upon important literature of creativity recognition, reading 

motivations and the reading strategies and processes, such as connection, query, and 

prediction.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also summaries the difficulties and resolutions 

related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 that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creativity. 

In the process, the researcher conducts are greatly enhanced in-class observations, 

collected teachers’ memos, and interviewed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 following are 

my conclusions. 

(1) Promoting reading instruction could increase reading motivation. Students’ 

reading motivation can be transformed from external to internal.  The 

enjoyment of reading is increased and reading habit maybe established. 

(2) By adopting different reading straegies, the students can raise their 

understanding, observation ability, organization ability, and the impacts in 

reception. 

(3) Through the increase of motivation and comprehension, both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creativity has also increased.  Consequently, the students are able to 

ask more questions and think more deeply in practicing the cause-effect logic 

thinking. Therefore, the reading instruction can be concluded to have positive 

effects in promoting the creativity, recognition , and attitude of learning of the 

students. 

 

Key words: the instruction of reading, creativity, and strategies of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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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研究歷程的第一步，是去發現並提出可行的起點（夏林清譯，民 87）。研究

者之所以決定以多元閱讀教學的方式來提升兒童之創造力是有其原因的，以下是

研究者依本研究相關之時空背景，透過描述歸納的方式，逐漸凝聚出本研究的動

機與目的。全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

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近幾年，國際間表現最亮眼的國家，莫過於北歐國家，這些國家無論在品牌

設計上，或是文化創意產業上，都有非常成功之表現，例如芬蘭的 Nokia，瑞典的

VOLVO 和 IKEA 等 等，他們所展現出來的創意傲視群倫，並在全世界中擁有強

大的競爭力。為何北歐這些國家能有這麼好的創造力？到底創意從何而來？這些

國家都有個共同特點，就是無論男女老少，人人都愛閱讀，無論是在河邊，或是

在公車站牌，隨處可見捧著書閱讀的人群。到底創造力與閱讀之間是否存有密切

關係呢？ 

在醫學上有很多的大腦研究發現，閱讀和創造力之間有很大之關聯性。大腦

神經科學專家洪蘭教授（2005）說，大腦像繁忙的網路，要有創造力，就必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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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通八達且密切連接的神經網路，神經迴路越密的人，點子就越多，創造力也

越強。她認為創造力的根本在閱讀，因為閱讀可以刺激想像力，而想像力與背景

知識有關，閱讀則提供了想像的背景知識。薛丁尼(Erwin Shroedinger)亦曾說：「創

造力最重要的不是發現前人所未見的，而是在人人所見到的現象中，想到前人所

未想到的。」（引自洪蘭，2005） 再者，閱讀是主動的訊息處理歷程，主動歷程

會促使腦神經連接，其中神經迴路的活化其實就是聯想力，因此，創造力與閱讀

兩者有著相同的神經機制，都需要舉一反三的能力，故要提升創造力應該要從閱

讀做起，因為閱讀有助於開發腦神經連接，閱讀得多，腦神經會越連越密集，當

越觸類旁通，就會更有創造力。 

因此，這些國家的創意應來自於其國民喜愛閱讀並勤於閱讀，閱讀是培養創

造能力之搖籃，放眼全世界，會發現各個具有競爭力的國家，莫不爭相投入大量

資源在閱讀上，而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以下簡稱 OECD）的報告中，顯示出

閱讀能力與國家競爭力的關係成正相關（鄭呈皇，2006），世界各國也體認到閱讀

的重要性，均積極推動閱讀運動。例如：芬蘭大力推動閱讀教育，鼓勵學生學習

自己有興趣的事物，除了連續四年摘下世界經濟論壇「全球競爭力」冠軍，並被

瑞士洛桑管理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以下簡稱

IMD）評比為最具競爭力的國家。而西元 2000 年 OECD 首次進行國際學生評量計

劃(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以下簡稱 PISA)並在 2001 年底公佈

該項計劃結果。在該項國際學生能力的評比報告中，芬蘭贏得多項第一名，包括

在閱讀、數學、科學三方面的成績都名列前茅，尤其是在閱讀能力上，明顯領先

群雄；瑞典國內幾乎沒有一個鄉村沒有讀書會，瑞典人民經常會聚在一起閱讀、

討論，他們的閱讀協會常會透過讀書會的運作及各種文化的舉辦，推動民眾樂於

學習、親近文化藝術。這些國家的人民不僅喜歡閱讀，更是愛好閱讀，閱讀為他

們帶來了源源不絕的創意；加拿大有「培養閱讀人」計畫，讓孩子早早學習閱讀；

澳洲學生每日回家要閱讀 20 分鐘，但是不強調記憶與熟練度；南韓和日本在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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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晨讀十分鐘活動，產生很大的迴響與成效，其中南韓更在 OECD 所舉辦之 PISA

評比裡，於五十七個參加國家中摘下「學生閱讀素養」項目的世界冠軍，這都要

歸功於南韓所推動之晨讀活動，造就南韓學生閱讀成效卓越。 

而香港和新加坡在「促進國際閱讀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以下簡稱 PIRLS)的 2006 年 PIRLS 國際研究評比中，也分別締造了

第二名和第四名的佳績。反觀台灣的閱讀教育，教育部之前編列了七億多元推動

三千三百所中小學閱讀，努力推動各項閱讀活動，但成績卻不盡理想，在 2007 年

PIRLS 國際研究報告當中，我國國小四年級學生數學及自然方面雖獲得好成績，

但在閱讀能力方面卻在四十五個國家中僅排名二十二，遠遠落後於香港、新加坡

等鄰近地區，我國必須在閱讀之推動上再加油（李雪莉，2007）。記得幾年前，香

港的閱讀教師們還專程前來台灣取經，將我國推動的「故事媽媽」帶回香港如法

炮製，如今這樣的評比結果，真是跌破許多專家眼鏡，台灣十年的努力竟然不如

香港的四年，最主要之原因在於台灣的閱讀教學，常淪為嘉年華會，有各種閱讀

小博士、閱讀存摺、閱讀護照、小書製作等活動，還強調讀書超過一定時數即可

兌換獎品、與校長合照等，過度重形式與產出。許多教師們雖都認知閱讀的重要

性，卻常有錯誤的觀念，以為只要學生認識字，應該就會閱讀，故在閱讀教學方

面，容易落入以往陳舊的教學模式，使閱讀教學的方法仍不脫撰寫心得、學習單

等方式，讓孩子們望之卻步，這樣的教學法明顯缺少策略，根本無法把閱讀能力

「教」到學生心裡。 

香港教育局首席助理祕書長陳嘉琪強調，「閱讀和語文能力，是學會學習的重

要工具，教育不單是要培養『看得懂的能力』，還要培養『思考能力』」。天下雜誌

（2007）顯示在 PIRLS 的國際研究評比中，台灣的學生比較擅長「直接歷程」的

初階閱讀，在「解釋歷程」的高階閱讀上則顯得不足。柯華葳教授（2007） 就提

醒過，就一些數學、自然的題目來說，屬於只要初階閱讀能力就行，而高階閱讀

能力代表的是批判、解釋等部分，光是透過初階能力，是無法培養一個具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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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孩子。她曾比喻，長期處於初階閱讀的小孩，未來就只能幫助他人「代工」，

因為他(她)沒有能力創造，但對於執行他人已想好的東西，卻是顯得綽綽有餘。因

此我們台灣的下一代未來要走出「代工」的命運，提升國家的競爭力，勢必要好

好的教會他(她)們該如何「閱讀」，增進他們的閱讀理解能力。當閱讀能力愈強，

思考及創新的能力就越強。 

目前國內已有很多企業已經投入捐贈圖書，以鼓勵民眾多多閱讀的行列，但

是並不是每一個鄉鎮巿都如此幸運可以得到大企業的捐贈。台灣共有 319 個鄉鎮

巿，其中只有少數幾個鄉鎮巿，例如台中縣沙鹿鎮的深波圖書館，或是像台北縣

鶯歌鎮的林長壽圖書館，可以得到味丹企業及中國砂輪公司所捐贈之圖書或經費

來購置新書之用。上述二家幸運的圖書館之所以能得到民間企業之捐贈，是因為

上述二家企業之創辦人與圖書館所在地有地緣關係。若一些偏遠地區沒有如此幸

運與台灣或世界知名企業結緣時，通常較無法爭取到正常政府預算之外的額外經

費，因此就更形拉大社會資源分配不均的問題。 

同樣的，台灣目前在圖書館資源的分配上也出現了資源分配不均的問題。以

台北市為例，從台北市巿立圖書館網站所顯示的資訊即可看出，台北市立圖書館

目前有 1 個總館、42 個分館、11 個民眾閱覽室及 2 個圖書閱覽室。但從花蓮縣政

府教育局的網站所公佈之圖書館數量來做觀察，花蓮縣卻僅有 14 個圖書館。由上

述資訊即可顯示出，我國在圖書館資源分配上有資源城鄉差異過大之現象。 

此外，目前台灣教育過分重視升學考試，雖然十年教改之後，政府已經廣設

高中大學，使得升學之路已不再像過去那麼困難，以民國 78 年為例，當時的大學

平均錄取率大約只有百分之 35。而以現在大學招生之錄取名額來觀察，大學總招

生名額甚至於比報考人數還要多。但是傳統名校之名額仍是僧多粥少，再加上社

會上對於台大等知名國立大學畢業生仍有特殊迷思，使得升學壓力其實不減反

增，而且想考入名校之前大多得先考上知名公立高中。因此，台灣大多數的中小

學生為了考上知名學府大多不愛看課外讀物，只願意投資其寶貴時間在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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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閱讀能力必須從小養成，且不能只建立在閱讀教科書之上，因為教科書之

面向太過狹隘，容易造成思考能力只存在幾個特定角度，思考就不易多元化，也

就不易接受不同的想法，這也是現今台灣社會與先進國家相較之下，不易出現多

元化思考的重要原因。台灣學生在中學階段不會較世界各國學生遜色，但是在升

上大學之後較世界其他各國之大學生相比，我國之大學生反而表現欠佳，究其主

因，就是沒有在中小學階段養成多元閱讀之習慣。 

當一個家庭收入若高於一般平均水準時，通常會較有能力及意願來投入資源

在下一代之教育投資及閱讀方面。反之，若一個家庭之平均收入低於一般水準時，

則父母親通常就較無力關心其下一代之學業表現。現在已進入知識經濟時代，父

母若能有較高程度之教育水準，無論在工作表現或是在失業週期上通常會較教育

程度較低者表現為佳。 

現今台灣有許多家庭出現了隔代教養的問題，很多父母親為了生活只好遠離

家鄉到大都巿謀生，例如台北縣市，但是因為大都會之生活費用昂貴，中低收入

之雙薪家庭若因無力負擔在大城市養育子女之高昂成本，許多中低收入家庭只好

忍痛將其小孩送回鄉下由祖父母照顧。但是，這些祖父母往往無力指導這些小朋

友的功課，造成連最基本的目標「把功課寫完」都有困難。更別說是培養閱讀的

能力。 

正如前面提及閱讀是所有學習能力之基礎。這些經由隔代教養的所教育出來

之小孩，通常在其所得到之教育投資及閱讀之關注上與一般同儕相比遠遠不及，

而閱讀正是培養其學習能力之基本功夫。由此可以觀察出一個家庭的總收入對於

教育投資及閱讀之影響層面既深且廣。 

而閱讀是所有學習能力的基礎，若能從小就培養閱讀能力，則學童無論在寫

作，自學或口語表達上都能有長足之進步。但是台灣對於閱讀教育的投入不夠深

入，方向也有待修正。閱讀為一國國民能否具有終身學習能力之重要關鍵，我國

國民在畢業離開學校之後，大多不再讀書。究其原因，有可能是從小就沒有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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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的習慣。而閱讀之習慣若能從小培養，不僅可以讓國民素質不斷提升，也可

進一步提昇國家之整體實力。因此，培養國家未來主人翁喜歡閱讀，熱愛閱讀實

為當務之急。 

 

貳、研究動機 

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係根據以下三個層面凝聚而成： 

 

一、政府對創造力與閱讀教育的積極推展 

近幾年來，教育部積極的推動創造力教育，並於 2002 年公布《創造力教育白

皮書》，目標在建構創意的台灣，建立創造力國度，而為了配合教育部《創造力教

育白皮書》，臺北巿亦於 2005 年訂立《臺北巿創造力教育中程計畫》，作為未來創

造力教育深耕永續推動的依據，並訂定 2006 年為「臺北巿教育創意年」，以打造

「創意臺北，卓越城巿」為願景，全面推動創造力教育，可見創造力教育相當受

到當局的重視。 

而在過去的教學中，教師只要針對課內的教材進行教授即可，但隨著時代的

改變，在這高度競爭的時代，閱讀力即競爭力，閱讀能力高的國民，可以迅速透

過閱讀掌握知識和訊息，國家競爭力自然增加，因此，在九年一貫的能力指標已

擴增至生活中的素材，更重視課外閱讀的擴充、應用，並針對閱讀提出應建立的

能力，包括：讀懂、了解、選擇、體會、分享、觀察、分析歸納、掌握、精讀、

記取細節、思考、批判等部分（葛琦霞，2004）。因此，政府在民國 88 年及 92 年

積極推動「四年深耕閱讀計畫」，希望能讓閱讀教育往下紮根，強化學童的閱讀能

力，以迎頭趕上與其他國家的差距。根據以上政府對創造力及閱讀教育的重視，

研究者希望能依據相關理論，設計閱讀課程，透過多元活動讓學生體驗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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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學生之創造力，此為研究者的研究動機之一。 

 

二、研究者本身對閱讀教學和創造力的興趣和實務經驗 

研究者對創造力深感興趣，每當看到報章雜誌或電視上所展現的創意活動或

商品，總讓我驚喜不已，因此也會將創造力融入我的教學裡，看著學生因著教師

的鼓勵所展現出來的創意表現，常使師生在教學過程中彼此激盪出許多意外的創

意火花；另外，研究者也從一些相關書籍文章及教師研習活動中，知道閱讀是一

切學習能力的基礎，因此也積極的在班上推動閱讀活動，在閱讀教學方面的實施，

除了配合學校閱讀小博士的活動推行，並在班上推行晨讀活動，偶而會自行設計

閱讀學習單來讓學生練習，希望透過閱讀「量」的累積以達閱讀成效。但是多讀

書不見得等同於能提昇閱讀素質，要能以有效的質來取代量，才能展現實質的成

效（趙凡誼，2008），因此，研究者希望未來研究的方向能放在深耕學生的閱讀理

解能力，加強學生的閱讀素質，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二。 

 

三、豐富學生的涵養，培養其閱讀興趣和創思的能力 

背景知識是孕育創造力，發展獨立思考能力的基礎。洪蘭說：「閱讀像敲門磚，

可以打開人類知識之門。」增進學生的背景知識，是加強創造力的必要條件，惟

有培育孩子看書的興趣，養成獨立學習與思考的習慣，才能在知識的空間中自由

自在遊走，開啟心靈與腦海中的創造、幻想與視野（陳之華，2008）。 

然而相較 41%的芬蘭學生將閱讀視為休閒活動，台灣學生真的不愛閱讀，根

據天下雜誌《閱讀動起來》（2008）一書中提到在 2006 年 PIRLS 的國際評比中，

台灣學生幾乎每天閱讀的百分比在各國中排名最後，原因為何呢？推論我們的孩

子雖重視閱讀，但他們視閱讀為功課，不是興趣，其次，因為學校缺少閱讀的教



 

 8

學，使得學生對閱讀理解的掌握尚有許多改善的空間。南美英博士也提到一個案

例，有個媽媽帶著孩子到她的研究室，說她的孩子在該痛苦時表情一點都不痛苦，

反而喀喀傻笑，經南博士用閱讀能力診斷紙測試後，才發現原來是孩子的想像力

太貧乏，因而導致感覺遲鈍，不能和書中的主角產生共鳴，而台灣現在也有很多

這樣的孩子，在閱讀時不會留下深刻印象，與作品也不產生聯結，所以對閱讀就

不感興趣。 

另外，研究者在教學當中，發現台灣的學生仍普遍缺乏思考的習慣，一遇到

課本以外的知識，或需要使用高階思考能力的問題，大多以「不知道、想不到」

來回答，不願意動腦筋，使其思維模式僵化，而且常會簡化思考問題的面向及廣

度，也窄化了本身的視野及深度。（曾瑞譙，2004）因此，惟有透過閱讀理解教學

策略，增進學生的閱讀能力，才能引發孩子閱讀的興趣，使其樂於閱讀，並透過

閱讀理解思考使學生思考更靈活、獨立，且更富想像力。當學子們能受惠於書中

的任何人物、故事與角色的互動，醞釀出往後成長生命中的厚實養份，那閱讀就

真正能豐富自己的人生，藉著文字、文學與文化，認識自己並探索人性。（陳之華，

2008）因此，研究者希望能積極引導學生體驗、觀察書中的的情境，並與生活做

連結，促進其創造力之表現，此即為本研究之動機三。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藉個案研究來探討閱讀教學對國小學童

閱讀動機、閱讀理解及創造力的影響，希冀透過教學的反思與學童的回應提供日

後閱讀教學之參考。茲將本研究目的及問題具體臚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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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 

一、探討閱讀教學對閱讀動機的影響，以提升學童閱讀的興趣。 

二、分析閱讀教學對閱讀理解之影響，以促進學童之閱讀能力。 

三、探究閱讀教學對激發兒童創造力的影響，進而培養及發展兒童之創造力。 

 

貳、研究問題 

配合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討下列問題： 

 

一、閱讀教學對學童閱讀動機的影響為何？ 

1-1 學童在閱讀教學前的閱讀經驗及背景為何？ 

1-2 學童在閱讀教學前的主要動機來源是什麼？ 

1-3.閱讀教學對學童的內在及外在閱讀動機影響如何？ 

 

二、閱讀教學對學童閱讀理解力的影響又為何？ 

2-1 閱讀教學之前與教學期間，學童運用閱讀策略的情形如何？ 

2-2 學童在閱讀理解和學習感受上的轉變，及在教學中所遇到的困境為何？ 

2-3 教師在閱讀教學中所遇到的瓶頸及因應之道為何？ 

 

三、閱讀教學對兒童創造力的影響如何？ 

3-1 學童在閱讀教學前，創造力的呈現情形為何？ 

3-2 在閱讀教學間，學童在創造之認知向度上的表現如何？  

3-3 在閱讀教學間，學童在創造之情意向度上的表現如何？ 

 



 

 10

第三節 名詞釋義 

 

茲將本研究有關之重要名詞與各種變項的意義界定如下： 

 

壹、閱讀教學 

閱讀教學為在廣泛的文字情境中，教師透過各種語文教學方法、策略與活動，

讓學生喜愛閱讀，並增進學生的語文能力。本研究探討的閱讀教學主要的內涵包

括下列項目：一、教學材料主要以非教科書文本為上課教材；二、教師在閱讀教

學上所使用的方法與策略皆以學生為中心，進行連結、提問及預測三種閱讀策略

的教學；三、教學內容是以師生對話、討論、回應、分享為訴求的多元學習活動。 

 

貳、創造力 

Torrance（1964）認為創造力是一種發明能力、產出性能力、擴散性能力，也

可能是想像力（引自毛連塭等，2003）。Williams（1972）認為創造力應包括流暢

力、變通力、獨創力和精進力等認知能力，其認為創造力在情意態度方面有好奇、

冒險、挑戰和想像等心理特質。  

本研究之創造力是指學生在量化及質性資料上的表現，在量化資料方面，是

指在「威廉斯創造力測驗」(林幸台、王木榮，1999)之「創造性思考活動」及「創

造性傾向量表」的得分，前者可得流暢力、開放性、變通力、獨創力、精進力及

標題等六項創造力分數，後者可得想像力、挑戰力、好奇心及冒險心等四項創造

力分數，各項分數得分愈高，代表創造力愈佳；而在質性資料上，則是研究者參

考並改編自魏韶潔（2006）研究中的創造力行為觀察表，做為閱讀教學期間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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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創造力表現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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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閱讀動機之探討 

 

近年各級學校在推動閱讀活動上不遺餘力，但學童的閱讀活動是否能一直持

續，端視其是否能從閱讀活動中獲得樂趣。學童要享受閱讀，培養良好的閱讀態

度，進而從中得到樂趣，閱讀動機的強弱是重要的一環。因此學校在推行閱讀活

動時，不能只是注重其外在閱讀行為的表現，更要去深入了解學童的閱讀動機，

並滿足其閱讀動機，則較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學童的閱讀行為也才能維持興

趣的持續下去。在本節中將探討閱讀動機之相關理論與研究。 

 

壹、 何謂動機 

一、動機的意義 

王文科（民 78）將動機（Motivation）解釋成是個體發放出能量和衝動，指導

個體將行為指向某一特定的目的，並將這一行為維持一段時間的種種內部狀態和

過程。 

張春興（1989）曾定義動機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促使

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進行的內在歷程。 

江南發（民 88）解釋動機為一假設性的構念，用以解釋引發個體表現有目標

導向之行為的起始、方向、強度及持續等現象的內在狀態，它是促使個體從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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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活動的內在原因，但我們無法直接觀察，必須透過行為間接推測。 

Petri（1986）則指出，動機的概念可以用來描述有機體開始及引導行為的內在

力量，也可以用來解釋行為強度的不同，如果個體的行為強度越強，我們可以說

是動機水準較高的結果；或者也可以用動機來意指行為的方向（轉引自林建平，

民 84）。 

McCombs（1988）認為動機在自我控制的學習中扮演了最重要的角色，其主

要在維持正向的自我概念、知覺的自我效能及自我控制。 

Oldfather（1992）在研究中也指出，當個體發現「學習」是一種深度的、個人

的且持續性的活動時，將顯出高度涉入、高求知慾和尋求了解的高度企圖心等特

徵。 

Graham 和 Weiner（1996）認為動機可以用以檢視個體為什麼選擇該行為

(choice of behavior)，該行為潛伏多久(latency of behavior)，行為強度多大(intensity of 

behavior)，能堅持多久(persistence of behavior)，以及從事該行為時， 個體的

認知及情緒反應(cognitions and emotional reactions)等內在狀態。 

綜上所述，所謂的「動機」，就是導引個體持續從事各種活動的內在狀態，

它維持著個體正向的自我概念、知覺的自我效能及自我控制，這個狀態的程度有

多深，則在個體身上所顯現出的涉入程度及行為強度就有多大。簡言之，動機就

是激勵與導引個體行為的力量，是個體外顯行為的內在歷程。 

 

二、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 

楊曉雯（民 85）亦指出，動機的產生可以歸納為兩種原因，一是需求，二是

刺激。所謂需求(need)，是指個體會因為生理或心理上的某種不足或過剩，而產生

不均衡感，為了消除這種不快、緊張的感覺，個體便會產生追求安定以恢復平衡

的驅力(drive)，也就是動機，以促使個體朝向既定的目標活動；而所謂刺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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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mulation)，是指當個體尚未意識到潛在的需求時，若受到外在事物的刺激，也

同樣會引發行為的動機。由此可知，動機會驅動一個人的行為。行為與動機之間

雖然沒有一定的因果關係，但是確有相互影響的關係（引自劉慶中，2003）。 

張春興（民 83）認為學習動機的形成有內在和外在二種因素，前者起因於個

體的內在需求；後者則僅因外在誘因所引起。受外在誘因影響而學習的學生，無

法產生自發性學習，一旦誘因消失或降低，學習動機也會跟著減弱或消失；而內

在動機是指個體因應內在需求，從事各項感興趣的活動，即使在沒有誘因酬賞的

情況下，仍然會自動自發地投入學習。 

江南發（民 88）亦指出動機與學習之間的關係，以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與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的分類方式來看，更易理解。如果

個體的努力是因為外在誘因，例如：師長獎勵、獎品、獎金、或博取他人掌聲，

我們便稱此為外在動機；如果是因為個體的內在需求，行為的動力完全是出自內

心，我們便稱之為內在動機。依賴外在動機的學生，並無法產生自發性的學習，

一旦外在誘因消失或減弱，其學習動機便會跟著減弱；反之，出自內在動機而學

習的學生，面對困難的學習或外在環境的改變，都不會動搖他的學習動機。 

大多數人皆肯定內在動機的價值與重要性，Gottfried（1985）認為學習者若保

持內在動機，將會對學校課業的學習充滿興趣，且喜歡富有挑戰性的課業。針對

內在動機，Deci 與 Ryan（1985）提出「自我決定論」（self-determination），亦

即當個體感受到對環境的自我決定權時，將引發其內在動機（陳怡華，2001）。 

Oldfather（1992）從社會建構論的觀點來解釋內在動機，主張促使個體參與學

習乃因個體在建構意義中，引發想法和情緒；當個體發現「學習」是一種個人地

且持續性的活動時，將顯出高度涉入、高求知慾及尋求了解的高度企圖心等特徵

（轉引自李素足，民 88）。 

Skinner & Belmont（1993）的研究發現，教師在課程進行中，應鼓勵學生自我

表達、給予學生選擇的機會、和學生一起作決定，如此有助於學生內在動機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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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不過著名的心裡學家 Bruner（1915）認為在強調內在動機的同時，誘因及外

在的支持仍是必要的，因為他認為在學習之初或學習達到極限（dead center）時，

仍然需要外在動機的驅策，只是長遠來看，還是以內在動機來維持學習的興趣較

易持久（轉引自江南發，民 88）。 

雖然 Bruner 認為外在動機的誘因有時是必需的，但他的最終關懷還是在於內

在動機的引發；所以提升學生的內在動機，保持學生學習的堅持與熱情，將是教

師在教學過程中的最終理想（陳怡華，2001）。 

綜上所述，動機產生的原因可歸因於需求和刺激兩種因素，其中因需求而產

生的動機為內在動機，而因外在刺激所產生的動機為外在動機。當個體感到對環

境的自我決定權，及能在建構意義中引發想法和情緒時，所產生的內在動機即可

引導個體自發性及高度的涉入所感興趣的活動，其學習興趣可以維持的時間較

長；而外在動機則是藉由外在的誘因促使個體從事所要進行活動，一旦外在誘因

消失，則學習動機便會減弱或消逝，雖一般肯定內在動機的重要性，但外在動機

於學習之初或學習達到極限之時仍有其必要性，因此，如能在學習中提升個體之

內在動機，並視情況增加其外在動機，必能加強個體學習的成效。 

 

貳、閱讀動機理論 

閱讀除了認知領域的研究外，還有情意領域方面的研究（affective domain），

其中包含四方面：閱讀動機（motivation for reading）、閱讀態度（attitudes for 

reading）、閱讀興趣及閱讀的自我概念（self-concept related to reading）。閱讀的

情意領域研究中，以閱讀動機的研究較為重要，因為個體存在閱讀動機之後，才

能喚醒自身對書籍的重視與注意，也才開始閱讀理解的歷程，才會有認知性的活

動出現（羅慶文，民 84）。 

閱讀動機一詞首見於學術研究是 1967 年 Campbell 等學者在國際閱讀協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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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討會的論文報告中提出，而近代對閱讀動機有系統的探究則始於 Wigfield 與

Asher(1984)關於成就動機、閱讀態度與閱讀興趣的探討，至 1992 年可謂閱讀動機

研究的轉捩點，美國國家閱讀研究中心(JRC)開始探究閱讀動機，建立閱讀為一種

語言與認知以及閱讀為個人價值、信念之動機行為間的橋樑(劉佩雲、簡馨瑩、宋

曜廷，2003)。 

 

一、閱讀動機的意義 

在探討閱讀動機的理論前，首先要了解何謂閱讀動機，一如前面所提到動機

的意義，林建平（民 84）指出閱讀動機係指引起個體閱讀的活動，維持已引起的

閱讀學習活動，並促使該閱讀活動朝向閱讀理解的目標進行的內在歷程。 

Metsala（1996）則將閱讀動機定義為個體對其從事閱讀活動所抱持的態度、

理由與目的。而 Gambrell（1996）提出閱讀動機應被定義為個體的自我概念以及

個體重視的閱讀價值。 

莊佩玲（2002）依據張春興對動機的定義將閱讀動機界定為「引起個體的閱

讀活動，維持已引起的閱讀活動，並促使此閱讀活動朝向個體所設定的閱讀目標

前進的內在心理歷程。」而蔡育妮(2004)認為閱讀動機閱讀動機是個體有閱讀的需

要，而引起閱讀活動的內在心理原因，是激勵與導引閱讀行為的內在心理力量(引

自黃佳瑩，2004)。 

綜上所述，可以知道閱讀動機指的是導引個體持續從事閱讀活動的一種內在

狀態或歷程，促使個體朝向所設定的閱讀目標前進。 

 

二、內在及外在閱讀動機 

了解促使個體閱讀的動機，將有助於掌握個體對閱讀的喜好。在談論動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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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時，曾提及兩個因素：需求和刺激，因此我們也可以說，閱讀動機的形成，

除了可能是讀者本身生理或心理上的需求所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因為受到外界事

物的影響或刺激而產生閱讀的動機（楊曉雯，民 85）。 

若以 Maslow 的需求理論而言，閱讀行為是屬於非物質心理性的需求；然而

就閱讀產生的動機而言，閱讀可能是為了資訊的獲得、啟發自己的心智，也有可

能只是單純的打發時間用，所以探究閱讀動機，可以涵蓋所有生理、心理、社會

需求的層面目的（轉引自黃德祥，民 83）。 

Waples（1940）將閱讀的動機，歸納為兩個來源：個人內在（intrapersonal）

與人際之間（interpersonal）。個人內在動機來源，是出自於讀者自發性的需要，

內在動機受到讀者本身自我的想法，純粹屬於心理性的需求；人際之間的閱讀動

機則來自於讀者受到他人的影響所引發的，他人的意見或態度成為決定是否閱讀

的重要因素（引自陳怡華，2001）。 

Frank Hatt（1976）認為讀者之所以會進行閱讀，必定是因為他有深層特定的

需求，這種需求可以說是一種目標的產生－讀者期待透過與文本的互動以完成目

標。因此當讀者會選擇進入一閱讀的狀態，必定是因為讀者在其閱讀的對象中發

現，他所必要的需求能獲得一定程度的滿足（引自李燕妮，2006）。 

Gambrell（1996）強調閱讀教學最重要且最中心的目標就是要去激發學生的閱

讀動機，閱讀動機會驅使個體進行長期閱讀並且樂在其中，此即閱讀教學的最終

目標（劉慶中，2003）。 

Csikszentmihalyi 對動機的看法即是基於「福樂經驗」（flow experience）的概

念，意指個體全神灌注於一個任務（如：閱讀）的心理狀態，並且完全感覺不到

時間的流逝，當讀者對自己所閱讀的材料滿意，並樂在其中時，他們即經歷了「福

樂經驗」，而閱讀經驗本身便是酬賞。Flow 理論的重要性在於學習者對學業期望

的反應，有內在動機的學習者會視閱讀為有意義的挑戰， 缺乏內在動機的讀者會

視閱讀為阻礙。根據 Csikszentmihalyi 的理論，許多教師知道幫助學生達成教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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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最好方法是支持他們的興趣，如提供選擇、提供清楚且有所幫助的回饋。這

也就是為何在許多教室中，實質的獎勵會被用來支持學生的學習興趣（轉引自

Gambrell ＆ Marinak, 1997）。 

然而每一個體的閱讀行為都是獨特的，而且其選擇的過程也不完全是預期性

和計畫性的，不同的社會角色和生活造就不同的閱讀動機和閱讀類型。就外在閱

讀動機而言，促使學童閱讀的外在誘因有師長獎勵或獎品的領取等，但外在閱讀

動機通常無法使閱讀行為長久的持續，也無法使個體主動投入。換句話說，非由

內在閱讀動機驅使的讀者，並無法專注在閱讀活動上，也無法引發共鳴，達到一

種所謂的「福樂經驗」（轉引自李素足，民 88）。 

Wigfield 與 Guthrie（1997a） 認為閱讀動機概念中可區分三部份：能力與效

能信念、成就價值與目標、社會（引自黃佳瑩，2004）。以下茲分項述之： 

 

（一）能力及效能信念 

自我效能是指個人在工作環境中對自己表現能力的一種信念，是根據自己過

去的經驗來對自己的實力進行評估（Bandura,1997），當個體覺得自己有能力能夠

有效的閱讀，越能投入精力在閱讀活動中，且積極的理解閱讀的內容。而具有高

自我效能的學習者，越能挑戰艱難的閱讀文本，以精熟內容來理解當中的概念。

而當學習者缺乏自我效能時，面對閱讀活動會盡可能的逃避，或選擇較不具有挑

戰性的閱讀活動（劉佩雲、簡馨瑩、宋曜廷，2003）。 

 

（二）成就價值及目標 

閱讀的「成就價值及目標」包括閱讀好奇、閱讀投注、閱讀的重要性等內在

閱讀動機，及為競爭而讀、為認同而讀、為成績而讀等外在閱讀動機。內在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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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指的是如 Csikszentmihalyi 於 1978 所描述的福樂經驗（flow experience），當

讀者全神貫注在一本書時，常會忘了時間及自我意識（李素足，1999）。Wigfield 

認為只有能力和效能信念不足以產生投入，如果沒有理由或誘因促動的話是不足

以產生投入的閱讀行為，具內在動機的閱讀者多傾向於學習目標取向的閱讀，以

尋求透過閱讀增進知識與概念的理解(劉佩雲、簡馨瑩、宋曜廷，2003)。因此，內

在動機是培養閱讀習慣的必備特質，而受到內在動機驅動的閱讀者，較能長時間

投注在閱讀活動上，也能發展較高層次的閱讀策略（鍾滿英，2006）。 

 

「閱讀好奇」指的是對特定的閱讀主題有興趣，並產生學習的渴望，因此必

須建立在既有的先備知識上，想要去接觸該類的書籍並進行閱讀活動，便能稱為

閱讀的內在動機。 

「閱讀投注」指的是讀者在閱讀自己有興趣的書籍時，從閱讀獲得的愉悅感，

而不感覺到時間的流逝，這種忘我的投注閱讀中的歷程，便能使讀者得到滿足感，

因此也是內在動機的一種。 

「閱讀的重要性」指的是讀者認為閱讀是極具價值的重要工作，因而主動的

從事閱讀活動，例如：能從閱讀當中獲得新知，學得詞彙、增加解決問題的技能

等，這些能使讀者主動閱讀的理由也是內在動機的一種。 

而外在動機指的是讀者關注自己的閱讀表現在別人面前是否良好，為了外在

的認可、獎賞甚至誘惑而閱讀。例如：「為競爭而讀」指的是想勝過別人而閱讀，

因此在閱讀活動中，產生想要比同儕或夥伴更好的渴望。「為認同而讀」指的是

在閱讀活動中，希望自己的能力或目標能達成認可（例如：老師、父母的讚賞等），

因而努力的閱讀。「為成績而讀」指的是讀者希望被視為好學生或為了得到好成

績而閱讀，例如學生為了爭取老師指定的閱讀功課的成績而閱讀，或是為了考試

而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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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閱讀動機往往是短暫的，因為外在的壓力、誘惑等等原因進行閱讀活動，

雖可以達到閱讀的目的，然而提供給讀者的只是曇花一現的閱讀能量，無法幫助

讀者建立長期的閱讀習慣(黃馨儀，2002)。而當閱讀活動是因為外在閱讀動機引起

時，例如學生受到獎金或成績的誘惑而閱讀時，當外在閱讀誘因停止時，閱讀動

機就有可能降低或喪失，閱讀活動也就因此而停止。 

 

（三）社會 

閱讀的社會動機與人際和社會活動有關，例如喜歡與人分享書籍、溝通想法，

從中獲得鼓勵與成就感，並樂在其中。Wigfield 與 Guthrie 認為「社會」層面的閱

讀動機包括「社交」與「順從」。「為社交而讀」是指由與同儕、朋友或家人分

享或透過追求閱讀意義而能成為某社群一員的過程；「為順從而讀」則基於外在、

他人的要求或目的而閱讀，此兩種因個人外在社交的需要而產生的閱讀動機也可

歸納之外在動機中。社會動機能促進閱讀量的增加和閱讀成就，閱讀頻率、廣度

與數量高者多會參與社群（宋曜廷、劉佩雲、簡馨瑩，2003）。 

Wigfield 和 Guthrie (1997) 在「閱讀動機問卷」（Motivation for Reading 

Questionnaire，簡稱 MRQ）上的資料顯示閱讀動機有不同的面向，並可實際測量。

Baker＆ Wigfield 在 1999 年更將閱讀動機分為十一個向度，並進一步討論各向度

和閱讀活動及閱讀成就間的相關。這十一個向度即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 、

挑戰（  challenge）、工作逃避（work avoidance）、好奇（curiosity）、涉入

（involvement）、重要性（ importance）、認可（recognition）、成績（grades）、

競爭（competition）、社交（social purposes）和順從（compliance）。而在陳靜慧

(2004)所編製的「國小學童閱讀動機問卷」中，即將閱讀動機分為自我效能、閱讀

挑戰、好奇、涉入、重要性、認可、成績、競爭、社交、逃避、放鬆等十一個向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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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知閱讀動機複雜多樣，透過研究閱讀動機，了解學生「閱讀的

理由」為何，將可提升、加強學生的閱讀興趣，幫助學生達成有效的閱讀。本研

究所指的閱讀動機專指內在閱讀動機和外在閱讀動機兩種，內在閱讀動機是起因

於個體的內在需求，可維持較長時間的閱讀活動，並使學生主動閱讀。而外在閱

讀動機則是受外在誘因所引起，可操控較短暫的閱讀行為。兩種閱讀動機都能使

學習者進行閱讀行為，完成閱讀活動。由於兒童並非天生就喜愛閱讀，為了使兒

童能選擇進行閱讀行為、堅持閱讀行為，並為閱讀行為付出努力，為人父母及師

長應努力提高兒童閱讀動機，使孩子能對閱讀抱持高度的興趣，樂於從事閱讀的

行為。 

 

本研究參考 Wigfield 與 Guthrie（1997a）所做的閱讀動機分類，及陳靜慧(2004)

所編製的「國小學童閱讀動機問卷」，將閱讀動機分成三面向，共十四個向度： 

1.能力及效能信念：自我效能、閱讀挑戰 

2.成就價值與目標：好奇、重要性、涉入、喜悅、放鬆、認知、成績、競爭、

認可、逃避。 

3.社會：社交、順從 

其中自我效能、閱讀挑戰、好奇、重要性、涉入、喜悅、放鬆，及認知屬於

內在動機；而成績、競爭、認可、逃避、社交，及順從屬於外在動機。 

 

參、閱讀動機的相關研究 

國外學者對於閱讀動機的相關理論研究，已有一系列的實徵結果，茲將其重

要研究發現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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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兒童閱讀動機的引發和父母的態度有很大的關係 

Walberg（1984）研究父母與兒童的相處時間，發現父母實際上掌握了兒童 87%

的時間，因此兒童會有很多時間可以和父母一起相處；而根據 Bandura（1973）的

社會學習論可以得知：兒童會經由模仿他人而習得新行為，因此父母的每一個態

度都會深刻的影響子女。研究閱讀動機的學者也發現，所有的影響因素之中，以

父母的態度最佔關鍵性的地位。例如：Wight 與 Grossman（1977）的研究顯示，

兒童對閱讀的喜好程度，受父母的影響較師長多。如果父母能經常與兒童一起閱

讀、分享閱讀心得、讀書給孩子聽或聽孩子讀、和孩子一起討論書籍，對於培養

其閱讀習慣、引發其閱讀動機，都有非常好的效果。Spiegel（1993）更直接指出

父母在子女的閱讀計畫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Whitehead（1984）認為文化背

景、父母對孩子的期望、以及家中擁有優良的閱讀資料，均足以影響孩子的閱讀

興趣（轉引自陳海泓，民 88）。 

Susan（1985）的研究顯示，孩子的閱讀分享對象多半是母親或女性的親戚，

而且兒童閱讀能力和興趣的培養，是在早年受到家長的影響，因此家長對於兒童

閱讀動機的培養居於重要地位。Michael 與 Susan（1988）的研究中，也發現到孩

子閱讀能力的好壞、閱讀態度良好與否，都與父母閱讀與否有直接關係。高閱讀

動機的學童，其父母經常閱讀，也鼓勵他們的孩子閱讀。 

William（1989）則指出，有高學業成就的學生，在家庭教育上，父母都是採

取鼓勵閱讀的方式；且父母如果經常閱讀，也會激發子女的動機，而成為經常性

的閱讀者。Carr （1995）以「閱讀態度問卷」和觀察的方式來研究國小學生的閱

讀態度，結果發現：學生缺乏閱讀動機的原因是因家庭缺乏示範作用的人；而後

測的結果也發現，朗讀的方式，對學生的閱讀動機有明顯的提昇。因此父母在家

即使呈現了閱讀素材，也必須有閱讀行為的示範，如此方能有效的引發兒童的閱

讀動機（Mello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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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nyarittigun（1997）曾以實驗的方式，針對 10 位四年級和六年級低成就、

低動機的小學生進行研究，在父母參與的結果顯示，學童在閱讀上的自我效能和

動機皆有提昇。家庭環境的鼓勵可以有效提昇學生的閱讀動機（Kane &Warner, 

1997）；而父母更是決定兒童閱讀動機高低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父母給予兒童較

多的互動的機會，他們的閱讀行為頻率會更高（Wigfield & Guthrie, 1995）。 

 

二、閱讀動機受到性別差異的影響 

男女生的自我概念和社會所賦予的刻板印象有關，通常男生較傾向體能、數

理方面，女生則在語言、藝術方面表現較佳（Jackson, Hodge, Ingram, 1994），因

此一般說來，女生的閱讀態度會較男生積極，研究結果也證明了這項假設。Cloer

與 Pearman（1992）以「國小閱讀態度問卷」調查國小學童的閱讀態度，發現低年

級的男女生，在閱讀態度上並無明顯的不同；但是高年級的男生閱讀態度卻比女

生來得不佳。 

Brown（1993）及 Porter（1995）的研究結果都發現女生的閱讀態度和自我效

能高於男生。Wigfield 與 Guthrie（1995）以「閱讀動機問卷」及「閱讀活動調查

問卷」來研究國小學童之閱讀動機，也同樣發現閱讀動機在不同性別之間，也存

在顯著差異，女孩的閱讀動機普遍比男生高，且女孩看的書也比男生多。Wigfield 

與 Guthrie（1997）在 1995 年的研究獲致結論後，仍繼續就閱讀動機此一主題加

以探討。在此次的研究中，他們發現兒童的閱讀動機是具多面向的；且引發兒童

的內在閱讀動機比外在動機更能預測兒童閱讀的深度與廣度；女孩的閱讀動機比

男孩更正向積極。 

Anderman（1996）以調查研究的方式，獲知三年級到六年級國小學童的閱讀

態度。結果發現：年級較小的女生視閱讀價值較高，且閱讀態度也較積極。可見

閱讀態度的差異，存在於男女不同性別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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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的研究中，也得到相同的結論。李素足（民 88）研究國小中、高年級

