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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我們的逍遙隊裡，有一位金庸迷，常常金庸小說一看就是好幾個小時，看完後，經常

想：別人和我一樣那麼喜歡看書嗎？而他遇過的金庸迷只有三位老師，但他們都很忙，因此

這個領域對他而言算是很封閉的，就像井中的青蛙可望著外面的世界一般，以前學校辦的假

期花路米競賽中，以一組的研究主題是全班最喜歡的課外讀物，對那次的報告雖然印象不

深，卻為這次的小論文埋下一顆即將茁壯的種子。 

    閱讀是所有學習的基礎，因為有閱讀能力的人，才有自我學習的能力。以上指出閱讀很

重要，學校都很用心在推閱讀，也設計了各種閱讀活動，而閱讀對學生的學習非常有幫助，

但不知同學們是否有如實閱讀，也常常有人在晨讀十分鐘的時候還沒來。 

    從以上的論述的得知閱讀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希望藉本次小論文競賽，研究花蓮縣宜昌

國小五、六年級學生閱讀行為，和學校圖書館的缺點和改善之方式。 

 

二、研究目的及名詞界定: 

  （一）我們的研究目的有下列三項： 

1.瞭解宜昌國小五、六級學生的閱讀行為。 

2.瞭解宜昌國小五、六級學生的閱讀行為是否有差異。 

3.瞭解宜昌國小五、六級學生對學校圖書館的滿意情形如何。 

4.想發現學校閱讀環境及閱讀推動方式的問題並提供改進意見。 

 

（二）名詞界定: 

閱讀行為是指個人一切有關閱讀的行為，一般多指外在、可觀察的閱讀表現。而本

研究將閱讀行為定義為：國小學生在平日生活中，所展現出與閱讀相關的行為，及其內

在的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分為三個面向來探討：1.閱讀動機 2.閱讀種類：閱讀課外書籍

的類別 3.平時閱讀情形：包括閱讀課外書籍的時間、和同學的討論、父母對閱讀的態度。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在我們查詢的資料中，有兩篇論文跟我們的研究題目很相似。一篇是「國小學童閱讀動

機與閱讀行為之相關研究，他的研究對象是台北縣、是五六年級學童共 563 名。它的研究結

果是：1、女生的閱讀動機高於男生。2、五年級的閱讀動機高於六年級。3、閱讀種類頻率

以自然科學居首，其次是文學、趣味、健康體育居末。4、女生看科學、自然、歷史等種類

的書之頻率高於男生，男生看秘笈手冊、休閒趣味的頻率高於女生。5、五年級閱讀頻率比

六年級高。6、國小學童的求知慾強。 

另一篇是「國小高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之研究」，以高雄市公

立國小高年級的學童為研究對象，獲得以下的結果：1、國小高年級學生具有良好的家庭閱

讀環境、閱讀動機與閱讀喜好程度。2、女生、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與父母雙方同住之國小

高年級學生的家庭閱讀環境、閱讀動機與閱讀喜好程度較佳。3、家裡是國小高年級學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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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課外閱讀的地點，父母是國小高年級學生課外閱讀書本的主要來源，也是課外閱讀的指導

者及閱讀遇到困難時主要的請教對象。4、假日或寒暑假的閱讀時間比上課時間來得長，做

完功課後是最常閱讀課外讀物的時段。5、國小高年級學生最常、也最喜歡自己一個人閱讀

課外讀物，閱讀後，以會「找類似的書來看」的最多，其次是「讀完就算了」。6、國小高年

級學生一學期能閱讀 21 本以上的課外讀物，考試期間閱讀數量會降低，一個禮拜去學校圖

書館借、看書的次數不超過 2 次。7、「文學、小說、散文類」及「漫畫、電玩秘笈類」是國

小高年級學生最常、也最喜歡閱讀類別；女生較常、也較喜歡看「文學、小說、散文類」的

讀物，男生則較常、也較喜歡看「漫畫、電玩秘笈類」的讀物。8、女生在家庭閱讀環境、

閱讀動機及閱讀行為皆明顯比男生較佳。9、國小高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閱讀動機越佳，

閱讀喜好程度越高。 

 

二、研究流程 

我們在研究的進行前先討論想要進行的研究主題，然後一起繪製心智圖，如圖 2-1，擬

訂研究主題，確立研究動機與目的後，就開始蒐集並閱讀與研究主題有關的書籍與相關資

料，經歸納與整理後，決定出研究架構與問卷的設計，在經過實際的問卷調查與訪談後，再

做進一步的資料統計與分析，最後得出結論與建議。我們的研究步驟如圖 2-2 。 

圖 2-1 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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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 研究流程圖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對象 