的學生發現，女生閱讀行為的頻率和閱讀動機，都顯著高於男生。 

 

三、閱讀產生的情緒反應也可以增進閱讀動機 

Downing 與 Leang（1982）認為對特殊書籍屬性的喜好態度，加上透過閱讀

實現需求的動機，才能喚醒學生的注意，開始閱讀理解的過程（轉引自羅慶文，

民 84）。Sherry（1988）認為讓學童在自然情況下學會找到自己喜歡的書，是激發

學童閱讀動機的有效途徑。Smith（1988）提出一項觀察報告，認為閱讀所產生的

情緒反應是大部分讀者喜歡閱讀的主因，而且也可能是沒有閱讀習慣的人之所以

不常閱讀的原因。此情緒反應即是促使讀者閱讀的動機因素，然而 Athey（1985）

提出此類情緒反應的部份並不受重視，乃是因為其定義模糊且不易評量（轉引自

阮淑宜，民 80）。 

 

Young（1990）研究 20 位有閱讀障礙的學生，結果發現，學生的自我效能和

閱讀成就呈現正相關。Berglund（1991）以調查研究的方式，獲致下列結論：1.提

供學生自由閱讀的時間、讀給學生聽以及表露個人對閱讀的熱情，有助於提昇學

童的閱讀動機。2.強制性的讀書報告、不佳的作業形式、減少閱讀機會，都會降低

學生閱讀的動機。 

Hale（1994）觀察國小一年級的學童，發現學童從看書、和家人互動、上圖書

館機會的多寡、看書的目的，來衡量閱讀的價值。 

Wigfield 和 Guthrie（1995）在閱讀動機問卷的分析中，發現「社交需求」、

「閱讀價值」、「求知慾」、「美感經驗」、「閱讀成績」、「閱讀的重要性」

等特質，和閱讀行為的頻率有顯著相關；亦即內在動機需求較能促進兒童的閱讀

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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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和閱讀動機的相關研究 

父母、家庭對於引發兒童閱讀動機雖然具關鍵性地位，但也需要學校、圖書

館和整個社會一起合作，如此方能全面性的帶動閱讀風氣。Susan（1984）與 Susan

（1985）在研究中特別提到，現在吸引兒童的事物太多，閱讀動機的引發及閱讀

習慣的培養，必須經由家長、學校及圖書館通力合作，自動連續的舉辦活動，才

有效果顯現。所以除了父母之外，兒童在發展閱讀興趣方面，教師也佔有重要地

位（Berglund, 1991；Wigfield & Guthrie, 1995）。 

Mullen（1995）以「閱讀行為量表」、「閱讀態度問卷」、「自我效能量表」

來研究四年級到六級的學童。結果發現： 

1.閱讀成就和閱讀態度成正相關。2.閱讀自我效能和閱讀態度成正相關。

Gambrell（1996）以會談式訪談的方式，研究影響學生閱讀動機的重要因素，從訪

談的結果可以獲知：1.當學生越有機會接觸書本，其閱讀動機會較高；2.當學生擁

有書本的自我選擇權時，其閱讀動機會較高；3.學生對於故事的熟悉性，會影響其

閱讀動機；4.如果在閱讀當中能夠與他人有所互動，分享心得，或者獲得他人的鼓

勵，都能夠有效的提昇學童的閱讀動機。 

Angeletti（1996）以觀察記錄的方式，發現每天讀書給學生聽、組成讀書小組、

以及以兒童為中心的閱讀方式，能夠顯著提昇國小學童的閱讀態度。 

Huck（1997）認為兒童缺乏接觸讀物的管道，需要父母、教師和圖書館員積

極的協助，讓兒童擁有良好的閱讀技巧、閱讀環境、閱讀知識，需要成人的積極

投入。 

Miller 與 Meece（1997）以調整學生的閱讀作業的方法，來探究學生的閱讀動

機是否有所改變，結果發現，統整性的教學及作業活動，能引發學童的內在閱讀

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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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林建平（民 84）的研究結果顯示：閱讀動機與閱讀成就的相關高於

理解策略與閱讀成就的相關。故可以知道閱讀動機較理解策略更能決定閱讀表現

的相關。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家庭環境的鼓勵和父母的積極的閱讀行為，是引發兒童

閱讀動機的一個主要因素，而學校的課程及教師的教學亦對兒童閱讀興趣的發展

有著很重要的地位。本研究想了解透過閱讀教學是否能有效增進兒童的閱讀動

機，進而幫助兒童培養良好的閱讀習慣，此即為研究者所欲探究的焦點之一。 

 

肆、閱讀動機的提升 

一、閱讀動機的重要性 

兒童的閱讀習慣，到國小六年級即已定型，且影響其一生（Bloom, 1964）；

兒童對於書籍的興趣和閱讀動機的引發，是需要培養的（陳海泓，1999）。綜覽

文獻後歸納閱讀動機會對學生在閱讀層次、自我閱讀選擇及閱讀成就等幾方面有

所影響，分述如下： 

 

1.對閱讀層次的提昇 

動機在學習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會造成表面、粗淺的學習以及深沈、內

化學習的不同（Gambrell,1996）。高閱讀動機的讀者會進行長期閱讀，並且樂在

其中，因此閱讀層次也將會有所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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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我閱讀選擇較高 

學生因為動機的不同，對閱讀時間投入的多寡、閱讀種類的選擇等也會有所

不同。高閱讀動機的讀者通常都是自我決定，並且會自行創造他們的閱讀機會的。

他們常會因為一些廣泛的私人理由，比如好奇、複雜的情況、社會互動、情感的

滿足等，想要去閱讀或者選擇去閱讀（Gambrell,Codling ＆ Palmer,1996）。 

 

3.對閱讀成就的影響顯著 

很多動機理論學家主張個體的信念價值和成就目的在他們與成就關係的行為

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Guthrie ＆ Wigfield,1997）。高閱讀動機的讀者會對閱讀投

入較多的時間，進行較深入的處理，故其閱讀成就也就自然會有所提昇。 

 

二、提升閱讀動機的方法 

依據上述的閱讀動機理論，許敏華（2004）提出教師在提昇閱讀動機可以努

力的方法如下： 

1. 以兒童為中心的課程取向：提供一個開放型的學習情境，允許學生依

個人能力調整，監控自己的進步情形。同時建立孩子的責任感、歸屬感成為一個

自律的個體，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內在動機。 

2. 統整性的教學活動設計：在教學設計上，Miller 和 Meece（1997），

指出，透過統整的課程設計單元，可以引發學生自我導向式的學習，進而提昇自

發型的閱讀動機。統整的課程設計，包含同一課程中不同語言活動的結合，這樣

可以避免學童對課程產生不值得一顧的疏離想法，讓學生了解自己為何學和學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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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其優點是教材內容對學生是有意義的，可以發展學生的自主性，進而對學習

更具責任感。 

3. 讓學生有選擇閱讀與閱讀材料的機會：讓學生自主選擇，成為學習

環境中的主角，有助於學生的學習動機。允許學生作選擇，如自由選擇書、看書

的方式，獎勵的書本等，可以提昇他們的內在閱讀動機（Paris & Oka,1998） 

4. 提升學生對書本的熟悉程度與有關的先前經驗：從生活中累積經

驗，讓學生有機會在真實的活動中，使用讀寫的能力，如閱讀和寫作，傳遞和語

文的溝通能力及領略文字之美，讓學生於建構意義和後設認知的過程中成為主動

的主角，  才是引起動機最成功的方法（  Lippe & Weber,1996 ；  Miller 

&Meece,1997）。 

5. 安排可接近的閱讀示範者：根據 Bandura(1994)的社會學習理論，學

生會模仿他人的行為，當孩子發現大人可以從閱讀中獲得樂趣時，將視閱讀為值

得做的活動。當孩子從閱讀中獲得愉悅的情感經驗，將引發其閱讀的內在動機。 

6. 安排最可接近的藏書情形：如果孩子所處的環境是一個書籍隨手可得

的地方，習慣於豐富的文學環境，孩子將習慣拿書來看，若是處在文學貧乏之地，

沒有相當的習慣及模仿的對象，對書本當然提不起興趣。 

7. 提供適當且與閱讀有關的誘因：提供一些挑戰、激起好奇心，引發

幻想、給予主權等方式，可以增加內在的閱讀動機。一些研究（Lepper & Hodell，

1989；McQuillan，1997) 也指出，雖然誘因的功效在教育上仍無定論，但可以確

定的是，在移除和閱讀無關的誘因後，閱讀能力和興趣一致降低，而增加和目標

行為相關的誘因，如讓兒童經常接近書本、提供舒適的閱讀空間，以及良好的閱

讀示範，將大幅提昇閱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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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營造與他人社交性的互動的機會：雖然閱讀可能看起來是一項單獨

的靜態性活動，但是如果老師能提供討論書本內容，將可以激發起學生更高的閱

讀動機（Gunning，2000）。同時，在互動時，學生得以意識到文學的功能，更能

促進他們的學習動機。 

 

從上看來，要提升學童的閱讀動機，一方面要從內在提升其閱讀興趣，以兒

童為教學的中心，設計相關的統整課程，並在教學中增加學童與文本互動的機會，

並給予學童自由選擇文本的權利；另一方面也可透過外在的誘因或獎勵，激勵學

童的閱讀興趣。而教師除了可為學生佈置隨手可得的圖書環璄，也可多為學生營

造社會互動的機會，讓學童透過分享討論愛上閱讀，此外，教師也要勉勵自己成

為學童閱讀的榜樣，如此學生便會透過模仿教師的行為，自然養成良好的閱讀習

慣。 

 

 

第二節 閱讀理解教學之探討 

壹、閱讀教學法 

教學法是指在教學的歷程中所使用的方式和程序，不同的心理學觀點將影響

閱讀教學的方法，Graves, Juel 和 Graves（1998）分析指出，閱讀教學方法約可以

分三種，其著重點各有不同。 

 

一、著重傳統基本觀點 

從 1910 到 1985 年間，學校指導兒童閱讀的方法，主要是傳統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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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生字新詞、教材依難易度編排、教學手冊精編善用、各種讀書技巧單獨教學、

學生確實填寫學習單、標準化測驗、以教師為中心等，意欲藉由教師循序漸進的

安排閱讀計畫而奠定良好的閱讀基礎（ Graves Watts-Taffe，& Graves,1999；張玉

成，2001）。 

 

二、著重文學本位觀點 

文學本位策略採取較柔性、文藝味道較濃的作法，讀物以文學作品為主，大

眾化讀本為輔，不主張傳統的課本編輯方式。閱讀技巧採隨機教學，不特別強調

標準化測驗，活動設計採教師中心及學生中心。 

 

三、著重全語文觀點 

全語文教學是一種理念，教學時重視從整體到部分，功能先於形式，以學生

為本位，強調學生在教室參與的是具有整體性、一貫性且有意義的閱讀活動。教

材應配合學生的興趣需要，並結合學科，使學生能藉由閱讀活動培養語言能力且

學習各科知識，達到讀的真實目的。因此，全語言的教室通常安排各種學習區，

提供設備，讓學生在各學習領域學習時，將語言統整入學習活動中（李連珠，

2000）。其優點是，學生在自然的情境下學習，閱讀是互動、主動的過程，學生

自然的接受整體的學習。 

 

從上述看來，每種教學觀點都有其優缺點，以傳統的基本觀點來看，教師雖

然比較容易控制教學進度，但易導致學生產生制式化的想法，缺乏個人的主觀意

識。然而以文學本位觀點與全語文觀點所設計的教材較為活潑有趣，比較能引起

學生的興趣，尤其是全語文方法更是進一步引導學生與作者交流互動，產生心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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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會，讓學生以輕鬆愉快的方式自然的悠遊於閱讀天地中。 

 

從林男勝（2000）、鍾雅婷（2000）等研究者的研究中，將上述的閱讀方法

實際運用於閱讀，可以歸納出具體閱讀的教學方法有： 

 

1.直接教學法(direct instruction) 

Cotton 和 Maggs 認為直接教學法是一種教學方法，將大量時間專注於課業學

習，利用結構性的教材來進行課堂活動，無論教師提出問題或作業習題，都直接

了當的問問題，答案也明確具體，教師立即給回饋，學生在教師監督下進行學習，

少予自由活動（林生傳，1992）。在此種教學方式之下，教學者根據學生的程度，

將教學內容組織、細步化，並且有系統地、明確地教導學生完成其學習目標，同

時評估學生的進步情形，對於錯誤也給予糾正 (Doyle, 1983)。Rosenshine 和

Stevens(1984)區辨出其中最重要的三個成份為：「示範」、「引導練習與回饋」和

「獨立練習」。所謂「示範」就是教師給予學生明確清楚的方向，告訴學生應該

做什麼；「引導練習與回饋」是教師教導學生所有技巧的使用後，教師和學生一

同練習這些技巧，並給予適當的建議；最後，「獨立練習」是在沒有教師和其他

同儕的協助下，由學生獨自練習這些技巧。直接教學法的優點是教材有系統、有

組織，每一個學生能精熟之後再進行下一個步驟，老師容易掌控進度及學生的學

習狀況，但機械式的操作練習很容易忽略一些教學成分（如閱讀興趣）。 

 

2.默讀法(sustained silent reading) 

Samuels 和 Farstrup(1993)認為默讀是指在一段時間中，教室的每一個人為了休

閒消遣而閱讀。Hopkins (1997)認為，默讀是根據學生年級水準和能力，老師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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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出 10 到 30 分鐘的時間來進行安靜的閱讀活動。目的是讓學生學習與培養獨立

閱讀的習慣與能力，以成為自主的學習者。教師在教室角落放置各種主題、各種

形式的文學作品，每天一些時間，學生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程度或有興趣的書自行

閱讀，而教師也在一旁閱讀，以作為身教。默讀法的優點是學習者必須自己負責，

為自己選擇適當的閱讀材料、靠自己解決閱讀困難，自主性較高，故可建立學生

的自信心。 

 

3.相互教學法(reciprocal teaching) 

相互教學法係由 Brown 和 Palincsar 於 1978 年參考 Vygosky 的「近側發展區」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PD）理論、「預期教學」（proleptic teaching）

理論和 Wood 等人的「專家鷹架」（expert scaffolding）學習理論所設計的閱讀理

解教學方案(Palincsar & Brown,1984；Rosenshine & Meister,1994)。其目的是為了讓

學生在閱讀的過程中，能經由教師和同儕等社會性的互動，由專家(通常是教師)

提供學生一個學習的「鷹架」(scaffolding)，讓學生能有機會學習各種策略，達到

理解文章的目的。教學方法是教師在教學中，提供社會性支持的學習環境，給予

學生專家鷹架，透過師生相互對談的方式，在師生互動的過程中，漸進式地逐步

協助學生學習及發展閱讀理解策略，來達成學生了解文章的意義。師生輪流扮演

教學者的角色，先由老師示範，學生學習，老師經由對話提供回饋，直到學生熟

悉之後，則由學生獨自學習，老師來評量學生的閱讀成果。對話的內容主要是透

過摘要（summarizing），提問（questioning）、澄清（clarifing），預測（predicting）

等四種策略來達成。相互教學法強調師生間的「對話」和「學習責任的逐漸轉移」

（Palincsar ＆ Brown，1984），因此其優點是透過對話和責任移轉過程，促進學

生閱讀策略的使用，增進其閱讀監控的能力，進而提升閱讀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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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告知式學習策略方案（inform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簡稱ISL ） 

結合交互教學法和直接教學法的觀點而予以折衷，其目的是告知兒童有關幫

助閱讀理解的策略，以引導他們成為具備閱讀策略的閱讀者。所以，在課程中設

計了具體說明的策略，在教學的過程中，學習的責任透過目標策略的模仿，引導

式學習及策略的獨立運用，由老師逐漸轉移到學生身上。 

 

從上可知，不同的閱讀教學指導方法，適合於不同的情境，我們在引導學生

閱讀時，應當想辦法運用各種閱讀指導方法，讓學生能接觸到不一樣的經驗，不

但能多方試探學生興趣所在，也能讓教學技巧多樣化。因此在閱讀教學上，研究

者採取「相互教學法」作為主要的教學方式，在教學情境中透教師的提問及放聲

思考等方式，為學生搭築學習的鷹架，協助學生獲得閱讀理解及統整能力。 

 

貳、閱讀理解的定義與歷程 

一、閱讀理解的定義   

劉雅筑（1999）的研究中指出，在 1970 年之前有關閱讀的研究大多專注於讀

者對文字的辨識，這種強調文字的學習與辨識的結果，不僅過於簡化了閱讀的活

動，更忽略了讀者在閱讀理解文章的複雜心理歷程。但到了 1970 年的末期，研究

者開始調查讀者的認知歷程，以解釋讀者如何進行理解。這些研究顯示讀者在閱

讀時，能夠連結文意的訊息與他們的經驗背景，他們瞭解故事的結構或從文章中

作推論，並且確認文章中個別的字及其特殊的意義。因此，劉雅筑（1999）歸納

了認知心理學家、語言家、社會學家及心理學家的發現，對閱讀教學有了直接的



 

 35

影響（Myers & Paris,1978），並從傳統的觀點和心理語言學的觀點來加以說明閱

讀理解的定義，其觀點闡述如下： 

 

（一）傳統的觀點 

傳統的觀點認為閱讀是技能的表現，只要具備應有的技能，閱讀便能自動發

生。技能包括五項不同程度的技巧，並產生不同層次的理解（Evans & 

Mercer,1986;Swaby, 1989）： 

1. 字彙發展：即文字的理解能力。 

2. 文意理解：即對文句己明確敘述之文意的理解，能瞭解文章的重要訊息

或主要概念。 

3. 推論理解或解釋性理解：即根據文章所陳述的訊息，加上自己的經

驗、判斷，而作出適當的推論或假設，且此項推論或假設並非文章所明白陳述者。 

4. 評鑑或批判性理解：即根據文章所陳述的訊息，加上自己的經驗、知

識與價值信念，作出適當的評判。 

5. 欣賞性理解：即根據個人的情感或審美觀，表達對文章情意感受。 

 

（二）心理語言學觀點 

學者認為理解是已知事物和未知事物間的橋樑。他們以閱讀理解需要具備的

條件和過程說明閱讀理解的概念。這些概念包括（Lerner,1988; Rumelhart,1977）： 

1. 閱讀理解必須依靠讀者具備的知識和經驗：理解的表現必須建構

於讀者具有經驗、語言的知識、文章結構的認識等背景和知識才可能發生，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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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模」理論的重點。 

2. 閱讀理解是語言的過程：閱讀是經由語言而獲得意義的過程；亦即心

理語言的過程。 

3. 閱讀理解是思考的過程：閱讀如同問題解決的過程一樣，為了獲得理

解，讀者必需運用概念，建立並且考驗假設，而後逐步修正假設。這個過程就是

閱讀思考活動。 

4. 閱讀理解需要讀者主動投入文章中：讀者必需主動結合他們具有的

基模以貫通文章的內容，最後獲得理解。 

 

而黃瓊儀（2003）的研究中，提到 Pearson 和 Johnson（1978）認為閱讀理解

之程度可分為三個層次： 

1.表層文義的理解：指讀者能對答案直接明示於文章中的問題產生理解，

即字面的理解。 

2.深層文義的理解：指讀者能對答案須經由間接推論的問題產生理解，即

推論的理解。 

3.牽涉到個人經驗的理解：指讀者能對牽涉到個人經驗理解的問題產生

理解。 

 

綜合言之，閱讀理解是一種複雜的心智運作過程，與讀者本身的先備知識、

基模密切相關，讀者可以運用閱讀理解的相關技能，以達到不同程度的閱讀理解。

而讀者在閱讀歷程中，可以利用既有的先備知識和經驗解釋所閱讀的材料，以便

建構意義，如此可使讀者更瞭解文章的意義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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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讀理解的歷程 

識字與理解是閱讀的兩大成分，前者是後者的基礎，而後者是閱讀的終極目

標。Gagne（1985）則將閱讀歷程區分為四階段，來探討閱讀理解的過程。此四階

段為解碼、文義理解、推論理解，及理解監控（連啟舜，2002）。茲分別詳述如

下(參見圖 2-2-1)： 

 

資料來源：胡永崇（1995） 

 

 

 

 

 

圖 2-2-1 閱讀理解的歷程 

 

(一)解碼（decoding） 

本階段主要是指辨認文字，使之產生意義。解碼的歷程包含比對(matching)和

轉錄(recoding)兩種。比對是指不需經由發音歷程，見到字即能從長期記憶中檢索出

對應的意義，即解碼歷程達到自動化；轉錄是指看到單字，需先把字音念出來，

再依循字音從長期記憶中檢索出字義。 

 

(二)文意理解（literal comprehension） 

係指直接從文句中擷取字彙之表層意義，進而詮釋整句文句的意義。包含字

理解監控 

解碼 推論理解 文字理解 



 

 38

義觸接(lexical access)以及語法分析(parsing)兩個歷程。字義觸接是指閱讀者在認出

字形或字音後，從先前解碼結果所獲得的文字中去選擇適合的字義的過程，藉此

了解句中每一個字的意義；語法分析是指閱讀者分析句子構成規則，將各種有意

義的字詞依其適當的關係連結在一起，以了解句子的意義。 

 

(三)推論理解（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 ） 

閱讀者如欲對文章內涵進行深入了解，應經過推論理解歷程。包含統整

(integration)、摘要(summarization)以及精緻化(elaboration)。統整是指閱讀時將文章中

的句子意義作連結，使其不失其原本之意義，且文句仍具有前後連貫的一致性；

摘要是指閱讀完一段文章後，將文章意義濃縮或精簡成大綱型式的表徵方式，在

文字大量減少的情況下，尚能不悖離文章原來所欲表達的旨意，且能將文章中的

關鍵要點找出來，並作有組織的整理；精緻化是指讀者將新訊息與舊知識相互連

結而產生新的體驗，精緻化歷程的產生，增加閱讀者更多可自由揮灑的彈性空間。 

 

(四)理解監控（comprehension monitoring） 

理解監控是一種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歷程，也就是閱讀者檢視自己是否

完全了解文意，對於自己閱讀理解歷程的覺察。本階段的歷程包含設定閱讀目標

（goal setting）、選擇閱讀策略（strategy selection）、檢核目標（goal checking）、

與採取補救方案（remediation）。 

 

對以上四種閱讀理解模式以及 Gagne 所提出的閱讀歷程的四個階段，正可提

供本研究作為觀察與分析學童閱讀理解的一個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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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讀理解的模式 

閱讀理解是閱讀認知歷程中重要的成分，所以教師在實施閱讀教學前，要先

了解閱讀理解的歷程，以為為實施閱讀教學的依據。從連啟舜（2001）、林秉武（2003）

和李燕妮（2006）的研究文獻歸納出五種閱讀理解模式，分別是由下而上模式

(bottom-up model)、由上而下模式(top-down model)、互動模式(interactivemodel)到基模

理論(schematheory)模式、「建構統整模式」（Construction-Integration Model），及訊

息處理理論(information processingtheory)模式，以下分別從不同的模式對閱讀理解歷

程提出說明。 

 

（一）由下而上的理解模式（Button-Up Model） 

由下而上模式是早期對閱讀理解歷程之解釋。此模式強調文字或句子的編碼

與解碼，是由部分至整體的歸納處理模式，因此認為閱讀是從最基本的視覺處理、

字詞彙辨識開始，到最高級的記憶和理解，逐層而上的學習。在此模式中，閱讀

在本質上被視為一種翻譯、解碼及編碼過程，強調知覺的解碼技巧，不重視先備

知識和後設認知的能力。 

 

（二）由上而下的理解模式（Top-Down Model） 

由上而下模式乃 Goodman 於一九七０年提出，認為閱讀是個動態過程，亦認

為整體大於部分的總和，屬於整體方法（holisticapproach） 的取向，故較不重視解

碼與拼音教學。此模式強調文章的結構和意義都由閱讀者主動建構，因此在教學

上， 強調知識與經驗的重要性，即讀者是否具備足夠的先備知識會影響其閱讀理

解，而讀者可透過擁有先備之知識和語言能力，去猜測或預測所要理解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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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互模式（Interactive Model） 

交互模式是由下而上模式及由上而下模式同時交互發生的歷程。上述兩種模

式皆屬於直線模式（linear models），「由下而上模式」重視視覺刺激的知覺歷程，

忽略了讀者的知識、概念與文章的脈絡的影響；「由上而下模式」則直接關注讀者

的背景知識、強調概念結構的認知歷程，忽略資料本身的價值，光是強調單向的

閱讀歷程是不夠的， 應兼備上述兩種才夠完備詳細解釋閱讀歷程，因此 Rumelhart

（1977）主張此兩者在閱讀歷程中應同時並存，而提出了交互作用模式，描述閱讀

是多種知識來源的同時聯合應用。此模式重視由下而上對視覺刺激的知覺歷程和

由上而下結構的認知歷程，目的在建構所閱讀文章的模式，強調建構文章意義時

的背景知識與處理訊息時策略的運用（王英君、周台傑；2000）。透過該理論可以

了解學生應該經常持續地使用他們的背景知識和解碼的技巧，從文章中發現意

義。而教師若經常使用交互模式，可以統整學生的閱讀經驗，強化他們個人的優

勢能力，增進他們弱勢方面的經驗範圍。 

 

（四）建構統整模式（Construction-Integration Model） 

建構統整模式是假定讀者使用命題（proposition）對文章進行分析，即在文章

理解歷程中，讀者心理表徵不斷「建構」與「統整」的循環歷程。在「建構」階

段，讀者會不斷活化新的命題，將在腦中原有的語意、語法，和文章有關的知識

概念，都會因讀者閱讀文章內容而觸發新的命題；在「統整」階段，讀者會不斷

地進行「參照性推論（referential inference）」，以求理解文章的意義。此兩階段是不

斷循環、交錯進行，只要讀者覺得有需要，先前建構的每個表徵，都可以一再被

擴散與活化，直到其形成穩定的理解表徵為止（Kintsch,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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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閱讀之訊息處理理論模式（Information-Processing Model of 

Reading） 

隨著認知心理學的發展，其主要理論架構─訊息處理理論（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強調閱讀是一項「互動」和「主動建構」的歷程。在此歷程中，

讀者藉由文章訊息與既有認知基模（schema）產生互動，進而建構閱讀內容的意義。 

 

綜觀閱讀歷程的模式可知，不同的閱讀理解模式，會導致不同閱讀教學法的

使用。從上述的討論得知，一個好的閱讀教學能夠獲得高層次的閱讀技巧，並達

到閱讀理解的目標。因此，最佳的閱讀模式即是充分考量上述的五種基本閱讀模

式，並能充分運用每一種模式的特點。 

 

參、閱讀理解策略之探討 

一、閱讀理解策略的定義 

策略是不同於技能的（Paris, Wasik & Turner, 1991）。技能是一種例行性、幾

近自動化的行為（Dole et at.,1991）。Torgesen（1982）指出策略是指任何有組織、

序列性的過程活動，以幫助決解心智性的作業。Gagné(1985)指出「策略」（strategy）

則是一種有系統、有計畫的決策活動，也是屬於目標導向的活動， 它必須利用心

理歷程， 以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因此，策略可以以說是獲得知識的一種工具、

一種手段，引導個人理解問題以尋求解答或達到所要求的表現。  

而閱讀的過程中涉及許多複雜的心智運作歷程，想要了解文章的意義，策略

的使用是不可忽視的重要因素。閱讀理解是一種彈性運用策略的歷程（林蕙君，

民 84；楊芷芳，民 83）。閱讀理解策略是指讀者視文章的不同或閱讀的目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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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調整其閱讀方法，以達到理解的效果。而不同的學者在進行研究時對閱讀策略

採用不同的觀點：有的以閱讀的過程來界定有關的閱讀策略，有的以策略的性質

將閱讀策略區分為認知及後設認知等層面(林建平，民 83；林蕙君，民 84；郭靜姿，

民 81)。 

由上可知，閱讀策略是一種有組織計畫的活動，或是從文本中獲得新知的方

法，可以視閱讀的需求採取不同的策略，以達到使讀者閱讀理解的目的。 

 

二、閱讀理解策略之相關研究 

有關閱讀理解策略，國內外有相當多的文獻資料，這一些研究大多在了解學

生在閱讀理解歷程中的一些問題。以下提出近年國外、內閱讀理解策略與閱讀理

解的相關研究情況： 

Caverly MacDonald(2002)的研究結果發現後設認知閱讀策略對於文章的閱讀

歷程有持續性的影響。而鄒美華（2003）的研究中亦顯示實施閱讀學習策略教學

能增進國小五年級學生的後設認知並具有持續性的效用。 

林姿君(1999)的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組組員在閱讀討論的過程中(無教師介入與

引導的情況下)，會形成一種特定的閱讀策略使用歷程模式。王英君(2000) 發現有

效的閱讀理解策略使用必須配合策略知識、內容知識、及相關的後設認知知識。

吳訓生（2000）提出高閱讀能力受試傾向於從整體角度、使用比較有組織的方式

來整理文章要點。 

 

從上述各研究者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有效的閱讀策略配合閱讀相關知識，可

以幫助學生在閱讀中進行有組織性的閱讀，並對增進學童的後設認知有持續性的

影響。本研究希望能透過閱讀策略教學，引導學生經過特定的閱讀歷程來進行有

效率的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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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讀理解方案及策略介紹 

閱讀理解策略的種類繁多，研究者整理劉雅筑(1999)、陳雅文(2004)、許惠玲

(2007)等研究者的研究資料，從中舉出幾種閱讀理解策略敘述如下： 

 

（一）Dole 等人的文章閱讀五策略 

Dole, Duffy, Roehler 和 Pearson 認為閱讀理解教學應強調教導學生一套理解

文章所可用的策略，據閱讀的認知的研究，這一套適用於閱讀任何文章的策略包

括有五種策略(引自林建平，民 83)，分別為找出重點、摘要訊息、引出推論、產生

問題，及監控理解。 

 

（二）Tregaskes 和 Daines 的後設認知策略 

Tregaskes 和 Daines（1989）在其研究中，所訓練的後設認知策略包括：視覺

心像、摘要句子、網狀化、自詢及建構一組提供監控系統的卡片，協助學生檢核

對文章的了解，當未清楚理解，即進行重新理解。 

 

（三）Palincsar的四種閱讀理解策略 

Palincsar (1987)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與學生輪流引導對話，共同分享文章的

內容，具有鼓勵學生討論分享他們如何從文章中建構意義的重要特色。而從其討

論的方式，在於透過彈性的運用摘要（summarizing）、發問（questioning）、澄清

疑慮（clarifying）、與預測（predicting）等 四種閱讀理解策略，以達成對文章的

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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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Meyers的閱讀策略 

Meyers Lytle(1990） 把閱讀策略歸類為六大類，包含對疑問的監控（monitoring 

doubts）、顯明的理解（signaling understanding）、精緻化、推理、分析、評論（引

自王英君,2000）。 

 

（五）「PQ4R」法 

Thomas 與 Robinson 於 1972 年提出的文章，以 Robinson(1961)所提出的

「SO3R」為基礎，分別是預覽(preview)、質疑(question)、精讀(read)、反省(reflect）)、

和複習(review)。而 Adams, Carnine， Gersten(1982)的研究顯示這些方法對年紀較

大的兒童，能提昇其閱讀的效果（引自林清山譯,1991）。 

 

（六）「PQRST」法 

Staton(1982)在其所著的”How to study”一書中曾介紹 PQRS 五步驟讀書法，分

別是：預覽(preview)、提問(question)、精讀(read)、重述(recite)、測驗(test)，比較

PQ4R 法，增加了測驗步驟，對於記憶及理解有正向的幫助（引自鍾雅婷，2000）。 

 

（七）魏麗敏的閱讀理解策略 

魏麗敏 (2000) 認為教師是學生學習上的引導者，教師的教學方法與師生間的

互動則關係著學生的學習成就，閱讀理解的策略有以下幾種：概覽法、嘗試回憶

法、諧音法、位置記憶法、演繹法、歸納法、心象記憶法、腦力激盪法、多重感

官訓練、後設認知訓練、同儕互動、行為改變技術、SQ3R 法(survey、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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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recite、review) 、PQRST 讀書法 (preview、question、read、state、test) 、

MURDER 學習法 (mood、understand、recall、detect、elaborate、review) 。 

 

另外，郭靜姿 (1992) 採 Pressley 的觀點所歸納學習策略整理如下表 2-2-1。 

表 2-2-1 採 Pressley 的觀點所歸納學習策略 

階段 增進理解的使用策略 

閱讀前 
複習背景知識→經驗聯結→討論主要的單字與概念→瀏覽文

中插圖→閱讀文章提要→預測文章內容 

閱讀中 

畫線分析、結構統整、各單字組合後的意義對照上下文、重

新瀏覽、畫重點、分段閱讀、自我問答、做筆記、摘要、文

章架構分析 

閱讀後 
檢視評估、重點摘要、做新的聯想、評鑑自己了解多少、圖

示文章結構、根據評鑑結果自我修正 

 

研究者為增進學生的閱讀理解，故參考上述研究所整理之閱讀策略，於本研

究中探討學生在閱讀歷程中運用連結、提問、和預測等三種閱讀理解策略的表現

情形，茲將三種閱讀理解策略整理與說明如表 2-2-2。 

 

表 2-2-2 本研究所運用之閱讀理解策略說明 

閱讀理解策略 說 明 

連結策略 指教導學生就他們所閱讀的材料，在閱讀時或閱讀之前，和他

們的經驗做比較。運用已具有的先備知識促進對文章的了解，

讀者將所讀的內容與現實生活自身經驗做連結。用自己的話說

出日常生活中有過的類似經驗或情境，讓閱讀深耕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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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續) 本研究所運用之閱讀理解策略說明 

提問策略 指學生自己從文章中產生問題，並就閱讀的材料中找出理由支

持他們的自我回答。學生針對文章的重要概念形成一些問題，

以檢核自己的理解狀況。此策略促使學生積極監控自己的學習

活動，並採取一定的策略行動。 

預測策略 預測包括在閱讀文章之前，依文題預測它可能在講什麼，或依

段落標題預測此段可能的內容；在閱讀文章之後，預測接下去

故事將如何。做預測能催化先備知識並產生預期，因此可增加

文章的意義化與記憶能力。預測策略可教導學生去思考有關文

章主題的內容及結構，並可使學生主動投入閱讀，滿足其好奇

心。 

研究者除了教導學生如何運用閱讀理解策略，並以實際的文章內容做策略的

示範與運用，在向學生解釋為何要使用策略之後，再以這三種策略做為架構進行

閱讀討論。老師藉由對話建立鷹架，以提供學生學習支持的情境。在學生逐漸熟

悉如何運用策略進行學習後，老師便逐漸將學習的責任轉移至學生身上。希望藉

學習責任之轉移，使學生能夠逐漸負起使用策略的責任，最後能夠有效的將認知

歷程內化，進而獨自運用策略與進行學習。 

 

肆、閱讀理解評量 

一般最常見的閱讀理解評量方式，就是施以閱讀理解測驗，而這些測驗通常

透過分數以量化的方式呈現，可以快速看出學生閱讀理解的高低程度；不過，這

種測驗的缺點在於閱讀理解測驗大多是單選題的題型，學生答題時難免會有猜測

的疑慮；再者，測驗本身題目與選項的好壞，亦會影響測驗本身的鑑別度，未必

能測驗出學生實際閱讀理解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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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從閱讀理解測驗中也很難反映出個人內在的認知歷程部份，所以想要

得知個人內在的認知歷程，必需透過其他更多元的閱讀理解評量方式來測得。從

吳訓生（1999）、林秉武（2003）和張玉梅（2003）的研究資料中可以得知，常

見的閱讀理解方式有「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晤談法」

（interview method）、「觀察法」（observation method）「放聲思考」（thinking aloud 

method）、「文件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method）。以下分述之： 

 

一、問卷調查法 

研究者通常先由既有的文獻、或以訪談小樣本的方式，歸納出理解方式的類

別，以發展閱讀理解問卷；使用問卷的方式是先請學生閱讀文章，之後即請受試

填寫問卷，請其回想剛剛閱讀時，是否使用了問卷上出現的理解方式（王炳欽、

黃雪慧與王瑞祥，民 81；藍慧君，民 80）。 

 

二、晤談法 

晤談法是主試者針對所要了解的事項，透過主試者和受試者面對面的談話，

深入了解受試者對於問題的看法或心理感受。以人數區分，可分為團體晤談和個

別晤談；以問題型式而言，可分成兩種：第一種是開放性的晤談，即主試者並沒

有事先決定答案，甚至也沒有事先預設問題，問題來自受試者所提供的訊息，且

主試者的問題採用開放性的問題，要求受試者回答。第二種是結構式的晤談，即

主試者已經事先擬定好問題，甚至也有預設的答案。此評量方式的優點在於受試

能以口語回答，較不會受語文能力的影響而無法填答問卷，而且由研究者當面蒐

集資料，比起讓學生自行填寫問卷，似乎更能蒐集到更豐富的訊息；運用在閱讀

研究上時，也比較可以了解學生學習的心理歷程，而不是只有看到表面上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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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結果。 

其限制在於晤談也屬於事後回溯的方式，受試容易因遺忘而較無法說出閱讀

理解當時所存在的反應。本研究所採用的晤談法屬於個別晤談的半結構性晤談，

研究者在教學實驗前、中、後分別事先擬定好晤談的問題，但是，研究者並沒有

事先預設學生的答案，學生回答時，可以針對他們當時實際狀況和真實感受，充

分地表達出他們的想法。 

 

三、觀察法 

觀察法通常依據觀察者對於觀察情境的涉入程度，分成參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 method)和非參與觀察法(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 method)兩種。因為

研究者本身即為教學者，所以本研究屬於參與觀察法。觀察法的優點在於：直接

觀察可避免如晤談法可能產生的口頭報告之缺失；觀察者可以對受試者的行為歷

程作整體性的觀察；自然情境的觀察，可避免受試者對行為表現作假；適用於文

字或口語表達能力受限者的評量。其限制在於： 觀察者的出現可能影響行為者的

行為表現；外顯行為的有無不一定可以判斷認知歷程的有無；可能因觀察紀錄的

限制，而影響觀察法的信效度；無法了解行為者情境之外的認知行為表現；觀察

法較費時、費力；觀察法易受觀察者主觀因素的影響 （胡永崇，民 84）。 

 

四、放聲思考法 

放聲思考通常是讓受試者在閱讀一小段文句後，如閱讀一句後，即將其意識

到的所有想法都全部說出（Ericsson＆Simon, 1993）；其優點在於此方法較能抓住

受試者每一瞬間的反應，因此對於受試者閱讀理解方式的探討較不會因遺忘而有

所疏漏，其限制在於受試者須有相當的口語能力，同時施測的程序較為複雜，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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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嚴格遵守某些實施放聲思考的規則，否則會影響到口語資料的效度與信度。 

 

五、文件分析法 

文件分析法是透過蒐集有關的文件資料，例如：會議記錄、學習單、作業、

作品、報告、聯絡簿等，對於研究對象進行了解、分析，將原始資料作一個分類

化、系統化以及簡要化的呈現。尤其研究者可以藉由文件分析獲得其他研究法所

無法提供的訊息。 

 

本研究為了解學生使用閱讀策略及閱讀理解的情形，特別針對研究者在進行

閱讀教學期間所完成之上課單，及回家完成之連結、提問、預測等學習單，進行

個案分析以及整體分析，以便了解個案在閱讀理解的表現。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即

為探討閱讀教學對國小四年級學生的閱讀理解之影響，因此學生在閱讀理解策略

的表現即是本研究所欲了解之項目，綜合以上所提的五種閱讀理解策略評量法，

本研究採用了「晤談法」、「觀察法」以及「文件分析法」。「晤談法」是針對

教學前、後事先設計了「晤談問卷」，以了解學生閱讀情形、策略運用以及對於

閱讀教學的相關看法；「觀察法」則利用課堂上討論時間，研究者參與其中，藉

由觀察紀錄和錄音方式，蒐集學生的上課情況；「文件分析法」則是針對學生所

完成之閱讀學習單來作分析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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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兒童創造力之探究 

壹、創造力的意義與內涵 

一、創造力的定義 

創造力（creativity），是一種極為複雜的假設性概念。中外的學者專家對於創

造力的定義，常有不同的說法，主要是由於各學者專家所看的角度及所持的觀點

不同所致。它可能是發明能力、是生產性思考能力、擴散性思考能力，也可能是

想像力（Torrance,1984）。李錫津（1987）認為創造力是個人有效處理新問題的能

力，以及能夠產生對本身具有價值的新構想和新領悟的能力，可以把不同的事物、

觀念，做一聯結的能力（引自李莉珍，2007）。由上述可知，創造力本身即是一種

思考能力，同時能夠運用此思考能力創作出新奇、獨特的作品來。研究者整理張

振松（2002）和李莉珍（2007）文獻資料，將各學者對創造力的看法整理如下： 

Guilford（1967）認為創造力涉及擴散思考，相當於思考歷程的流暢性、變通

性、獨創性與精進性。國內陳龍安學者(1984)認為創造力是指個體在支持的環境下

結合敏覺、流暢、變通、獨創、精進的特性，透過思考的歷程，對於事物產生分

歧性的觀點，賦予事物獨特新穎的意義，其結果不但使自己也使別人獲得滿足。 

李錫津(1987)認為，創造力可說是是創造性人物，以其原有的知識、經驗為基

礎，發揮其好奇、想像、冒險、挑戰的人格特質，運用其習得的創造技術，透過

慣有的創造性歷程，表現出流暢、變通、獨創和精進的能力，獲得新穎、獨特、

稀奇、與眾不同，利人利己的觀念、行為與產品的總和。 

葉玉珠等人(2000)曾對於創造力提出以下的定義:「創造力乃個體在特定的領

域中，產生一適當並具有原創性與價值性的產品之歷程；此創造歷程涉及認知、

情意、技能的統整與有效應用；此創意表現乃為個體的知識與經驗、意向(包括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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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傾向、動機)、技巧或策略與環境互動的結果」。 

而張世彗（2003）更進一步從單向度及多向度二方面來闡述對創造力的觀點。

從單向度的觀點來看，早期的學者不外乎從「歷程」（process）、「個人的特質」

（persons）、「產品」（product）及「壓力/環境」（press/place）等四個單向度的

「P」來探究創造力。然而近二十年來，學者都強調由多向度及動態發展的互動角

度來探究創造力。如：Amabile（1983)就認為「創造力」是「領域相關技能」、「創

造力相關技能」和「任務動機」三者互動的結果，而 Csikszentmihalyi（1990）則

指出「創造力」乃是「個人」、「領域」和「學門」互動的結果。 

 

綜合以上各學者專家的觀點，研究者認為創造力是一種創新的能力，即個體

在其所處的環境下，能夠結合流暢力、開放性、變通力、獨創力、精密力等特性，

透過思考的歷程，發揮冒險性、好奇性、想像力、挑戰性的人格特質，賦予事物

與眾不同、新的意義。此外，創造力亦是一種問題解決的能力，解決日常生活所

遭遇到的問題。基於上述定義，本研究即是透過觀察學生的創造行為，及學生在

威廉斯創造力測驗上，包括認知及情意兩方面的得分，來了解學生創造力各向度

上的表現。 

 

二、創造力相關理論 

創造力因著重的面向不同而有不同的定義，創造力的理論也因學派的中心思

想相異，而有不同的主張。研究者整理張振松(2002)和李莉珍(2007)的研究文獻，

將各學派的理論對創造力的詮釋作簡扼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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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神分析學派 

心理分析學派認為，創造力是從潛意識中所釋放出來的。一些想法如果存在

既有的意識型態當中，就會被被限制在一個範圍之內，唯有在脫離意識型態，進

入潛意識的狀態時，創造力才得以產生。有時候藉由進入想像的世界中，也能從

中獲得一些靈感及想法。 

 

（二）完形心理學派 

完形心理學派對於創造力的理論，主要包括經驗的重整或事物的改進、知覺

的趨合現象和頓悟等三方面。完形學派認為，問題解決就是將問題情境重新組織

和重新架構。然而人的知識經驗，有時候反而會阻礙創造力的產生，一般稱之為

「功能固著」，也就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將某些功能只限定在某些物體上。

完形學派因此認為，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常常因為功能固著的緣故，而限制了

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法。 

知覺的趨合現象乃是完形心理學派「局部代表整體」的主要理論基礎。此「局

部代表整體」的趨合現象有人將其視為一種創造思考的過程，且此種趨合現象常

用在不同的領域當中，我們可以從舊有的知識經驗當中，去推知未來可能的情形，

這也算是一種趨合現象。此趨合現象有時候能產生不錯的想法，對於問題的解決

能提供不錯的解決之道。 

在頓悟方面，完形心理學家認為，有時候當在某些新的情況下時，會突然覺

得自己好像以前有類似的經驗、情況，而當我們將舊有的經驗加以運用時，會忽

然想通或理解某些事情，即所謂的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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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連結論 

行為學派認為，創造力是為了特殊目的需求，在別無他法之下，將現有資源

整合利用所產生出的一種新能力。Mednick (1962)認為聯想具有階層性，且聯想還

可以分為垂直聯想和水平聯想。垂直聯想乃是同類或同性質的聯想，水平聯想則

是不同類或不同性質的聯想，Mednick 主張有創造力的人比較能做水平聯想，而無

創造力者較傾向於垂直聯想。在水平聯想中，越能聯想較遠層的事物者，其創造

力越高；並且認為創造力受個人的經驗條件所影響，經驗越多、越廣越可能產生

創造性、實用性的解決方法（毛連塭等，2003）。 

 

（四）人文心理學派的理論 

Maslow(1959)認為，創造力是一種自我實現的表現。Rogers(1959)認為，創造

力是一種健康自我的表現，喜歡嘗試新事物。因此，文心理學派對於創造力的看

法，特別重視創造者的非認知特質，也就是創造性的人格特質。有創造力傾向的

人，往往能提供新的思考方向，而缺乏創造力傾向的人，往往只是安於現狀，不

願尋求改變、創新。因此一個人若有高度想將創意付諸實現的動機，相信創造力

產生的機會往往高過於將創意付諸實踐動機低的人。 

 

（五）認知心理學派 

認知心理學的訊息處理系統特別提出生理方面的影響，大腦皮層覆蓋了整個

前腦結構，分為左半球與右半球。醫學研究指出，大部分成人的右半球在處理空

間訊息上較優異，而左半腦則對活化語言運作較擅長。因此左右半腦的思維型態

要能相輔相成才能具有創造性（岳修平譯，2001）。認知心理學派認為，創造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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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過程，和智力一樣，是隨著智能的認知發展階段逐漸發展出來。創造力是一

種認知的、理性的過程階段，特別是在解決科學問題時，常常要以智力作基礎，

運用邏輯思考的方法，達到創造性解決問題的目的（鄭惠觀，2004）。 

 

（六）心理計量理論 

提倡心理計量理論的學者認為，創造力是一種心理作用的歷程，可以從測驗

的結果看出其表現，此類理論的代表人物有 Guilford 和 Torrance。Guilford 所提出

的智力結構模式(The SOI Test )提供了創造性思考歷程一個很有效的說明。此模式

指出人類的思考可以從思考的內容、運作和結果三方面來探討，相當於輸入、運

作和輸出的思考過程。在五種思考運作方式中，擴散性思考乃是從既有的知識上，

以不同的、創新的方式來產生新的知識，許多創造力的理論乃源於擴散性思考的

主張。而 Torrance 在參考 Guilford 的理論後，發展出能評量訓練創造力的效果評

量。 

 

（七）綜合理論 

綜合理論認為創造力的理論不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它企圖綜合各家說法

而提出一種綜合性的看法。它認為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創造可能有其異同之處，它

需要智能的基礎，也需要有知覺、認知、聯想、趨合和符號化、概念化的能力，

更需要有創造性的人格特質和環境。所以創造力可以是一種獨特的能力，也是一

種綜合的能力。柯拉克（Clark）提出創造力的「統合模式」（the integrative model）

他的「創造力環」理論認為創造力乃是直覺、情意、感覺和思考等功能的統合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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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創造力各論點得知，創造力的產生或發展是多重因素集合互動的結

果，單一取向的心理學觀點是無法周延解釋的，因此集結各派別的觀點，較能完

整闡釋創造力的理論。 

 

三、兒童創造力之發展 

兒童天生天生就有進行探索的欲望和衝動，喜歡不斷的嘗試和實驗各種的可

能性，並以不同角度去看待事物。兒童時期的創意經驗，對其成人後的工作及生

活方式亦有很大的影響。要想具有原創性的活動，就需回溯至童年的遊戲和奇想

（引自賴淑雅，2004；Kris,1952）。皮亞傑（1928）亦指出學齡前兒童富於「發明」

與「想像」。學者 Griffiths（1945）認為兒童乃是運用一連串的想像來學習如何解

決問題，並從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獲得知識。Torrance（1969,1980）亦認為幼兒是以

創造的方式來學習，他並強調，若能提供幼兒運用創意方式學習的機會，將更能

達到其學習的效果。由此可知，創造力與兒童時期的發展相當有關係，並能預測

未來成人時期在專業領域、社會和個人方面的適應性行為（引自賴淑雅，2004；

Maslow,1968； Rogers,1961；Simonton,2000）。 

 

（一）兒童創造力發展的特點 

兒童的創造力與成人的創造力並不完全等同。在質、量、目的性、價值等諸

方面皆存在明顯的差異。與成人的創造力相較之下，兒童的創造力主要有以下特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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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兒童的創造力是不斷發展變化的 

隨著兒童年齡的不斷增長，兒童的心理發展漸趨成熟、社會規範的習得、個

性的形成、知識和經驗的豐富都使兒童的創造力發生相應的變化。其次，兒童創

造力的目的性和指向性不斷增強。隨著兒童自我意識的發展，其自我控制能力和

意志力均有所增強，這些作用在創造力上，就使得兒童不斷從漫無目的的創造逐

漸朝向有特定目的、解決問題式的創造過渡。再次，兒童的創造產品由具有個人

價值和意義逐步朝向具有社會價值和意義的方向發展。隨著年齡和閱歷的增長，

兒童已基本上掌握人類某一方面特別是關於生活常識方面的全部知識，兒童在此

基礎上的創造可以突破這些知識，從而不再僅僅具有個人價值，而且也可能具有

某些社會價值（董奇，1995）。 

 

2.兒童的創造力較為簡單和初級 

任何創造力都是建立在相應的智力心理水平和知識經的基礎上，兒童的創造

力也是如此。兒童心理學的研究發現，小學生和中學生在心理的各個方面以及知

識經驗上都有了顯著的發展，他們的抽象邏輯思考也達到了適度的水平，思考的

最高形式-辯證思考已初步形成，自我意識進一步得到完善，但是與成人特別是與

發明家、科學家相比，他們在知識累積方面、實際創造的經驗方面、有關創造問

題的前沿知識方面以及思考的深度和敏銳方面，都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整體而

言，兒童的創造力是處在較簡單的水平（董奇，1995）。 

 

3.兒童的創造力自發性強，表現相當廣泛 

兒童創造力自發性較強，針對性較差，藉以表現的活動及領域相當廣泛。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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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學前兒童，他們對所接觸的任何事物都展現濃厚的興趣，並且總是用自己的

方式去行動，因此他們的創造力幾乎在所從事的全部活動都能發現。然而，隨著

年齡的增長，兒童的創造力逐漸從自發轉化為自覺（董奇，1995）。 

 

4.兒童的創造力主要表現為創造性想像 

幾乎所有的創造活動都缺少不了創造性想像，創造性想像和創造性思考被稱為創

造力的兩大支柱。而在兒童的創造力中，創造性想像的作用和地位較為突出，心

理學的研究發現，兒童就是借助想像來創造的。兒童最喜歡想像，同時在想像中

不斷地進行創造。只要留心觀察身邊的兒童，不難發現，很多兒童喜歡沈思，喜

歡提出令人吃驚的古怪問題。而正是這些想像或者想像的結果中，內容包含有豐

富的創造性成分。  

根據許多學者的研究，小學兒童的創造力呈持續發展趨勢，但並非直線上升，

而是波浪式地前進。另外，小學三年級的創造性想像在小學階段水平最高，而創

造性思考也在三年級達到第一個高峰（董奇，1995）。 

 

（二）兒童創造力心理發展的歷程 

創造力的發展與兒童整個心理方面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兒童創造力不僅由

各種創造性活動表現出來，也透過這些活動不斷的形成與發展，而創造性活動表

現從嬰幼兒期便開始，小學、中學則持續著不同的表現活動(王有福，2002)。 

小學時期是兒童創造力發展顯現實質性進展的新階段。小學兒童的想像漸漸

符合客觀現實，其概括性、邏輯性亦有初步的發展，而有意的想像仍佔有主要地

位。再造想像富有更多創造性的成分，獨創性的創造想像也逐漸發展起來。低年

級兒童的想像力具有明顯複製、模仿的性質，中高年級兒童此性質已減少，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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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創造性改造則日益增多。其思考發展的基本特點即是以具體形象思考為主要

形式，過度到以抽象邏輯思考為主要形式（引自王有福，2002；董奇，1995）。 

小學兒童在小學期面臨一個重大的轉折時期，因著小學兒童心理諸多方面的

新變化、新發展勢必會影響他們創造力的形成和發展。根據小學兒童的身心發展，

特別是想像和思考的發展特點，董奇（1995）認為小學期是兒童創造力發展顯現

實質性進展的新階段。 

 

從上可知，教師應把握兒童在小學時期創造力發展的黃金階段，創造有利於

發展兒童創造力的環境，多提供學童獨立、自主和解決問題的機會，使學童能透

過豐富多元的創造性活動，進行經常性的創造性想像和創造性思考，並透過不斷

的學習，逐步提升其創造的層次。 

 

貳、閱讀與創造力間之關係 

一、閱讀教學能提昇學童的創造力  

閱讀教學對於學童的學習具有相當大的影響力，包括了語文能力的提昇、人

際關係的改善、情緒管理…等面向。其中許多學者也提出故事教學對於學童的創

造力培養有正向的助益。  

在 1973 年，美國俄亥俄州立大學的研究報告就曾指出：故事有助於提昇學童

的創造力。學童經由對故事情節的想像，會使其想像力與創造力更加奔放。而國

內外兒童文學研究學者也有相同的看法；例如美國著名的說故事家 Baker 即指出故

事具有如下價值(引自魏韶潔，2006)：  

1.是經驗的分享。  

2.可介紹並傳遞文學。  

3.激勵學童傾聽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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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創造學童的想像力。  

5.幫助學童洞察人類的行為。  

6.可支援課程。  

7.延續民族的文化傳統。  

8.帶給說故事者和學童無限的歡愉。  

 

郭宜男（1977）表示，將故事應用在教學上，對學童會有很大的啟發。因為

故事本身，不過只是一個童話，一個傳奇或幻想的敘述，也都能增進學童的想像

力。吳英長（1979）在《怎樣跟小朋友講故事》中提到說故事對學童的心理功能，

包括：1.引發學童上課的興趣；2.消除師生的距離；3.激發學童的想像力；4.可以

發展學童的語言能力；5.促進學童對社會的適應；6.矯正學童的異常行為，其中也

有提及說故事可以激發學童的想像（引自魏韶潔，2006）。 

國內的閱讀教學的相關研究指出故事所具有的功能中，明確地顯示可以藉由

閱讀教學提昇學童想像力，進而激發其創造力（陳人慧，2004；吳明姿，2004；

蔡玉蓉，2003）。  

綜合上述，從相關的研究中顯示，閱讀的確可以帶給學童更多的想像空間，

藉由想像激發起學童的好奇心，進而激發學童的創造思考能力。  

 

二、創造力教學原則與閱讀教學的關係  

閱讀教學與創造力教學間有何相關呢？魏韶潔（2006）嘗試從創造力教學的

幾項原則去探究創造力教學與故事教學的相關性，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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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留有想像思考空間  

在激發創造力的過程當中需要給予學童「曖昧的思考空間」和「學習創意的

楷模」，這些原則正好符合故事教學的特質，在故事教學中因為故事所帶給學童

想像的空間，可以讓學童留有曖昧的創造空間，而故事教學中所提供完整的角色

模仿，也可以讓學童從其中學習角色到激發自己的想法和創造力。  

 

（二）模仿進而創造  

學童最初的創造應該起於模仿。一般而言，模仿只是一種再造、重覆，被認

為是創造的對立面，但對於新生兒來說，第一次的模仿實際上也是創造（董奇，

1995：41）。學童透過模仿掌握了某些經驗後，才能開始簡單的創造，而故事就

是人類模仿藝術的一種產物，人類創造故事，而聽故事的人亦透過故事而獲得知

識，透過故事來理解人生的真相（唐淑華，2004a）。因此若學童透過故事進行仿

效，進而能提供學童進行創造活動。  

 

（三）開放且自由的課堂氛圍  

Torrance 認為創造力的發展，必須在自由且安全的氣氛中進行。Guyer 的研究

中也發現開放式課堂裡學童在思考的流暢性、靈活性和獨創性方面都比傳統課堂

來的好（董奇，1995：189）。在故事教學中，課堂上所營造的氛圍能讓學童能夠

放心的投入故事的情節中，讓想像力自由的奔馳，和培養創造力所需要的自由、

開放性的環境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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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養學童的好奇心  

學童通常都具有強烈的好奇心，而培養好奇心與創造力的關係十分的密切（歐

陽鍾仁，1989：63），若將單純的好奇心加以訓練，將可以培養出富有創造力的

能力；而在教學的過程當中，故事最能吸引學童的好奇心，如同前面所探討的，

從故事的內涵和人類的天性都對故事充滿了渴望，因此若藉由故事教學為引導，

引發學童的好奇心，對於進而提昇學童的創造力有很大助益。  

除此，Hallman 列舉的有利於培養學童創造力的方式，其中鼓勵學童提出自己

的想法，自己編故事和遊戲等，更是藉由故事來激發學童創造力的方式（引自董

奇，1995：297）。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在培養學童創造力的原則中，無論是環境氛圍、課程的

內容和對於學童的吸引力來說，以故事為閱讀教學內容，無疑是培養兒童創造力

最好的方式。  

  

三、閱讀與創造力的相關研究 

國外的研究中，Cho & Kim（1999）在其研究中發現透過圖畫書來設計的科學

活動能增加兒童的想像力和好奇心，而教師接納支持的態度能增加兒童的創造力。 

而國內方面相關研究中，王淑娟（2002）在《兒童圖畫書創造思考教學提昇

學童創造力之行動研究》中發現，兒童圖畫書創造思考教學可提昇學童創造思考

能力，且學生對上課方式及課程內容深感滿意。周文敏（2004）在《「創造性圖

畫書教學」對國小學童創造力與繪畫表現之研究》中，以準實驗研究法之「不相

等控制組前後測設計」，安排一班為實驗組，另一班為控制組，接受為期約四個

月 20 堂課的實驗課程，研究結果發現創造性圖畫書教學課程能有效增進四年級學

童在「流暢力」與「變通力」方面之語文創造力以及「變通力」與「精進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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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圖形創造力。  

綜合上述，無論是圖畫書教學或其他閱讀教學形式，都可以透過閱讀過程達

到提昇學童增進學童創造力的成效。 

 

參、創造力評量 

一、創造力能夠評量？ 

自 Guilford 倡議重視創造力研究後，創造力的評量受到重視，而逐漸發展若

干正式問卷，爾後幾十年，創造力研究著重於擴散思考測驗及人格檢核表。Torrance

（1993）認為除了測驗分數外，還有其他因素如人格或情意方面的特質會影響個

人真正創造表現。因此，由於創造力概念的複雜性，研究取向的多元化，加上測

驗理論與統計方法的創新，出現更多不同觀點、不同形式的評量工具（引自謝麗

雯，2004；林幸台，2000）。 

而創造力評量工具是否能評出受試者真正創造力頗受爭議，這也是創造力量

表多元化的原因之一，專家學者從不同的論點試著發展足以評量創造力之量表，

然而至今創造力測驗仍有相當大之限制（林幸台，民 89）。研究者方善誠（2005）

的研究中提到，毛連塭等 (2000)認為有五點要素會影響到創造力評量，分述如下：  

（一）施測情境：實施創造力測驗之一個重要關鍵是施測情境，創造力測

驗屬於最大能力之評量，因此必須去除或控制所有會干擾其作答之因素，讓受試

者在安全、自然之情境中有機會盡其所能地全力表現。 

（二）評分問題：創造力測驗常是開放性的測驗設計，因此其評分煩瑣，

且受評分者的主觀因素影響，難以獲得公正、客觀的結果。因此在還未發展更客

觀之評分方法之前，最重要的是必須加強評分者之訓練，以達到客觀評分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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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流暢力與其它創造力指標之關係：創造力測驗通常計算流暢、

變通、獨創等分數，然而許多研究發現此三個分數之間彼此的相關極高。因此是

否有必要計算三種分數引起許多爭議。加上計分時主觀因素之影響，對個人創造

力之評量可能造成誤差。 

（四）模擬與實際情境：創造力測驗另一個受批評之問題是其題目（刺

激）與真實之情境有相當差距，因此創造力得分高者在實際情境中（生活上或工

作上）未必有創造之表現，Runco (1993)認為此與測驗所編之題目有關，由於大部

分創造思考測驗缺乏表面效度，題目與實際生活情境之關係不高，自然無法測得

真正之創造力。 

（五）測驗題目的限制：根據人文學派的觀點，每一個人的創造力都有

無限多空間可以發揮，而表現創造力的模式也不盡相同。而創造力測驗題目所提

供的創造空間及表達方式，往往相當有限。因此創造力測驗表面上是開放式無標

準答案，但實際上，受試者仍受題目的限制而無法自由發揮。 

就是因為創造力的內涵與概念是如此的複雜，因此想要明確的鑑別出創造力

並不容易，甚至會發生錯誤。所以，國內一些學者對創造力測驗抱持的悲觀看法。

就因為創造力的評量有如此多的爭議與干擾因素，陳龍安(民 86)、Davis(1997)等人

就建議評量創造力時，至少應運用兩種以上的標準，若兩項標準都得高分則評斷

結果較為可靠，也就是說創造力的鑑定應採多元的評量方式及標準。 

再者，效度問題可以說是測驗的致命傷，那麼為何還要使用這些測驗呢？

Runco(1993)指出今日我們使用擴散思考測驗的目的已不同以往，不再企圖以擴散

思考測驗作為「創造表現或成就」的指標，而是視為「創造潛能」的預測或估計

值，如此所謂效度問題就不是那麼的直接。而且，近來新編的創造力測驗也企圖

將測驗的刺激線索儘量和日常生活經驗結合（Okuda, Runco,＆Beger,1991；Chand＆

Runco,1992），在概念上和實際創作表現更靠近些，當然這樣的取向也有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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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刺激情境的熟悉度或是問題的切身程度（problem owner-ship）都是值得考慮深

思（Runco,1993）。 

  

從上述的論述可知，要評量真正的創造力並不是一件簡單的事。雖然創造力

評量方式有很多種，但是國內的創造力研究大多是使用擴散思考測驗及產品評判

的方式來評量創造力。但擴散思考並不完全等同於創造思考，產品評判的方式又

因各研究者的評判標準不一而缺乏客觀與一致性，所以並不能真正評量出一個人

的創造力。李世程（2003）建議在評量創造力時，最好配合實際的行為觀察、紀錄，

採質量並重的方式，減少主觀因素的影響，以對學生創意表現作全面性的解釋。

所以，本研究除了對研究對象施以「威廉斯創造力測驗」，以取得量化的資料，

另一方面亦結合實際的教師觀察、學生作品及教師省思札記等質性資料，以所蒐

集的質性資料為主，量化資料為輔的方式，來了解學生的創造力。 

 

二、創造力之評量方式 

在 Guildford 於 1950 年呼籲加強創造力的研究後， 研究者紛紛發表相關創

造力評量工具。由於創造力概念的多元性及研究取向的多樣化，所以在評量創造

力的工具中，亦有許多的取向。Hocevar & Bachelor（1989）曾將評量創造力的工

具或方法歸納為八大類（引自方善誠，2005）： 

 

(一)擴散思考測驗： 擴散思考以 Guildford 智力結構論為基礎， 主要是在瞭解

個體在創造思考的發散過程，異於傳統的智力測驗，沒有固定的標準答案，是

最常被使用的評量方式。如：吉爾福特擴散性思考測驗、陶倫斯創造思考測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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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態度與興趣量表：以個人對創造的興趣與態度作為鑑別其創造力的高低。

如：洛基之賓州創造傾向量表、威廉斯之創造評量組合測驗…等。 

(三)人格量表：由人格特質來推知其創造力的高低。這些量表主要是以自陳量表

或形容詞檢核等方式來評量。 

(四)傳記量表：了解過去經驗對現在所顯現的創造行為的影響。傳記量表的主要

編制方式是透過設計一些以個人傳記(包括家族歷史、學歷、休閒活動、外表

特徵等)為內容的問題讓受試者填答，例如：泰勒等人所編的α傳記問卷、謝

佛（Schaefer）的傳記問卷…等。 

(五)教師、同伴、視導者評定：透過教師、同伴、視導者來進行評定的工作，

以了解個體創造力的高低及創造傾向。例如：阮祖理（Renuzulli）等人的資

優學生行為特質量定量表、威廉斯之創造評量組合測驗…等。 

(六)作品評定：透過創造力產品(如作品、檔案等)來評量創造力的表現。例如：

貝斯摩（Bessemer）等人以新奇、問題解決及精進與統合為判斷產品創造力指

標。 

(七)名人研究：針對一些富有創造力或成就的名人進行分析，通常會分析的內容

包括當時的社會和家庭環境、個人的人格特質和日常生活習慣、創造力成和產

品特色等；透過這些向度的分析來評量這些名人的創造力表現，但此研究的結

果是否能類推到一般個體的創造力表現上， 則仍有爭議。例如：人格評量與

研究學院針對建築師、作家、數學家所進行的人格研究。 

(八)自我陳述的創造活動及成就：透過個體對於創造活動和成就的自我報告

可以瞭解其創造經驗的產生，表面效度也相當高，但不易判斷何種活動或成就

具有創造性。例如：何蘭（Holland）等人在這方面做過許多研究，並列出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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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清單。  

 

而創造力的評定方法眾多，本研究考量研究目的及實施難易度等因素，擬定

採用「作品分析法」及「測驗法」為主要的評定方法。其中作品分析，即是針對

學生所完成的學習單來進行分析，而測驗法則決定採用「威廉思創造力測驗」。

原因是因為研究者就測驗的目的、被使用的頻率、實施方式、測驗設計實施的對

象進行文獻探究，發現國內以拓弄思語文創造思考測驗(吳靜吉等，1981)和威廉

斯創造力測驗(林幸台、王木榮，1999）較具有完整的測驗指導手冊和測驗相關的

信效度資料，其他的測驗較無經驗證或是常模化（廖永堃，1995）。就創造力的評

量向度來而言，前者是以流暢性、獨創性、應變性、精進性來評鑑學生的創造力

行為，後者更將創造力的情意部分一併納入，包含好奇性、冒險性、挑戰性、想

像力。本研究嘗試把握創造力之意涵，透過質量兼具的多元評量，確實了解學生

創造力之提升情形。 

 

三、威廉斯創造力測驗 

威廉斯創造力測驗所關注的除了創造的歷程外，也包含創造者的人格特質，

而研究者考量在閱讀教學應該對於學童的心理情意部分也會產生影響，因此研究

者選擇在試探性研究中，以威廉斯創造力測驗來初探研究對象的創造力。威廉斯

創造力測驗係由林幸台和王木榮（1999）依據威廉斯所發展之 Creativity Assessment 

Packet（CAP）修訂而成。威廉斯創造力測驗分為「創造性思考活動（擴散式思考

測驗）」、「創造性傾向量表（擴散式情意測驗）」、「威廉斯創造性思考和傾向評定

量表（威廉斯量表）」三種。本研究採前二種測驗來進行測量，以下就此二種測驗

內容及實施程序加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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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知方面 

在威廉斯創造思考活動之中，包含六項認知方面的創造能力，其意含如下： 

1.流暢力：想起最多的……，是指產生多少個觀念，是所有有關反映的總和，

包含量的擴充、思路的流利……等，在測驗上，是指思考流暢的程度，而以受試

者所有活動的反應總數來計之（李錫津 民 76）。是反應了受試者運用圖形的方式，

以及想出大量觀念的能力（吳靜吉等 民 70）。 

2.開放性：有關「開放性」的意義，依 Torrance 的解釋:（1）對問題作周

全的考慮；（2）能廣納意見（3）具開放的傾向（陳漢強、毛連溫等總審訂，民

77）。 

3.變通力：對……採取不同的途徑，是指不同分類或不同途 

徑的思考，是所有有關類別的總和，例如：提出各種不同的意見，具有移轉

類別的能力，以及富迂迴變化的思路，在測驗上，是指受試者思考範疇變化的程

度，對所有活動反應，經歸類後所得反應類別的總數來計之（李錫津 民 76）。此

分數反應了個人利用圖形的方式，去想出種類不同的觀念和能力，或運用不同的

轉換方式或策略的能力（吳靜吉等 民 70）。 

4.獨創力：以新奇而獨特的方式思考，是指反應的獨特性，想出別人所想不

到的事物，例如：非尋常的反應、提出聰明的主意或產生不同凡響的結果⋯等，在

測驗上，是指受試者思考所得之觀念，在統計上稀有次數的總和，在與加權所得

之分數（李錫津 民 76）。此分數是在看受試者，能否想出不尋常的，物以稀為貴

的，一枝獨秀的觀念之能力（吳靜吉等民 70）。 

5.精密力：對……有所增益，指增加細節部分，例如：能修飾觀念、拓展簡

單的主意，或反應使其更趨完美以及引申事物或看法⋯等（陳漢強等，民 77）；（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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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安，民 87）。在測驗上，係以圖畫是否對稱為計分標準，若未將刺激圖形封閉，

以致無法區分內外部時，精密力之計分是以圖形是否對稱為原則（林幸台等，民

83）。 

6.標 題：對某一圖形，命名題目的創意程度，以其所使用的詞彙之長度與

抽象度、複雜度之能力來認定（陳奐宇，民 89）。在測驗中，係指題目所用詞彙

之內容及複雜度來計分（林幸台、王木榮等，民 83）。 

 

（二）情意方面 

在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之中，包含四項情意方面的創造能力，其意含如下： 

1.冒險性：能夠勇於……指有猜測、嘗試、實驗、或面對批評的勇氣，包括

堅持己見，辯護自己的想法或觀點，以及應付未知情況的能力。 

2.挑戰性：能面對……挑戰，指從複雜混亂中理出秩序，積極找尋各種可能

性，主要的目的在尋求可行的辦法，是種處理複雜問題與混亂意見的能力，能將

邏輯條理，帶入情境中，並洞察出影響變動的因素，以及願意探究複雜的問題或

主義。 

3.好奇性：樂於……指想要了解未知事物的心理，富追根究底的精神，且願

意去處理曖昧迷離的情境與問題，能把握特殊的徵象，觀察其結果，意即對某一

事物感到懷疑，產生問題，然後是調查、探尋、追問、雖感到困惑，仍然繼續思

索，以求明白事情的真相。 

4.想像力：富於……的能力，指在腦中，將各種意象構思出來，並予以視覺

化和建立想像，或幻想尚未發生過的事，直覺的推測，並超越感官與現實的界限

（陳奐宇 民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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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章將依序討論研究的方法與步驟程序，包含下列內容：研究方法、研究者

的背景與角色、研究架構、研究歷程、資料的蒐集整理與分析，及研究信度與效

度等六個部分來談，說明本研究實際進行的概況。 

 

 

第一節 研究方法 

 

為了解國小四年級學童閱讀教學前的閱讀動機為何，與閱讀教學後閱讀動機

是否改變、閱讀理解的狀況及創造力的呈現情形，本研究基於研究目的與考慮方

法論的適切性，採取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research）方法，資料的取得以觀察、

訪談與文件分析為主。 

在浩瀚的研究當中，個案研究的篇幅較少，但近幾年以個案研究為策略之研

究逐漸增加，尤其是在教學研究上，希望能以個案為基礎，探討各類與主題，整

合教師思考與其實務經驗，呈現教學真相。邱憶惠（2001）的個案研究中，提到

個案研究有以下的功能和特色，並說明個案研究有哪些設計類型。  

 

壹、個案研究的功能 

班級生活的複雜實體與師資培育機構所教的理論原理，這兩者之間本有差

距，許多新手教師即使已有萬全的準備，仍無法應用理論來處理班級中每天理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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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事件。個案研究法並不是什麼新點子，卻也一直被忽視使用；而個案是實體

的一部份，比起教科書顯得活潑與脈絡化，確實能提供機會給教師們掌握學校教

育的真實狀況。 

同時，教育學者也開始以個案來研究教師的知識基礎。Shulman（1986a）認

為個案知識（case knowledge）為一種涵蓋實務智慧的知識體，是教學知識基礎所

必須的，源於教育研究的原理知識；然而在教學上的個案文獻相當有限。此外，

個案成為學校領域裡成員們之間的教學溝通催化劑，刺激教師個人對自己教學的

反省，成為教師們對話與交互作用的基本要件。 

本研究以研究者所任教之四年甲班為個案，探討閱讀教學對學童閱讀動機、

閱讀理解及創造力的進步情形。研究者在初探研究主題時，綜覽國內外有關閱讀

及兒童創造力的相關文獻後發現，大多數文獻皆是採量化的研究，研究內容大都

以測驗方式來檢測學生的閱讀動機、閱讀理解能力及創造力表現情形，但這些測

驗的得分卻不一定代表研究對象的實際情形，因此，研究者希冀透過個案研究，

探討本閱讀教學方案的教學情形，盼能透過質化研究的探究，彌補量化研究的不

足。 

 

貳、個案研究的特色 

個案研究顯現不同於其他研究的特色，大致有六項（王文科，民 79；Merriam, 

1988；Stake, 1995；Yin, 1993；1994）： 

（一）特殊性（particularistic）：個案研究著重在一項特殊狀況、事件、方案、或

現象，情境脈絡係個案研究的研究核心。 

（二）描述性(descriptive)：個案研究最後會形成一個豐富、厚實的現象描述，顯

現出現象在情境脈絡裡的完整性與意義性。 

（三）啟發性（ heuristic）：個案研究促使讀者理解研究現象，而研究所發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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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解，亦能與讀者既有的經驗產生共鳴。 

（四）歸納性（ inductive）：個案研究仰賴歸納推論，故不能僅靠單一的資料蒐

集方法，必須使用多元證據來源（multiple data sources），從蒐集的資料中

形成通則、概念、或假設。 

（五）探索性(exploratory）：個案研究能定義一種程序性的問題與假設，亦即辨

明事實之間的關係。 

（六）解釋性(explanatory）：豐富的情境脈絡使研究產生許多變項，個案研究必

須分析資料裡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顯現其動態化。 

研究者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的班級導師，在歷經一年的相處經驗後，深知學

生個別間的差異不同，因此，為了能真正了解教學與學習的困境，於是研究者希

望採個案研究的方式，進入實際教學現場中蒐集資料。研究者盼能透過個案研究，

歸納出學生閱讀動機的來源與轉變的原因為何，並深入了解學童在閱讀策略學習

所遭遇到的問題是什麼，以及此閱讀教學方案對激發學生創造力是否有正面影響，

上述這些問題皆是研究者亟欲在研究中進行探索研究的。 

 

參、個案研究的設計類型 

個案研究設計沒有一定的目錄（catalog）和編碼（codified）；至於選擇多少

個個案數，完全視研究的需要與目的。通常，個案研究有四種型態被討論，主要

係由兩個向度來區分，分別是外在設計（包括單一個案設計與多元個案設計），

和內在分析（包括整體性與嵌入式）（Hamel，1993；Yin，1993）。 

單一個案設計是最早被普遍使用的一種研究設計，呈現的個案具備唯一性

（unique）和啟示性；多元個案設計則包含一個以上的單一個案，為近幾年才被採

用的個案法，並有逐漸增加的趨勢。比起單一個案，研究多元個案需要更多的經

費與時間，因為必須不斷地重複相同的研究過程，類似多元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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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是以一個班級做為研究對象，屬於單一個案研究。在研究過程中，

將會針對個案的學習歷程做一資料蒐集、整理、分析資料，並撰寫個案結果等。

為了處理現象與其情境脈絡間複雜的的交互作用，抑或理解與詮釋所觀察的教育

現象，個案研究可說是一種理想的研究設計，強調過程而非結果，重視情境脈絡

而非特定變項，在乎發現什麼而非驗證什麼。 

 

 

第二節 研究者的背景與角色 

 

壹、 研究者之教學信念與經驗 

一、學經歷背景 

研究者大學時就讀國立台北師範學院數理教育學系，後於臺北縣實習一年畢

業後，即考上臺北市國小教師甄試，至此後便一直任教於新新國小，前後共擔任

了 11 年中低年級導師，工作的周遭都是天真活潑的可愛學童，他們的純真、童言

童語，讓研究者和他們相處的關係一直相當融洽。研究者相信只要在教學上多花

一些心思，學童們的學習成長會變得更豐富，因此在教學中，也積極參與研習和

閱讀書籍，以創新教學，累積教學能量，九十六學年度起就讀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創造力發展碩士班，繼續對教育相關領域進行探索，期待能將課堂所學

理論和實務結合，提昇自己的專業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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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讀與創造力教學的相關經驗 

研究者在教學的過程當中，往往會在一段時間後，就拿一本兒童讀物跟學生

做個開頭簡介，但不會告知學生故事的內容細節和結局，發現學童都能夠聚精會

神的聆聽，並造成該本讀物在班上熱烈傳閱，有時甚至傳閱達二、三個月之久。

另外，若是在介紹兒童讀物中的故事時，再加上多媒體的配合，往往更能激發學

童熱烈的討論氣氛。在傳閱書籍的這段期間，研究者會陸續收到從不同學生而來

的回饋，有的學生等不及別人看完，會自己到學校圖書室或學校對面的台北巿立

內湖圖書分館借書，並主動在聯絡簿上用文字或圖畫的方式與研究者分享他個人

的閱讀感想，有的學生會在下課時來找研究者討論書中的情節，甚至有的學生還

會跟研究者分享他曾經閱讀過或正在閱讀的其他有趣書籍或類似的讀物，這些回

饋都讓研究者深深感動，所謂「十年樹木，百年樹人」，研究者雖非閱讀老師，

但一直有心推動閱讀，但之前的教學著重在閱讀的量，現在則希望閱讀的質量並

重，盼望閱讀教學不只是暫時性的活動，更期待它對學生所帶來的影響是一生之

久，幫助學生建立正確的閱讀習慣和態度。 

研究者亦對創造力教學非常有興趣，在剛教學之初，雖對「創造力」三個字

沒有很清楚的印象和了解，但是卻常會在課餘或寒暑假期間，去參加不同的研習

活動，並尋訪坊間書籍雜誌間一些有趣的內容，加入當時的課程教學當中，以使

課程變得活潑有趣並富變化，研究者並於民國八十九年時，獲得九年一貫創新教

學獎，這對研究者而言，是對自身教學上的肯定，也激發了研究者對創造力教學

的興趣與熱情，因此，當研究者於民國九十五年看到師大創造力發展所的報名簡

章，便毅然決然報名。在師大碩士班進修的日子，從中獲得許多寶貴的知識與經

驗，這些都有助於我在教學上的進行。 

基於以上的教學經驗，使得研究者想藉由本研究，進一步了解「閱讀教學」

對於兒童學習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如何提升學童的閱讀動機及閱讀理解力，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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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激發學童的創造力。 

 

貳、 研究者的角色 

在整個個案研究歷程中，教師不僅是教學者，亦是研究者，為了避免角色混

淆，以及探究過程中可能遭遇的倫理課題，在教室內研究者儘量以教學指導為主，

好好扮演教學者的角色，努力與學生建立良好的師生互動關係。整個課程的執行，

以不妨礙正常教學與學校課程期許為原則，使教學活動設計能隨時調整與學生經

驗連結，並且能符合九年一貫的教學目標精神。 

 

 

第三節 研究架構及流程 

 

壹、研究架構 

綜合本研究之研究背景、動機、目的及文獻探討，所形成之本研究的研究架

構如下圖 3-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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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將閱讀教學中學童與教師、文本間的互動情形、及閱讀策略教學對兒

童閱讀動機、閱讀理解及創造力等相關因素加以分析，並將研究架構中的探討要

點，分別說明如下： 

此研究架構係指研究者在閱讀教學中，透過對話的方式及所搭起的學習鷹

架，引導學生在閱讀過程中與閱讀文本產生互動，並融入自己的舊經驗以建構新

的意義。而在這個互動過程中，一方面提升了學童的內在閱讀動機，另一方面亦

在學童進行推論理解及理解監控中，增進了閱讀理解力。透過提升學生的閱讀動

機及閱讀理解力，激發了兒童的創造力。 

在本研究中首先要探討的是閱讀教學對兒童閱讀動機的影響，第一步先了解

學童在閱讀教學前的閱讀背景及經驗與兒童的閱讀動機來源之後，接著再了解兒

童的內、外在閱讀動機在閱讀教學後所產生的改變，並進行原因探究，藉此明瞭

提升閱讀動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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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要探討的是閱讀教學對於兒童閱讀理解的影響，透過教學歷程的分

析，了解學童在各閱讀策略中推論理解及理解監控的情形，找出學生學習上的問

題，與師生所遭遇的困境及因應之道，再透過教師的省思修正教學內容。 

最後要探討的是藉由兒童閱讀動機及閱讀理解的提升，對兒童創造力的影響

為何。第一步先藉由創造力測驗初探兒童在閱讀教學前的創造力呈現情形，接著

再透過創造力測驗及教學觀察，分析學童於閱讀教學期間在創造力認知及情意方

面的表現。 

 

貳、研究流程 

本研究分三個階段進行。第一階段是在進入研究現場之前閱讀相關的文獻、

研究主題的擬定以及進行試探性的研究，在試探性研究中同時編製兒童閱讀動機

問卷，其目的在於將研究對象分為四組，以做為日後探究之個案對象；製作訪談

大綱並將結果做整理與分析，其研究目的在於了解學生目前的閱讀理解策略使用

的情形，研究者也藉此修正晤談大綱與省思，進而確認研究方向；運用「威廉斯

創造力測驗」進行認知及情意方面的檢測，其目的在初步了解學生的創造力呈現

情形。 

第二階段是正式進入研究現場進行研究，研究者擬於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

中正式進入現場進行研究，同時亦進行對學生資料蒐集。 

第三個階段則是退出研究現場、整理分析資料及撰寫研究報告。整個研究流

程如下圖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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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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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策略 

 

壹、 研究場域的選取 

新新國小（化名）係本研究進行閱讀教學之學校，研究者自民國八十五年八

月起即任職於該校，對研究者而言除有地利之便外，該校校長、主任，知道研究

者欲從事本研究都極力支持，再加上該校教師在進行課程設計或是創新教學上都

是保持積極的態度，對於教學事宜也常常會溝通討論，學校教師擁有相當的教學

自主空間。  

新新國小位於臺北市內湖區，全校有普通班 42 班，資源班 1 班，學生約有 1160

多位，小學教師有 72 位，資源班教師有 3 位，而幼稚園教師則有 10 位。該學校

的歷史約有 17 年，學校位於文教區內，學校對面即是臺北巿立圖書館內湖分館，

而校圖書館亦有豐富的藏書，每年都會編列預算購入新的兒童圖書，因此，對本

校的學童而言，有著相當豐富的閱讀資源。校內的教師對於教學創新都持有正面

的態度，學校的課程和活動規劃十分豐富。大部分家長都能參與學校所舉行的大

小活動；如班級家長會、歲末聯歡會、園遊會…等，對於教育改革議題相當關心，

因此對本研究的教學研究實施而言，家長也能保持正面配合的態度。 

本研究由於考量研究者的教學需求，需要研究現場設有電腦及投影單槍的相

關器材，而由於本校班班皆有投影布幕的裝置，而學校也提供多台的投影單槍供

老師借取，所以研究者選定所任教之四年甲班的班級地點為本研究的第一研究現

場。另外，研究者固定每週三晨光時間都會帶學生到校內的圖書室去閱覽圖書，

研究者可藉此觀察到學生閱讀的情形，所以校內的圖書室也算為本研究的第二研

究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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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對象的選取 