    （一）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主要是採問卷調查法及部分訪談來進行，以「花蓮縣宜昌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閱

讀行為問卷」來瞭解宜昌國小五、六年級學生的閱讀行為之現況，並比較五、六年級學生的

閱讀行為，進行差異性的分析比較。 

    （二）研究對象 

我們的研究對象是以花蓮縣宜昌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學生為研究範圍，採用調查研究法，以

問卷為主要研究之工具，抽取花蓮縣宜昌國民小學五年級 4 個班級，六年級 4 個班級，共 8 

班學生約計 202 人為研究對象。接著為了使問卷結果與實際訪談互相印證，我們擬定了訪談

大綱訪問了宜昌國小總務主任、負責推動閱讀的老師及五、六年級各一位同學，希望能藉以

蒐集更真實的相關資料。 

      

擬訂研究主題 

研讀相關的文獻 

設計研究問卷 

進行預試問卷 

進行問卷調查 

問卷回收與統計分析 

 

進行訪談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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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花蓮縣宜昌國民小學五、六年級班級數及學生人數統計表  

花蓮縣宜昌國民小學五、六年級班級數及學生人數統計表 

五年級 學生人數 六年級 學生人數 

五年一班 26 六年一班 25 

五年三班 25 六年二班 24 

五年四班 25 六年三班 25 

五年六班 26 六年四班 26 

合計 102  100 

總計人數 202 

                                                 資料來源：宜昌國小逍遙隊 

 （三）編制問卷 

我們問卷的工具參考了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湛清鑑、賴立勳、郭冠佑、洪美蓮

等人的「國小高年級學童閱讀行為、家庭閱讀環境問卷」 

    我們的問卷分為五個層面：1.基本資料。2.閱讀動機。3.閱讀種類。4.閱讀態度及閱讀

行為頻率。5.對宜昌國小圖書館的滿意度調查。 

 

四、研究結果 

    （一）問卷部分 

這次研究問卷總共發出 202 份問卷，回收 202 問卷，但是有效問卷只有 167 份，其中五

年級有效問卷是 83 份，六年級有效問卷是 84 份，造成廢卷的原因大部分是漏填。我們在統

計部分，我們只用了「加總」及「百分比」兩種方式。 

    研究目的有一項是宜昌國小五、六年級閱讀行為是否有差異，經討論，在各分項「百分

比」只要相差達「8％」，我們就認定有差異，相差未達「8％」我們就認定沒有差異。統計

結果如下： 

閱讀動機： 

你為什麼要閱讀？ 

選項 1 老師叫你

要讀 

2 你自己想

讀 

3 同學跟你

一起讀 

4 家人叫你

讀 

5 作業需要 6 其他：╴ 

五年級 10（10％） 64（62％） 7（7％） 3（3％） 11（10％） 8（8％） 

六年級 8（8％） 53（54％） 15（15％） 2（2％） 18（19％） 2（2％） 

1.自己想讀五年級佔 62％，六年級佔 54％，為最高。 

2.作業需要為第 2。 

3.五、六年級的差異：五年級自己想讀的百分比高於六年級，達到顯著差異。 

4.五年級作業需要的百分比低於六年級，答到顯著差異。 

    統計結果得知五年級閱讀動機較六年級閱讀動機強，此結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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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種類： 

 一、你最喜歡看哪種型態的書？﹝可複選﹞ 

選項 1.小說 2.漫畫 3.繪本 4.報章雜誌 5.網路資訊 6.其他： 

五年級 60（33％） 63（35％） 29（16％） 11（6％） 14（8％） 4（2％） 

六年級 46（30％） 60（39％） 19（12％） 10（7％） 18（12％） 0（0％） 

閱讀型態的各項百分比都未達到顯著差異。宜昌國小五六年級最愛看的是「漫畫」及「小

說」型態的書。 

 

二、你最喜歡看哪種類型的書？﹝可複選﹞ 

選項 1.武俠 2.科幻 3.推理 4.歷史 5.玄學 6.哲學 7.科學 8.其他： 

五年級 32（14％） 44（19％） 29（13％） 39（17％） 7（3％） 10（4％） 55（24％） 14（6％） 

六年級 24（13％） 52（27％） 25（13％） 28（15％） 4（2％） 8（4％） 40（21％） 9（5％） 

1.五年級選擇科學類佔 24％，科幻類佔 19 為第 2。 

2.六年級選擇科幻類佔 27％為最高，科學則佔 21％。 

3.五、六年級最喜歡閱讀的類型不同。 

4.科幻類五年級佔 19%，六年級佔 27%，達到顯著差異。 

閱讀態度及行為頻率： 

1，有時間時，我會看課外讀物。 一.總是如此  二.經常如此 三.很少如此 四.從不如此 

五年級 23（28％） 36（44％） 18（21％） 6（7％） 

六年級 25（29％） 27（35％） 27（32％） 4（4％） 

1. 五年及經常閱讀佔 44%為最高，很少如此佔 21%為第二。 

2. 六年級經常閱讀佔 35%為第一，很少如此佔 32%為第二。 

3. 五六年級再經常閱讀項目達到顯著差異。 

 