本研究執行於四年甲班，以本班全班同學為研究對象，主要是因研究擔任該

班導師已有一年的時間，對於學生的熟悉度比較高；再則，以本班學生做為研究

對象，對研究者進行研究教學而言較為便利。 

四年甲班共有 29 名學童，其中男生 17 人，女生 12 人，年齡都在九到十足歲

之間，家長的教育程度以專科及大學程度最多，有七位學生家長的教育程度達碩

士階段，只有 3 位學生的父母教育程度皆在高中職以下，因此，本班家長的教育

程度普遍來說算是達中上水準。 

雖班級家長的教育程度算是不錯的，但大多數的家庭都是雙薪家庭，經濟狀

況大體算是相當不錯，但因父母都要忙於上班，所以班上有將近 16 位學生在放學

後要繼續到學校課後班或校外安親班完成功課，其中上安親班的 13 位學生都會在

安親班待上很長的一段時間，有些學童甚至是在安親班用完晚餐，九點、十點以

後才能回到家。這些上安親班的學生最常有的活動就是複習功課，學童常在完成

學校作業後，還要繼續安親班老師所交代完成的評量和考卷，進度無法完成的學

生，還要帶回家寫，或隔日在校利用下課時間完成，所以根本沒有多餘的時間可

以閱讀。 

至於沒有上安親班的學生，除了少數二、三位以外，幾乎都有利用晚上的時

間去上才藝班，最多人補的科目就是英文，其次是鋼琴，再來就是跳舞、下棋等

五花八門的課程，一週上課的天數不等，有的學生甚至週間就四天晚上都在上才

藝課，往往回到家，就累得洗澡準備睡覺了，更遑論是閱讀了。因此，研究者希

望能透過閱讀教學提升學童閱讀的動機和興趣，協助學生培養良好的閱讀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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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課程規劃與實施 

研究者選擇連結、提問及預測三個閱讀教學策略來進行閱讀教學。下表 3-4-1

為每個閱讀策略教學所要達成之教學目標、實施時間和週次，而各閱讀策略教學

之詳細課程教學內容，請參見附錄一之閱讀教案設計。 

 

表 3-4-1 閱讀教學單元課程教材內容及實施週次  

單元 
使用之主要

閱讀策略 
教學目標 實施時間和週次 

第 

一 

單 

元 

連結 

1.學會運用放聲思考，了解閱讀思考歷程。 

2.透過有聲思考學習連結自己的經驗。 

3.比對已知和新知，建構出新的意義。 

 

2008/12/10~2008/12/31

(97 學年度上學期 

第 14~17 週) 

第 

二 

單 

元 

提問 

1.透過放聲思考的示範，讓學生感受和模仿提

問的閱讀理解歷程。 

2.鼓勵好奇的學生透過提問追尋資訊。 

3.了解有些問題沒有答案。 

4.簡易分辨大問題和小問題。 

2009/1/2~2009/1/14 

(97 學年度上學期 

第 17~19 週) 

2009/3/2~2009/3/18 

(97 學年度上學期 

第 3~4 週) 

第 

三 

單 

元 

預測 

1.透過放聲思考進行對故事情節的預測。 

2.結合經驗和故事發展修正預測。 

3.運用圖像和線索做出準確的預測。 

 

2008/3/19~2009/4/11 

(97 學年度上學期 

第 5~7 週)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編製 

 

整個閱讀教學共分三個單元，每個單元進行一項閱讀策略教學，每單元大約

進行三至四週的教學時間，每週進行二節，進行十一週，共上二十二節課。每一

個單元都採用以下的模式進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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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示範閱讀策略的運用。 

(2)學生學習模仿使用閱讀策略。 

(3)學生進行操作練習，記錄自己的想法。 

(4)組內分享討論，發表自己的想法。 

(5)教師總結歸納課程內容重點。 

 

肆、 閱讀文本的選取 

進行閱讀教學之前，必須先決定要閱讀哪些書籍文本。首先，考慮到不同的

閱讀策略，必須依其性質選用不同類型的文本。以閱讀連結策略來說，以能貼近

學生的生活經驗或是能引起學童舊經驗的文本為佳；對閱讀提問策略來說，以知

識類的書籍，或是故事內容較具深度或篇幅內容較長的故事文本較適用；而閱讀

預測策略，則較適合選用具想像力，或是有明顯線索可供學習運用的文本，特別

注意的地方是用來預測的文本必須是學生沒有讀過的，才能讓學生從中獲得樂趣。 

以上是針對策略運用來選用文本，但另一個現實的考量是學校圖書館必須有

足夠的複本供全班同學使用。考量以上因素，本研究選擇以下的兒童文學讀物，

做為上課範讀或回家閱讀的文本，茲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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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本研究所運用之閱讀文本的簡介 

閱讀策

略教學 

閱讀文本

名稱 
出版社 作者 內容簡介 

雅博曼陀

的夢 
遠流 

Patricia 

Polacco 

小男孩雅博曼陀愛作夢，偏偏住在一個非常單調

乏味的村落。村民認為他絕對不會有什麼出息，

可是他的好朋友們不以為然，因為他們真的能看

見那些五彩繽紛的夢。一個下雨天，雅博曼陀的

夢彌漫在鎮上各個地方。在大人的交相責備和質

疑聲中，雅博曼陀似乎喪失了作夢的能力，而且

他們幾個孩子又在森林裡迷路了……。 

樓上的外

婆和樓下

的外婆 

台灣麥克 
湯米．狄

波拉 

書中的主角湯米擁有「兩個」外婆。事實上，住

在樓上的是他的曾外婆，湯米每個星期天都會去

探望樓上和樓下的外婆。湯米從和兩個外婆的相

處中，慢慢認識到人生中「老」和「死」，也領悟

到只要有「愛」，就能超越親人去世的傷痛，生活

化的故事情節，充滿溫馨，令人感動。 

 

連結 

傳家寶被 遠流 
Patricia 

Polacco 

小安娜離開家鄉時，只帶了一件洋裝和一條頭

巾。她長大後，媽媽決定將這洋裝和頭巾，加上

許多親戚的舊衣物，邀請左鄰右舍合力縫製一條

百衲被，好讓大家永遠記得故鄉。於是，這條集

眾人之力做成的百衲被，既是生日聚會時的桌

布、婚禮的遮篷，又是迎接新生兒來到這個世界

的包巾……，在家族中一代又一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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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續) 本研究所運用之閱讀文本的簡介 

閱讀策

略教學 

閱讀文本

名稱 
出版社 作者 內容簡介 

挨鞭僮 台灣東方 
席德‧弗

雷希門 

一個愛玩的淘氣王子嫌生活無聊，強迫被他

從接上撿回來的挨鞭僮傑米和他一起去探險。途

中，他們遇上劫匪，傑米費心的掩護王子，王子

卻為了傑米對他不夠尊重而使性子，搞得傑米十

分狼狽，氣得差點把他給甩了；不過，他終究不

忍把這個不知天高地厚的王子獨自留在危機四伏

的鄉野間，還是讓王子跟著他闖蕩。傑米拿出捕

鼠人的機智，在烏漆抹黑的下水道東奔西跑，擺

脫劫匪的追蹤，回到皇宮，結束一場驚險之旅，

也把劫匪繩之以法。 

食用油 臺灣麥克 柯啟瑤 

透過圖文、照片及文字的介紹，說明油的性質，

了解植物油的種類、植物油的製造過程及應用方

式，學習跟食用油有關的知識。 

太空漫步  
PIRLS 範

例文章 

說明太空人在太空中所要從事的工作及注意事項

有哪些。 

提問 

尋找食物  
PIRLS 範

例文章 

一篇研究螞蟻、濕圓蟲和蚯蚓的研究計畫，記錄

了解這些小生物的食物是什麼，以及如何找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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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續) 本研究所運用之閱讀文本的簡介 

閱讀策

略教學 

閱讀文本

名稱 
出版社 作者 內容簡介 

阿吉大鬧

廚房 

台灣英文

雜誌社 

科特‧包

曼 

「誰該洗碗盤」的事件成為阿吉和爸爸爭執

的導火線。爸爸想出許多逞罰阿吉的辦法，阿吉

卻聰明地想出一一破解它們的對策，這場情緒大

戰，到底誰對誰錯？其實誰贏誰輸並不是最重要

的，而是在親子之間透過直接的表達，最後找到

溝通的路徑，也瞭解了彼此的心意。 

倒立的老

鼠 

PIRLS 範

例文章 

PIRLS 範

例文章 

說明一位名叫羅伯的老先生如何運用機智與老鼠

鬥智，消滅令人頭痛的鼠患問題。 

打瞌睡的

房子 
上誼 

奧黛莉.伍

德 

一開始就俯瞰著雨夜裡那間打瞌睡的房子，接著

非常有秩序的前進，就像故事接龍一般；打瞌睡

的人，一個接著一個爬上了溫暖的床，大家都睡

著了，這時的畫面完全是俯視的角度，後來跳蚤

咬了老鼠一下，老鼠驚醒了也驚動了貓，貓又驚

動了狗……一個接著一個醒來時，畫面又回到原

來平視的角度，這時陽光充滿整間屋子，屋外也

現出了亮麗的彩虹。 

預測 

農場的瘋

狂事件 
三之三 

亞歷山

大．史帝

芬麥耶 

母牛麗莎有個異於常「牛」的特殊嗜好─追郵差。

可憐的郵差被嚇得天天作惡夢。而郵差因為常被

嚇得「掉包」！也害得農場主人總是收不到完整

的包裹！有一天，郵差異想天開，想送一個包裹

給麗莎，希望可以搏得麗莎好感。不知情的麗莎

卻跟往常一樣嚇郵差，農場主人跟在後面氣急敗

壞的阻止麗莎……。最後，包裹被壓扁了，郵差、

郵差的腳踏車、麗莎和農場主人，全都陷入驚慌

錯愕中，最後郵差想到一個方法解決了這個問題。

 備註：PIRLS 範例文章來源為 http://lrn.ncu.edu.tw/pirls/artic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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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工具 

 

本個案研究內容包含了量化和質化的研究，對於資料的蒐集相當重要，以下

就本研究蒐集整理資料的方法加以說明之。 

 

壹、 量化資料 

在量化部分所需蒐集的資料分成二部分，分別是兒童閱讀動機和閱讀教學前

的兒童創造力表現情形。研究者透過下列下列工具或方式來蒐集本研究所需的資

料： 

 

一、兒童閱讀動機問卷 

本研究為了初步了解研究對象之閱讀動機，在試探性研究時採用問卷調查法

的方式來調查，研究者參考 Wigfield 與 Guthrie（1997a）所做的閱讀動機分類，

及陳靜慧(2004)所編製的「國小學童閱讀動機問卷」，編製成「兒童閱讀動機調查

問卷」以進行研究。以下就問卷擬定、編製過程說明如下：  

 

(一)擬定問卷架構 

本研究架構大約可分為兩部份：第一部份是兒童基本資料，包括性別、學校

名稱；第二部份是兒童閱讀動機，包含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分為成三部分，共

十四個向度，茲臚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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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力及效能信念：自我效能、閱讀挑戰 

2.成就價值與目標：好奇、重要性、涉入、喜悅、放鬆、認知、成績、競爭、

認可、逃避。 

3.社會：社交、順從 

其中自我效能、閱讀挑戰、好奇、重要性、涉入、喜悅、放鬆，及認知屬於

內在動機；而成績、競爭、認可、逃避、社交，及順從屬於外在動機。 

 

(二)問卷編製 

由於本研究所參考之文獻問卷資料的信度良好，因此本研究問卷內容從陳怡

華(2000)所設計之問卷，加以彙整編修，並與指導教授針對整份問卷之內容、版面、

用字、型式討論後，作了幾項修改調整，完成了正式問卷之編定（附錄三）。 

 

(三)問卷計分方式 

本量表為受試者就自己實際的真實感受填答，依量表上所陳述的情形進行評

選，採 Likert 四點量表，分為「都是這樣」、「有時這樣」、「很少這樣」到「從不

這樣」四個等級，其記分方式，依受試者所勾選的等級來計分。「都是這樣」可獲

得 3 分，「有時這樣」可得 2 分，「很少這樣」可得 1 分，「從不這樣」可得 0 分。

總分越高表示受試者的閱讀動機強度越高，反之則否。另外，研究者也將內、外

在動機分別計分，做為其他探究的參考依據。 

 

二、威廉斯創造力測驗 

研究者為了初步了解研究對象於閱讀教學前在創造力方面的表現，採用「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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廉斯創造力測驗」(林幸台，王榮木，1999)進行測驗，並在閱讀教學後，再進行一

次測驗，做為研究分析的參考依據之一。研究者之所以會選定威廉斯創造力測驗

(林幸台、王木榮，1999）來進行學生創造力之測量，是因其較具有和測驗相關的

信效度資料，是國內常用創造力測驗中信、效度證據最充分的一種。此外，威廉

斯創造力測驗除了關注創造的歷程外，也包含創造者的人格特質。研究者考量學

童在閱讀教學中所產生的創造力可能不單只在學科領域中呈現，也可能對學童的

心理情意部分產生影響，因此選擇此測驗來進行測量，做為評判學童創造力表現

的依據。  

威廉斯創造力測驗係由林幸台和王木榮（1999）依據威廉斯所發展之 Creativity 

Assessment Packet（CAP）修訂而成。威廉斯創造力測驗分為「創造性思考活動（擴

散式思考測驗）」、「創造性傾向量表（擴散式情意測驗）」、「威廉斯創造性思考和

傾向評定量表（威廉斯量表）」三種。本研究採前二種測驗來進行測量，以下就此

二種測驗內容及實施程序加以描述。 

 

（一）創造性思考活動（擴散式思考測驗）—認知領域 

本測驗一共有 12 個未完成的圖，可得流暢性、變通力、開放性、獨創力、精

密性、及標題和總分共七項分數。要受試者在 20 分鐘內，利用題本上印妥之線條

畫圖，並為畫好的圖取名字。 

 

1.信度分析 

此測驗的評分者間信度介於.878~.992 之間，其數值均達顯著程度；而.重測信

度是以國小五年級 37 人、國中一年級 44 人、國中三年級 35 人，共 116 人為樣

本 ， 進 行 重 測 信 度 考 驗 ， 兩 次 間 隔 時 間 為 四 ～ 五 週 ， 所 得 之 相 關 係 數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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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438~.679，均達.05 以上顯著水準；另外，在內部一致性之 Cronbach α 係數則

介於.454~.872 之間。 

 

2.效度分析 

此測驗在與陶倫斯圖形創造思考測驗之相關上，在國小部分之相關係數介

於.261~.396 之間，其中僅流暢力及標題之相關達顯著標準；而各項得分彼此之相

關介於.183~.756 之間，達.001 顯著標準。 

 

（二）創造性傾向量表（擴散式情意測驗）—情意領域 

本量表有 50 題，所包含的因素有冒險性、好奇性、想像力和挑戰性，故可得

四種分數及總分，填答時間不限。 

 

1.信度分析 

在重測信度方面以國小六年級 37 人、國中二年級 38 人、高中一年級 46 人，

共 121 人為樣本，兩次間隔時間為三~五週，所得相關係數介於.489~.810 之間，

亦達.05 以上之顯著水準；而內部一致性的各項分數之 Cronbach α 係數介

於.401~.780 之間。 

 

2.效度分析 

在與賓州創造傾向量表之相關上，國中部分之相關係數介於.682~.806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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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中部分則介於.590~736 之間，皆達.05 顯著水準；另外，各項得分之相關介

於.502~.588，均達.001 顯著水準。 

 

貳、質性資料 

在質化部分所需蒐集的資料分成四部分，分別是兒童閱讀動機的轉變、閱讀

教學期間的兒童創造力表現情形、兒童閱讀理解情況，及教師閱讀教學的歷程。

研究者透過下列下列工具或方式來蒐集本研究所需的資料： 

 

一、創造力行為評量表 

另外，研究者也改編魏韶潔(2006)所製作之「學生創造力行為觀察表」，觀察

學童在研究期間的創造力行為改變情形，以供研究分析參考用，以下就上述二項

創造力評量情形加以說明： 

威廉斯創造與情意教學模式中將學生之創造力行為分為思考的流暢性、變通

性、獨創性、精密性，是關於學生擴散思考發展的心智歷程，屬於認知領域；另

一個領域是情意的領域，包括了好奇性、冒險性、挑戰性、想像力等，關係學生

的態度、價值、欣賞及動機等特質。魏韶潔(2006)將威廉斯創造與情意教學模式中

的創造力行為定義加入至故事教學中的具體觀察向度，研究者認為其所設計之創

造力行為觀察表非常適合用於本研究之觀察評量，因為本研究即是以閱讀教學來

提升創造力，比較偏向語文領域，因此本研究即針對魏韶潔(2006)所製作之觀察表

加以改編，以做為本研究實施期間觀察學生創造力表現之依據（參見表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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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學生創造力行為觀察表 

 名稱 定義 具體觀察向度 

1.流暢性思考 

(想起最多的) 

反應數目的多寡

 

能夠就文本內容所提出的相關問

題，想到或是回答出最多的問題答案

或是想法。 

提出特異的反應

 

進行討論或是回答問題時能夠提出

和大家不同的想法。 

2.獨創性思考 

(以新奇而獨特的方

式思考) 
提出聰明的主意 能針對問題提出好的解決方法。 

提出各種不同的

意見 

針對故事所提出來的問題能夠產生

不同的見解或是想法。 

3.變通性思考 

(對…採取不同的途

徑) 

具轉移類別的能

力 

能對故事內容產生不同類別的聯想

和問題。 

引伸事物或看法 能夠針對故事的內容延伸出自己的

感想或是對事物的看法。 

 

 

 

 

認

知

│

智

能

的

領

域 

4.精密性思考 

(對…有所增益) 

擴展簡單的意念

使其更趨完美 

能夠針對所做的回應做出更完整的

補充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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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續）學生創造力行為觀察表 

 名稱 定義 具體觀察向度 

勇於猜測 對於問題能夠大膽提出自己的假設

或想法。 

5.冒險性  

（能夠勇於…） 

勇於面對失敗與

批評 

發表意見或成果時，能勇於面對同學

的批評與指教。 

積極尋求各種可

能性 

能夠樂於尋找嘗試所有可能解決問

題的方式。 

6.挑戰性  

（能面對…的挑戰） 

願意深究複雜的

問題或意念 

能夠挑戰較難的文本，去了解其中複

雜的問題和意念。 

 

 

 

情

意

│

情

感

的

領

域 

7.好奇性  

（樂於…） 

富尋根究底的精

神 

對於故事所提出的問題或是產生的

疑問願意利用各種方式尋找到問題

的解答。 

 

將各種想像加以

具體化、視覺化

和建立心像 

能夠針對故事的內容以圖畫或是文

字方式加以具體呈現。 

 8.想像力  

（富於…的能力） 

喜於想像從未發

生過的事 

能夠推測想像尚未發生的事件。 

資料來源：改編自魏韶潔（2006）之「學生創造力行為觀察表」 

 

二、教學觀察資料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就是教學者，所以研究者是以參與觀察的方式進入研究

現場，參與觀察的時間為九十七年十二月一日至九十八年四月三十日。而經參與

觀察研究者可以描述在教學情境中事件所發生的時間、地點和原因、過程和事件

之間的關係 ，藉以了解教學時教師與學童的互動情形和學童學習狀況，在此過程

中，研究者盡可能廣泛地記錄教學現場的點點滴滴，並在教學結束後立刻與以記

錄，但為求現場被忽略到的小細節，研究者利用錄影的方式，忠實的保留教學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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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情況，並將把錄音資料轉成逐字稿，彙整成教學逐字稿後，再進行整理分析。  

 

三、文件資料 

蒐集相關的文件主要是用來補充觀察與訪談資料的不足，倘若發現資料間互

相矛盾時，即可進行觀察、訪談結果與文件資料的三角校正工作，使研究者能更

有系統的考驗社會情境中的每一個層面，以期呈現事件的完整全貌（黃瑞琴，民

86；歐用生，民 84）。因此，學童的文件蒐集包含學童在閱讀教學活動中所完成

的學習單，研究者可從中了解學童學習的改變歷程。 

 

四、訪談記錄 

在質性的研究中，訪談是蒐集資料的一種最基本的策略與方式，其最主要的

目的是透過對研究對象語言資料的蒐集，以了解研究對象的信念、動機、價值判

斷、情緒態度… 等，進而知道他們是如何解釋自己的世界，也就是說能讓研究者

透過被訪談者的眼睛去看世界（引自李映伶，2002；黃瑞琴，民 86； Ely, Anzul, 

Friedman, Garner, & Steimetz,1991）。 

訪談可分為正式訪談及非正式訪談，為了能更深入瞭解學生對於閱讀教學所

帶來的成長和改變，研究者將於研究實施期間，不定期利用下課或午休時間對學

生進行非正式的訪談，讓學生在自然的環境下，能自由輕鬆的發表個人的想法與

意見，以求更真實的瞭解學童的內心想法，研究者也可從學童的想法中了解課程

實施的情況。至於正式訪談方面，則是安排在閱讀課程結束時，按上課的分組，

以團體訪談的方式，輪流對各組學生進行正式訪談，以便進一步了解學生對此閱

讀教學方案的方式及內容的看法與建議。研究者在訪談之前即根據研究目的擬好

訪談大綱，但在訪談過程中亦可視當時的需要調整訪談的內容，在正式訪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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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過程不被遺漏，全程會以錄影及錄音的方式記錄，事後進行轉譯與分析。 

 

五、研究者的回顧省思札記 

研究期間，研究者除將教學上所發生的事件和點滴做記錄，也記下研究者自

己的感受與省思，期能使觀察趨近反映事實，並將回顧、省思的資料加以整理並

記於札記中，以補充說明教學或研究過程中所發現的問題和衍生的闡釋，並且記

錄可能產生的其他觀點，藉以增進研究的完整性。 

 

 

第六節 資料的整理與分析 

 

以下分別說明本研究量化資料及質性資料的整理及分析方式。 

 

壹、量化資料 

一、兒童閱讀動機問卷 

問卷的對象是國小四年級學生，目的是想要了解學童在閱讀教學前的閱讀動

機情形，因此在教學前的試探性研究中對兒童進行測驗。問卷內容採封閉型問題，

包含內在動機題 24 題和外在動機 18 題，共 42 題，依學生座號、題號、選項等輸

入電腦進行百分比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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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威廉斯創造力測驗 

本研究旨在探討閱讀教學對兒童創造力的影響，量化資料以學童在「威廉斯

創造力測驗」及「威廉斯創造傾向量表」的前後測分數進行量化資料的分析，以

探討本閲讀教學方案實施後是否能對提升學童的創造力有助益。 

實施的方式為於教學前、後，學生各填寫一份「威廉斯創造力測驗」及「威

廉斯創造傾向量表」測驗卷或問卷，研究者再依評分規準予以評分，以了解學童

教學前、後創造力之表現。然後再依學生座號、題號、選項等輸入電腦，因本研

究是以質性研究為主，搭配量化研究為輔，因此只針對量化資料進行簡單的統計，

並依據統計結果，分析比較學童在教學前、後的創造力表現情形。 

 

貳、質化資料 

為了增加本研究的可靠性（accountability），因此研究者採用了三角測定法

（ triangulation），在不同時間與空間運用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等蒐集資料的不

同策略，對所得的結果進行交叉檢核，反覆地校正所蒐集到的資料（黃瑞琴，

1991）。以下為研究者分析質化資料的方法與過程： 

 

一、初步分析 

質性研究中有多方面的資料蒐集有助於更瞭解學童學習的真實情況，研究者

將所有原始資料按時間順序進行編碼工作，資料包括教師省思札記、教學錄影觀

察，及與學生晤談之轉錄資料等。以下針對研究者在閱讀教學研究中所做的編碼

進行說明（整理如表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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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觀察資料 

教學現場所蒐集的資料包括現場的觀察記錄、現場錄影轉譯教學者與學生的

非正式訪談等資料。現場錄影轉譯的編號若是「觀 20081213」，其中「觀」表示現

場觀察錄影之後所轉譯的資料，然後日期是 2008 年 12 月 13 日。 

 

2.文件資料 

為了獲得較完整的學生創作過程所有資料，以及更深入了解學生的想法，蒐

集了學生的學習單，並在分析詮釋的過程中，以編號的方式來介紹學生的創作表

現及想法，例如 S7 代表座號第 7 號的學生。 

 

3.訪談資料 

訪談資料分為正式訪談和非正式訪談。正式分組訪談學生的資料，首先是記

錄當天日期及時間，經過轉譯成文字後，其編號方式若為「正 20090312GA」，即

表示是於 2009 年 3 月 12 日對 A 組學生所做的正式訪談。此外，學生的非正式訪

談的資料記錄若編號為「非 20081209」，即表示 2008 年 12 月 9 日。 

 

4.研究者的省思札記 

在整個教學研究進行期間，研究者針對教學的反思，以及在資料的蒐集、分

類、分析過程中所做的反省和詮釋，均記載在研究者的省思札記內，其編號方式

若為「札 20081214」，表示記錄日期為 2008 年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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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研究過程詮釋分析的實際需要，茲將個人在研究過程中所使用各種原

案資料編號方式的意義彙整如下： 

 

表 3-5-2 各種原案資料編號的意義 

編  號 意         義 

觀 20081203 表示 2008 年 12 月 3 日現場錄影轉譯資料。 

正 20081205GA 表示 2008 年 12 月 5 日對 A 組學生所做的正式訪談。 

非 20081217 表示 2008 年 12 月 17 日研究者於課餘時間所做的非正式訪談。

札 20081208 研究者記錄在 2008 年 12 月 8 日札記內對當時的回顧、省思詮

釋。 

T 指研究者本人 

SS 指全班或大部分學生 

S12 指座號第 12 號學生 

…… 表示省略或說話者邊思考邊陳述其想法 

( ) 括號內補充說明研究現場的情況、動作或非口語式的互動，例

如：舉手。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編製 

 

二、歸納分析 

依照研究問題與時間流程，將各原始證據間所得到的編碼屬性作比較與對

照，以便統整與歸納特性相似的編碼到較高層次的屬性類別。 

 

三、撰寫報告 

對原始資料做歸納分析之後，即著手敘述與詮釋資料。盡量詳細地描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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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研究策略、對學生的影響、個人的反省與後續的修正教學等以呈現研究的整

體脈絡。 

 

參、研究的信效度 

為避免探究過程中的主觀偏執和自我陶醉，研究者必須要面對存有的限制，

釐清可能的盲點，並且藉由有效的途徑來檢核資料的取得、引用、處理和詮釋是

否得當，藉以加強整個研究過程的嚴謹度，並且讓研究的結果能真切的表達實況，

產生實質的貢獻與影響力。研究者參考潘致強（2000）在其研究中所引用的文獻

資料，即 Guba 和 Lincoin（1989）提出信賴度（trustworthiness）作為評斷詮釋性

研究品質的標準，茲將其四點分述如下： 

 

一、可信賴性（Credibility） 

真實地蒐集多方相關資料以克服錯誤或失真資訊所帶來的影響，以幫助研究

者參與及對研究情境背景的了解。而研究者在閱讀教學過程中蒐集了各項相關的

資料，例如教學觀察記錄、學生閱讀的練習單、訪談記錄及教師的省思札記等，

利用持續性觀察來幫助研究者發現與研究問題相關的事件並繼續將這些問題聚

焦。此外亦與指導教授多方討論，驗證彼此的看法，再經由多方資料修正自己主

觀的發現。 

二、可轉移性（Transferability） 

廣泛詳盡地描述研究的前提假設與時間地點等，以使得讀者或其他研究者能

將研究結果應用在自己的教學情境中。本研究透過錄影和錄音的方式如實的將教

學現場的情形加以詳實記錄下來，並藉由客觀詳實的描述說明，以其能讓其他研



 

 98

究者透過本研究的發現，運用或遷移到自己的研究情境當中。 

三、可靠性（Dependability） 

詳盡的紀錄研究的方法與過程，使其他研究者能查核整個研究過程而決定研

究是否能重複。研究者將詳細記錄研究的方法與過程，運用多元的研究策略來蒐

集資料，以增加資料的可靠性。 

 

四、可驗證性（Confirmability） 

研究的所有資料、解釋及發現均源自研究情境，有依據及出處可循，並非研

究者自己的想像或偏見。研究者將以參與觀察、訪談等方式，收集不同文件資料，

並在研究過程中適時的提出資料加以檢證，以增加研究的可驗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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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旨在針對本研究之結果做進一步的分析與討論，檢視本研究的實施成效

與學童的學習情況。本章的分析與討論架構茲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而來，首先，「學童閱讀背景及閱讀動機分析」回應研究目的一之「探討閱讀教

學對閱讀動機的影響」之部分；接著以「閱讀教學期間學童使用閱讀策略之情形」

回應研究目的二之「探究閱讀教學的情形」的部份；最後，再從「學童創造力的

展現」來回應研究目的三之「探究閱讀教學對激發兒童創造力的影響」問題。 

 

 

第一節 學童閱讀背景及閱讀動機分析 

 

研究者於九十七學年度初接任這個班級時，當時覺得班上學生非常活潑好

動，靜不下來，而且也不是很喜歡閱讀，雖然我固定於週三早自習帶他們到圖書

館閱讀，但總有些學生靜不下來，不是三五成群躲到某個書櫃角落聊天，避免讓

老師發現，不然就是整個早自習在圖書館內晃來晃去，找不到想看的書來閱讀。

整體來說閱讀的動機並不是很高，在三年級下學期的時候，研究者嘗試在班上推

動晨讀活動，也曾寫信告知家長，希望家長能支持，但只維持一段短時間的成效，

而且有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在閱讀漫畫類的書籍，即使是閱讀文字類的書籍，也大

都是圖文參半，或是字數不多。文獻當中提及要多增加兒童與書接觸的機會，會

誘發學生喜歡閱讀的動機，研究者認為是有點成效，但效果並不是非常明顯，有

時學生是礙於老師要他閱讀才去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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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以下將在閱讀教學前的試探性研究中，針對學生閱讀教學前的

家庭閱讀背景及經驗所做的訪談做分析，並且依研究者所設計之兒童閱讀動機問

卷，將學生依閱讀動機總分及內外在動機的個別得分，初步將學生分為四組，以

便做研究探討分析。茲將分組的情形如列在下： 

A 組：高閱讀動機組 

本組學童的內、外在動機皆高，有 S6、S7、S9、S17、S22，共 5 位學生。 

 

B 組：中閱讀動機組 1 

本組學童的內在動機大於外在動機，有 S1、S23、S25、S28、S5、S11、S12、

S16，共 8 位學生。 

 

C 組：中閱讀動機組 2 

本組學童的內在動機小於外在動機，有 S27、S21、S15、S18、S14、S13、S29、

S24、S10、S3，共 10 位學生。 

 

D 組：低閱讀動機組 

本組學童的內、外在動機皆低，有 S2、S4、S8、S19、S20、S26，共 6 位學

生。 

 

壹、學童背景及閱讀經驗描繪 

為了解本研究之閱讀教學對學童閱讀動機的影響，因此研究者認為有必要針

對學童在閱讀教學前的閱讀經驗，以及家庭閱讀背景和行為先進行了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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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童家庭背景及閱讀環境 

（一）父母教育程度較高者，孩子閱讀動機也偏高 

要了解學童的閱讀動機及行為，家庭環境是一個不能忽略的部分。從學童的

班級輔導資料中可以得知，班上學生除了少數一、二位的家長只有國、高中的教

育水準，其他大多有專科或大學以上的教育程度，其中甚至有七位學生的雙方父

母，或是父母兩人其中一個皆有碩士的學位，顯示本研究對象的家庭社經地位大

致有中上水平，家庭狀況都還不錯。但若從以上所分類之四組學生來看，B 組和 C

組的教育水平差不多，A 組的五位學生當中即有三位家長獲得了碩士學位，相較

於 D 組學生家長比較多是專科學歷，其中還有一、二位家長是國中或高職程度，

因此 A 組學生的家長教育水平明顯比 D 組學生的教育水平來得高一些。 

 

（二）家人閱讀行為的多寡對兒童的閱讀動機有影響 

從 Bandura（1973）的社會學習論可以得知：兒童會經由模仿他人而習得新行

為，因此父母的每一個態度都會深刻的影響子女。所以，本研究嘗試了解閱讀教

學前學童父母在家的閱讀行為，以了解其對學童閱讀行為的影響。從訪談記錄中

可以發現若是父母在家時常常看書，他們的孩子大多不排斥書籍。 

T:你喜歡看書嗎? 

S17:喜歡。 

T:你的家人會常常看書嗎? 

S17:我的家人都很愛看書。 

T:都看些什麼書呢? 

S17:爸爸都看那種會讓生活更美好的書，還有投資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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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所以大部分都是財富管理的書嗎? 

S17:對。 

T:那媽媽呢? 

S17:因為媽媽是幼稚園老師，所以常常會看一些跟上課有關的書。 

(正 20081124GA) 

 

相反的，若是父母晚上回家都是從事看電視或打電動等活動，那麼他們的孩

子通常對書就不太有興趣，或是只喜歡看漫畫類的書籍。 

 

T:你喜歡閱讀嗎? 

S4:不喜歡。 

T: 你的家人會常常看書嗎? 

S4:我爸爸媽媽很少看書，只有表哥會看書。 

T:那他們都在做什麼? 

S4:都在打電腦、看電視。 

(正 20081227GD) 

 

從訪談中可以發現，A 組和 B 組各有 70%和 69%的學童家長會在家進行經常

性的閱讀，C 組只有 25%的學童家長會經常閱讀，而 D 組的學童的父母當中沒有

一位會時常閱讀，即使有閱讀也只是偶爾看個報紙或雜誌而已，顯見父母的閱讀

行為確實對孩子閱讀習慣有著很大的影響。喜愛閱讀的父母，孩子的內在閱讀動

機也會比較高。 

另外，在訪談中發現，除了父母以外，家中的兄姊或來往密切的親人對學童

的閱讀行為也有部分的影響。班上有 24%的學童表示家中的兄姊或親人喜歡看

書，因此即使父母不常閱讀，若是家中有其他時常閱讀可供學童學習的閱讀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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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他們之間的閱讀互動也會激勵學童的閱讀興趣。 

T:你的家人中有誰喜歡看書呢？ 

S13:哥哥。 

T:哥哥喜歡看什麼書呢？ 

S13:甲蟲類的書。 

T:所以你平常喜歡看甲蟲類和恐龍的書，是受到你哥哥的影響嗎？ 

S13:對。 

(正 20081126GC) 

 

（三）增加學童對社會圖書資源的使用機會，能提升兒童的閱讀動機 

根據唐榮昌（民 83）的研究發現，有較多接觸文字機會的孩子，其閱讀能力

會優於較少接觸文字的孩子，因此，讓孩子有更多接觸文字的機會，可以提昇孩

子的閱讀動機。從訪談記錄中可以發現，B 組每位學童的父母平日就會常帶孩子去

圖書館看書，或是幫孩子買書，因此可以發現 B 組的學童因自小就有較多接觸書

籍的機會，所以其內在的閱讀動機明顯較高，較能從內心去感受閱讀的樂趣。而 A

組的學生雖閱讀動機高，但只有兩位學童的父母會經常性的帶他們到圖書館借

書，或是到書店買書；其他三位學童皆因低年級老師每週一堂帶學生到學校專設

的低年級閱覽圖書室，增加了他們接觸書籍的機會，所以變得比較喜歡閱讀，也

因而會常利用下課時間自行到圖書館去借書回家閱讀。 

T:爸爸媽媽常帶你去圖書館嗎？ 

S6:很少。 

T:那爸爸媽媽會常帶你到書店幫你買書嗎？ 

S6:爸爸媽媽很少幫我買書。 

T:那你看的書都從哪裡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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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都是自己到學校圖書館去借的。 

(正 20081124GA) 

 

而 D 組的學童在社會圖書資源的使用上，相較於其他各組仍舊呈現較明顯的

落差，除了其中二位父母會在低年級時偶爾幫孩子買書，其他大部分的家長幾乎

不幫孩子買書，所以家中並沒有很多庫藏的書籍，即使有也大多是幼兒時閱讀的

童畫圖畫書，或是較屬成人閱讀的刊物。至於 C 組學童的父母在這方面則是會幫

孩子買書與不會的比例各佔一半，從訪談中可以發現，相較於 B 組的學童父母較

少用獎勵方式來激勵孩子閱讀，C 組學童的父母會經常帶孩子去借閱圖書，或是幫

孩子購買書籍的學童父母，比較會用獎勵的方式來鼓勵閱讀，也因此 C 組這一半

學童的外在動機明顯高於內在動機。 

T：你會為了什麼原因去閱讀呢？ 

S18：媽媽說如果我去看書，就可以在早餐的時候吃麥當勞。 

T：早餐就吃麥當勞？ 

S18：對啊！媽媽還欠我一個。 

T：那你有因為這樣就認真看書嗎？ 

S18：就亂看一通，如果字太多不想看，就把它丟到一邊去。 

(正 20081126GC)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得知，整體而言，父母家人的閱讀行為是會影響到孩童閱

讀行為的模仿與養成，因此，為人父母者若能多注重孩子閱讀的環境，及提供足

夠的閱讀資源，相信要孩子不喜歡閱讀也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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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童於閱讀教學前的閱讀經驗 

（一）父母經常念故事給孩子聽，能增加孩子對閱讀的興趣 

Wight 與 Grossman（1977）的研究顯示，兒童對閱讀的喜好程度，受父母的

影響較師長多。如果父母能經常與兒童一起閱讀、分享閱讀心得、讀書給孩子聽

或聽孩子讀、和孩子一起討論書籍，對於培養其閱讀習慣、引發其閱讀動機，都

有非常好的效果。因此若父母能在子女幼年時期就經常性的為孩子說故事，或是

增加親子間的閱讀互動，必能增進孩子內在的閱讀動機，養成孩子對閱讀的興趣。 

從訪談資料中可以發現 A 組(80%)和 B 組(69%)有較高比例的父母在孩子上小

學以前幾乎天天說故事給孩子聽，而這兩組的學童的父母到了低年級還持續經常

性的說故事給孩子聽的比例還高達 80%和 38%，甚至還有三位學童的父母到現在孩

子已經三年級了，還是每日說故事給孩子聽，其中兩位是因為家中有更年幼的妹

妹，所以會跟著妹妹一起聽床邊故事，另有一位的媽媽選擇文本內容較深的故事

來念給孩子聽，例如中國歷史等。 

T:爸爸媽媽以前會不會念故事給你們聽？如果有，一直念到幾歲為止呢？ 

S17：會，一直念到我一年級的時候，現在我是陪妹妹聽故事，都是在睡前聽

的。 

S7：我媽媽到現在還會念故事給我聽。 

T:現在還會?你也是陪弟弟妹妹聽嗎? 

S7:我沒有弟弟妹妹，我是最小的。 

T:那媽媽現在都念什麼故事給你聽呢? 

S7:媽媽會念史記給我和哥哥聽。 

(正 20081124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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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Ｃ組(60%)和Ｄ組(50%)的學生在進入小學前，皆有約一半的比例的學童

父母會念故事給孩子聽，然而再細問這兩組的學生，可以發現父母念故事的次數

比起 A、B兩組的學生少，只是偶爾會在睡前念故事給孩子聽，並非經常性的活動。

而進入小學之後，這兩組的學童父母皆不再為他們的孩子繼續說床邊故事了。 

 

（二）學童在低年級時雖有很多閱讀經驗，但內在閱讀動機仍待提升 

我們學校的圖書室分為二間，一間是給低年級學生每週來閱讀的地方，裡面

大多是繪本或童話類的故事；另一間則是給中、高年級借閱書籍和上閱讀課的地

方。在低年級的課程當中並沒有明確的一堂課程名為閱讀課，但有五節的語文課，

按學校的課程規劃將其中一堂語文課規劃為圖書課，所以低年級老師會每週一次

帶學生到圖書室去閱讀，但只是讓學生在那裡閱讀，並沒有任何的閱讀指導或策

略教學，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一週至少有一次與書本接觸的機會；此外，每班幾

乎每週也會有一天的早自習由班級愛心媽媽到班上說故事。 

依照前面所談到若能增加學童看書的機會，還有閱讀互動的經驗，應能增加

學童的內在學習動機，經由訪談可以發現全班 29 人中，有 28 位學童表示喜歡每

週到低年級圖書室閱讀，但是一經細問，才發現學童喜歡去的理由不同，真正因

為喜歡去圖書室閱讀的學生不多，A、B 兩組學生的比例較高(32%)，而這些學生

大多在上小學前就已經喜歡閱讀了；至於 C、D 組的學生的學生則較少(9%)，他們

喜歡去的理由大多是因為可以躺在圖書室的木質地板上，感覺很舒服，或者是可

以和同學在那裡聊天和玩耍，所以很期待到圖書室去，但真正去借閱書籍回家看

的學生並不多，大多是低年級老師會一段時間從圖書室借閱一套班書讓學生帶回

家看，雖然各班都有讓學生填寫閱讀存摺，但多數學生閱讀的量並不多。 

T:低年級老師每週都會帶你們去一次圖書館，那時你們喜歡看書嗎？ 

S21:還好，現在比較喜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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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8：我也還好，因為我都在那裡跟小朋友玩剪刀石頭布。 

S27：我只喜歡去躺在那個木板上和同學一起滾來滾去的。 

S3：我本來就很愛看書。 

S15：我那時候在圖書館都在玩。 

T:當低年級老師借書給你們帶回家看時，你回家會看嗎? 

S21：有些比較好玩的書，我才會看。 

S18：我沒有認真的看，因為回家都在玩電腦。 

(正 2008116GC) 

 

（三）三年級的閱讀課程與晨讀經驗對學童在閱讀的「量」上有幫助，

但因教學引導不足，使學童在閱讀「質」的方面仍待加強 

上三年級後，課程中增加了一堂資源課，課程內容包含資訊和閱讀，我們班

依學校的安排是單週上圖書，雙週上資訊，所以不像在低年級時每週都有一節圖

書課，而是每兩週才有一節圖書課，在圖書課中，閱讀老師會教授學生一些閱讀

的方法，有摘要大意、尋找關鍵詞等，但因每兩週才上一堂閱讀課，所以對提升

學童的閱讀動機助益不大。 

另外，因研究者認為有必要培養孩子的閱讀習慣，所以每週的週三早自習，

會固定帶著學生到中高年級的圖書室去看書並借閱書籍；在三年級下學期時，研

究者也在班級中推動晨間閱讀的活動，推動一段時間後，可以發現學生借閱書的

數量有增加，但是從學生閱讀的書籍中可以看出，除了少數愛閱讀的學生(多為 A

組和 B 組的學童)，大部分的學生還是偏愛看圖畫較多的書籍，不喜歡看文字較多

的書籍，而且其中有很多學生，包括男生和女生在內，只看漫畫，不太去接觸其

他方面的書籍（觀 20081123），除了研究者跟學生分享的書籍會造成學生搶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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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研究者沒有推薦，大部分學生不會主動去借閱文字較多的圖書，這亦是研究者

一直想到改善的地方，希望學生的閱讀範圍能從圖畫類的書籍擴及文字較多的書

籍。 

 

從上述看來，本班的學童們在研究者進行閱讀教學以前閱讀經驗落差很大，

注重閱讀的父母會花較多時間培養孩子的閱讀習慣，反之，不注重閱讀的父母通

常不太會花時間在孩子的閱讀習慣養成上，因此，親子間閱讀互動的多寡對於提

升學童的內在閱讀動機是有很大影響的。此外，對學童而言，除了父母以外，學

校是影響學童閱讀習慣及行為的第二大因素，若學童能從進入小學起開始培養閱

讀興趣及習慣，對其在日後各科的學習上都是有所助益的，因此，身為教師的我

們實有必要花時間在閱讀這塊領域上好好經營！ 

 

三、閱讀教學前學童使用閱讀策略的情形 

研究者的閱讀教學方案中包含連結、提問和預測三個策略，因此研究者在進

行研究前，想藉由訪談來了解學生課前對這三個策略是否了解，以及使用的情形

如何，以做為研究者教學修正的一個參考依據。 

 

（一）約半數學童認為自己能在閱讀中連結到類似的生活體驗 

從訪談資料中可以發現，班上 29 人中有 13 位學生表達在閱讀教學前就會在

閱讀時連結到自己的生活經驗，其中 A、B 兩組學生有高達四成以上的學生都認為

自己常常邊閱讀，就會想到一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類似經驗；C 組的學生亦有高達

五成的學生認為自己可以；至於 D 組的學生則只有約三成認為自己會在閱讀時做

與自身經驗的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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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閱讀的時候，你常會因為故事裡面的內容，讓你聯想到曾經發生在你身上

類似的事情嗎？ 

S1：我會，就是有時候覺得這個故事很相似的時候，我就會對自己講話。 

(正 20081124GA) 

 

（二）因父母、師長們對主動學習的忽視，造成孩子提問的意願逐漸

低落 

學生在提問方面的使用比較高，與兒童天生就好奇喜歡問問題的天性相符，

所以全班約有將近五成的學生，認為在閱讀教學前，自己就喜歡邊看書邊問題，

其中 A、B 兩組會提問的學生更佔各組的五至六成。學童問的問題中，一半是因認

字量不夠多，所以造成閱讀的理解困難；另一半則是因為看不懂故事的內容。至

於學童發問的對象大多是自己的父母，然而父母或身旁的人常因忙碌或是嫌麻煩

而不予理會，因此讓孩子提問的意願漸漸降低。 

T：你在看書時若是有不懂的地方，你會提出疑問，並想辦法找出答案嗎？ 

S1：我有問我媽，我媽就會說看書就看書，問那麼多幹什麼，讀到最後就知

道了。 

S12：我媽也是這樣說，就說反正不會的地方就跳過嘛！ 

S28：有時候會問媽媽，但是媽媽都在廚房裡不理我。 

S25：我會問，但有時爸爸、媽媽、姊姊都會覺得我很麻煩，都說的問題很怪。 

S23：我媽媽都會跟我講。 

(正 20081125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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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動運用預測策略來進行閱讀的人數不多 

在三個策略中，會在閱讀時使用預測的學生比例較少（有 9 位，約佔全班的

31%），然而在 A 組中的每位學生在閱讀中都或多或少的會使用這項策略，其他三

組會使用的人數並不多，其中在 D 組只有一個人會使用，而且還只是偶爾會運用。

會運用這項策略的部分學生表示自己平時就有這個習慣，有的則是表示自己喜歡

去幻想猜測；不會運用這項策略的學生則表示，自己在閱讀時會一直讀下去，根

本沒有想到要去猜後面的結果，只知道讀到最後就會知道結果了。 

T：你在閱讀的時候，會不會去猜測故事後面可能會發生什麼事情？ 

S7：會，我常常都會去想後面發生什麼事。(正 20081124GA) 

S1：我的頭腦自動就會出現故事後面發生的事情。(正 20081125GB) 

S29：會，我會去猜，而且大部分的時候都猜對。(正 20081126GC) 

S14：不會，我會一直看到最後，就知道結果了。(正 20081127GD) 

 

將這項訪談資料與前面學童的閱讀經驗相對照，可以發現會運用這三項策略

的學生，大部分是屬於比較喜歡閱讀，並在閱讀方面有一定數量的學生，其中有

部分的學生雖認為自己會使用這種策略來閱讀，但是因為閱讀的次數及數量很

少，所以基本上也不太會去運用這三種策略。 

 

貳、分析閱讀教學前學童閱讀動機的來源 

一、學童於教學前之閱讀動機的呈現情形 

研究者依據學童在閱讀教學前的試探性研究中所填的「兒童閱讀動機問卷」，

加以進行分析，用以初步了解研究對象在閱讀教學前的主要閱讀動機來源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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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四組不同閱讀動機的學童在「兒童閱讀動機問卷」中所得的閱讀平均分數，

依能力及效能信念、成就價值與目標，及社會三面向共十四個向度，將學童在內

在動機及外在動機上的各向度平均得分，整理如下表 4-1-1 及表 4-1-2。 

 

表 4-1-1 學童在內在動機各面向及向度之平均得分 

 內在動機(平均=1.61 分) 

面向 能力及效能信念 成就價值與目標 

向度 自我效能 閱讀挑戰 好奇 涉入 重要性 喜悅 放鬆 認知

A 組平均 1.80  1.67  2.40 2.47 1.87 2.60 2.60  2.07 

B 組平均 1.58  1.67  2.13 2.00 2.13 2.29 2.08  2.13 

C 組平均 1.17  1.23  1.53 1.43 1.83 1.23 1.47  1.40 

D 組平均 0.94  1.28  1.50 1.06 1.50 0.39 0.33  0.39 

全班平均 1.34  1.44  1.84 1.69 1.85 1.59 1.60  1.51 

面向平均 1.39 1.68 

 

表 4-1-2 學童在外在動機各面向及向度之平均得分 

 外在動機(平均=1.56 分) 

面向 成就價值與目標 社會 

向度 認可 成績 競爭 逃避 社交 順從 

A 組平均 1.87  1.60  2.47  2.00  2.00  2.47  

B 組平均 1.08  1.08  1.00  1.54  1.92  1.25  

C 組平均 1.83  1.90  2.10  1.07  1.97  1.77  

D 組平均 1.17  1.44  1.11  0.67  1.11  1.11  

全班平均 1.49  1.53  1.66  1.28  1.78  1.61  

面向平均 1.49 1.70 

 

以每一向度最高平均得分 3 分來看上述的表格，整體而言，班級整體之內在

動機平均得分(1.61)與外在動機的平均得分(1.56)相差不大，皆趨近中間值，可以得

知全班的閱讀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的呈現情況差不多。以下分就全班在內在動機

與外在動機中各面向及各向度之平均得分情形加以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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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在動機方面－當學童從閱讀中獲得趣味，越能投入閱讀活動 

我們先從表 4-1-1 中來看學童之閱讀內在動機中各方面的平均得分，可以發現

全班在成就價值與目標方面的平均得分(1.68)高於能力及效能信念方面的平均得分

(1.39)，代表對本班整體而言，從閱讀中獲得喜悅、放鬆等內在價值因素，比起學

童對自我對閱讀的能力及效能而言，更能讓吸引其投入閱讀活動中。 

在能力及效能信念方面，除了 A、B 兩組的平均得分有大於中間值的表現外，

C、D 兩組的平均得分皆在中間值以下。而在成就價值與目標方面的每個向度中，

A、B 兩組皆有較高的平均得分表現，顯示這些向度皆是能吸引高內在動機學童去

進行閱讀的主要因素；至於外在動機較高的 C 組則是在好奇及重要性兩個向度有

較佳的表現；而低內在及低外在閱讀動機的 D 組除喜悅、放鬆及認知三個向度的

平均得分接近中間值，其餘的向度則是明顯與其他三組差距較大。此外，Ａ、Ｂ

兩組在逃避的向度上皆有較高的得分，顯示高內在動機的學童較會為躲避外在的

壓力而選擇從事喜歡的閱讀活動。 

 

 （二）外在動機方面－學童會因社會互動上的需求而從事閱讀活動 

而在外在動機部分(參看表 4-1-2)，可以得知全班在社會方面的平均得分(1.70)

大於成就價值與目標方面的平均得分(1.49)，代表對全班級整體來說，社會互動上

的需求，比起追求好成績、同儕間競爭等外在因素，更能引起學童的動機去進行

課外閱讀活動。 

在成就價值與目標方面，外在動機高的 A、C 兩組學童在尋求他人的認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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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追求更好的成績以及同儕間的競爭這三個向度上，皆有較高的平均得分，表示

這些外在的誘因皆會引導學童去進行短暫的閱讀行為；而 B、D 兩組在這三個向度

上的平均得分則皆低於中間值，顯示這些外在的因素對於高內在閱讀動機的學童

沒有任何影響，且對於低內在又外在閱讀動機的學童而言，也無法產生足夠的動

力誘導其去進行閱讀行為。 

至於社會方面的社交及順從兩向度，從表 4-1-2 可以發現，無論是高內在動機

或是高外在動機的學童皆喜歡透過討論書中的想法來與人進行溝通分享，他們喜

歡透過這樣的方式來滿足他們的社會互動需求。 

 

在圖書館內，部分學生喜歡三三兩兩的聚在一起讀同一本書，分享著彼此的

想法，並一起大笑，雖然幾次被老師以在公共場合保持安靜的理由禁止，但仍是

偷偷趁老師不注意的空檔，溜到角落老師看不見的地方繼續談著書中的內容。 

(札 20090304) 

 

而在順從的這個向度上，外在動機較強烈的 A、C 兩組學童在這向度的平均得

分較高，顯示父母師長的話對這些學童而言有一定的影響力，他們會依父母師長

的要求去進行閱讀行為，只是這樣的行為是否可以持續，端視其是否同時具有高

內在閱讀動機。 

 

二、學童於教學前之閱讀動機的形成因素分析 

在了解本班的大致閱讀動機呈現情形後，以下將依 Wigfield 與 Guthrie（1997a）

所做的閱讀動機分類，從能力及效能信念、成就價值與目標，及社會三方面來分

析本班在閱讀教學前之閱讀動機的形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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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力及效能信念方面－多數學童認為自己不具良好的閱讀能力 

在劉佩雲等人（2003）的研究當中提到，當個體覺得自己有能力能夠有效的

閱讀，越能投入精力在閱讀活動中，越能挑戰艱難的閱讀文本，以精熟內容來理

解當中的概念。然從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發現本研究之學童班級學生在這方面的動

機呈現較弱，大部分的學生並不認為自己能做到有效的閱讀，也不喜歡挑戰困難

度較高的閱讀文本。在這方面也許是以前的閱讀教學沒有帶領學生去學習有效的

閱讀，或是激勵學生在閱讀中針對自己的能力挑戰難度較高的文本，因此，大部

分的學生並不認為自己有好的閱讀能力，亦不認為自己能做到有效的閱讀。 

 

（二）成就價值與目標方面－內在動機高者只對於自己好奇的閱讀主

題產生興趣，而外在動機高者則較關注自我是否表現良好 

Wigfield（引自劉佩雲、簡馨瑩、宋曜廷，2003）認為只有能力和效能信念，

而沒有其他理由或誘因促動的話是不足以產生投入的閱讀行為。而在李素足(1999)

的研究中亦指出當讀者全神貫注在一本書時，就會忘了時間及自我意識，就能產

生 Csikszentmihalyi 所描述的福樂經驗（flow experience），這樣的經驗對於內在動

機高的個體而言，足以產生投入的閱讀行為。對照於本研究學童中的各組學童，

不論內外動機的高低，對於自己有興趣的閱讀主題，皆會產生好奇而去閱讀，並

在閱讀過程中從中獲得樂趣。 

而對於比較在乎自己的表現是否良好，或為了外在的認可、獎賞，甚至為了

在成績表現上贏過同儕朋友的學童而言，他們會有這樣的動機行為，應與他的父

母教育方式有著很大的關係。從研究者教學一年的經驗可知，部分外在動機高的

學生，其父母對其各科成績的要求相當嚴格，養成學童好勝的心理，希望樣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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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贏得最佳的表現。這樣的學生通常都非常在乎自己的成績表現，以及自己是否

在團體中是最棒的。 

T:小朋友們，請將你在書上所連結到的經驗寫在便利貼上。 

S27：老師，這個便利貼算分嗎？ 

T：不算分，老師只是希望你能把你的想法寫下來。 

S27：那你會看嗎？ 

T：老師會在下課的時候收回來看。 

S27：那你收回去看之後會算分嗎？ 

T：不會，老師只是想看看你們連結到什麼事情而已，所以你們不用擔心！ 

(觀 20081209) 

 

此外，研究者也發現因很多父母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或是以往的教師（包

括研究者在內）在學童的學習中，常會使用許多外在的獎勵或誘因（如發獎卡等），

來誘導孩童去進行大人們要其完成的事情，這樣的方式長久施行下來的結果，常

導致部分學生常會為了獲得大人們的認可與獎勵，才去進行閱讀行為。研究者曾

於三年級下學期初時在班上推行晨讀活動，從一開始就陸續用了許多獎勵來吸引

學生們參加，例如：發糖果、戳戳樂、閱讀樂透活動等，所以活動開始時，的確

成功吸引了許多學生參加，但到了學期後半，研究者並不希望學生只是為了這些

獎品來參加，因此慢慢的一點一點拿掉外在的獎勵，結果發現來參加的學生也跟

著逐漸減少。 

因此，研究者認為除非學生們能真正從內心享受到閱讀的樂趣，否則靠著外

在的獎勵和認可，只能夠短暫的吸引這些學童們從事閱讀行為的活動，並無法持

久，唯有增加其內在的成就與價值感，使其從閱讀中獲得喜悅，才能養成終身良

好的閱讀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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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方面－學童喜歡透過閱讀討論分享來滿足其社會互動需求 

Wigfield 與 Guthrie（1997a）提出「為社交而讀」是指由與同儕、朋友或家人

分享或透過追求閱讀意義而能成為某社群一員的過程。對照於本研究學童班級學

生的閱讀表現，當他們在書中發現有趣的議題時，會立刻呼朋引伴同來一起分享，

所以在圖書室閱讀時常會見其一群一群的坐在一起小聲分享(札 20081227)。孩子天

生是喜歡交朋友的，因此這樣的分享討論行為能滿足孩童的社會互動需求，幫助

他們在團體中獲得認同。 

而「為順從而讀」則基於外在、他人的要求或目的而閱讀。在本研究學童班

級中，有較高外在動機的學童較能順應父母師長的要求而去閱讀，這樣的行為或

許也與他們喜歡尋求外在的認可或獎勵有很大關聯，因此較願意順從大人們的意

願去從事閱讀行為的活動。 

 

綜合上述各分析，可以得知本學童班級的主要閱讀動機來源，成就價值與目

標方面佔了內在動機最主要的部分，其中學童對於閱讀的好奇，以及認知到閱讀

的重要性是最大力量支撐其持續的閱讀；於外在動機部分，成就價值與目標方面

亦佔了很大的部分，而成績及同儕競爭為其中最主要的向度，至於在社會方面則

以為社會互動需要而讀為最主要的閱讀動機來源。 

 

參、分析閱讀教學對學童閱讀動機的影響 

研究者在閱讀教學之後欲了解學童對閱讀的喜好是否有不同的轉變，因此透

過訪談大綱來對學童進行分組晤談，其中問到學童在閱讀教學之後，是否喜歡閱

讀？經由訪談結果，可以發現學童全體喜歡閱讀的比例達 100%，每位學童皆表達

他們比閱讀教學前更喜歡閱讀，以下就學童在閱讀教學後的閱讀動機現況，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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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轉變的原因分析加以敘述。 

 

一、學童於教學後之閱讀動機的呈現情形  

研究者將學童回應喜歡閱讀的原因應再依上述閱讀動機來源分類，即能力及

效能信念、成就價值與目標，與社會三方面來進行整理分析，其訪談結果呈現如

下： 

 

（一）能力及效能信念方面－學童願意挑戰較困難的閱讀文本 

從閱讀教學後的訪談資料中，可以發現在學童在能力及效能信念方面多數都

有增進，在全班 29 人中，有 25 位學生表示願意試試挑戰比自己閱讀能力再深一

點的文本，其中有 9 位學生認為自己本來就很喜歡挑戰新的東西，所以看到難一

點的閱讀文本，就會很想翻翻看；另有 16 位學生認為現在因為學了閱讀策略，比

較能讀懂書裡的內容，因此很願意試試看。 

 

T：你以前會選擇一些內容較深的書來看嗎？ 

S8:不會，因為看不懂，也很無聊。 

T：在閱讀教學完後，你會不會願意去挑戰內容比較深一點的書？ 

S8：會啊！ 

T：為什麼呢？ 

S8：因為現在會一些閱讀策略後，看書看得比較懂，所以可以試試看。 

(正 20090509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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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學童被問及是否認為自己的閱讀能力增進許多？全班一致給予肯定

的回應，其中低內在及外在動機的 D 組學童更有 69%的學童表達因為現在讀得比

較懂，所以覺得閱讀比較有趣，也比較願意去閱讀。 

 

（二）成就價值與目標方面－外在動機逐漸內化為內在動機 

成就價值與目標這個面向包含了內在動機─好奇、重要性、涉入、喜悅、放

鬆、認知，和外在動機─成績、競爭、認可、逃避這兩部分，從訪談結果中可以

發現原本在閱讀教學前，學童班級在內在動機來源較偏向因對有興趣的閱讀主題

產生好奇，和內在對閱讀重要性的認知，而在外在動機部分則是較偏向為了提高

成績表現及同儕間的競爭；然而在閱讀教學後，發現除了原本內在動機就高的學

童外，原本外在動機較高的 C 組學童在閱讀動機上也由外在轉為內在，比例高達

94%，以下舉班上的一名學生 S29 為例： 

T:你喜歡閱讀嗎? 

S29:(笑笑)不喜歡。 

T:那你會為了什麼原因去看書呢？ 

S29:我媽媽會逼我去看書，就是以前買的那 120 本書（東方出版的世界名著

小說），媽媽說從最簡單的開始看，可是最簡單的一本有這麼厚這麼厚，

所以我看了一年才看完。 

T:媽媽除了逼你之外，會用什麼獎勵去鼓勵你看書嗎？ 

S29:會啊！就是升三年級以前，媽媽說看完一本書就可以得點數，等到集了

2000 點，就可以去加拿大了。 

T:那媽媽用這個方法來吸引你看書，有沒有效呢? 

S29:有效啊！ 

T:所以你有為了去加拿大，努力的去看這 120 本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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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9:還好，我有看一些，但是沒有很努力。 

(正 20081126GC) 

 

T：你上次提到媽媽為了讓你閱讀，用集點去加拿大的方式來激勵你看書，暑

假時，你已經去過加拿大了，那現在媽媽還有用什麼方法鼓勵你閱讀呢? 

S29：現在我們都沒有在集點了。 

T：沒有集點了，那你會主動去看書嗎? 

S29：會啊！我現在很喜歡看書，家裡買的那 120 本書，我已經看了 20 幾本

了，現在我在看白鯨記，老師，那本很好看喔！你有沒有看過，我可以借

給你喔！ 

T:為什麼你現在變得比較喜歡看書了呢？ 

S29：因為老師你教我們那些閱讀策略，就覺得看書比較好玩，有時會有掉到

書裡面的感覺。 

(非 20090408) 

S29 的媽媽在今天的親師懇談會上，談到很感謝老師在班上推動這樣的閱讀教

學，她說 S29 的哥哥和親戚的小孩都喜歡閱讀，即使常相處在一起，還是無法影

響 S29 也喜歡閱讀，而且無論她用什麼方式去叫她的孩子閱讀，她就是不願意去

看書，但是現在她常常看書看到媽媽叫她去洗澡睡覺，還是不肯停止閱讀。 

(札 20090302) 

 

根據整理結果，在全班 29 人中，有 26 位學生認為可以從閱讀當中獲得樂趣，

其中 17 位學生認為閱讀時好像身歷其境，好像完全涉入在其中與故事裡的人物對

話；另外還有 20 位學生認為閱讀可以增加他們的知識，所以他們喜歡閱讀。因此，

可以了解本研究對象在成就價值與目標面向上，改變最大的是外在動機轉為內在

動機，而內在動機部分也由閱讀教學前較偏向好奇和重要性兩個向度，轉變為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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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向喜悅、涉入及認知三個向度。至於在放鬆這個向度上，無論是閱讀教學前後

都明顯偏低，經研究者詢問，才知道許多學童雖然認為閱讀很有趣，但因現今課

業壓力大，而且部分安親班的學生還要面對寫不完的評量，因此，再加上一項閱

讀功課，有時會令他們覺得功課變多，課業壓力更大，因此無法好好放鬆閱讀。 

 

（三）社會方面－學童依舊喜歡透過討論分享的方式來進行同儕互動 

從研究者的平日觀察記錄及日常非正式的訪談中可以發現，多數的學童表達

喜歡這種分組討論分享的互動方式，因為可以和同學分享有趣的想法和一起大

笑，甚至會因期待下一次的分享，而用心寫下在閱讀中所獲得的感想，好在下一

次課堂中對同組的組員分享。 

S24：老師，這樣討論好好玩喔！以後閱讀課都會這樣討論嗎？ 

T:你喜歡這樣閱讀討論分享的方式？ 

S24：對啊！好有趣喔！ 

S17：我也是。 

T:那你會期待因為這樣期待下一次的閱讀課嗎？ 

S17：會啊！我會很期待！ 

(非 20080114) 

 

然而也有幾位學生表達並不喜歡這樣的討論方式，理由是有些組員會嘲笑他

們發表分享的內容，導致他們不敢分享，他們認為若是和好朋友在同一組，應該

會比較喜歡這樣的分享的方式，也比較敢在組內發表。因上述學童的回應，研究

者認為有必要針對分組分享討論的規則再加以強調說明，引導學童尊重別人的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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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學童閱讀動機改變的原因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了解本研究對象的閱讀動機大體皆有提升，尤其是內在

閱讀動機的部分提高不少，研究者依據在閱讀教學後學生的訪談內容，及所查閱

之文獻，對本研究對象閱讀動機之轉變提出下述幾點可能原因： 

 

（一）透過教學引導，使學童的先備經驗能與文本結合 

研究者從文獻中了解學生於建構意義和後設認知的過程中成為主動的主角， 

才是引起動機最成功的方法（引自許敏華，2004)。因此，在本研究的閱讀策略教

學中，研究者即使透過對話引導的方式，幫助學生將已有的先備經驗與文本內容

做連結，幫助學生在閱讀理解過程中建構意義，因而引起學生喜歡閱讀的興趣，

此點從學生在閱讀教學後的訪談中即可發現，全班中有 23 位學童表示運用閱讀策

略幫助他們想起以前許多曾經發生過的事情，而這些經驗可以幫助他們更理解文

本，所以變得更喜歡閱讀了。 

 

（二）教師成為學童的閱讀示範者 

根據 Bandura(1994)的社會學習理論，學生會模仿他人的行為，當孩子發現大

人可以從閱讀中獲得樂趣時，便視閱讀為值得做的活動。當孩子從閱讀中獲得愉

悅的情感經驗，將引發其閱讀的內在動機。因此，父母及教師的角色相當重要，

當父母或教師喜歡閱讀時，就比較容易引起學生模仿的行為，使孩子變得喜歡閱

讀。從訪談中可以發現，幾乎每位學童都說很喜歡研究者運用放聲思考的方式範

讀故事文本給他們聽，因為他們認為研究者會投入許多感情，並配合適當的聲調

來範讀，非常的有趣，而且只要是研究者所推薦的書籍，幾乎都能在班級裡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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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烈的傳閱，因而引起學生閱讀的興趣；此外，學生們還表示非常期待下次研究

者會帶給他們什麼不一樣的閱讀文本。 

 

（三）安排隨手可得的豐富圖書資源，有利培養學童閱讀習慣 

如果孩子所處的環境是一個書籍隨手可得的地方，習慣於豐富的文學環境，

孩子將習慣拿書來看，若是處在文學貧乏之地，沒有相當的習慣及模仿的對象，

對書本當然提不起興趣（引自許敏華，2004）。研究者除了每週三早自習外，又

增加了每週五早自習的晨光時間，固定帶全班學生到圖書室進行閱讀活動，並鼓

勵學童借閱不同的書籍來閱讀。此外，研究者亦利用各種管道，例如向學校借閱

班級圖書，或是向班級家長募集圖書，在班上成立一個豐富的圖書庫，目的是希

望給學生一個豐富的閱讀環境，讓學生隨手都可以拿到書籍閱讀，進而愛上閱讀。 

 

（四）透過閱讀分享，增加學童他人互動的機會 

Gunning（2000）提到如果老師能提供討論書本內容，將可以激發起學生更高

的閱讀動機。研究者在閱讀教學中加入了討論分享，讓學童能將其從閱讀所獲得

的經驗與想法，與同儕互動交流，在這樣的互動學習中，學生得以意識到文學的

功能，更能促進他們的學習動機。在教學過程中，有多位學生曾向研究者反應很

喜歡這樣閱讀討論分享的方式，因為他們很喜歡跟別人分享自己的想法，認為能

和組員互動是件很快樂的事情，因此願意為了要在小組中進行分享而好好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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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閱讀教學期間學童使用閱讀策略之情形 

 

本節分為二部分來探討學生的閱讀理解表現，首先探討在課堂學習情境中，

學童在「連結」、「提問」和「預測」三種策略的學習情形。研究者希望能透過

研究了解學生在閱讀學習中所遇到的困難，以及教師要如何利用對話和學習鷹架

來協助學童克服學習困難，以下依研究者所進行之教學歷程來對學生學習策略的

情形進行了解與分析。 

 

壹、連結策略 

連結策略是運用已具有的先備知識促進對文章的了解，幫助學童將所讀的內

容與現實生活自身經驗做連結，並透過文字或語言說出日常生活中有過的類似經

驗或情境，讓閱讀深耕於生活中。以下就教學歷程及不同閱讀程度學童的表現來

進行分析： 

 

一、學習放聲思考的運用 

對於本次閱讀教學的三個閱讀策略來說，「放聲思考」是一個很重要的閱讀

技巧，但是學生在閱讀教學前並沒有學習應用「放聲思考」方法的經驗，因此研

究者在第一次的連結課程中，加入了迷你課程─「放聲思考」，引導學童在閱讀

中學習講出自己的想法。教學方式為由教師示範如何在閱讀中使用「放聲思考」，

再與學生做對話討論。在第一次的教學中，研究者選用《雅博曼陀的夢》這本圖

畫書做為示範的文本。《雅博曼陀的夢》這本書的內容充滿想像力，色彩非常鮮

艷，很容易引起學童的注意與共鳴，這也是研究者選用此書的主要原因。本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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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課程目標雖為學習「放聲思考法」，但研究者在部分的故事情節當中有連

結到一些曾發生的經驗，因此讓故事聽來非常有趣，所以學生們都忍不住七嘴八

舌的插嘴加入自己的想法，因此，研究者要學著掌控整個教學流程及氣氛，不然

很容易就偏離研究者所要教學的內容。 

 

T：經過這個災難之後,這些小孩走在回家的路上,害怕雅博曼陀神奇的夢永遠

不會再出現了,..咦?他的這些好朋友好奇怪喔！他們竟然不怕村民罵,只

怕雅博曼陀的夢不見,真奇怪！ 

S23:因為他們覺得雅博曼陀的夢很好玩啊！ 

S5:那如果雅博曼陀死掉了怎麼辦? 

T:我想如果我是他的朋友,我也會怕他的夢不見,因為我不會做彩色的夢,如

果我身邊有一位朋友會做彩色的夢,那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S1:因為雅博曼陀做的夢是繽紛的夢 

S13:而且又多采多姿 

S15:比那些村落還要好 

T:對呀！那是一件多麼神奇又有趣的事情！ 

S13:五彩繽紛呢！ 

(觀 20081206) 

 

在整個教學中，研究者都沒有說出「放聲思考」這四個字，而是在故事範讀

後藉由師生對話的方式，引導學生去發現研究者的教學和以往相比，有何不同之

處，透過這樣對話互動的方式，讓學生自行建構出「放聲思考」的了解，使得他

們對此印象更為深刻。 

 

 



 

 125

T:小朋友,請問有沒有注意到今天老師今天念故事的方式和以前念故事的方

式有沒有不一樣的地方? 

S11:比較好聽！ 

S22:有捲舌！ 

S5:比較有節奏感！ 

S26:會說出你的想法！ 

T:我會說出我的想法?我以前都沒有說出我的想法嗎? 

SS:沒有！ 

S29:你以前只有把故事念出來而已！ 

T:喔！我以前只有把故事念出來,你覺得今天我是怎麼把我的想法表現出來? 

S24:你會自問自答 

T:我會自問自答,我會把我的想法講出來。很好，有幾位同學觀察得很仔細，

這就是老師今天要介紹給你們的一種閱讀方法「放聲思考」。…… 

(觀 20081206) 

 

當日研究者要學生選一本書，配合本班原本就有的「每日閱讀 30 分鐘」的閱

讀功課，與家人共同進行放聲思考的活動。隔日學生給研究者的回應大致良好，

很多學生表示這樣閱讀的方式有趣多了，而且對於故事的內容印象更深刻。例如

S17 反應：感覺很不一樣,因為以前只是看過去而已,都沒有進行思考,這次就比較

會去思考,印象就比較深刻。 

但也有些學生表示安親班老師不願意讓他們在安親班進行這項功課，回到家

也晚了，所以沒有辦法完成這項作業，因此研究者在接下來的幾天都在功課上安

排「進行放聲思考」的閱讀功課，讓學生自己安排時間多加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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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放聲思考連結親身經驗 

有了「放聲思考」的經驗後，第二次的閱讀教學則是正式進入「連結」策略

的教學。在這次的教學中，研究者選用一本圖畫書《樓上的外婆和樓下的外婆》

這本書來做為連結策略的示範讀本，研究者之所以會選用這本書，是因為此書的

內容與大部分人的生活經驗有較多的相符之處，因此會比較容易做經驗上的連

結。這次的連結教學和放聲思考法的教學方式相同，研究者並沒有事先告知學生

要運用連結策略來進行範讀，而是在閱讀過程中自然的運用放聲思考方法來進行

連結，並示範如何將所連結的經驗寫下來。接著閱畢後，再藉由師生對話方式讓

學生建構出「連結」策略的意義和方法。 

T：老師今天有沒有用到有聲思考？ 

SS：有。 

T:但是今天老師示範的這個方式，和上次示範的放聲思考的方法有不一樣的

地方嗎?  

SS：有。 

T：哪裡不一樣呢？ 

S29:你會把你經驗過的事情告訴我們。 

T:對，透過這個故事,我突然想到我好像有很多類似的經驗,所以就把一些發

生過的親身體驗分享出來。但是我又再加上一個步驟,是什麼呢? 

S23:我知道！你把你自己的想法寫下來。 

T:對,我把看到的故事情節跟我以前類似的經驗做一個連結，這就是老師今天

要教你們的一個新策略，叫做連結策略。 

 (觀 2008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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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課程最後安排學生進行十分鐘的連結閱讀，而學生在課前即已事先

選定一本想閱讀的書籍。在這十分鐘的練習過程，可以看到有些學生現學現用，

可以馬上做出很好的應用，寫下四、五個連結；但也有很多學生相當苦惱，跟研

究者反應不知讓怎麼做連結，因為想不到任何相關的經驗。研究者仔細觀察他們

所選擇的文本，有的是自然小百科，有的是歷史故事，對於初學連結策略的學生

而言，這樣的文本確實很難去做連結。因為隔日即週末，研究者在當日出了一項

閱讀連結作業，要學生選擇一本書來填寫閱讀連結單，但基於上述所發現的問題，

研究者請學生在回家前，選用一本跟自己的生活經驗比較有關的書籍來閱讀，會

比較能夠順利的做出連結。 

在這次的閱讀連結練習單中，可以發現學生所寫出的連結類型分為三類。第

一類是依照所看的故事內容，真實的連結的連結到自己的親身體驗，例如 S25 在

閱讀《世界童話精選》這本書時，看到第 26 頁提到「小木偶騙爸爸是在學校用功

讀書，所以小仙女就把小木偶的鼻子變得好長好長。」，於是就連結到「媽媽也

常跟我講不要說謊，不然也會像小木偶一樣，鼻子變得很長很長！」；第二類的

同學比較像是在寫心得，例如：S6 在閱讀《青蛙與蟾蜍》這本書時，看到第 36 頁

的「蟾蜍問過了附近的鄰居，最後終於找到了遺失的扣子。」故事情節，便連結

到「我們弄丟東西時，應該要像故事中的蟾蜍問過所有人一樣，而不是放棄。」；

第三類的同學則是不知所云，連結的內容似乎與故事情節完全無關，例如：S8 在

《山居歲月》這本書的第 123 頁看到「驚風梳理羽毛，那個歹徒嚇了一跳。」，

就做了「弟弟做惡夢不敢睡覺。」的連結，但這樣的人數並不多，只有 3 位（約

佔全班的 10%）。 

事後，研究者有針對此點在下課時隨機式的訪談幾位學生，有幾位學生反應

很多以前的事情都不記得了，也有很多同學說想不到類似的體驗，例如 S5 提到「我

看的地方都沒有經歷過，所以不知道要怎麼做連結。」透過這樣的訪談，研究者

認為應與學童的生活體驗較少有關，很多孩子在假日時由於父母工作忙碌，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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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在安親班，就是在家裡看電視打電玩。但研究者亦認為現在都巿裡的小孩生活

經驗雖然較少，但仍有相當的體驗，只是很多學生不習慣或不願意去做回想連結，

因此，研究者認為可以在喚醒學童舊經驗上再多做引導；此外，研究者也認為必

需在教學上有所修正，不是一定要親身體驗的事情才可以做連結，也可以連結到

一些已知的事實或文本，做為閱讀前的先備經驗。 

 

三、透過教學引導學童融入先備經驗，與文本互動建構出新的意義 

在第三次的連結教學中，研究者希望能再針對學生運用舊經驗上做更多的引

導，除了親身的體驗外，也能融入一些已知的事實，使學童與文本產生良好的互

動，建構新的、獨特的意義，以幫助學童更了解文本的內容。在這次的教學中，

研究者以《傳家寶被》這本圖畫書做為閱讀示範的文本，因有前面兩次的連結經

驗，因此在此次的教學中，是由師生共同來做連結，研究者則在師生對話中適時

的喚起學生的舊經驗，好做更廣的連結。 

T：「那條百衲被再度成為婚禮的遮棚，這一次是用在卡洛兒嫁給外曾祖父喬

治的婚禮上，雖然男女賓客共同慶祝，但他們還是沒有一起跳舞，在卡洛

兒的捧花裏，有金幣、麵包以及鹽。」小朋友，你曾經參加過在台灣的婚

禮嗎？像這本書的婚禮，我們可以觀察出他們都會使用遮棚，你還見過或

聽過哪些婚禮的習俗呢？ 

S5：新郎新娘敬酒。 

S1：互相交換戒指。 

T:那你們有看到新娘剛出嫁時，離開家時頭上有什麼？ 

S5：要撐著雨傘。 

S23:還會潑水。 

T:代表嫁出去的女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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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3:新娘還會從車窗往外丟出扇子。 

T:很好，請你寫下來。 

(觀 20081213) 

 

在閱讀《傳家寶被》這本書時，可以發現裡面有相當多的情節可以引起學生

舊時的經驗，因此產生熱烈的討論分享，學童們都很急於要分享自己的經驗，以

致原本預定一節半要閱讀完的文本，足足多延了二十多分鐘。例如文中提到「將

百衲被假想成鬥牛披風，或是當作冒著熱氣的亞瑪遜森林的一個帳蓬。」時，便

讓很多學生回想起以前會在家用被單或毛毯做出許多想像的遊戲，像 S26 提到「用

被單做祕密基地」，S1 則是「將被單當作降落傘」等有趣的做法。 

透過師生共讀的過程，研究者認為學童應比較知道如何去做連結，因此在當

日的作業中即規定每位學童都要閱讀《管家貓送手帕》這本書，並使用連結策略

來完成閱讀連結單。研究者再針對學童所完成的閱讀連結單分析，發現全班中有

25 位學生（36%）都可以做到不錯的連結，成功的連結到自己的舊經驗，例如 S19

看到故事內容提到「一個晴朗的早上，管家貓比平常早起，幫爸爸準備領帶。」，

就連結到「哇！怎麼這麼厲害！不像我每天都賴床要媽媽叫，有時還會賴到不小

心遲到呢！」；還有 S28 提到有關「管家貓幫理惠送手帕到學校時迷路」的故事

情節，讓她連結到「以前剛上一年級時，也常常在學校裡迷路呢！」的有趣經歷。

另外還有三位學童仍是無法完全掌握連結策略的用法，究其原因，學生回應仍是

想不到有類似相關的事情或親身體驗，針對此點，研究者認為學童的問題還是在

於生活經驗太少，閱讀得也不夠多，才會經驗如此貧乏，因此，唯有鼓勵其多閱

讀，多觀察，在有機會時告知父母多帶孩子到戶外體驗，才能豐富孩子的心靈與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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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問策略 

「提問」策略係指在閱讀文章後，能根據內容，提問並回答，以檢查自己對

內容理解與記憶程度。Palincsar and Brown（1987）認為要提出與內容主要概念或

重要訊息有關的問題，才能提升閱讀理解能力。此策略的目標是指導學生能提問

主要概念，以自我測驗（self-test）來評量是否瞭解文章闡述的重要訊息。以下就

教學歷程及不同閱讀程度學童的表現來進行分析： 

 

一、藉由教師引導複習學童舊經驗，運用６Ｗ１Ｈ的方式形成問題 

對很多台灣學生而言，最不會的就是提問，因此研究者在這部分的教學加入

6W1H 法，希望給學生一個學習鷹架，讓學生有方法可以依循。6W1H 法對本研究

之學童班級來說並不陌生，因為在其三年級上學期時，研究者即以 6W1H 法指導

學生寫出簡單的疑問句，6W1H 的即包括 who（何人）、when（何時）、where（何

地）、which（何物）、what（何事）、why（為什麼）、how（如何解決））因此，

研究者只需在課前稍做複習提醒，即可喚醒學生之先備學習經驗。 

而在這次的提問教學中，研究者為配合學校百大作家巡迴校園演講的活動，

特地選擇《挨鞭僮》這本書做為第一次提問教學的示範文本。研究者先用《挨鞭

僮》前 5 章的故事內容，在課堂上運用放聲思考的方式，為學生示範 6W1H 的提

問，從第 6 章開始一直到最後一章則是學生一週內的回家閱讀作業，學生必須依

照教學者所設立之學習鷹架，來進行閱讀提問練習，並於一週後進行班級閱讀討

論分享。 

在教師示範中，學生也可以加入提出他們的問題，以下擇錄部分師生的對話

教學：  



 

 131

T：看到《挨鞭僮》這本書名，我心中就產生了一些疑問。首先，誰是挨鞭僮

呢？是挨鞭子的書僮嗎？如果是，他為什麼要挨鞭子呢？他做錯什麼事情

了嗎？……好，剛才老師問了好幾個問題，請問老師的問題，用了 6W1H 法

當中的哪幾個呢？ 

S13：我知道，why。 

T：很好，我剛有問到他為什麼要挨鞭子，所以用到 why。還有呢？ 

S24:老師，你還有用 Who 問挨鞭僮是誰？ 

T：很好，還有呢？……我剛才好像還有問他是做錯什麼事了嗎？這又是用到

哪一個呢？ 

S17：用到 what。 

T：很棒，那你們呢？要不要試試看，提出一個問題呢？而且請你告訴我，你

要用 6W1H 法當中的哪一個來提問。要不要試試剛才老師沒用過的？ 

S12：我要用 where 來提問，他在哪裡挨鞭子呢？ 

S27：我用 when 來提問，就是挨鞭僮都在什麼時候挨打呢？ 

(觀 20080113) 

 

在一週的回家閱讀提問練習後，陸續有很多學生跟研究者反應，不知道該提

出什麼問題，此外，研究者也將學生在這週所做之閱讀提問練習單收回來仔細察

看，發現學生提的問題並不多，提得多的學生可以提出二十幾個問題，提得少的

學生卻只寫了二個問題。 

T：在這次的提問練習單中，有什麼問題嗎？ 

S29:找不到問題。 

S23：想不到問題。 

T：為何會想不到問題呢？ 

S26：因為沒什麼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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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所以你們對所看到的內容百分之百接受嗎？你們從來不會對書本裡面的敘

述產生疑問嗎？ 

SS：不會。 

(觀 20080115) 

 

由上述對話可以得知，學生平日閱讀時，很少花時間去進行深度思考，對於

所讀的訊息只是被動式的接受，所以才會不知該針對文本裡的哪個部分提出問

題。因此，研究者特意花了一堂課，從第 6 章開始一頁一頁的往後翻，請有提出

問題的舉手發言，全班一起做分享討論，除可當場對學生做指導外，也讓其他不

知該提什麼問題的學生觀摩學習其他同學是怎麼提問，並且都提出哪些問題，好

藉此學習臨摹一番。 

在學生提問的問題中應用 why 的提問最多，其六種提問方式很少用，其中有

關 how 及 which 的提問最少。另外，從上述的課堂討論分享和學生的閱讀提問練

習單中，研究者也發現部分學生會改用其他的句型來代替 6W1H 法提出與故事內

容有關的問題，最常出現的句型為「是不是……」，而這樣的句型類似英文中 Is/Are

為首的提問句型，回答以是或不是的簡單答案為主，而這些問題大多是加上自己

的猜測之後，再改成問句，例如： 

 

S5：王子又不聽老師的話，傑米是不是又要挨打了呢？ 

T：你這個問題可以歸類在 6W1H 中的哪一種呢？ 

S5：嗯……不知道。 

T：嗯……好像很難歸類，你的問題比較像是英文中要用 yes 或 no 回答的提

問句型。 

(觀 2008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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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有少數學生提出了其他的句型，例如：如果王子不認識字，就不能

當國王了嗎？(S1)這一種反問的提問句型，也能夠讓學生產生不一樣的思維，因

此透過學生的這些回應，研究者認為其實不一定要侷限學生用什麼方式來提問，

反倒要注重學生是否能抓住重點，提出找到核心答案的問題。雖不需特別規定提

問句型，但對某些語文能力較弱的學童，研究者認為還是可以提供一些句型範例，

供這些學生學習參考用。 

 