2 我常常看書看到忘了時間。 一.總是如此  二.經常如此 三.很少如此 四.從不如此 

五年級 18（22％） 22（26％） 23（28％） 20（24％） 

六年級 22（26％） 22（26％） 22（26％） 18（22％） 

未達顯著差異。五六年級學生很少看書看到忘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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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希望有更多時間閱讀。 一.總是如此  二.經常如此 三.很少如此 四.從不如此 

五年級 33（40％） 24（29％） 19（23％） 7（8％） 

六年級 28（33％） 25（30％） 19（23％） 12（14％） 

未達顯著差異。五六年級學生總是希望有更多時間閱讀。 

 

4 我會和同學討論書的內容。 一.總是如此  二.經常如此 三.很少如此 四.從不如此 

五年級 15（18％） 19（23％） 27（33％） 22（26％） 

六年級 12（14％） 17（20％） 33（40％） 22（26％） 

未達顯著差異。五六年級學生很少和同學討論書的內容。 

 

5 父母會鼓勵我閱讀。 一.總是如此  二.經常如此 三.很少如此 四.從不如此 

五年級 36（38％） 18（34％） 15（16％） 14（12％） 

六年級 32（38％） 28（34％） 13（16％） 10（12％） 

未達顯著差異。五六年級學生感覺到父母總是鼓勵我閱讀。 

 

6 我認為閱讀勝過其他娛樂活動。 一.總是如此  二.經常如此 三.很少如此 四.從不如此 

五年級 15（18％） 20（24％） 27（33％） 21（25％） 

六年級 15（18％） 21（25％） 30（36％） 18（21％） 

未達顯著差異。五六年級學生很少認為閱讀勝過其他娛樂活動。 

 

7 我覺得用零用錢來買書是好的。 一.總是如此  二.經常如此 三.很少如此 四.從不如此 

五年級 20（24％） 14（17％） 26（32％） 23（28％） 

六年級 14（17％） 12（14％） 33（39％） 25（30％） 

未達顯著差異。五六年級學生很少覺得用零用錢來買書是好的。 

 

8 我會主動閱讀課外讀物。 一.總是如此  二.經常如此 三.很少如此 四.從不如此 

五年級 30（36％） 25（30％） 21（25％） 8（9％） 

六年級 30（36％） 20（24％） 22（26％） 12（14％） 

未達顯著差異。五六年級學生總是主動閱讀課外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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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星期內沒有閱讀會覺得不自

在。 

一.總是如此  二.經常如此 三.很少如此 四.從不如此 

五年級 27（33％） 20（24％） 16（19％） 20（24％） 

六年級 17（20％） 22（27％） 23（28％） 21（25％） 

五年級學生在一星期內沒有閱讀會覺得不自在較六年級感到更強烈。 

 

10 父母會讓我買和我興趣相符的

書。 

一.總是如此  二.經常如此 三.很少如此 四.從不如此 

五年級 29（35％） 20（24％） 19（23％） 15（18％） 

六年級 30（36％） 17（20％） 23（28％） 14（16％） 

此題各項目均未達差異，五六年級學童的父母都支持孩子買與自己興趣相符合的書。 

 

宜昌國小圖書館滿意度調查（一分:非常不滿意，二分:不滿意，三分；普通，四分；滿意，

五分；非常滿意）： 

1.圖書館的書很多 一分 二分 三分 四分 五分 

五年級 3（4％） 7（8％） 15（18％） 9（11％） 49（59％） 

六年級 5（6％） 1（1％） 14（17％） 20（24％） 44（52％） 

五、六年級大部份學生都覺得宜昌國小圖書款藏書很多。 

 

2. 圖書館的書種類很廣 一分 二分 三分 四分 五分 

五年級 5（6％） 8（10％） 16（19％） 14（17％） 40（48％） 

六年級 5（6％） 4（5％） 10（12％） 25（29％） 40（48％） 

五、六年級大部份學生都覺得宜昌國小圖書館書籍種類很廣。 

 