二、依教師提供之不同句型形成問題，並找出答案 

有鑑於第一次教學，學生覺得有些問題完全套用 6W1H 的方法不容易提問，

所以研究者在第二次的閱讀教學中加以修正，除了第一次教學中 6W1H 的提問方

式，又再加入了其他較口語化的句型，例如：「不曉得……」、「……真的……嗎？」、

「假如……，那麼……會不會……」、「……怎麼會……」、「如果……，就不能……

嗎？」等句型，希望能引導學生提出不一樣的問題。而此次教學的文本，研究者

則是選用科學類的文本《食用油》來做為此次教學的示範文本，目的除了要讓學

生學習上述句型的提問，更是希望學生除了語文類的文本外，也能閱讀不同類別

的文本，好擴大閱讀的範圍。 

在第二次的教學中，依然是由老師運用放聲思考進行提問教學，但這次學生

參與的程度與發問的次數明顯增加，一方面應與前面的練習有關，另一方面則是

因為這次文本的主題與他們的生活經驗很有多地方相符，因此，學生可以輕易的

提出許多連結和疑問的地方。整堂課程上下來，還是可以發現學生偏愛用 why 的

方式來問問題，因此，研究者會適時的提出自己的問題，並加入要介紹給學生的

新句型，並告知學生除 6W1H 以外，也可以運用其他句型來幫助他們提出想問的

問題，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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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小朋友，這是老師提出來的問題（研究者事先打在簡報上），假如我用一

張餐巾紙或一張衛生紙放在湯上，那麼可不可以把那層油吸光光呢？ 

S1：欵？也許有可能喔！ 

T：你們有注意到嗎？老師把提問中的某些詞變成紅色的，是哪些詞呢？ 

SS：假如，那麼可不可以。 

T：對，「假如……那麼可不可以……？」是老師這個提問的一個句型，你們

也可以試試用這種句型來提出問題。 

S22：好像假設句喔！ 

T：另外，還有這個問題，油和水「真的」不能混在一起嗎？你們看，老師又

把哪個詞標成標色的？ 

SS：「真的」。 

T：對，「真的……嗎？」也可以當做提問句型的一種，你們可以學起來用用

看喔！ 

(觀 20080114) 

 

除了研究者所教之句型，也有其他學生提出不錯的句型，例如： 

S21：有規定我們在炒什麼菜的時候，一定要放什麼油嗎？ 

T：這個問題提的很好，而且她的句型也用得很不錯，「……，一定要……嗎？」

這個句型也可以給大家參考和學習。 

(觀 20080116) 

 

課程結束後，研究者安排學生自行選一本自然科學類的書籍，並依照上述所

學之句型回家進行提問練習，按照往例於一週後在課堂上進行小組分享，而上述

的句型也列於提問練習單上供學生做參考。在收回學生的提問練習單後，研究者

針對學生所提問的內容來進行評析，發現透過提問句型範例的提示，有 20 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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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59%)能提出不錯的問題，例如：S29 提出「不曉得會縫縫補補的動物只有蜘蛛

嗎？」、S15 提出「水井裡的水是從哪裡來的？」、S22 提出「如果油加顏料的話，

油的顏色會不會跟著顏料的顏色改變呢？」、S14 提出「為什麼月亮和太陽會在同

一個時間跑出來呢？」等。在上述這些問題中，有些問題在書中可以找到答案，

有些問題則是需要再去閱讀其他文本或親自實驗後才能知道答案，例如 S22 的問

題可能就需要透過實際動手實驗後才能回答。 

然而也有部分學生提出來的問題是比較文章表面訊息的，比較偏向一些瑣

碎、不重要的訊息來進行提問，例如：S25 提出「圖上的大黃蜂在做什麼？答案：

牠正在大便。」。另外，有 7 位學生（約 24%）所提出的問題是文中明示的答案，

不需要經過深層的思考就可以找到，甚至有的答案在同一段落就可以找到答案，

例如：S11 提出「不知道熊貓幾歲可以獨立？答案：三歲多。」 

經過上述的分析，研究者認為雖大部分學生都已做到可以針對文章來提出問

題，但是問題的深淺度卻會對學生的思考產生不同的影響，因此，研究者認為可

以再進一步引導學生提出能引發更多思考的大問題，並能從多角度來尋找答案。 

 

三、和學生討論問題類型，分辨大小問題 

在第三次的提問教學中，研究者希望能夠引導學生了解提問的大小深度，帶

領學生辦認大問題(以大 Q 表示)和小問題(以小 Q 表示)的區別，並能學習在閱讀中

提出大 Q 和小 Q。因此，研究者選用了網路上所找到的 PIRLS 文章《太空漫步》，

做為第三次提問教學的示範文本，與之前的教學不同，教學者在範讀文章前幾頁

時，並沒有示範如何提出大 Q 和小 Q，而是任由學生依之前所學的句型來自由提

問，並由教師當場將學生的問題當場打在電腦上；待學生的提問達一定的數量及

研究者確定其中已有學生提出大 Q 後，即暫停讓學生繼續提問。接著，由教學者

提出其中兩個問題，透過師生對話的方式，讓學生比較說出兩個問題的不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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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引出大 Q 和小 Q 的區別。以下摘錄師生部分對話： 

  

T：現在我們來看前面所提出的問題，我們找兩個來做比較，……就這兩個問

題，左邊是「太空衣被太陽照到，為何不會融化呢？」，是 S17 提的；右邊

是「出去外太空是否要綁一條繩子？」是 S22 提的。你們發現了什麼？這

兩個問題有什麼不一樣呢？ 

S23：左邊的問題中有二個問題，右邊的問題只有一個問題。 

T：多和少不是最主要的問題，我也可以把左邊的兩個問題改成一個問題。重

點是這兩問題在哪方面不太一樣？ 

S26：一個是「你需不需」，另一個是「你會不會」。 

T：好，你是指問句中的關鍵詞不一樣。還有別的想法嗎？ 

S17：一個是比較白話的說法。 

T：白話？兩張問題都很白話啊！ 

S17：就是有一個比較深的，另一個是看表面的。 

T：很不錯的回答，一個問題是可以問得比較深的，另一個問題是看表面就可

以知道答案的。請問這兩個問題中，哪一個問題是你看表面就知道答案的？ 

SS：右邊。 

T：老師換個方式問你們好了，如果這兩個問題，老師要你寫出答案來，你覺

得哪個答案是比較簡單的？ 

SS：右邊。 

T：右邊「出去外太空是否要綁一條繩子？」如果要回答怎麼回答呢？不是是

就是否，所以是很簡單就可以回答出來，但是左邊這個問題─「太空衣被

太陽照到，為何不會融化呢？」 

S2：因為右邊的答案用是和否就可以回答，所以答案很簡單，但是左邊問的

是為何，就要講出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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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很好，要講出理由，有些甚至還要去找資料才能回答這個問題，也就是說

這種問題的答案要寫比較多，才能回答的完整。所以現在老師要告訴你們，

如果是那種很簡短簡單的問題，很容易就可以回答的問題，就是屬於小問

題，我們可以稱為小問題。而另外一種問題可能需要你再去找資料，或是

你要用較長的內容，才能回答清楚完整的問題，就是一個比較有深度，比

較大的問題，我們稱為大問題。 

(觀 20090308) 

 

透過以上初步對大 Q 和小 Q 的引導教學後，在《太空漫步》後半的文章中，

師生隨時針對每位學生所提出的問題，共同判定是為大 Q 或小 Q，給多提問的學

生立即的回饋，也給其他尚不知如何提出大小 Q 的學生做為學習參考。在過程中，

師生也對話討論到小 Q 通常是有標準答案的簡單回答，而大 Q 需要經過較繁複的

思考後所做的完整回答，而這個大 Q 可能有標準答案，也有可能沒有固定或確定

的標準答案，可以透過研究或討論再去深入了解的。 

T：老師現在要問一個問題，為何太空人進入太空艙前還要看一眼地球或太空

的景色？ 

S20：因為他們捨不得，如果這次回去，還要隔很久才能來外太空。 

S6：因為他可以欣賞這麼美的景色的機會並不多。 

S2：因為在地球上走來走去，看不到整個地球，但是在外太空可以看到整個

地球。 

T：你們有沒有發現這三個人的答案不太一樣，所以這個問題有沒有標準答

案？ 

SS：沒有。 

T：這個問題可以讓每個人提出他的看法，並做很多討論，卻不一定有標準答

案，按照我們剛才前面所談到的，這是屬於什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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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大問題 

S11：沒有固定的答案。 

T：對，說得很好。 

(觀 20090308) 

 

在整堂教學後，因為並不是每位學生都有充分的機會提出他們的問題，所以

為了讓研究者知道學生學習的情況，在這堂課當日即安排了一項閱讀提問練習

單，閱讀文本為 PIRLS 在網上所公布的另一篇文章《尋找食物》，學生必需在閱

讀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提出四個問題，其中必須包括至少兩個大問題。由於文章

不長，因此隔日即收回進行批閱分析。 

研究者在分析學生所完成的閱讀提問單中發現，大部分的學生所提問的問題

較在第二次閱讀提問教學時所提出的問題更好，比較能針對文章的核心重點來提

問，例如：S24 所提的「為什麼螞蟻的食物移動了，牠們還是照樣走一樣的路徑？」、

S6 提出的「為什麼土層和沙層會混在一起？」等。但仍有少部分學生提出的問題

較為表面化，仍較以文本表面的事實性問題來提問，例如：S26 提出的「濕圓蟲在

落葉下不會被踩死嗎？」。 

此外，研究者發現很多學生仍不清楚如何去分辨大 Q 和小 Q，即使其中有些

學生確實提出了不錯的大 Q，但透過下課時的隨機訪談，很多學生皆表示，雖然

有提出問題，但是沒有把握確定所提的是大 Q 或是小 Q。因此，研究者利用一堂

課時間，讓學生分組將所寫的提問單在小組中分享提出，並由組員提供意見，共

同討論應為大 Q 或是小 Q，提出問題的學生可參考組員的意見再決定是否更改大

Q 或小 Q 的類別。在討論過程中，可以看出每個組別都產生激烈的討論，幾乎每

位學生都能提出自己的意見和看法，研究者認為這樣的討論有助於學生進行深度

的思考並修正自己的看法，但在部分組別討論的僵持不下或離題時，研究者就會

適時的介入並予以協助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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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研究者在學生討論的過程中發現一個易產生衝突看法的原因，就是當

學生對問題提問的看法角度不同時，就會產生對大 Q 和小 Q 的不同看法與認同，

而研究者也在學生討論過後，針對此點向全班進行釐清說明。以下摘錄第三組的

討論內容： 

 

S17：現在我要提一個大問題，螞蟻是否會找到蘋果呢？為什麼？我的答案是

牠會用觸角嗅出氣味來。 

S28：你這個應該是小問題吧?你看答案很簡單啊！ 

T：你為什麼覺得是大問題？我想聽聽你的想法。 

S17：因為我覺得知識很廣，這個問題還...還有...更深的..的意思。 

T：你的意思是除了觸角之外，可能還有別的原因讓螞蟻找到蘋果嗎?  

S17：對。 

T：所以站在 S17 的角度，他認為是大問題，但是站在你們的角度認為是小問

題，老師不認為是誰對或誰錯，這個問題可能要看你從哪個角度來看。不

過 S17，你的回答不太像是大問題的回答，可能需要將你所考慮到的其他想

法再補充進去，知道嗎？ 

S17：嗯。 

(觀 20090312) 

 

為了確認學生是否對大 Q 及小 Q 有充分的了解與應用，剛好班上的閱讀老師

要求學生於本週末回家閱讀《爸爸放暑假》這本書，因此研究者剛好藉此機會讓

學生回家填寫提問單，並至少要提出兩個大 Q。研究者在收回閱讀提問單後進行

分析，發現學生大致都能提出適合深入探討的大 Q，但仍有少數幾位學生只會針

對文本內容提出小 Q，足見其閱讀思考仍停留在淺顯的理解程度。 

研究者依據上述學生閱讀理解狀況，從最基本的答案在閱讀材料中的同一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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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能明確的被找出，屬於文章表面事實性與不重要細節的填充式問題，再依學

生的學習困境，慢慢修正教學，至學生能提昇其問題的深度至段落中的重要概念，

其所提問的答案需組織、統整句子或各段落，才能做合理的推論並回答問題，顯

示學生提出問題的品質已有提昇。 

 

參、預測策略 

預測策略在於幫助學生運用先備經驗來統整文章欲傳達的訊息，並推論文章

的可能結局。在閱讀歷程中，能監控預測結果是否正確，進而修正或重新預測。

透過回顧與檢視過程，讓學生有機會反省自己的表現。以下就教學歷程及不同閱

讀程度學童的表現來進行分析： 

 

一、學童發揮想像力，進行未經引導的直覺式預測 

在預測策略教學的第一次課程，研究者選用《阿吉大鬧廚房》這本圖畫書做

為上課教學的文本，這本圖畫書的內容是一對父子為了誰該去洗碗，所產生一段

天馬行空的對話。研究者選擇本書做為第一次進行預測教學的目的，是想先讓學

生充分的發揮想像力，並進行直覺式的預測。 

Rogoff（1990）認為有效的鷹架是按照活動發展目標，並依據兒童能力將工作

分為若干階段，以增加在活動的參與度。因此，研究者將文本中的重要圖文掃描，

並依據研究者認為可以做為預測題目的地方，加以整理後再放置教學投影片上，

透過生動活潑的圖書內容來引導學生針對故事情節和插圖進行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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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因為在這樣無拘無束的氣氛中，可以隨意的想像，所以都非常踴躍的舉

手要做預測，讓整堂課的氣氛顯得相當熱鬧有趣。然而在預測過程中，有些學生

仍是會忽略研究者剛才所提供的訊息，而做其他的猜想，這時研究者需要透過對

話的方式，讓學生修正自己的預測，並持續在對話互動中激盪出更多的想法。 

 

S23：他在爸爸的車子裡，就先把瓶塞彈開來，然後就逃出來跳車跑掉了。 

T：但是爸爸剛才已經說，他已經把瓶子丟在海裡去了，所以阿吉並沒有在車

上逃跑，所以這裡的假設是，瓶子已經丟到海上很遠的地方，而阿吉又會

暈船，他要怎麼回來呢？ 

S23：那如果他有手機的話，他就可以打電話報警，叫警察來救他。 

S17：他可以在瓶子上挖洞，讓空氣跑出來，然後瓶子就可以往前跑。 

T：為什麼瓶子可以往前跑？ 

S17：因為就像氣球漏氣一樣，就會往前飛。 

T：不錯，你還會運用科學上的原理，不過空氣流動的速度可能要夠快，才能

往前飛吧? 

S12：他可以把瓶子打破，然後坐在魚身上游回去。 

S5：他把瓶子打破後，也可以像奧運選手菲利普斯一樣游回去。 

S8：我預測海浪讓瓶子撞到石頭上，然後把瓶子弄破掉，阿吉就可以爬上石

頭了。 

S27：他可以把瓶子挖一個洞，然後坐在小鳥身上，再飛回去爸爸的車子裡。 

T：那他要怎麼呼叫小鳥呢？ 

S27：因為小鳥是他的朋友，所以他只要吹一下口哨，小鳥就會飛過來。 

 (觀 2009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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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導學生運用先備經驗加以預測 

研究者在第二次預測教學中，選用了《灰王子》這本繪本來做為教學的文本，

這本圖畫書是傳統童話故事《灰姑娘》的改編版，作者趣味性的將原本故事人物

角色的性別由男變為女，橫生許多趣味和衝突。研究者會選擇這本書做為第二次

預測教學的目的，是希望藉由學生對《灰姑娘》故事的熟悉度，並運用已具有之

先備經驗來進行對類似文本的預測，因此，研究者在教學時，會適時的為學生搭

起學習的鷹架，提醒學生類似文本的故事內容，好喚醒學生的先備經驗。 

 

T：灰王子在家裡打掃，而他的三位哥哥則跑去參加皇宮的狄斯可舞會，像灰

姑娘的故事一樣，灰姑娘在家裡打掃，而她的三位姊姊則是去參加王子舉

辦的舞會。小朋友，你們可以預測接下來會發生什麼事嗎？ 

S1：我要預測，我覺得灰王子會和灰姑娘一樣，因為灰姑娘有仙女在幫助她，

所以我認為應該也會有一位男的魔法師在幫助灰王子。 

T：你為什麼猜是男的魔法師呢？ 

S1：因為灰姑娘裡面出現的是仙女，而我看過另外一本書，主角是男的，裡

面出現了另一個男的魔法師，所以我就想這本書的主角是灰王子，那應該

是會出現男的魔法師來幫他。 

T：小朋友們，你們認為 S1 是自己亂猜的？還是有根據的預測呢？ 

SS：有根據的預測。 

T：為什麼？ 

S5：因為他回想到他以前看過的書。 

T：那他為什麼不猜女的？而要猜男的呢？是什麼原因讓他做這樣的預測？ 

S25：因為灰姑娘變成灰王子，所以小仙女也有可能變成男的魔法師。 

S24：老師，有可能耶！ 



 

 143

T：S1，你是因為這樣才做出這個預測的嗎？ 

S1：對。 

T:所以他的預測是有根據的，不是胡亂猜測的。現在我們來看看 S1 預測的對

不對？……某一個星期六晚上，當灰王子在洗襪子的時候，一個髒兮兮的

小仙女從煙囟裡掉下來。欵？請問剛才 S1 預測的答案有沒有找到呢？ 

SS：有。 

T：那他有預測成功嗎？ 

S3：沒有，結果還是仙女。 

T：OK，沒有關係，可能是書裡面的線索不夠，雖然沒有猜中，但是以後若有

時間，我們也可以發揮創意，用剛才 S1 所預測的內容，或是其他同學猜想

的情節來編出另一套屬於我們的、新的、不一樣的《灰王子》故事內容，

那一定很有趣的。 

(觀 20090409) 

 

三、引導學童按圖文中的循環式線索來進行預測 

接著，研究者在預測教學的第三次教學中，選用了《打瞌睡的房子》這本圖

畫書來進行預測教學，這本書裡的人物進場及事件發生的時間有一定的順序，而

這個順序會重複的出現，研究者希望能透過這個循環式的線索，引導學生進行下

一步的預測。 

T：不睡覺的跳蚤咬了老鼠一口，你看，老鼠彈起來了，結果發生什麼事呢？

老鼠嚇了貓一跳，換貓醒來了，然後你看跳蚤已經飛到這裡來了。下一頁

呢？ 

S26：然後嚇了狗一跳。 

T：誰嚇了狗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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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貓。 

T：OK，我們來看下一個是不是貓把狗嚇醒了，來，我們看，貓抓了狗一把,

下一頁呢?你們預測看看。 

S5：狗咬了小孩一口。 

S3：狗掉下來撞到小孩的肚子，然後小孩就嚇醒了。 

T：好，我們來看誰預測對了？狗踢了小孩一腳。你們看這裡有個動線喔，剛

才跳蚤跑到這裡，現在換成貓跑到這裡，跳蚤已經不見了,老鼠跑到下面，

貓在後面接著，所以等一下誰會在貓咪的這個位置呢？ 

SS：狗。 

T：好,我們接著看，剛才說狗踢了小孩一腳，下一頁呢？ 

S9：小孩打了老奶奶一拳。 

T：結果是小孩撞了老奶奶一下，好，按照剛才的順序，下一頁會發生什麼事

呢？ 

SS：床。 

T：床怎麼啦？ 

S1：床翻了。 

T：我們來看看床是不是翻了？好，下一頁，老奶奶把床壓跨了。(全班大笑)，

哇！床跨了，全部都亂七八糟了，大家都沒得睡了。 

S23：老師，你看貓咪已經繞一圈飛上去了。 

T：是啊！所有出場的人物已經追逐成一個圈圈了。 

(觀 20090415) 

 

由於人物及事件發生的順序有一定的次序，所以這個預測對學生而言，較不

困難，線索是是學生可以輕易掌握的，因此，學生預測正確的比例高達將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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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童透過插圖及故事結果來對過程進行預測 

在預測教學最後一教學中，研究者用網路上所公布之 PIRLS 的其中一篇

文章《倒立的老鼠》做為第三次教學用的閱讀討論文本。故事內容是說明一

個農場主人如何運用機智來除滅令人頭痛的老鼠。研究者選用這篇文章的原

因是因為文章和圖畫中剛好有適當，卻又不是太顯而易知的線索，足以提供

學生找出正確的解決方法。因此研究者在文章中間將農場主人所運用的方法

遮蓋起來，只留前後文及插圖的部分，然後再影印給每位學生一份。為了能

提高學生預測正確的答對率，研究需提供學生一個學習的鷹架，請學生用筆

將認為是線索的部分畫線或圈起來，再利用線索去預測農場主人可能會運用

什麼方法來滅鼠，並將方法寫在文章右面上方的框格中。以下擇錄學生回應

有關文章中正確的線索： 

T：大家都寫好你所預測的方法了嗎？ 

SS：好了。 

T：好，我們現在公布一下，這個農場主人到底是用什麼聰明的方法來滅鼠的

呢？他拿了一張椅子，將強力膠黏在椅腳上，並將它倒過來黏在補鼠器旁

的天花板上。他用同樣的方式將桌子、電視機和檯燈黏了上去。他將地板

上的所有東西都倒置黏在天花板上。他甚至放了一塊小地毯在那上頭。……

欵？為什麼這個方有效呢？ 

S1：因為會讓老鼠誤以為天花板才是真正的地面，然後老鼠就會站在這個天

花板上，沒多久血液都跑到頭腦裡，就頭昏掉下來了。 

T：真是聰明的辦法！預測正確的請舉手。(學生舉手)好，共有 16 位預測正

確。你們可以告訴老師你們到底找到什麼線索才做了這個預測呢？ 

S23：老師，這張圖已經把答案告訴我們了，因為這個主人把椅子翻過來，然

後在椅子底下塗強力膠，所以我就想是把椅子黏在天花板上，讓老鼠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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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在地板上。(研者事後統計有 12 位學生畫這條線索) 

S25：我是找到後面有說，老鼠們非常聽話的，通通倒立過來。過了一段時間

之後，牠們一隻隻的因為血液快速流到腦袋裡而暈倒了 。(研者事後統計有

9 位學生畫這條線索)  

S17：我還有畫到的線索就是裡面有寫到說，一隻老鼠大喊說：「看著上頭，

地板在那邊。」然後還有一隻說：「我們一定是站在天花板上了！」，所

以我猜那個主人把傢俱黏在天花板上，讓老鼠以為地板倒過來了。(研者事

後統計有 16 位學生畫這條線索) 

S4：我畫了最後的兩行的地方，當世界看起來是如此嚴重的顛倒混亂時，你

要確定自己是腳踏實地的。因為它說顛倒混亂，而且那張圖就是主人把椅

子反過來，我就預測農場主人把全部東西都黏在天花板上，讓老鼠以為自

己在天花板上。(研者事後統計有 3 位學生畫這條線索) 

(觀 20090424) 

 

研究者在分析了學生所寫的學習單後，發現仍有少數學生不知該如何找線索，

有些同學畫了一堆無用的線索，但卻不包括正確的線索，例如：當羅伯隔天早晨

下樓時，地板上遍佈著老鼠。他快速的將牠們全部集中，並且丟入垃圾桶中。另

有些同學是找對了線索，但是還是預測錯誤，例如S21預測─「因為第一天早上羅

伯把補鼠器放在天花板上，他們就在笑，而第二天早上羅伯把補鼠器，放在地上，

他們就以為他們在天花板上，所以他們才倒立在地上面。」 

 

綜合以上分析，在閱讀教學實施期間，隨著學生學習過程所碰到的情境修正

教學行動，學生已經能夠從漫無目標的預測文章內容，到可以結合先前知識、文

章標題和插圖進行合理預測，進而提高預測結果的正確率，而達到逐步提昇其閱

讀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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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學生在剛開始學習一個新策略時，都會覺得很困難及生疏，因此學生學

得很辛苦，教學者也教得沮喪，但是在幾次練習之後，學生都會在學習新策略時

應用上之前所學的策略，待幾次之後，就愈來愈熟練了，到最後幾次的閱讀練習，

學生幾乎可以輕鬆自如的運用這三種策略，學生如此的進步，真是讓我感到欣慰

及開心！                                                 (札 20090325) 

 

 

第三節 學童創造力的展現 

壹、學童於試探性研究中之創造力呈現 

由於研究者已無法蒐集到學童在閱讀教學前各種能展現其創造力的作品或資

料，因此決定在試探性研究中以威廉斯創造力測驗來初探學童之創造能力。威廉

斯創造力測驗包含兩個部分，一個為認知方面的威廉斯創造力思考測驗，另一個

為情意方面的創造力傾向量表測驗，以下研究者分從認知與情意兩方面，來了解

學童在閱讀教學前創造力表現的大致情形。 

 

一、創造力認知方面 

本研究從威廉斯創造力傾向量表中，初步了解學生在創造力認知方面─流暢

力、變通力、獨創力，及精密力等四個向度上的表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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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而言，學童在獨創力及精密力上有優於常模的表現 

下表 4-3-1 為本研究對象之班級全體在所做之威廉斯創造思考測驗的前測中，

在各向度上與常模間的平均得分差值比較表： 

 

表 4-3-1 本研究對象在創造思考測驗(前測)各向度之全班平均與常模平均間的差值 

 流暢力 變通力 獨創力 精密力 

平均得分

差值 
-0.561 -0.576 1.197 1.767 

 

因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主，量化資料為輔，因此研究中的量化資料皆只進行

簡單的統計分析，並呈現簡單的統計數據做為質性資料闡釋的佐證。從表 4-3-1 中

可以看出，本研究對象在威廉斯創造思考測驗當中，雖在流暢力及變通力兩個向

度上的表現較常模平均來得差，但是在獨創力及精密力方面皆有高於常模平均的

水準。對照於研究者帶班一年多的經驗，可以觀察到大部分的學生都非常活潑，

很有自己的想法，也很有幽默感，所以全班無時無刻不是處在一個熱鬧的氣氛中，

其中更不乏有學生會做出一些出乎人意料的言論或創意表現，因此整體而言，本

班大致可以算是稍有創意的班級，例如班上的 S17 喜歡將自己的一些想法畫成四

格漫畫，而這些漫畫總是能巧妙的以一些創意的方式表達出來，呈現出其獨創的

想法，對照其在威廉斯創造思考測驗中的成果，可以發現 S17 在獨創力方面得分

最高（PR 值=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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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組學童在精密力上都有不錯表現，而內在閱讀動機高者在獨

創力上有優異的表現 

研究者參照第一節閱讀動機分析中的兒童閱讀動機分組來看這個評量結果，

藉此了解在閱讀教學前，不同閱讀動機的兒童在創造力認知方面的表現如何，下

表 4-3-2 為四組不同閱讀動機的學童在創造力認知方面各向度的平均值與常模平均

值的差值。 

 

表 4-3-2 不同閱讀動機之學童在創造力認知各向度與常模平均之平均差值 

 流暢力 變通力 獨創力 精密力 

Ａ組 -0.533 -0.859 3.128 1.622 

Ｂ組 -0.733 -0.809 1.253 1.797 

Ｃ組 -0.733 -0.059 0.528 1.922 

Ｄ組 -0.066 -0.892 0.628 1.589 

 

從上表 4-3-2 可以看出，內在動機較高的學童則在獨創力方面有較好的表現，

其中以內外在閱讀動機皆高的 A 組表現最好，平均值大於常模平均值 3 分以上；

而在精密力向度上，各組之間的表現差別不大，皆有高於常模 1.5 分至 2 分間的不

錯的成績，其中以 C 組的表現最佳。至於流暢力和變通力兩個向度上，各組表現

皆較常模平均值來得低，但在流暢力上，內外在閱讀動機皆低的 D 組學童表現較

其他三組來得佳，而外在動機較高的 C 組學童則在變通力的向度上優於其他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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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造力情意方面 

威廉斯創造力傾向量表可以測得包含冒險性、好奇心、想像力，及挑戰性之

創造力情意方面的四個向度。 

 

 

（一）整體而言，學童在各向度上皆優於常模的表現，尤其在好奇心

及挑戰性上表現最佳 

下表之 4-3-3 為本研究對象之班級全體在所做之威廉斯創造傾向量表的前測

中，在各向度上與常模間的平均得分差值比較表： 

 

表 4-3-3 本研究對象在創造傾向量表(前測)各向度之全班平均與常模平均間的差值 

 冒險性 好奇心 想像力 挑戰性 

平均得分

差值 
1.302 1.800 0.824 1.758 

 

從表 4-3-3 來看，可以了解本研究對象在威廉斯創造傾向量表的各向度皆有優

於常模的表現，其中以學童在好奇心和挑戰性的表現最佳，對照於研究者擔任一

年多班級導師的觀察，班級確實有部分的學童具備這樣的創造力人格特質，對新

奇的事物能保持好奇心，在面對困難的事情也能勇於冒險與挑戰。因此從上述的

評析結果來看，可以得知本研究對象在創造力情意方面亦有不錯的表現，顯示整

體而言，班級中大多數的學童都具有這樣的特質。以班上的 S1 為例，對身邊發生

的事物總是充滿好奇，觀察非常細微，不僅愛發問，反應也相當靈活，此外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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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挑戰新的任務，雖然時常虎頭蛇尾，但確實有冒險犯難的精神；對照其在威廉

斯創造傾向量表的得分，幾乎每一向度都獲得很高的得分，其中在冒險性與挑戰

性的 PR 值皆高達 99。 

 

（二）具高內在或外在閱讀動機的學童在創造力情意上有較佳的表現 

同上對創造力認知的評析，研究者亦從不同的兒童閱讀動機分組來看這個評

量結果，藉此了解在閱讀教學前，不同閱讀動機的兒童在創造力情意方面的表現

如何，下表 4-3-4 為四組不同閱讀動機的學童在創造力情意方面各向度的平均值與

常模平均值的差值。 

 

表 4-3-4 不同閱讀動機之學童在創造力認知各向度與常模平均之平均差值 

 冒險性 好奇心 想像力 挑戰性 

Ａ組 3.102 2.352 1.555 3.792 

Ｂ組 2.177 1.977 0.255 2.167 

Ｃ組 0.802 2.252 1.755 1.792 

Ｄ組 -0.531 0.352 -0.578 -0.541 

 

從上表 4-3-4 可以看出，具有高外在閱讀動機，或高內在閱讀動機的學童，又

或者是兩者皆具的 A 組學童在好奇心和挑戰性兩個向度上皆有很好的表現，顯示

不論是具備高內在閱讀動機或是高外在閱讀動機，兩者只要具備一項，即對學童

的好奇心與挑戰心有正面的影響；在冒險性的向度上則以具有高內在動機的 A、B

兩組學童有良好的表現，其中 A 組平均得分更是超越常模平均得分 3 分以上，顯

示具備高內在閱讀動機能激發學童勇於冒險的精神；而在想像力向度上，則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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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閱讀動機的 A、C 兩組學童有較佳的表現，顯示外在的鼓勵與競爭或許能對本

班具有高外在閱讀動機的學童產生作用，激發其想像力。 

此外，從表格中可以發現內外在閱讀動機皆低的 D 組學童，在各向度上的表

現都遠遠落後於其他三組，而且在冒險性、想像力及挑戰性三個向度上的平均得

分，均低於常模的平均值，顯示欠缺閱讀動機的學童，也較不具備創造力該有的

特質。董奇（1995）在其著作中提到高創造力者常表現出某些與一般人不同的個

性特徵，因此創造力與某些個性心理特徵之間有高相關，因此兒童的閱讀動機的

提升與否對兒童創造力也有著相當的影響。 

從以上的結果看來，可以得知內在閱讀動機高的學童在創造力的情意表現上

也較佳，因此，本研究之閲讀教學的研究目的之一，即是增進學童的內在閱讀動

機，從第一節的分析結果中可以得知，本研究對象在閱讀教學後，大部分的學童

在內在動機部分皆有獲得提升。 

 

貳、學童在閱讀教學間的創造力表現 

洪蘭教授（2005）指出創造力與閱讀兩者有著相同的神經機制，都需要舉一

反三的能力，故要提升創造力應該要從閱讀做起，因為閱讀有助於開發腦神經連

接，閱讀得多，腦神經會越連越密集，當越觸類旁通，就會更有創造力。本研究

是透過閱讀策略的教學來增進學童推論理解與理解監控的閱讀歷程，擴大學童的

背景知識，增進其想像力，進而對激發兒童的創造力。以下研究者將就閱讀教學

中所蒐集的各項文件，如課堂教學觀察、閱讀學習單、威廉斯創造力測驗前後測

結果、學生訪談內容等資料，探討學童在閱讀教學間，在創造力各向度上的表現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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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造力認知方面 

（一）威廉斯創造思考測驗的前後測結果顯示學童在認知各向度上皆

有進步，尤以獨創力及精密力的進步最為顯著 

以下將學童在閱讀教學前後所做之威廉斯創造思考測驗的前後測結果，即學

童在各向度間的平均得分進步情形整理如下表 4-3-5，從這張表格可以初步了解學

童的創造力進步情形如何，做為整個閱讀教學中對兒童創造力認知方面表現的其

中一項參考資料。 

表 4-3-5 本研究對象在威廉斯創造力思考測驗的前後測進步平均得分及百分比 

 流暢力 變通力 獨創力 精密力 

前後測進步平均得分 1.103 0.379 6.897 6.276 

平均得分進步% 11% 6% 49% 55% 

 

從表 4-3-5 可以看出本班學童在創造力認知各向度上的平均得分皆有進步，其

中以獨創力及精密力兩向度上的進步最為顯著，而流暢力及變通力雖有進步，但

是進步的比例較不大。因此，透過這項資料，可以初步的了解本閱讀教學對提升

學童之獨創力及精密力較有顯著的成效。但上述的成果只能做為本研究的分析參

考資料之一，主要的分析尚需透過其他所蒐集之質性質料來做深入的分析了解。 

 

 

 



 

 154

（二）教學觀察記錄分析 

１.流暢力 

流暢力是指能針對所理解的文本內容所提出的相關問題，想到或提出最多的

想法、問題和答案。以下就各項資料來探討分析學生在閱讀策略教學中，於創造

力「流暢力」向度上的表現及改變： 

 

（１）對策略應用的熟悉度增加時，提高了思考的流利度 

在進行各個教學策略中，研究者發現當學童對於策略的應用方式較為熟悉

時，就可以提高對故事情節思考的流利度，這個現象在連結及提問策略中尤為明

顯。在策略教學初始，研究者有時會在部分情節處停留一點時間讓學生進行連結

和提問，但多數學童都表達想不到要連結或提問什麼，所以只有少數學生能夠順

利的提出一個或兩個想法和問題，但是在幾次練習後，尤其在每次教新的策略時，

很多學生會主動將前面所學的策略應用在新的文本故事中，而且越用越熟練，因

此越到後面的教學，學生越能順應文本內容自然的提出各種想法和問題，思考的

流利度增加許多，完全不若開始教學時的生澀表現。 

今天是第三次上提問策略課程，示範的文本為《食用油》，在今天的提問課

程中，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針對文本內容來提問，但我發現除了提問外，有很多

學生會主動提出他們所連結的想法，更讓我訝異的是這些學生當中，有些還是先

前表達不太會做連結的學生，而且這些想法還會一個連結一個的提出來，可以看

得出他們對連結策略運用的熟練度增進不少，所以才能引發這一連串的反應呢！ 

（札 20080103） 

至於在預測方面，由於研究者所選用的文本非常有趣，又富想像力，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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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學生喜歡玩猜猜看的遊戲，因此很快就熟悉預測策略的應用方式，因此在課

堂上可以盡情的發揮他們的流暢力，思考出許多針對劇情的預測，使他們從被激

發多元的想法中獲得成就感，例如在《灰王子》的結局部分，學生就提出了許多

有趣的預測： 

T：……灰王子再也不用去掃地了，然後班妮公主就跟小仙女說了一些有關於

長毛哥哥們的事之後……，有人要預測後面可能會發生什麼事情嗎？ 

S11：我預測小仙女可能會把三個長毛哥哥變成三隻醜陋的大猩猩來處罰他

們。 

S8：我預測小仙女會把王子的三位哥哥變得沒有錢，然後去做像王子僕人的

工作。 

T：喔~就像《挨鞭僮》裡的王子和傑米的工作交換一樣。 

S23：因為小仙女的魔法不靈，我預測她會把三位哥哥變成很奇怪的東西。 

S2：我預測小仙女會把三位壞哥哥的錢變到灰王子的口袋裡。 

S3：我預測本來小仙女是要處罰這三位哥哥，但是這個小仙女的魔法常常弄

錯，反而把三位哥哥變得更英俊。 

S1：我有兩個預測，第一個預測就是把他們的財產捐給那些窮苦沒有錢的人；

第二個預測是公主可能英年早逝，最後還是三個哥哥來當王子。 

（觀 20090406） 

 

（２）團體腦力激盪成效大，累積豐富的想法和體驗 

在各閱讀策略教學中，由於時間的限制，無法讓每位學童針對同一故事情節

做出多個連結、提問與預測，多數時候是全班一起在同一個情節上，大家一起腦

力激盪，共同堆砌出豐富的內容。如在《傳家寶被》的連結策略中，故事內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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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安娜的母親要請左鄰右舍的太太、小姐們前來一起動手，他們用衣服的碎布

剪裁出各式各樣的動物和花朵的圖案，安曼則隨時把針線穿好，遞給有需要的人。」

於是研究者拋出了「看到這裏，有沒有哪一位小朋友的媽媽曾經有和左鄰右舍的

鄰居一起做事的經驗？」的問題，全班便在你說我講的氣氛下，交織出下列這段

豐富的體驗： 

學生 25：就是媽媽和鄰居一起去打掃走廊。 

學生 23：媽媽都會和鄰居一起打掃公寓的樓梯，看到垃圾，像是狗狗的大便，

都會清理乾淨，把它包起來拿去丟掉。 

學生 5：我媽媽有和鄰居一起打羽毛球，結果得了季軍。 

教師：還有嗎？ 

學生 27：有一次，我媽和鄰居一起到公園去散步時，撿了很多落葉和樹枝，

然後帶回家，一起做成很漂亮的藝術品。 

教師：哇～好特別的經驗，還有沒有？ 

學生 17：那一次我們在過新年之前，我們都要回去打掃古厝，媽媽就會邀請

鄰居來幫忙。 

教師：好像我們在社會裏面談到互助合作的精神。還有嗎？ 

學生 7：有一次，我們家隔壁的鄰居生病了，爸爸媽媽就和鄰居一起送他到醫

院去。 

（觀 20081226） 

 

從上可知，學生在熟練策略的使用後，多數能提升其思考的流利度，加速其

對故事情節所做的連結、提問和預測。而在團體的腦力激盪下，可以激發出學童

的眾多反應，充分發揮流暢力的結果；至於學童個人填寫的閱讀練習單，研究者

只要求每位學童對同一個故事情節做出一個經驗的連結、一個提問或一個預測，

因此無法得知學童個人在同一故事情節上的思考流暢度有多少，因此研究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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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可以針對此點再做教學修正，以鼓勵孩子去做更多的思考與聯想。 

 

２.變通力 

變通力是指針對故事內容所提出來的問題，能夠產生不同的見解或是想法。

以下就各項資料來探討分析學生在閱讀策略教學中，於創造力「變通力」向度上

的表現及改變： 

 

（１）學童能依故事內容提出不同的意見 

研究者發現學童在運用提問策略時，比較能從多角度提出不同的問題和想

法。例如在《太空漫步》的提問教學中，當研究者讀完其中一面的內容「在太空

中，準備工作並不像在地球上那麼容易。太空人在太空梭上有各式各樣的工作要

做。大部分的工作都可以在太空梭裡完成，但是，有時候他們必須到太空梭外面，

去修理太空梭或做實驗。」後，學童即依所讀取的訊息內容來提出許多不同的問

題。如針對「在太空中，準備工作並不像在地球上那麼容易。」這句話，S2 提出

「太空人到底要做什麼準備工作呢？」；還有針對「有時候他們必須到太空梭外

面，去修理太空梭或做實驗。」這句話，有 S13 提出「如果太空梭故障了，要怎

麼回來啊？」，而 S26 提出「太空人在太空梭外面要做什麼實驗？而且要怎麼做

呢？」，S15 則提出「太空人要怎麼修理太空梭？」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發現，當學

童在同一段短文中所抓取的重點訊息不同時，較能提出異質性高的問題；另外，

即使是針對同一訊息來提問，教師透過 6W1H 法或其他提問句型的引導，學童就

較能輕易從不同的角度來看待所獲取的訊息，並提出不同的見解和問題。 

而在預測教學中，當研究者發現當某位學童先提出他的預測時，後面的同學

就比較會依照前一位同學所做的預測去做相同角度的的其他預測，直到有其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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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做出不同角度的預測；而研究者發現若在學生做出不同預測時，馬上給予口頭

讚美，對於鼓勵其他學生提出不一樣的想法和預測有增強的效果，例如在《阿吉

大鬧廚房》中，提到「阿吉被困在裝醋的瓶子裡，並被壓在碗櫃下面無法逃脫」

時，學生做了以下的預測： 

S29：我預測阿吉會把醋喝光，然後變成大力士，再把瓶塞推開，就可以逃出

來了。 

S11：我預測阿吉就像大力水手裡面那個卜派，吃了菠菜之後，就會變成大力

士，再把瓶塞頂上去可以出來了。 

S3：我預測阿吉把瓶塞往內拉，然後再把瓶子翻倒，就可以爬出來了。 

T：喔~他的方法很不一樣，前面的同學都是想辦法頂開瓶塞，但是 S3 想到的

卻是把瓶塞往內拉，是一個很棒的不同想法，小朋友，還有其他不同的想

法嗎？ 

S1：有！因為瓶子頂著碗櫃嘛！所以我預測阿吉可以在瓶子身上挖一個洞，

就可以走出來了。                             

（觀 20090412） 

 

至於在運用連結策略時，若是文本內容較富想像力，學童就比較會去做不同

方向的思考連結。如在《雅博曼陀的夢》一書中提到主角們迷失在山中，想要傳

訊息給家人知道，但是主角卻喪失做夢的能力，因此學生們就連結出許多不一樣

的想法，如用大哥大傳簡訊、鑽木取火、放沖天炮、用鏡子反射等不同的回應。

但若是較溫馨樸實的文本，如《樓上的外婆和樓下的外婆》和《傳家寶被》這類

型的文本，學生大多比較會連結到與家人相處的經驗，因此連結出來的想法同質

性較高，如同前面在「流暢力」所舉的例子，大家會針對同一故事情節連結出許

多類似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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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學童對於故事內容所做思考的類別轉移能力不足 

研究者從閱讀教學中學童的發言表現過程中發現，學童在變通性思考方面的

表現不若流暢性、獨創性那麼頻繁，學童對於同一個事件，要提出不同的角度的

想法或看法，對於平日缺乏這樣思考的學童來說，較難在短時間內獲得產出。 

從學生所完成的閱讀練習單中，可以看出學童在三種閱讀策略中所做思考的

類別轉移能力，例如在閱讀連結練習單中，學童所做的連結比較趨向相同或類似

的類別，如在自由選書的閱讀練習單上，有很多學生的連結經驗都與家人有關，

而 S22 的連結幾乎與動物有關，這應與學生生活體驗的多寡，及所關心的事物有

關；然而也有少數幾位學童能做比較多樣類別的連結，例如喜愛看歷史故事的 S1，

在其閱讀連結單上可以看到有關環保、歷史、家庭等不同面向的連結(札

20081213)。至於在閱讀提問及預測的練習中，所做的提問及預測大多與文本的主

題性有關，例如科學性的書籍，或是與文本中的線索有關，因此學童較難跳脫至

別的類別來進行思考，例如 S26 在《我為什麼有肚臍》的預測練習中，所做的預

測皆是與身體生理方面有關的預測，較無法產生其他類別的聯想。但若是所閱讀

的文本是較具有想像空間的，例如：《阿吉大鬧廚房》，則較能產生不同類別的

聯想與思考。 

變通力的訓練， 讓學生從不同角度與層面分析問題與困難， 此種能力的培

養， 對於學生日後在遭遇困境時， 是否能隨機應變， 顯得十分重要。從上述分

析結果看來，本閱讀教學對學童變通力的提升，並沒有看出明顯的效果。因此，

研究者參考文獻後，認為日後可以多鼓勵學生閱讀不同類別的書籍，擴大學生閱

讀文本的類別與範圍，充實學童的知識與見聞，所謂「讀萬卷書，行萬里路」，

對於彌補學生所缺乏的生活經驗，也不失為一個變通的方法。此外，未來也可以

增加不同類別文本間的互動比較，或許可以提升學童在思考上的類別轉移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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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獨創力 

獨創力是指學童反應的獨特性，在本閱讀教學中能對文本的內容，提出與眾

不同並合於邏輯的想法或問題。以下就各項資料來探討分析學生在閱讀策略教學

中，於創造力「獨創力」向度上的表現及改變： 

 

 

（１）學童表達出與他人不同的意見和反應 

在研究中發現，學童的獨創性表現和學業成績並無絕對關係，一些學業成績

表現不甚理想的甚至總是表現頑皮的學童，研究者竟發現在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

或故事情節中，透過發表反而產生許多新奇的想法！例如在《挨鞭僮》的提問教

學中，S22 問到：「為什麼王子挨打不哭也不叫呢？」立刻有許多同學提供了他們

的答案及見解，從他們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每位學童都有其獨特的思維邏輯： 

S5：他可能想到以前在皇宮裡的時候，傑米被打不哭也不叫，所以他想學習

傑米。 

S17：因為他是王子，他可能覺得哭很丟臉，所以想要表現得勇敢一點。 

S16：因為王子以前總是想看傑米挨打的時候哭叫，所以現在換成王子挨打

了，他心裡想傑米應該也會在旁邊想要取笑他，所以他就不想哭也不想叫。 

（觀 20080111） 

 

在《食用油》的提問教學中，其中一頁內容提到可以用油炸出香噴噴又好吃

的美味食物，如天婦羅等，居然有學童提出「這些油可以炸成藥嗎？」的想法，

以下為此段教學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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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這些油可以炸成藥嗎？ 

T：藥？哪一種藥？是治病的藥嗎？ 

S4：嗯！ 

S1：(大叫)是炸藥！ 

T：老師想了解你為何會想到從油炸出藥呢？ 

S4：(支支吾吾)因…因為…它是草..哇！我想…我想…應該可以治…治病！ 

T：你的意思是指這些炸出油的植物都是草，而草可以治病，對人的身體有好

處，所以才想說可不可以從這些榨出來的油中去提煉出某些東西，來做成

藥丸治病嗎？是這個意思嗎？ 

S4：嗯！ 

（觀 20090107） 

 

在這些對話過程中可以發現，每個學童的思考方式有其自己的邏輯，與成人

的思維不同；在成人的世界當中，對事物有著既定的形象，因此思考方式比較不

能跳脫固定的框架，但是學童不同，如同上述的對話，學童提出了各種不同的見

解和問題。  

 

（２）學童能提出聰明、新的的解決方法 

除了提出不同的見解外，有些學童還能針對問題或困難提出聰明、最佳的解

決方法，這在預測策略教學中較為常見，如在《農場的瘋狂事件》預測教學中，

研究者請學生提出「郵差會用什麼方法來對付每天追著他跑的母牛莉莎呢？」學

童們大多能針對問題的困難點提出各種聰明有趣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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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我預測他準備用一個箱子把莉莎裝起來，它就不會每天追著他跑了。 

S2：我預測他會用一個恐怖的人偶把莉莎嚇走。 

S17：我預測他會裝在地底下裝地雷把莉莎嚇跑。 

S23：我預測郵差會把箱子黏牢一點，這樣就不會因為被莉莎追而把箱子裡面

的東西摔壞了。 

S24：我預測郵差會用蟑螂嚇莉莎，引開它的注意力。 

S1：我預測郵差會反過來追著莉莎跑，然後嚇得莉莎以後再也不敢追著郵差

跑了。 

（觀 20090414） 

從研究者的觀察看來，部分喜歡時時求新求變的學生，比較能夠展現與眾不

同的觀點，因此在課堂中，較容易發揮他們的獨創力，有的學童（如上述對話中

的 S1）甚至能夠透過逆向思考的方式，從中展現他的獨創力。 

 

４.精密力 

精密力是指能夠對故事內容延伸出自己的感想或是對事物的看法。以下就各

項資料來探討分析學生在閱讀策略教學中，於創造力「精密力」向度上的表現及

改變： 

 

（１）學童能拓展簡單的想法或反應，使其表達更為完整 

在開始進行各個策略教學時，要學生針對其所做之回應表達出更多的感想和

看法並不容易，很多學生只是簡單的告訴大家他想到什麼，就再也沒有下文了，

但對有些平時就發表習慣的學生，即使不用老師提問，也能自動講出對這件事的

看法與感想。對於回應較簡短的學童，研究者在參考文獻後，了解可以透過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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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來引導學生做更深入的思考，因此在接下來的幾堂課中，研究者在時間許

可下，會在學生的回應中多停留一點時間，讓學生有機會將他的想法說得更完整，

並且詳述他對這件事的看法。 

而在閱讀練習單上，剛開始只有少數幾位學生會主動寫上自己的想法，但後

來在研究者的要求下，有很多學童已漸能在連結的經驗上做出完整的陳述，並且

還能延伸出自己對這件事情的看法。例如 S15 在《住在河堤上的朋友》中的一段

「每個孩子都是父母一點一點拉拔大的，做子女的怎麼可以狠心到這種程度。」

故事情節上，連結出「這讓我想到我從呱呱墜地開始，爸爸媽媽就開始無微不至

的照顧我，把我照顧得這麼好，所以我以後決不會像劉爺爺的家人拋棄他一樣拋

棄我的父母，我以後一定要好好孝順我的父母，報答他們對我的養育之恩。」這

樣的體驗。但也有部分的學童因為偷懶不願多寫，所以他所做的連結大多是短短

的一句話，例如 S2 寫的「這讓我想到我也會到圖書館看書。」對於這樣的學童，

研究者大多會利用下課時間，請他再回去補充內容，添上自己的心得感想。幾次

發回後，學童大多能改善這樣的情形。 

 

（２）學童能針對故事內容延伸自己的看法 

在閱讀教學中，研究者從學童的發言及閱讀練習單撰寫中，觀察到學童在精

密性思維上的表現，會因受到故事所營造的氣氛影響，投入於故事情節的發展，

因此要學童針對故事延伸出自己的看法，幾乎每個學童都可以說出一些自己的想

法，例如：在《住在河堤上的朋友》一書中提到「智偉在初上小學的那學期，每

隔幾天就會上演一次『我不要到學校，我要回家。』的鬧劇。」，S7 就在閱讀練

習單上連結到自身的經驗，並延伸出自己對這件事情的看法：「這讓我想到我以

前要上幼稚園的時候，我也像智偉一樣每天哭著說不要上學，那時候我會覺得爸

爸媽媽不在我身邊很害怕，我想智偉應該跟我一樣，我現在想起來，都會覺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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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笑。」還有一次，S23 在下課時間跑來跟研究者分享她從閱讀中所得的想法：「老

師，我覺得《十三歲新娘》這本書好好看，我看完之後，就會想我以後會不會像

她一樣變成寡婦，然後我就會去想，如果我以前發生這些事情時，我應該要怎麼

解決。」 

另外再舉《爸爸 fun 暑假》一書中所做的提問練習為例，S29 針對其中一幕的

劇情內容提出「爸爸的病已經很嚴重了，怎麼還有心情開玩笑呢？」的問題，並

在問題答案上寫出了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想他爸爸是因為想要讓他的小

孩開心，不想讓他們難過，想要給他的小孩留下美好的回憶，像我爸爸在我出生

前就過世了，所以我不記得爸爸的事情，可是我哥哥都記得以前和爸爸做過什麼

事。」（札 20090323） 

從上述觀察可以發現，心思細膩及情感豐富的學童們，較能從故事所受到感

動中，延伸出個人對整件事情的看法，並藉由語文充分表達其對事件的感受與心

得，展現出其精密性的思考。 

 

二、創造力情意方面 

（一）「威廉斯創造力傾向量表」前後測的進退步比例不明顯 

以下將學童在閱讀教學前後所做之威廉斯創造力傾向量表的前後測結果，即

學童在各向度間的平均得分進步情形整理如下表 4-3-6，從這張表格可以初步了解

學童的創造力進步情形如何，做為整個閱讀教學中對兒童創造力情意方面表現的

其中一項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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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本研究對象在威廉斯創造力傾向量表的前後測進步平均得分及百分比 

 冒險性 好奇心 挑戰性 想像力 

前後測進步平均得分 -0.241 -0.593 0.379 0.241 

平均得分進步% -1% -2% 1% 1% 

 

從表 4-3-6 可以看出各向度間的進退步比例很小，因此光從表格中的數據無從

得知本閱讀教學對學童創造力情意方面的影響為何。研究者私下追究其原因，有

多位學生向研究者反應不喜歡填寫這麼多問卷（因在這段研究期間，學校陸續發

放從不同管道所得之問卷來進行班級調查），所以有的答案是胡亂填寫的(札

20090502)，而研究者從學生的作答中，的確發現了這個現象，例如 S18 的每題答

案皆是 2，因此所得的後測結果無法顯示學生創造力情意表現的真實情形。因上述

原因，研究者只好放下威廉斯創造力傾向量表的後測量化資料成果，改從其他所

蒐集之觀察記錄、學生訪談記錄、教師札記等質性資料來進行分析，以了解學童

在創造力情意的表現上是否增進。 

 

（二）教學觀察記錄分析 

１.冒險性 

冒險性是指對於問題或故事情節能夠大膽提出自己的假設或想法。以下就各

項資料來探討分析學生在閱讀策略教學中，於創造力「冒險性」向度上的表現及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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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學童勇於針對故事情節提出自己的想法與猜測 

冒險性屬於創造力情意的部分，研究者在觀察中發現，若能在閱讀教學當中。

提供一個支持性的環境，學童在冒險性的部分就會有所增進，尤其在預測策略教

學中更是如此，因為預測教學的部分文本中沒有固定的答案，所以學童可以自由

的想像，也因此學童的舉手發言數相較於其他課程增加許多。就學童來說，每個

學童在冒險性的表現並不相同，一些班上平日屬於發言較踴躍的學童，因為比較

有自信，大多很快就能進入狀況並說出自己的想法和猜；此外，班上亦有約三分

之一的學童比較不敢在公眾場合發表自己的意見，然而經過幾次上課後，大都已

漸漸敢在全班面前提出自己對故事內容的想法和猜測。雖然剛開始並未進一步說

明理由，但在研究者的口頭鼓勵之下，也能漸漸試著完整說出自己的想法，例如

S8 來自於一個原住民家庭，家庭經濟環境不是很好，父母因忙碌常疏於照顧，所

以身材非常瘦小。他在三年級時才轉來研究者所任教的班級，平日在老師面前表

現得相當膽小畏縮，因此從不主動在課堂上舉手。然而透過閱讀教學的激發，S8

漸漸能主動敢在課堂中發表自己的意見，並且變得愈來愈有自信，到後來甚至會

在課堂上主動開老師的玩笑呢！ 

 

在今天的《阿吉大鬧廚房中》預測教學中，很驚訝得看到 S8 主動舉手發表了

兩次，這是在之前的課堂上從未見過的，可能是今天的故事特別有趣，讓他感受

到那股歡樂的氣氛，讓他忍不住也要舉手說出自己的看法吧！雖然 S8 所敘述的語

句不是很清楚完整，但是看到他能突破以往的表現，勇於舉手發表，真是讓人感

到開心！  

（札 2009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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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學童勇於面對閱讀的挫折或同儕的批評 

雖學童在閱讀教學中大多變得勇於發表自己的想法和猜測，但每位學童承受

挫折的忍耐度並不相同，有的學童在面對故事的結果與自己的預期不相符合時，

或面臨自己所提出的想法遭同學的批判後，會明顯在下次的教學中對提出自己的

想法和意見感到退縮，這樣的情形在提問及預測的教學中較為明顯，像在提問教

學中討論到大 Q 和小 Q 的問題，有些學童能夠接受別人的意見而更改自己原先所

提出的問題，但有些學童則會認為自己的想法遭受到批判，所以不願參與討論，

例如 S14：「我不喜歡提問，因為他們每次都說我說錯了。」(正 20090508GC)；

或是有些學童因為在組內提出自己的想法，而受到同組的同學恥笑，因而變得害

怕提出自己的想法，這樣的情況比較會發生在女學童身上(4 位，佔 13%)，例如：

S25：「我討厭小組分享，因為那些男生最討厭了，每次都笑我們女生，說我們說

得很奇怪很好笑，還罵我們。」 (正 20090507GB) 

從研究中可以觀察到學童的冒險性在閱讀教學中有獲得增進，但針對上述在

閱讀教學後學生訪談中所提到的問題，研究者認為有必要在小組中建立一個良好

的討論規範，指導學童尊重支持別人的發言，但另一方面也要輔導那些受到挫折

的學童能夠勇於面對他人的批判，畢竟有許多創意性人物都是能勇於渡過別人批

判、異樣的眼光，才有後來偉大的創造發明。 

 

２.好奇心 

好奇心是指對於故事所提出的問題或是產生的疑問，願意利用各種方式尋找

到問題的解答。以下就各項資料來探討分析學生在閱讀策略教學中，於創造力「好

奇心」向度上的表現及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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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學童透過閱讀學習培養追根究柢的態度 

在研究中發現，在預測和提問教學中較能顯出學童對文本內容的好奇心，其

中在提問策略中更是能看得出學童在好奇性這向度上的表現。在開始的提問教學

中，大部分的學童只是猜測問題、或者說出自己的想法，但是在後來的閱讀教學

過程中，學童漸漸會對於文本內容或是同學的發言產生進一步的好奇心，並提出

相關問題，以《太空漫步》提問教學中的一段對話為例：  

S27：為什麼空氣抽光，耳朵會砰砰作響呢？ 

T：是呀！為什麼呢？ 

S1：我知道，因為會耳鳴。 

S25：老師，那為什麼會耳鳴呢？ 

S7：因為氣壓不同。 

S23：那為什麼氣壓不同，耳朵就會耳鳴砰砰作響？ 

S13：因為耳朵裡面還不適應。 

T：很好，大家提出的問題和想法都很多，所以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大問題。 

（觀 20090312） 

 

從觀察記錄中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學童都會針對文本內容提出疑惑，但也有

少數幾學童能針對文本內容的矛盾處來提出疑問，例如 S26 在《爸爸 fun 暑假》的

提問練習單中，就提出了：「心跳停止了，不就死了嗎？為什麼還會恢復正常？」

S24 提出：「這本書的結局是很悲傷的，為什麼書名要叫《爸爸 fun 暑假》呢？這

個『fun』不是很有趣的意思嗎？」 

而在尋找問題的解答方面，課堂上大多可藉由閱讀文本內容及對話找到或討

論出解答，但在回家提問單的練習單上，大多數同學比較不會去針對文本內沒有

解答的問題去翻查其他資料，有的學童反應沒有時間找答案，有的學童反應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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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答案，但也有的學童會因為對問題的好奇或疑惑，而主動去查閱書籍，例如

S2 在《尋找食物》一文中，對「濕圓蟲因為喜歡潮濕的環境，所以才稱為『濕圓

蟲』」這段內容產生好奇，因此再去翻閱其他相關資料，才發現其實濕圓蟲更喜

歡乾躁的環境，S2 還特地在課堂上將他的發現跟全班分享，教師也藉機引導學童

了解書本上的內容不一定就是正確的，再則也鼓勵學生能針對所發現的問題做進

一步的深究了解，以發現問題的真相。 

自古以來的偉大發明皆因能留心觀察生活周遭所發生的事物，從研究中可以

發現，平時觀察細心的學童較能對所觀察到的現象提出不同的問題，並展現其獨

到的見解，因此培養學童的好奇心是很重要的，但可惜的是學童的好奇心往往在

大人們的教導下被扼殺了，這點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地方。 

 

３.挑戰性 

挑戰性是指能夠樂於尋找嘗試所有可能解決問題的方式。以下就各項資料來

探討分析學生在閱讀策略教學中，於創造力「挑戰性」向度上的表現及改變： 

 

（１）學童能積極找尋各種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在閱讀預測及提問中，學童比較有機會去尋找或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法。在提

問方面，如同在前面好奇心向度中所提到的，雖有部分的學童願意花時間在其他

文本上積極尋找解答，但是大多數學童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只願意在文本內尋

找答案，因此解決問題的方式較無法多樣化。而在預測教學中，剛開始時學童可

不受任何限制隨意的猜測想像答案，因此學童很樂意亦非常主動的提供各種解決

問題困境的方法，如在《阿吉大鬧廚房》中，師生討論到「當阿吉被爸爸關在廚

房裡，而廚房的窗戶很高，牆壁又很滑，爬不出去的時候，阿吉要怎麼解決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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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呢？」，很多學童立刻反應熱烈的提出各種解決方法，以下摘錄部分對話： 

S13：乾脆就一直睡在地板上，不理爸爸，直到爸爸來開門。 

T：那如果爸爸就是一直不來開呢？那怎麼辦？ 

S12：我就拿菜刀去把門砍掉。(全班哄堂大笑) 

T：哈哈，我想菜刀會先壞掉吧！ 

S9：我先用美腿把門踹開，然後再用金黃的屁股把門頂開。 

S4：叫噴火龍把門給燒了。 

T：哈哈，請問你要從哪裡叫出噴火龍呢? 

S2：把所有的碗盤都打破，然後爸爸在外面聽到碗盤破了，就會生氣的把門

打開了，這時候他就可以逃跑了。 

S11：我預測他會坐在那裡不動，一點聲音也不發，然後時間久了，他爸爸在

外面偷聽，想說怎麼一點聲音也沒有，以為他逃跑了，就把門打開，然後

阿吉就把他剛才在水槽裡抓的蟑螂放在盤子上，對準開門的爸爸射過去,然

後爸爸就被嚇到了，他就可以趁機逃跑了。(全班哄堂大笑） 

S5：阿吉可以拿大鍋子直接把門敲壞，然後門就壓在爸爸身上，然後爸爸就

被壓扁了，他就可以踩在門上跑出去了。 

（觀 20090411） 

 

從學童的解決策略中，可以看出有的學童，如 S13、S11 等學童會採取較消極

的策略，以不變應萬變來解決問題；而 S12、S5 等學童則會藉助一些工具來協助

阿吉逃脫；也有些學童會想像一些有特殊能力的假想性角色，如 S4 提出的噴火龍，

能夠突然出現來幫忙解決問題。不管以何種方式，學童都願意主動積極的提供方

法和策略來解決所遇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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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學童願意探究較複雜的問題 

在各個策略教學的開始，多數的學童因為對策略的不熟悉，甚至會有一些人

對這樣的閱讀方式產生排斥的現象，不願意去深入文本內容，並做出互動討論，

如 S19 曾在預測教學期間的某一節下課時，與幾位要好的同學圍在教師桌前，跟

研究者提到「我不喜歡預測，因為不知道要預測什麼，而且我覺得就看過去就好

了，幹嘛要預測？」(札 20090317)，但是在閱讀教學後的學生訪談中，S19 有了下

面的改變： 

T：你覺得預測策略對你們閱讀文章有沒有幫助呢？ 

S19：有，很好玩。 

T：你之前不是跟我說你不喜歡預測嗎？覺得很麻煩！ 

S19：因為那時候不知道要怎麼預測嘛！ 

T：那現在呢？你知道怎麼做預測了嗎？ 

S19：嗯，現在比較敢預測了，以前我都不敢，可是…可是後來看到其他人做

預測，我就跟著做，就比較敢預測了。 

（正 20090509GD） 

 

而像 S19 這樣的情況，在其他兩個策略的運用上也有相同的情形。從閱讀教

學的訪談中，可以發現全班有 25 位學童表達他們較閱讀教學前，更願意主動去挑

戰內容較深的文本，也比較願意去探討解決一個較複雜及難度較高的問題或困

難，從原本閱讀動機較為低落，或是外在閱讀動機較高的學生的訪談中尤能看到

這明顯的改變，例如：S18 提到她以前看到字很多的書就很煩，會馬上丟在一邊，

但是現在會比較願意拿起來看，而且看到不懂的地方，有時候會拿去問哥哥和媽

媽。(正 20090508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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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想像力 

想像力是指能將所讀之故事內容以圖畫或是文字等方式加以具體表現出來，

或是能夠推測想像尚未發生的事件。以下就各項資料來探討分析學生在閱讀策略

教學中，於創造力「想像力」向度上的表現及改變： 

 

（１）學童能透過語言或圖畫等方式將各種想像具體化 

在閱讀教學中發現，幾乎全部學童都能想像未曾發生過的事物，並將想像加

以視覺化表達，比起其他創造思考能力來說，對事物的想像是中年級學童較明顯

的行為。而觀察學童呈現的想像力，可以發現皆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其中也

會透露出自己心中的想法和渴望。例如 S17 在《莉莉的紫色小皮包》的閱讀連結

練習單中，針對文本內容「莉莉說她長大以後要當老師。」，提出了自己的想法

連結，除了文字的敘述之外，亦畫了一幅生動的圖畫來做為説明的補充，透過文

字及圖畫的方式將其心裡的意念具體化的表現出來（參考圖 4-3-1）。 

 

圖 4-3-1 學生 S17 在閱讀連結練習單上的連結內容 

 

另外，研究者亦發現班上有多位學童喜歡畫畫，尤其會把課堂上所聽到故事

情節或人物隨意的畫在一張紙上，或是課本上，有時還會發揮想像力，在人物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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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補充幾句台詞或文字，讓畫面生趣不少。 

 

（２）學童樂於推測想像未發生過的事物 

此項觀察行為從預測策略中最能看出來，而在訪談中，有 23 位學童（79%）

表示預測策略最能刺激他們的想像力，而他們也在預測的過程中，充分獲得閱讀

的樂趣，其中有的學童認為即使是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也會去想像，例如： 

T：你們最喜歡哪一個閱讀策略？ 

S17；預測。 

T：為什麼呢？ 

S17：因為可以天馬行空的想像，不會受到限制，就算是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也

沒有關係。 

(正 20090507GB) 

 

有的學生在訪談中提到他們在閱讀中，就會幻想與書中的人物產生對話的情

景，例如 S1 提到「在看的時候,腦袋裡一直有東西跑出來，好像故事裡面的人物

跑出來和我對話.或是在問我問題一樣。」(正 20090507GB)；還有學生提到他們所

閱讀的故事情景常會出現在晚上的夢裡，例如 S24 提到「睡覺的時候會常做夢，

像我如果今天看了三隻小猪，我就會夢到三隻小猪在吃東西，然後我也不知道為

什麼,我就會把它的房子給推倒。」(正 20090508GC) 

從上述看來，兒童最喜歡想像，同時在想像中不斷地進行創造（董奇，1995）。

研究者透過留心觀察發現，班上有的學童喜歡提出一些令人吃驚並稀奇古怪的問

題，有的學童喜歡隨手塗鴉，將他們的想法透過圖畫的方式完全展示出來。不管

是透過以上哪種行為來表現，都可以看出本班的學童是富有許多的創意和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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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學生的學習感受與教師閱讀教學提升 

 

本章的重點在了解師生共同的成長，首先討論到師生在閱讀中所遇到的困境

及解決的因應之道，接著透過學生的訪談資料了解學生在學習歷程中的感受與收

穫；最後是研究者透過教學觀察與自我省思札記，談及在研究中所獲得的閱讀教

學提升。 

 

 

第一節 師生所面臨的困境與因應之道 

 

在實施閱讀教學的準備階段，雖早已事先擬定一系列教學計畫，然而於正式

研究中，面對教室內複雜多變的情境，學生的行為反應無法完全預測，因此事先

擬定的計畫在面對真實的教學情境時，還是會衍生其他的問題，因此研究者針對

所觀察的現況找出問題，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因應方法，不斷的改進自己的教學

實務，期能提升學生學習的品質。本節即就實施閱讀教學時，歷經的困難和因應

對策做進一步的說明。 

 

壹、教師教學上的問題 

一、研究者在一週中需安排兩節課的時間來上閱讀課 

（一）問題：在本閱讀教學的教學設計中，安排一週需有二節額外的時間來上

閱讀課，但是研究者並非本班的閱讀課任教教師，所以要如何擠壓出足夠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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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進行閱讀教學，而又不影響其他課程的教學進度，是研究者首要面對的問題。 

 

（二）因應之道：由於現行課程已無彈性或空白課程可供教師自行運用，所以

研究者在日課表上尋找另一段完整且可應用的彈性時間，把握的原則是不影響其

他各種科目上課的時數與進度。最後發現週五晨間活動時間，教師不用開晨會、

學生也不用參加任何社團，這段自由時間是可以完整分別出來的一節。另外，研

究者再將綜合課程中的部分內容與其他領域的課程內做一整合，如此即可從三節

綜合課中挪出一節綜合課來進行閱讀教學。(札 20080412) 

 

二、學生完成閱讀的時間不一，影響閱讀教學進程 

（一）問題：研究者在學生進行回家閱讀練習，即自由閱讀選書的部分，大多

不要求學生要立即閱讀完所有的文本內容，有時甚至允許學生只閱讀其中部分章

節。但是有時因為要在課堂上針對整本書的內容做分享討論，如：《挨鞭僮》、

《管家貓送手帕》等。因此有課程進度上的壓力，但是從閱讀觀察中可以發現，

學童閱讀的速度不一，有的學童當天即可閱讀完畢，但有的學生卻是拖很久還沒

看到一半，如 S18：「老師，我看書都看得很慢，所以一天才看幾頁而已，而且還

要上安親班，根本沒時間。」(觀 20080112)如此，便會影響到小組內的討論。 

 

（二）因應之道：針對上述所面臨的問題，研究者儘可能將閱讀作業安排在週

末假日，讓學生可以安排較充裕的時間來閱讀。但是對於一些閱讀速度較慢的學

生，或是晚上假日要上安親班的學生來說，如何找出空閒的時間來閱讀是主要解

決的問題，所以研究者會鼓勵學生多來參與班級的晨讀活動，另外，也指導學生

把握零碎時間來閱讀，例如午休時間，或是上課等待其他同學進教室前的等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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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又或是在完成老師所規定的進度後的空餘時間，都可安排來閱讀，化整為零，

務必完成研究者所指定的閱讀進度。(札 20081229) 

 

三、閱讀作業量太多，影響學生的閱讀興趣 

（一）問題：學童每週共要三堂閱讀課，除了研究者所上的兩節閱讀課以外，

還有原本課程體制內的一堂閱讀課。雖然我們兩位閱讀教師教學的重點不同，研

究者是進行閱讀策略的教學，另一位閱讀教師則是進行文摘大意摘要及關鍵詞的

教學。我們兩位老師都各自有規定孩子回家要完成的閱讀作業，這樣的作業量加

上其他課程的作業已叫學生有點吃不消，甚至有學生表示有壓力，開始變得有點

不想閱讀。 (札 20081217) 

 

（二）因應之道：閱讀動機是引導學童進行閱讀行為的重要因素，若是失去了

閱讀動機，就無法進行持續性的閱讀。因此，研究者針對上述問題，私下找了任

教本班閱讀課的 A 教師商談，研究者在了解 A 教師的閱讀作業進度安排後，對自

己的閱讀作業安排做了一些調整，像是儘量錯開彼此規定的閱讀作業完成時間、

或是請學生依 A 教師指定要完成閱讀的書籍來完成研究者所要的閱讀練習，例如

請學生依 A 教師規定要閱讀的《爸爸 fun 暑假》來進行提問練習，如此一舉兩得，

減輕了學童的學習壓力。 

 

貳、學生主體所帶來的問題 

一、小組無法順利進行分享討論 

（一）問題：研究者在小組討論時進行組間巡視，發現部分小組的少數成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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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沒有帶作業，或是沒有完成作業沒有辦法進行分享，影響小組討論的流程；有

些小組則是因為組員不專心在做自己的事，或是時常發生爭執，而影響到小組內

的討論氛圍；也有的組別內的組員大多不知道該怎麼分享討論，所以整組討論分

享氣氛相當冷清。 

 

（二）因應之道：研究者於巡視時發現討論未進入狀況的小組，即多花些時間

停留在該小組旁聽、察看討論的狀況，對於容易分心的學童，就會過去拍拍他的

肩膀，提醒他專心參與小組的討論活動。至於對於比較容易發生爭執，或是不太

知道怎麼分享的小組，研究者在完成閱讀連結教學，即在班上做了一次座位調整，

將容易發生爭吵的學生分散在各組，把不太會分享比較會分享的同學安排在同一

組，希望透過這樣異質性的分組，讓擅長表達的學童發揮影響力，引導不擅長表

達的學童也能勇於發表，並學習如何表達自己的意見和想法。從小組分享氣氛變

得熱絡來看，可以發現在經過座位調整之後，確實改善了前述所碰到的問題，也

讓學童確實從小組討論中享受到閱讀和分享的樂趣。 

 

二、學童的生活經驗貧乏，欠缺靈活的思考 

（一）問題：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發現有部分學生的生活經驗太少，每日的

生活不是在學校，就是待在家裡打電動，又或是待在安親班寫評量，父母因為忙

碌也幾乎不帶他們出去，整天關在家裡，這樣的生活日復一日，形成孩子呆板的

思考。在大部分的學童已漸漸學會如何運用閱讀策略後，仍有少數幾位學童無法

順利的連結到舊經驗，因此在他們的練習單上常會看到空白，或是簡單但不知所

云的文句。追問其原因，這些學生（例如 S4、S18）常會以「我不知道要寫什麼？」

來回應。經研究者思考後，認為這些學生生活經驗較貧乏，再者又懶於思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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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才會不知道要怎麼做。 

 

（二）因應之道：針對上述所遇到問題，研究者認為每個人的家庭背景不相同，

研究者也不便去干涉學童父母的做法，因此採取其他的方式來進行改善：其一，

透過小組討論或全班公開討論的方式，讓學生們說出自己的體驗以及想法，藉由

這樣的方式，讓學習落後的學生能從其他學童身上多吸取經驗，並從中獲得不同

的想法；其二，研究者希望透過多元的閱讀來開拓學生的知識領域，因此研究者

會特別注意這幾位學生的閱讀情形，儘量鼓勵這些學生做不同類別的閱讀，藉此

拓展其眼界以增加對其他事物的認識。一段時間後，可以發現這些學生的學習情

形漸有改善，在閱讀思考上也變得比較靈活，在閱讀單上也能做較多的經驗連結。 

  

三、學童上安親班的問題 

（一）問題：有多位上安親班學生向研究者反應，一到安親班，除了完成該習

寫的功課外，安親班老師會安排學生寫很多評量，並請學生回家再閱讀，但是這

些學生回到家通常都已經晚上九、十點，根本沒有時間閱讀，更別說完成閱讀練

習單。從學生的描述中，可以了解安親班老師並不把這項閱讀作業當一回事，即

使我已經請學生轉告安親班老師這項作業是回家功課，一定要在安親班完成，但

是成效仍不佳，這點是最讓研究者感到棘手的問題。 

 

（二）因應之道：因為研究者已多次請學生告知安親班老師，要讓學生在安親

班完成這項作業，但部分的安親班的老師仍舊置之不理，照樣只讓學生寫評量。

因此，研究者決定透過聯絡簿與該安親班老師進行溝通。以下是研究者在學生聯

絡簿上所寫的溝通內容：「XX 安親班的老師們您們好，我是四年甲班的老師，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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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近我正在班上推動閱讀，所以經常會出與閱讀有關的回家作業讓學生回家練

習，但是有些學生跟我反應無法在安親班完成這項作業，回到家又因太晚也沒有

辦法閱讀，因此，在此希望貴安親班的老師們能協助撥空讓我們班的學生完成這

項功課，謝謝！」研究者隔日即在聯絡簿看到安親班老師的回應：「好的，會配

合。」經在聯絡簿上與部分的安親班老師聯繫過後，情況確實有改善一段時間，

但是沒多久，安親班的老師又藉故要學生做很多評量，拖延到最後就要學生回家

再完成閱讀功課，因此情況又漸漸回復原狀。「我覺得很無奈，我想在這樣一個

重考試成績的大環境下，除非整個教育體制改善，教師及父母的教育觀念有轉變，

否則這樣的情形就無法根絕，閱讀也難以得到完全的重視。」（札 20090313） 

 

 

第二節 學生學習歷程的感受與收穫 

 

本研究從廣泛的資料蒐集檢證中，觀察與分析學生的學習成效，接著再從與

學生的訪談內容中，了解學童在學習歷程中的體驗與感受，以及家長對本閱讀教

學的反應與回饋。 

 

壹、學生的學習成效 

一、提升主動閱讀的意願和興趣 

愛因斯坦在《宇宙的鑰匙》曾經說過「興趣是最好的老師」，強烈的動機是

學習任何事物最佳的引導。從學生平日的閱讀情形和訪談中，可以發現在閱讀教

學後，確實提升了學童閱讀的興趣和動機，變得更喜歡閱讀了。因為研究者每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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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固定於週三晨光時間帶學生去圖書室閱讀，但有次因為有班級事務要處理，

原想取消當日的閱讀活動，沒想到此舉卻引起全班大聲的抗議，研究者只好按原

定計畫帶學生到圖書室去閱讀，一到圖書室，就看學生各自散開選取自己想閱讀

的書籍，再找個舒適的位置坐下來看，在閱讀過程中，可以看到每個學生都聚精

會神的看著自己所借閱的書籍，有的還會因為故事內容露出開心的笑容，讓研究

者不禁要猜想到底是什麼內容讓他這麼開心（札 20090319）。從學生的表現可以

看出，學生們真的是愛上閱讀了呢！ 

 

S28：雖然我已經非常喜愛閱讀,但是上完這十週閱讀課後,我也願意嘗試各種

書籍了,例如：神奇樹屋、哈利波特等書……，原來各種書都非常好看呢！ 

S18：我以前都不看,都是家人逼我,我才看書,可是現在看書不用家人叫,我就

可以自己看書。 

S24：我以前原本來很不喜歡閱讀，有時媽媽逼我去看書，我才看書，可是我

現在因為老師上的閱讀課，所以我變得很愛看書了。 

S17：我以前也喜歡看書，不過上了閱讀課後，我更愛看書了。 

S25：我以前看書都沒有想一想，但是現在還可以想一想動動頭腦，非常有趣。 

S29：我以前兩、三個月可能都沒讀完一本二百多頁的書，可是我現在卻兩、

三天就可以看完一本很厚的書，有一次上國語課時，因為書太好看了，

所以沒有專心聽課而被老師發現了。 

S11：我以前沒那麼喜歡看書，可是自從了老師的閱讀課後，我改變了，我變

得喜歡看書，因為老師上課講故事時，聲音都會改變，很好笑，所以我

變得喜歡閱讀了。 

S9：我以前都找不到好書，可是現在我可以找到我喜歡看的書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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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進學生對文本內容的理解 

「閱讀」是一切學習的基礎，學生各科的學習都仰賴好的閱讀能力，若有良

好的閱讀策略和技巧，可增加閱讀的速度，又能了解其中的要義，做有效的閱讀，

對學生各科的學習能達事半功倍之效。從研究當中可以發現閱讀策略教學有助於

增進學童閱讀理解能力，而這樣的能力不光顯現在閱讀課外書籍上，對學童在體

制內課程的學習理解亦增進不少。研究者發現班級內幾位學生在閱讀理解試卷上

的文句意義上有明顯的進步，以班上 S9 及 S18 為例，這兩位同學在閱讀教學以前，

常常因為不懂各科評量試卷上文句的意義，所以無法正確做答，尤其是數學和社

會兩學科，但是若私下將其叫到教師面前，由老師將題目念一遍或解釋題目的意

思給他們聽，大部分都可以回答出正確的答案；然而在閱讀教學的後半段，已可

以看到這兩位學生顯著的進步，因為無法理解題目意思而答錯的情形改善許多（札

20090406）。因此，可以看出學童的閱讀理解力經由閱讀教學而獲得提升，並且

也相對提升學童在各學科上的學習。 

 

三、增進學童創造思考能力 

從每一次課堂上的閱讀討論和分享時，可以看到學生們為了提出自己的想

法，或是回應所討論的問題，隨時都在思考。研究者常會驚艷於學生的想像力和

無限創意，尤其是在進行預測教學時，從學生的回應中，不但顯示了學生的創意

思考，也看出學生解決問題的能力。從前一章對學生創造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看到學生在創造力認知的各向度上，或多或少都有所增進；而從學生訪談中，也

可以看出學生在創造力情意方面亦有提升，大部分的學生皆表示他們較閱讀教學

前，變得更願意去冒險挑戰困難的事情，對未知的事情也變得比較好奇，而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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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力也變得豐富了。以下摘錄學生在訪談中的回應： 

 

S21：我以前在看書的時候，都沒有辦法想像清楚故事裡面的人物和樣子，但

是現在大部分的內容都可以想出來。 

S23：我以前都沒有想像力,都看別人的,可是現在我都想出很多有創意的東西

來做美勞。 

S8：我以前看書的時候都看不出感覺，現在心裡想像的多的快要爆炸了。 

S27：我覺得我現在遇到困難,變得比較能夠接受挑戰，而且可以找到許多不

同的方法來解決。 

S12：以前碰到不會的事情或是有困難的事情，我都會很想逃避，可是我現在

會去想辦法克服它。 

S2：我以前都怕自己說錯,不敢發言,現在我已經敢自己發言,而且我發覺我問

的問題比以前好。 

S19：剛開始我不敢去猜測故事後面的發展,可是現在我比較敢去猜了,因為猜

錯了也沒有關係。 

 

四、增廣人生的視野，啟迪多元的思考 

從與學生的對談中，可以發現大多數學生的生活範圍只有家庭、學校和安親

班，其生活經驗可以說是乏善可陳的。然而透過了閱讀，豐富了學生狹隘生活層

面的不足經驗；藉由分享討論，學生在同一事件上聽到多種的聲音，學會從多個

面向看待事情的人生哲學，相信對學生未來在面對困難或挫折的處理方式和忍受

度是有幫助的。以下舉學生在《爸爸 fun 暑假》一書所做的提問練習，摘錄其中一

段師生共同所做的討論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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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有同學要分享你在閱讀《爸爸 fun 暑假》這本書過程中，所提出的問題嗎？ 

S27：為什麼詠玲的爸爸不告訴他們小孩子，他已經生病了？ 

T：你有在書裡找到答案嗎？ 

S27：書裡沒有說得很清楚，可是我想應該是他爸爸不想讓他們小孩子擔心。 

T：小朋友，如果你是詠玲，你會怪爸爸不告訴你，然後把你丟下並讓你寄住

在別人家呢？ 

S25：我不會，因為爸爸應該是因為不想讓小孩傷心，才會決定這樣做的。 

T：還有別的看法嗎？ 

S17:我會，因為我覺得應該要告訴他的小孩，不然他會覺得自己好像孤兒一

樣被丟下來了。 

S23：而且我覺得有什麼困難，可以全家人一起解決。 

S29：但是我覺得詠玲的爸爸可能覺得告訴他的小孩也沒有辦法解決，所以不

想讓她們擔心，才沒有告訴她們。 

S23：我還是覺得要告訴詠玲，然後全家人要在一起渡過困難。 

T：大家都說得很好，詠玲的爸爸不告訴他的小孩，可能是怕他的孩子會擔心

難過，但就如同剛才幾位同學分享的，家人間的相互支持是重要的，也許

詠玲的爸爸一開始就告訴詠玲他們，他生病的事實，可以避免讓詠玲有變

成孤兒的感覺，也能夠讓他們一家人好好珍惜彼此相處的時間，也許對爸

爸的病情也是會有幫助的。 

                                                        （觀2009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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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進學童口語表達能力 

在此閱讀教學中，研究者除了讓學童在課堂上發表自己的想法外，亦安排了

很多時間讓學童將自己在閱讀中所做之連結、提問及預測回應，在小組中與組員

分享。一開始的教學觀察中，發現有些學生不太會分享，只會照著閱讀練習單上

的字句，一個字一個字的照著念，少數原本語文表達能力就不佳的學生，甚至連

照著念也念得斷斷續續，因此常會造成小組內的分享氣氛不夠熱絡，因而無法獲

得同組組員的共鳴（札 20081218）。 

然而經過幾次的閱讀分享練習，再加上老師針對討論、傾聽的指導與示範，

讓小朋友能更投入於所閱讀的內容與感受，漸漸的可以看到學生們能夠很自然的

分享自己所閱讀的內容，並清楚的表達出自己所做的閱讀回應。從上課分享討論

的氣氛中，可以發現學生們在口語表達上的進步，也讓學生們更能感受到閱讀的

樂趣。因此，藉由閱讀欣賞與分享討論，不僅提升了兒童口語表達與思考能力，

還能啟發學生們的想像力與創造力。 

 

貳、學童的學習感受 

一、喜歡閱讀教學的上課方式 

研究者於閱讀課程結束後與學生進行的訪談中，請學生針對研究者的上課方

式提出他們的看法，學生幾乎全都認為與以往的閱讀教學活動差異很大，而他們

比較喜歡研究者上課的方式，他們尤其喜歡研究者以放聲思考的方式來範讀文本

內容給他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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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2：每次老師你介紹完一本書後，大家都會很想再借來看。 

S18：老師，我覺得你上課的方式很好玩，不像 A老師的閱讀課好無聊！所以

我很喜歡上你的閱讀課。 

S1：因為老師，有些書我們原本覺得好無聊，但是經過你介紹之後，就覺得

好有趣喔！ 

S23：老師，你在念故事的時候，都會變聲，很好玩！ 

 