3. 圖書館的書沒有太多的漏頁和

汙漬 

一分 二分 三分 四分 五分 

五年級 10（12％） 13（16％） 21（25％） 15（18％） 24（29％） 

六年級 6（7％） 7（8％） 26（31％） 22（26％） 23（28％） 

五、六年級大部份學生都覺得宜昌國小圖書館書籍沒有太多的漏頁和汙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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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書館的書適合我們閱讀 一分 二分 三分 四分 五分 

五年級 4（5％） 1（1％） 15（18％） 18（22％） 45（54％） 

六年級 6（7％） 1（1％） 16（19％） 31（37％） 30（36％） 

整體來說五六年級大部分覺得圖書館的書適合閱讀 

 

5. 圖書館的閱讀空間能讓你舒適

的閱讀 

一分 二分 三分 四分 五分 

五年級 7（8％） 1（1％） 8（10％） 10（12％） 57（69％） 

六年級 4（5％） 3（4％） 16（19％） 13（15％） 48（57％） 

整體來說五六年級大部分覺得圖書館的是一個舒適的閱讀的空間。 

 

6. 你覺得學校設計的閱讀課時間

夠 

一分 二分 三分 四分 五分 

五年級 15（18％） 8（10％） 22（27％） 10（12％） 28（33％） 

六年級 6（7％） 11（13％） 21（25％） 20（24％） 26（31％） 

整體來說五六年級大部分覺得學校設計的閱讀課時間夠 

 

7. 學校的借書還書方便 一分 二分 三分 四分 五分 

五年級 7（8％） 7（8％） 19（23％） 13（16％） 37（45％） 

六年級 3（4％） 5（6％） 21（23％） 19（23％） 38（44％） 

整體來說五六年級大部分覺得學校的借書還書方便。 

 

（二）訪談部分 

     我們訪談了兩位學生及學校負責推動閱讀的翊芯老師還有總務主任，訪談時先錄音，

再將錄音的部分打成逐字稿，將他們的重要意見歸納如下： 

 

訪談對象 重要意見 

1.兩位學生 1.希望圖書館再增加自然科學類及歷史方面的的書。 

2.希望學校辦寫閱讀心得的比賽，可以讓學生充分的閱讀，並表達自己的

感想或者寫學習單那樣，寫完可以拿點數換東西，很活潑、好玩。 

3.較熱的時候圖書館可以開電扇或冷氣，這樣就可舒適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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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翊芯老師 1.辦理寫閱讀學習單、心得，可以拿來換點數的活動，會有一個問題，就

是這樣的一個點數兌換的模式會變成只有喜歡寫學習單的孩子他可以參

加，那對於他喜歡看書，可是他只想享受看書的過程的孩子，這個活動

對他來說回饋會比較少。 

2.可以辦理新書上架的時候，閱讀單回來就可以得到小禮物，可以有立即

性的回饋。 

3.希望同學多推薦新書，讓學校採購。 

4.學校圖書館汰換下來的書，可以發放到班級，成為班級圖書。 

3.總務主任 1.為增加學生借還書的便利性，學校可以再增設一處借還書的地方，就是

在低年級導師室這個地方，再設置一個閱讀區。 

2.目前的圖書館在行政大樓，離教室很遠，是否能將輔導室與書館對調，

實際上有困難。不贊成圖書館易位，改變方法要從增設圖書館做為考量。 

3.圖書適的冷氣是和教室冷氣同步開放，而且圖書室的通風很好，基本上

是不會熱的。 

4.圖書館的防火及逃生方面：圖書館目前沒有滅火器，需要再增設，圖書

館只有兩個門一進一出，不太需要掛置逃生路線圖。 

 

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五年級閱讀的動機較六年級閱讀動機強。 

（二）五、六年級最愛看的是「漫畫」及「小說」型態的書。 

（三）五年級最喜歡看「科學」類的書，六年級最喜歡「科幻」類的書 

（四）五、六年級學生如果有時間的話經常會看課外讀物。 

（五）五、六年級學童的父母都支持孩子買與自己興趣相符合的書。 

（六）五年級學生在一星期內沒有閱讀會覺得不自在較六年級感到更強烈。 

（七）整體來說五、六年級學生滿意學校圖書館的借還書、閱讀空間及藏書。 

 

二、建議 

（一）在學校增設更多圖書館。 

（二）圖書館需開冷氣，再沒有開時要保持良好的通風。 

（三）在圖書館中擺放滅火器。 

（四）增加自然科學、歷史類的書。 

（五）同學可以多推薦新書讓學校採購。 

（六）希望學校辦寫學習單的集點活動和有立即回饋性的閱讀活動。 

（七）為增加學生借還書及閱讀的便利性，學校可以再在低年級導師室增設一處閱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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