此外，也有多位學童表達喜歡在小組中討論分享，這點在前面提升學童閱讀

動機的部分已有提過。 

S11：我不喜歡用寫的，可是我喜歡在小組分享的時候用講的，很好玩！ 

S24：我喜歡小組討論，因為每個人都可以講出他的想法。 

S17：我覺得可以分享自己的感覺很棒，所以我很喜歡小組分享。 

S19：因為有些男生很討厭會笑我們女生幼稚，如果換成我的好朋友，我就會

喜歡小組分享。 

 

由學生的反應看來，他們已經體驗到閱讀教學是在一種自由、開放的氣氛中

進行，並且透過小組分享的方式，讓他們有充分發表的機會。學生幾乎都覺得這

種上課方式十分生動有趣，而且很喜愛。 

 

二、對閱讀理解策略抱持肯定態度 

研究者在訪談中， 請學生先回憶本學期的教學內容後， 再問他們喜歡運用

哪些閱讀策略，以及學習閱讀策略是否對他們在閱讀理解上有幫助。全班 29 人中

有 23 位學生表達他們喜歡預測策略，主要的理由大多是預測讓閱讀變更有趣；有

16 位學生表達他們喜歡連結策略，因為透過連結舊經驗，讓他們對文本的內容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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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更深刻；另有 13 位學生表示他們喜歡提問策略，因為可以幫助他們針對疑問的

地方找到解答，進而獲得知識。而全班有高達 27 位學生一致認同學習閱讀策略對

他們在閱讀理解上是有幫助的，其中有 8 位學童認為現在閱讀比較有效率，比較

快就能讀完一本書；另有 10 位學童表示這個閱讀策略幫助他們更融入文本的內

容，所以讀起來更有趣，也更了解文本的內容。 

 

S20：連結可以幫助我想到以前的經驗，讓我對書的內容印象更深刻。 

S22：我覺得連結可以幫助想起以前的事，而且不會讓我頭腦生鏽。 

S7：我以前在看書的時候都會忽略很多地方，不會想要提出問題，但是現在

會提出問題後，然後下次再看到答案的話，印象就會深刻。 

S27：提問可以幫助我比較看得懂，因為不懂的地方，如果提出問題的話，會

比較容易了解。 

S24：我覺得預測很像猜測的遊戲，然後就會想起那個內容，然後我就會想再

去看。 

S5：我喜歡預測，因為我覺得去猜後面會發生什麼事情很好玩，而且猜對了

會很有成就感。 

S10：這三個策略我都很喜歡，因為這些策略都可以應用在閱讀上，讓我更快

理解，然後很快就可以看完一本書，所以我都很喜歡。 

S29：我常常都會用提問+連結，就是在書上不懂的地方提問，然後再去連結，

就會找到答案了。 

 

三、學童對閱讀教學的建議 

當研究者問及學生對於本研究的閱讀教學活動有哪些建議時， 下列整理出學

生所提出的意見，並摘錄部分學生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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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希望多一點看書時間，少寫一點練習單。 

S5：我最討厭寫學習單，因為有時候在寫的時候，會突然忘記剛才想到什麼。 

S11：我比較喜歡用講的，因為講的比較溜，寫要好久，所以不喜歡寫練習單，

希望老師以後少出練習單。 

S16：看書比較好玩，可是寫閱讀單很累，如果可以不要寫就太好了。 

S20：如果不寫學習單的話，我會很喜歡閱讀，因為功課已經很多了，還要寫

閱讀學習單，所以覺得很討厭。 

 

（二）希望教師有時間再教其他的閱讀策略。 

S28：我覺得老師教的閱讀策略對我們閱讀很有幫助，希望老師再用多一點時

間，再教我們其他的閱讀策略。 

S6：我很喜歡預測和連結策略，希望老師可以再多介紹其他像這兩個一樣的

閱讀策略讓我們學習。 

S24：我媽媽就說，老師教這個閱讀策略對我們很好，希望老師可以再多教我

們一點。 

 

（三）希望教師能再多介紹一些有趣又具想像力的文本。 

S22：我很期待老師能再說一些其他有想像力的、很刺激的、很有趣的、很像

遊戲的書給我們聽。 

S19：老師你講的故事都很好玩，我很喜歡看，希望老師能常常介紹不同的書

給我們看。 

S27：很希望老師可以再講其他有趣好玩的故事給我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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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我覺得老師講的故事都可以幫助我們想像，希望老師能夠常常講給我們

聽。 

從學生給予研究者的建議看來，活潑生動的教學，是學生所嚮往的，平常學

校的各科教學，是否也能善用各種有效的學習策略及配合教學媒體的使用，來達

到這樣的效果，頗值得深思！ 

 

參、家長反應學童的閱讀行為 

研究者從學生訪談及親師懇談會中，可以發現有多達 23 位學童家長對本閱讀

教學是持正面肯定的看法，其餘的家長皆沒有表示任何意見或想法。研究者將家

長談及孩子改變與進步的地方，茲分述如下： 

 

一、變得喜歡閱讀，並主動進行閱讀行為 

很多家長雖然沒有空帶著孩子閱讀，但是卻一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培養良好

閱讀習慣，對閱讀能有一個好胃口。透過這樣的閱讀教學，他們都認為自己的孩

子變得比較喜歡閱讀，而且現在不用父母三催四請，就能主動去閱讀；有的家長

甚至會跟著孩子一起閱讀班書，並學習使用閱讀策略來閱讀。 

 

S29：我媽媽之前叫我去看書，我都不喜歡看，現在我很喜歡看，所以我媽媽

說都要感謝老師你帶領我們去閱讀。 

S7：我媽媽說學習這個閱讀策略很好，所以會鼓勵我去做，有時候我媽媽還

會搶我的書去看。 

S24：我爸爸說很好啊！這樣可以讓以後的閱讀更有享受，更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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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我媽媽很開心啊！她說我變得比較喜歡看書，因為她一直希望我多看書，

而且我媽媽會陪我一起做。 

S17：我媽媽覺得老師教的閱讀策略很有趣，有時候會陪我做。 

 

二、變得更有自己的想法，並喜於與家人分享 

透過學生的訪談，可以了解到有幾位家長反應孩子在閱讀理解上有進步，而

且變得較有自己的看法與主見，認為這個對他們的學習很有幫助。其中有些家長

發現孩子會主動分享他們的閱讀感受，因而促進了親子間的互動。 

 

S23：我看完書後，都會跟我媽媽討論，然後把自己想的講出來。 

(正 20090507GB) 

S18：媽媽就說我最近表現比較好，都會跟她分享我看的書，所以媽媽很高興，

就有說要帶我去吃麥當勞。 

(正 20090508GC) 

 

今天第三堂學生去上自然科任課時，S20 的媽媽剛好送東西到教室給她的孩

子，我就跟她聊到她孩子的閱讀情形，S20 的媽媽回應她感覺孩子在閱讀上有改

變。因為她們家是開畫畫班，所以孩子從小耳濡目染就喜歡一些圖畫類的東西，

看書也只看童書或是漫畫書，叫她去看文字較多的書就喊頭痛，問她讀什麼她也

說不知道，但是這幾個月改變很多，會主動去閱讀一些文字較多的故事書，而且

還會用老師的閱讀策略寫出自己的想法，有時甚至會主動跟家人分享她讀了什麼

書，有什麼想法。 

(札 200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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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動追求知識，閱讀文本內容較深，閱讀範圍變廣 

多位家長反應，他們的孩子在閱讀教學前都有閱讀偏食的現象，不是偏愛讀

語文故事類書籍，就是是偏愛讀自然科學類的書籍，而且有些孩子只喜歡看漫畫

類的書籍，但是透過老師的閱讀指導，變得會選擇一些文字較多、內容較深，或

是不同類別的書來閱讀。 

 

今天的親師懇談會上，S3 的媽媽今天分享到他孩子在閱讀上的改變，她說 S3

本來就喜歡看書，但是以前比較偏好閱讀故事類的書籍，但是最近開始會看一些

自然科學類的書籍，有一次，還問媽媽說：「媽媽，你知道為什麼廚房的排水管

是彎的不是直的嗎？……因為可以防止臭氣沖上來。」S3 的媽媽說她嚇了一跳，

覺得孩子讀書的類別變多了，而且從中吸收了不少知識，所以她很覺得這個閱讀

教學很好，也很支持老師的教學方式。聽到學生有這樣的改變，我感到很開心，

創造力需要有豐富並跨越不同領域的閱讀背景，因此研究者盼望學生能夠多面向

的去閱讀不同的書籍，除增加知識外，更進一步希望這些知識在日後可以整合起

來，成為學生創造的強大力量。 

(札 20090301) 

 

S5：就是最近我比較愛看不懂的書，像是醫學的書，然後爸爸就問我說，你

最近怎麼這麼愛看這種書？我就說因為老師教我們 3 種策略，有連結，

提問和預測，因為這樣的關係，我變得比較愛看書，因為我本身本來不

是很愛看書，然後現在變得比較愛看書，爸爸就稱讚你教得很好。然後

我還跟爸爸說我將來想當醫生，還有分享我看的內容，像是癌症跟治療

細胞，還有呼吸道，和身體的排毒，像有的人腎臟不好的話，就不能吃

太鹹，不然很容易得腎臟病。還有肝不好的人，不能吃太多藥，不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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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肝癌。 

(正 20090507GB) 

 

因著家長對本閱讀教學的肯定，所以陸續有家長捐出家中圖書，或是另行購

買整套東方出版社所出兒童文學套書，放置在班級圖書櫃中。教室內的圖書櫃因

著家長們的大力支持，使得班級藏書頓時豐富不少，提供的書籍中包括了文學類、

自然科學類、美術類等不同類別的書籍，給了學生更多樣的閱讀選擇。 

 

 

第三節 教師的閱讀教學提升 

 

現今教育改革強調教師專業的重要性，教師專業成為教育改革成功的關鍵，

唯有師能夠有自省的能力，才能培養學生成為真正的獨立個體。以下就研究者在

此次研究中所獲得的閱讀教學提升進行說明。 

 

壹、師生教學相長，產生更多正向交流 

教學的過程如同創思的歷程一般，不斷的從教學環境中發現問題、激發創意、

選擇方法、修正缺失，再度回饋到教學之中。由於研究者本身是教學者也是學習

者，在教學研究過程中，透過教學現場的互動情形和學生的學習表現，時時進行

自我省思，並在與學生的互動交流中，學習調整教學的方法與技巧；從學生熱情

的回饋中，強化了研究者對教學的熱忱；由教學活動實施，深入探討閱讀教學對

兒童創造力的影響，這些學習經驗與收穫累積我教學的背景，提升我的專業成長

能力與激發創意潛能。經過這次的閱讀教學後，不光是學生在閱讀理解上有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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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步，教師亦從學生身上獲得莫大的啟發，促使教師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能，也

讓師生之間產生更多正向的交流。 

 

貳、鼓勵多元閱讀，豐富學生經驗，增廣心靈版圖 

一個人的生活經驗是發展語文素養的前提條件，然而從研究中可以發覺很多

學生的生活經驗積累並不富有，這在未來會妨礙他們去閱讀那些較難理解並且內

涵豐富的文本。因此研究者認為在教學過程中，一方面有必要鼓勵兒童多觀察自

己的生活，觀察自己和周圍人們的日常活動，引導學生在閱讀時可以一邊回想自

己所經歷的類似人生，或是一邊讀，一邊觀察現實的生活，好做對照比較，藉此

可以擴展學生對生活的體驗和認識，累積豐富的生活經驗；另一方面可從多元閱

讀著手，每次看到學生這麼喜歡我所介紹的書籍，就會覺得孩子不是不喜歡閱讀，

只是需要一個閱讀領航者。因此，除了在教學研究過程中介紹給學生的書籍，研

究者日後仍希望能多介紹各領域的好書給學生們看，啟迪學子生活經驗短少、閉

塞的心靈。 

 

參、自我勉勵成為學生閱讀的榜樣 

記得有一次，研究者跟學生分享到自己閱讀兒童文學書籍《藍色珊瑚島》的

心情，談到當時曾經讀到欲罷不能，全人投入到廢寢忘食的地步，甚至忍不住因

故事中人物的遭遇而落淚。在分享這個心情的當下，研究者並不知道這些話會對

部分學生產生影響。直到親師懇談會時，有一位家長跟我談到這件事，她說她的

孩子因為聽到我的分享，就回家告訴媽媽：「我們老師說她曾經看《藍色珊瑚島》

這本書，看到忘了吃飯睡覺，而且還哭了，我想那本書一定很好看，我也想像老

師一樣讀讀看。」聽到這樣的回應，著實讓研究者嚇了一跳。其實在聽到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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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已陸續有學生會利用下課時間來問我，最近又看了什麼書，她們也想借來

看，可見老師的教學理念、態度和方向對學生的學習和成就，有相當大的影響。

回顧這段時間，研究者不禁要提醒自己往後教學時，要注意時時充實專業的知識

和能力，才能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更要常常自我省察，檢討教學的計畫和決策

是否得宜，才能提供學生最佳的學習環境和學習內涵。「教育無他，愛與榜樣而

已」，研究者期許自己對學生的教育不僅在知識的授業，也能成為學生學習的榜

樣。 

 

肆、改變教學思維，增進師生對話機會 

教學的過程應是一個師生對話的過程，透過對話，師生可以溝通思想，交流

情感，並啟迪智慧。研究者回顧以往的教學，發現以前的教學模式大多以老師為

上課的中心，上課內容也以制內的課程內涵為主；下課則是馬不停蹄的批閱作業，

或是處理學生間偶發事件，幾乎沒有時間可以和學生「談心」。在此次研究教學

過程中，研究者特意加強與學生的互動，有別於以往以教師為中心，改以學生為

主體進行討論發表，教師以傾聽多於指示和批判；此外，研究者亦利用課餘時間

與學生親近，聽聽學生心裡的想法，不僅更了解學生的心靈世界，亦拉近了師生

的距離，強化了師生的情誼，使上課的氣氛更融洽。雖在師生對話的部分有改進，

但研究者發覺有時的對話，仍不脫教師事先預設好結論，再提出一些問題讓學生

猜測的模式，研究者自認在這部分還有努力的空間，期許能朝向師生相互提問，

實現真正的「對話」。 

 

伍、嘗試營造支持性的創意教學環境 

創造力是指學習者在支持性的環境下統合流暢、變通、獨創、精進之特色，

透過思考歷程，對事物產生分歧性的觀點，賦予事物獨特新穎的意義，其結果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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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使自己也使別人滿足（陳龍安，1994）。而創思教學必須在能接納與包容的支

持性環境之下，學生才能勇於發表與參與（陳龍安、朱湘吉，2001）因此，培養

學生創造力，除了採用適當的教學方法外，為了激發想像力，教師還必須提供「支

持性的環境」。研究者在開始進行閱讀教學之初，有些學生不敢舉手發表，生怕

說錯話會被同學笑，也會被教師否定，但研究者試著在教學過程中，以輕鬆、幽

默的心情面對學生的分享討論，鼓勵學生表達、容忍學生不同的意見，不急著下

判斷否定學生的意見，在這樣自由、安全的環境氛圍下漸漸影響了學生的學習態

度，讓學生感受到在活動中，即使說錯了也沒有關係，因而變得較勇於發表自己

的想法。這讓我感受到，教師要增進學生創意，除了必須隨時洞察學生在學習活

動中的情形與反應，給予適當的協助外，還要建立支持性環境，才能促進創思的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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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旨在根據本研究做整體性的歸納與概述，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論與建

議。全章共分成兩節，第一節為結論，研究者先根據施行的閱讀教學，對提升學

童閱讀動機、閱讀理解以及創造力的成效、師生在教學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及因

應解決之道做歸納總結；第二節為建議，研究者根據研究結果，對未來教學與研

究方向提出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探討在研究者所任教的班級實施閱讀教學的歷程中學生

的討論和閱讀理解情形，透過教學觀察、省思札記、學生作品等方法蒐集資料並

予以分析。本節之內容，係根據前兩章所做的分析與討論，提出以下之結論： 

 

壹、閱讀教學對學童閱讀動機的提升有助益 

一、有助於增進學童的內在閱讀動機 

本研究的閱讀教學，透過引導學生融入先備經驗與文本互動，並營造學童與

同儕間的討論互動，成功的激發了學生的閱讀興趣。從研究中可以發現閱讀教學

後，學生變得較能從閱讀中獲得樂趣，及想像融入故事劇情中，並認為能從閱讀

中增加知識。從以上這些轉變中可以得知本閱讀教學對增進學童的內在閱讀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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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幫助的，有助於將原本外在閱讀動機較高，或是閱讀動機低落的學童，轉為

發自內心喜歡閱讀的高內在閱讀動機。 

 

二、學童建立固定的閱讀習慣 

因著內在閱讀動機的提升，再增加學童與書籍接觸的機會，從研究結果中可

以發現學童已慢慢的建立了固定的閱讀習慣；此外，對學生而言，教師的言行、

態度或想法都會對他們產生影響，因此，教師更要隨時提醒自己成為學生閱讀的

榜樣，協助學童奠定良好的閱讀基礎。 

 

貳、閱讀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童的理解感受力 

從研究中可以發現，學童藉由學習並應用不同的閱讀策略，不僅理解力提高、

觀察力提升、而且組織能力也增強，因此加深了學童對閱讀文本的理解與感受，

以下分就各個策略中學童的學習情形做出結論： 

 

一、連結策略 

學童能運用已具有的先備知識，將所讀的內容與現實生活自身經驗做連結，

以促進對文章的了解，並用自己的話說出日常生活中有過的類似經驗或情境，讓

閱讀深耕於生活中。學生在閱讀和討論中，不斷與文本產生互動的過程，與文本

間產生更緊密的連結，因而能產生共鳴，並從中獲得一些省思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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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問策略 

學生在經過幾次的練習，已從一開始只能提出表面事實性問題，進步到能提

出貼近文章重要概念的問題。研究者認為在討論時，讓同學自由提出問題，不僅

能激發學生的潛力，也給自己多了解學生閱讀時思考的層面，有益於往後課程教

學的設計。在提問策略的學習中，學生一開始覺得很困難，因為在此之前學生未

曾使用發問方式進行閱讀，但在熟練策略的運用之後，學生反而覺得很有趣，因

為可以說出自己的看法、提出問題，並回應別人的問題。 

 

三、預測策略 

預測過程中，學生們會用自己的經驗去預測故事的走向。閱讀是一個預測的

歷程，讀者在閱讀時會根據所知覺的先備知識去猜測文章的意義來驗證自己的假

設。學生們在預測時，除了參考圖文中的線索外，所做出來的預測往往接近他們

的生活經驗，接著再根據故事情節的發展去修正他們的預測，而學生亦在預測中

獲得閱讀的樂趣。 

 

參、閱讀策略教學能激發兒童的創造力 

一、學童在創造的認知方面大致獲得提升 

學童在經由閱讀教學後，在流暢力、獨創力及精密力三個向度上都有明顯的

進步。在流暢力上能提升學童思考的流利度，加速其對故事情節所做的思考；在

獨創力上能夠呈現出不同於他人的想法，展現學童個人特有的思維；在精密力上

能夠延伸出個人對事件的看法，並充分表達出對事件的感受與心得。至於變通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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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課程設計的因素較無法看出學生明顯的改變，可於日後的教學設計中再做教

學修正。 

 

二、對增進學童創造的情意與態度有利 

學童學童在經由閱讀教學後，在創造力情意的各向度上，即冒險性、好奇心、

挑戰性及想像力上都有進步。在冒險性上，學童變得勇於猜測並提出自己的想法，

但在面對他人的批判上則各有不同反應；在好奇心上，可以觀察到學生對未知的

事件能夠展現追根究柢的精神；在挑戰性上，學童變得較願意面對困難的問題，

並針對問題提出各種解決之道；至於在想像力上，學童非常樂於去猜測想像沒發

生過的事情，並加以具像化。因此，可以得知本研究之閱讀教學對增進學童創造

情意和態度是有助益的。 

 

肆、師生在教學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與因應 

一、教師方面 

（一）閱讀時間的安排，透過其他課程內容的整合以因應 

因著研究者本身並非閱讀教師，為了挪出每週二節課的時間來進行閱讀教

學，因此研究者透過課務的安排，並將其他學科間類似的課程做一統整，將節省

下來的時間運用來上閱讀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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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童閱讀進度不一，引導學童化整為零以因應 

由於每位學童的閱讀速度及進度不一致，研究者為了怕影響到接下來的閱讀

課程進度，因此引導學童把握零碎時間來閱讀，化整為零，完成所規定之閱讀進

度。 

 

（三）閱讀作業量太多，透過教師間協商、調整課業安排以因應 

為免學生因閱讀課業量太大，而失去對閱讀的興趣，因此研究者與班級閱讀

教師私下進行了協商溝通，錯開回家功課安排時間，務求減輕學童學業上的重擔，

使學生能單純享受閱讀的樂趣。 

 

二、學生方面 

（一）小組無法順利進行分享討論，進行異質性分組以因應 

因著部分學童的個別情形，造成小組內無法順利進行分享討論，因此，研究

者在班級內進行異質性的分組，將程度較強的與程度較弱的學生安排在同一組，

期透過同儕的影響來帶動程度較弱的學童學習。 

 

（二）學童生活經驗不足，藉由討論及大量閱讀以因應 

對於生活經驗較貧乏的學生而言，在閱讀理解上較無法做深入的觀察和思

考，因此研究者藉由班級共同討論或小組討論，提供學童多元思考的面向，並且

鼓勵學童從不同領域的大量閱讀中獲得新知，並仔細觀察生活周遭，將之與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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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相互比較，從而彌補其生活經驗的不足。 

 

（三）學童課後安親班問題，透過雙方教師的聯繫溝通以因應 

因著有多位學童反應無法在安親班中閱讀，所以無法如期完成研究者所規定

的作業，針對此點，研究者透過書面文字與安親班教師進行溝通聯繫，獲得短暫

性的成效，但在目前的教育體制下，大多數人對閱讀仍不是很重視，因之，這樣

溝通聯繫的動作勢必會不斷持續下去。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節主要針對研究結果與討論、研究者的觀察與省思提出幾項具體建議，以

作為國小教師及未來相關研究之參考。本節共分為兩個部份，第一部分為「在教

學實務上的建議」；第二部分為「對親師合作的建議」；第三部份則為「對未來

研究上的建議」，茲分別說明如下： 

 

壹、在教學實務上的建議 

一、以協同教學的方式設計教學課程 

一個精彩的教學，是需要團隊的合作努力才能達成的，尤其在現在九年一貫

課程架構下，教師不能只是單打獨鬥的個體，而是要打破班級王國的限制，與團

隊進行協同合作，在課程設計上要以班群教學為中心，發揮每位老師的教學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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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設計教學，教師之間更要利用課餘時間進行教學討論，有好的教學想法互相

分享，好的教學計畫大家互相支援進行協同教學，讓課程規劃上更精緻、更多樣

化，如此一來，學童的學習也才會更精彩豐富。 

  

二、以閱讀教學為中心統整其他領域課程 

閱讀教學所使用的教學模式和教學理念都可以應用於一般的課程中，從班級

經營的策略到各項主題學習的規劃，都可以將閱讀教學的元素放入其中，例如將

閱讀教學中自由開放的教學氛圍帶入班級經營中，營造民主自由的班風，再者，

閱讀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未來研究者可嘗試挑選適當的閱讀文本，在各教學領

域中，以閱讀做為核心進行統整課程設計，探究學生思考與學習方式的改變情形。 

 

三、融入創造思考教學模式 

創造力教育為教育當局推動的重點項目之一，且各科都能進行創造力教學，

因此教師可以在閱讀教學中，融入創造思考模式或策略來進行教學，以期能更全

面提升學生創造力。 

 

四、發展更嚴謹完善的創造力評量 

創造思考能力的特質十分複雜， 要發展出完善的測驗與評量， 尚有許多努

力的空間，未來研究者可嘗試以多元評量的觀點，設計更嚴謹的評量標準， 在閱

讀教學歷程中，客觀的評量學生創造思考能力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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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加教學時數，並適時調整作業量 

學生的回饋中可發現，學生對本方案感到興趣，希望能增加學習時數，但部

分學生反應閱讀作業已造成負擔；為避免抹殺學生學習動機，未來在設計教學課

程時盡量以動態活動、思考活動或討論發表為主，作業產出量應視情況彈性調整。 

 

六、適時調整教學內容，妥善控制上課時間 

在教學中有時會耽誤到部份下課時間，因而擔誤到學生的下課時間或影響到

學生下一節的課程；因此在教學時，教師應妥善控制時間，掌握學生學習情形，

適時調整教學內容以達到學習成效。 

 

貳、對親師合作的建議  

一、鼓勵家長引發孩子主動思考的能力  

研究者發現除了嘗試學習外，能夠主動思考的學童往往能夠在學習上展現積

極的學習態度，因此建議親師能時常利用機會，讓學童在日常生活間主動說出自

己的想法以及感受，訓練學童主動思考的能力。  

 

二、鼓勵家長增加孩子的生活經驗  

生活經驗的累積是學童能夠轉換創意的關鍵，因此研究者建議親師之間能夠

重視從小讓學童培養各種的生活經驗，讓學童在接觸的過程當中啟發學童觀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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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豐富學童的生活，教師也可以透過規劃多元化的學習單，讓親師之間透過

彼此合作方式，共同豐富學童的生活經驗。  

 

參、對未來研究上的建議 

一、變換研究對象與擴大研究觀察範圍  

本研究是以國小四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從研究結果中發現以閱讀教學可以

提昇學童創造思考能力，因此建議為來研究可以嘗試探究閱讀教學對於不同年級

的兒童創造力的影響。再者，本研究對創造力觀察範圍為閱讀教學間學童的表現，

未來研究亦可將觀察範圍加以擴及到學童的閱讀教學前後的創造力表現，以求更

深入真實的研究。 

  

二、增加閱讀教學節數與延長研究時間  

本研究為進行為期十週的閱讀教學課程，因為研究進程的緣故，課程安排的

相當緊湊，讓學童充分思考的時間並不算充裕，所以未來建議研究可以再將閱讀

教學的節數增加，及加長研究時間，以深入的了解學童創造力轉變的過程與結果。  

 

三、探究學童在其他創造力特質上的表現  

本研究所指的創造力是指包含流暢性、獨創性、變通性、精密性、想像力、

冒險性、好奇性、挑戰性等八種特質，但是創造力也被視為一種歷程，和一種人

格特質，因此未來閱讀教學對提升創造力的成效，可從創造力其他定義，再做更

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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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閱讀教學教案 

◎閱讀教學教案一 

教學節數 7 節 

活動名稱 閱讀理解策略教學－連結 

設計者 陳怡惠 

設計理念 

連結策略是運用已具有的先備知識促進對文章的了解，幫

助學童將所讀的內容與現實生活自身經驗做連結，並透過文字

或語言說出日常生活中有過的類似經驗或情境，讓閱讀深耕於

生活中。 

使用文本 

一、雅博曼陀的夢 

二、樓上的外婆和樓下的外婆 

三、傳家寶被 

四、管家貓送手帕 

活動目標 

一、能運用「放聲思考」技巧來進行閱讀思考。 

二、學習閱讀「連結」策略，將文本與自己的舊經驗做連結。 

三、融入先備經驗，與文本進行互動並建構新意義。 

教學資源 投影機、閱讀連結練習單、閱讀文本 PPT 

教學評量 

一、小組討論   二、口頭發表     三、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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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教學 

模式 

教 學 活 動 流 程 說 明 

 

教師範讀 

【閱讀活動一】學習「放聲思考」技巧 

1.老師範讀《雅博曼陀的夢》一書，運用放聲思考的方式示範，

如何用自問自答的方式進行閱讀思考。在這自問自答的過程

中，可讓學生一起加入。 

學生模仿 2.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可讓學生一起加入。在示範教學後，教

師可利用師生對話的方式說明放聲思考的運用技巧。 

操作練習 3.請學生分組，每組選一本書一起做放聲思考閱讀。 

4.回家作業說明：請學生依自己興趣及閱讀能力選一本書，和家

人一起進行放聲思考閱讀。 

 

80 

分 

鐘 

 

 

分享討論 5.請學生於下節閱讀課分享回家進行放聲思考的感想與心得。 

 

教師範讀 

【閱讀活動二】連結舊經驗 

1.老師範讀《樓上的外婆和樓下的外婆》一書，在過程中示範連

結策略的運用方式。 

學生模仿 2.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可讓學生一起加入。在示範教學後，藉

由師生對話方式讓學生建構出「連結」策略的意義和方法。 

操作練習 3.課堂上安排學生進行 10~20 分鐘的連結閱讀練習。 

4.回家作業說明：自由選書並填寫閱讀連結單。 

 

80 

分 

鐘 

分享討論 5.請學生於下節閱讀課分享上次回家練習連結策略的感想與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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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共讀 

【閱讀活動三】融入先備經驗，建構新意義 

1.師生共讀《傳家寶被》一書，學生自由發表，融入個人的先備

經驗。 

2.教師在過程中適時喚起學生的舊經驗，並鼓勵學童分享自己的

經驗。 

操作練習 3.回家作業說明：閱讀《管家貓送手帕》一書，並填寫閱讀連結

單。 

分享討論 4.將學生分組，針對回家所完成之《管家貓送手帕》閱讀連結單，

進行小組分享。 

5.全班針對書中內容，自由分享個人閱讀心得及連結內容。 

120 

分 

鐘 

 

 

總結歸納 6.教師歸納閱讀連結策略的意義與用法。 

 

◎閱讀教學教案二 

教學節數 8 節 

活動名稱 指導閱讀理解策略－提問 

設計者 陳怡惠 

設計理念 

提問策略係指在閱讀文章後，能根據內容，提問並回答，

以檢查自己對內容理解與記憶程度。Palincsar and Brown（1987）

認為要提出與內容主要概念或重要訊息有關的問題，才能提升

閱讀理解能力。此策略的目標是指導學生能提問主要概念，並

尋找答案以進行自我思考而達到真正的閱讀理解。 

使用文本 

一、挨鞭僮 

二、食用油 

三、太空漫步(網上所公布的 PIRLS 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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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尋找食物(網上所公布的 PIRLS 文章之一) 

五、爸爸 fun 暑假 

活動目標 

一、複習舊經驗，能用 6W1H 法來提問。 

二、學會運用不同句型來提問。 

三、了解有些問題沒有答案。 

四、簡易分辨大問題和小問題。 

教學資源 投影機、閱讀提問練習單、閱讀文本 PPT 

教學評量 

一、小組討論 

二、口頭發表 

三、實作 

時

間 

教學 

模式 

教 學 活 動 流 程 說 明 

 

複習舊經

驗 

【閱讀活動一】運用 6W1H 法提問 

1.複習三年級時所教之 6W1H 法，將直述句改為疑問句。 

2.配合國語教學，運用 6W1H 法針對課文內容提問，並尋找答案。

教師範讀 3.老師範讀《挨鞭僮》一書前五章，運用 6W1H 法在閱讀過程中

示範如何提問。 

學生模仿 4.請學生試著運用 6W1H 提出問題。 

 

 

80

分

鐘 

操作練習 5.回家作業說明：閱讀完《挨鞭僮》，並填寫閱讀提問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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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討論 6.教師利用一節課時間，針對回家所閱讀之《挨鞭僮》內容，讓

全班共同討論分享提問的內容，並引導學生仔細聆聽他人所

提問的問題。 

 

教師範讀 

【閱讀活動二】運用不同句型來提問 

1. 老師範讀《食用油》一書，運用較複雜的不同提問句型在閱

讀過程中示範如何提問。 

學生模仿 2.請學生模仿老師所教的新句型，或其他已知句型來針對文本內

容提問。 

操作練習 3. 回家作業說明：自由選擇自然科學類書籍閱讀，並填寫閱讀

提問單。 

80

分

鐘 

 

分享討論 4. 請學生於下節閱讀課在小組中分享回家所做之閱讀提問練習

單。 

 

師生共讀 

【閱讀活動三】分辨大問題和小問題 

1. 師生共讀一篇文章《太空漫步》，教師在過程中引導學生針

對《太空漫步》一文提出各種問題。 

引導思考 2.教師從上述問題中，挑出幾個問題，透過師生對話的方式，引

導學生比較大問題和小問題間的區別。 

操作練習 3. 回家作業說明：閱讀《尋找食物》一文，並填寫閱讀提問單，

寫出 4 個問題，其中至少提出 2 個大問題。 

分享討論 4.教師利用一節課時間，讓學生依所提問的問題，進行小組分享

討論。 

5.透過全班分享發表，歸納大問題和小問題的不同。 

 

160

分

鐘 

操作練習 6.回家作業說明：閱讀《爸爸 fun 暑假》一書，並填寫閱讀提問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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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討論 7.將學生分組，針對回家所完成之《爸爸 fun》閱讀提問單，進

行小組分享。 

8.全班針對書中內容，自由分享個人閱讀心得及提問內容。 

總結歸納 9.教師歸納閱讀提問策略的意義與用法。 

 

◎閱讀教學教案三 

教學節數 7 節 

活動名稱 指導閱讀理解策略－預測 

設計者 陳怡惠 

設計理念 

預測策略在於幫助學生運用先備經驗來統整文章欲傳達的訊

息，並推論文章的可能結局。在閱讀歷程中，能監控預測結果是

否正確，進而修正或重新預測。透過師生的討論與互動進而讓孩

童了解「預測」的趣味性，也可增進孩童對於閱讀的興趣，並培

養有效的閱讀習慣。 

使用文本 

一、阿吉大鬧廚房 

二、灰王子 

三、打瞌睡的房子 

四、倒立的老鼠(網上所公布的 PIRLS 文章之一) 

五、農場的瘋狂事件 

活動目標 

一、透過有聲思考進行對故事情節的預測。 

二、結合經驗和故事發展修正預測。 

三、運用圖像和線索做出準確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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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投影機、閱讀預測練習單、閱讀文本 PPT 

教學評量 

一、小組討論 

二、口頭發表 

三、實作 

時

間 

教學 

模式 

教 學 活 動 流 程 說 明 

 

教師範讀 

【閱讀活動一】運用想像力進行直覺式預測 

1.老師範讀《阿吉大鬧廚房》一書，運用放聲思考的方式示範如

何預測。 

學生模仿 2.邀請學生加入閱讀，並依個人想像力進行自由沒有約束直覺式

預測。 

操作練習 3.回家作業說明：請學生依自己興趣及閱讀能力選一本書，和家

人一起進行放聲思考閱讀 

 

80 

分 

鐘 

 

 

分享討論 4. 請學生分享回家進行閱讀預測的感想與心得。 

 

師生共讀 

【閱讀活動二】融入先備經驗進行預測 

1.師生共讀《灰王子》一書，教師透過對話方式，在教學過程中

適時引起學生的先備經驗，並引導學生針對故事情節進行預測。

操作練習 2. 回家作業說明：自由選擇兒童文學書籍閱讀，並填寫閱讀預測

單。 

 

80 

分 

鐘 

分享討論 3.小組分享回家所完成之閱讀預測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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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共讀 

【閱讀活動三】按圖文中循環式的線索來進行預測 

1.師生共讀《打瞌睡的房子》一書，透過師生對話，引導學生觀

察圖文中循環的線索，並做出正確的預測。 

40 

分 

鐘 

分享討論 2.全班共同進行討論分享做預測的感想和心得。 

 

 

師生共讀 

【閱讀活動四】透過插圖及故事結果來對過程進行預測 

1.教師事先將《倒立的老鼠》一文中的中段遮蓋起來，接著師生

共讀《倒立的老鼠》文章的前後文。 

操作練習 2.教師引導學生用筆在文章中畫出線索，並利用插圖及故事的結

果，對過程進行正確的預測。 

分享討論 3.師生共同討論如何找到正確的線索，並進行達到正確的預測。 

40 

分 

鐘 

總結歸納 4.教師歸納閱讀預測策略的意義與用法。 

 

師生共讀 

【閱讀活動五】綜合練習 

1.師生共讀《農場的瘋狂事件》一書，並自由針對內容進行連結、

提問及預測策略的運用。 

40 

分 

鐘 

總結歸納 2.教師針對閱讀連結、提問及預測策略進行總結性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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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訪談大綱 

◎閱讀教學前的訪談大綱(試探性研究) 

1.你的父母會帶你到圖書館借書，或逛書店買書嗎？多久去一次呢？ 

2.父母會念故事給你聽嗎？直到幾歲才停止呢？ 

3.你的家人中有誰喜歡看書呢？看哪一類的書呢？ 

4.你喜歡看一類的書籍呢？ 

5.你在低年級時的老師會常常帶你們去看書或借書嗎？ 

6.你大概多久看完一本書呢？  

7.你喜歡閱讀嗎?為什麼? 

8.你會為了什麼原因而去看書呢？ 

9.你認為是什麼原因讓你不想閱讀，或不能閱讀呢? 

10.閱讀時，故事內容常會讓你聯想到與你有關事情，或想到類似的故事嗎？ 

11.看書時若有不懂的地方，你會提出疑問，並設法找出問題的解答嗎？ 

12.在閱讀時，你會順著故事劇情的發展去猜想後面會發生什麼事嗎？ 

13.每次閱讀時，你都能理解書中的意思，了解故事發生的前因後果嗎？ 

14.你在閱讀時，有沒有碰到什麼困難，讓你不明白書裡所要傳達的意義呢？ 

15.通常你在看書時，都會用什麼方法來幫助你看懂書的內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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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教學後的訪談大綱 

1.現在的你大概多久時間會看完一本書呢？ 

2.經過這段閱讀教學，你變得比較喜歡閱讀了嗎？為什麼呢？ 

3.你認為有什麼原因讓你不想閱讀，或不能閱讀嗎? 

4.你願意挑戰閱讀內容程度較深一點的圖書嗎？為什麼？ 

5.你認為學習閱讀策略對你的閱讀理解有幫助嗎?為什麼？ 

6.你最喜歡哪一個閱讀策略呢？為什麼？  

7.你認為哪一個閱讀策略學起來最困難？為什麼？ 

8.你還有遇到什麼問題或困難，讓你無法順利閱讀的嗎？ 

9.你喜歡上老師的閱讀課嗎?為什麼？ 

10.對於老師上的閱讀課,你有什麼建議呢？ 

11.你認為哪一個策略可以幫助你在遇到問題時，想出很多方法來解決？ (認-流暢

力) 

12. 你認為哪一個策略可以幫助你從不同的角度來思考所事情呢?(認-變通力) 

13. 你認為哪一個策略可以幫助你提出一些新奇、獨特，跟其他人不同的看法或意

見嗎？(認-獨創力) 

14. 你認為哪一個策略可以幫助你把事情做得更完美精緻，或是幫助你把想法表現

表達的更完整嗎？(認-精密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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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你認為哪一個策略可以幫助你變得更有想像力？(情-想像力) 

16. 你認為哪一個策略可以幫助你有勇氣想去挑戰困難的問題呢？(情-挑戰心) 

17.你認為哪一個策略會讓你變得更好奇，想要去了解未知事情發生的原因和經過

呢？(情-好奇心) 

18.你認為哪一個策略可以幫助你大膽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見呢？(情-冒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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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國小兒童閱讀動機問卷調查表 

親愛的同學： 

  這是一份有關國小兒童閱讀動機的研究，你資料可提供未來兒童閱讀指導參

考。你的意見非常重要與寶貴，希望你配合老師的解說，耐心做完這份問卷，並

根據你的真實情況回答下列問題，謝謝你的幫忙！ 

 

 

壹、兒童資料 

 

一、臺北巿＿＿＿＿國民小學＿＿年＿＿班 姓名：＿＿＿＿＿＿＿ 

二、性別：1.男  2.女 

 

 

貳、兒童閱讀動機 

一、請在下列各題中，依你的情形在框框中打： 

閱

讀

向

度 

題

號 
閱   讀   敘   述 

總

是

這

樣 

時

常

這

樣

很

少

這

樣

從

不

這

樣

1 上閱讀課時，我覺得我表現得很好。    

2 閱讀時，我可以很快的讀懂一本書的內容。    

自
我
效
能 3 我覺得自己不是一位好讀者。    

4 越是看不懂的書，我就越想把它看完。    

5 只要書本內容很有趣，不管多難，我都會去看。    

閱
讀
挑
戰 6 一旦遇到看不懂的地方，我一定會想辦法弄清楚。    

7 我會為了想多知道許多我不知道的事情而看書。    

8 如果老師討論到我覺得有趣的事情，我就會讀更多相關的書籍。    好
奇 

9 圖書館或班上有新書時，我不會想去閱讀。    

10 看書時，我會覺得自己好像進入書中的世界。    涉
入 

11 我一點也不想要跟書中的人物做朋友。    



 

 231

12 我看書時，腦中會浮現出書裡描述的畫面。    

13 我認為上才藝班和安親班比看課外書重要多了。    

14 我認為看書是學習知識的好方法。    
重
要
性 15 我認為每天看書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6 我會為了得到老師和父母的獎勵而多看書。    

17 我喜歡別人說我在討論書本內容時，表現得很好。    認
可 

18 我不喜歡聽到人家說我愛看書。    

19 我不會為了得到好成績而去看很多書。    

20 我是因為父母關心我的成績，所以才去看書。    
成
績 
 21 我認為成績是讓我知道自己閱讀能力的好方法。    

22 我希望我閱讀的書籍數量比別人多。    

23 我喜歡比其他同學更快看完一本書。    競
爭 

24 我不會為了贏過同學，而多看書。    

25 我覺得和同學一起閱讀並討論分享，讓閱讀變得更有趣。    

26 我喜歡唸書給家人聽，和家人一起討論書中的內容。    社
交 

27 我會把書借給同學看，跟同學分享我所看的書。    

28 每當課業壓力大的時候，我就會想去閱讀，好暫時忘掉功課的事。    

29 我會為了躲避某件不喜歡做的事情，而去看書。    逃
避 

30 我寧可做我覺得討厭的事情，也不要坐下來看書。    

31 閱讀能讓我心情變得愉快起來。    

32 我覺得閱讀是一件令人討厭的事。    喜
悅 

33 我喜歡花時間研究我有興趣的書籍，那會令我感到很愉悅。    

34 看書讓我感覺不輕鬆有壓力。    

35 當我看到我喜歡的書報時，常會忘了時間。    放
鬆 

36 每當我感到緊張疲憊時，閱讀可以讓我放鬆心情。    

37 從閱讀活動的過程中，我可以學到很多知識。    

38 我喜歡有新知識的書報雜誌。    認
知 

39 每當我從閱讀中獲得新知識時，我就會感到充實與滿足。    

40 因為老師希望我們常閱讀，所以我願意花多一點時間看書。    

41 我是個聽話的小孩，我會聽從父母的話去看書。    順
從 

42 我不喜歡照別人的意思做事，不論是誰叫我看書，我都不想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