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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論文摘要  

論文題目：國中生輕小說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滿意度研究—以嘉義市為例  

研究生：羅為仁                                指導教授：楊聰仁 博士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生輕小說讀者的特性、對輕小說的閱讀動機、閱讀行為、閱

讀滿意度以及閱讀動機與閱讀滿意度之間的相關性。並根據結果提供建議，給相關師

長、教育業者、出版業者擬定閱讀策略及出版規劃，提供讀者更好的閱讀體驗。 

 依據研究目的採用問卷調查法，自編「國中生輕小說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

滿意度研究問卷」作為研究工具，對研究對象施測，母群體為嘉義市國中學生，發出

問卷 396份，收回有效問卷 331份，其中有輕小說閱讀經驗者的樣本為 237份，佔有

效問卷的 71.6%。並以描述性統計、因素分析、信度分析、獨立樣本 t檢定、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卡方同質性檢定、多元線性迴歸等統計方法對問卷填答結果進行統計分

析。 

 研究結果顯示，國中生對輕小說的閱讀動機以「休閒享受」最強，「圖像設計」

次之；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動機造成差異；不同性別與語文程度對閱讀

行為差異造成差異；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滿意度造成差異；「內在需求」

閱讀動機與閱讀滿意度呈 68.4%的相關性。 

 由以上結果可以提出推論，跨越性別、家庭社經地位的先天限制，輕小說對於國

中生的吸引力是相當廣泛普遍的，適合做為推廣閱讀的入門讀物，師長與教育從業者

依此角度，僅須提供優良的輕小說文本，便能兼顧娛樂以及教育意義。出版社方面除

了依照輕小說的特色設計封面插畫外，仍須回歸故事本身的精采度與娛樂性，才能真

正滿足讀者的期待。 

 

關鍵字：輕小說、閱讀動機、閱讀行為、閱讀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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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aders of the light novels about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e motivation, the reading behavior, the satisfaction of reading,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ading motivation and reading satisfaction.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study results, to develop the relevant reading strategies and publishing 

planning for the relevant teachers, educators, and publishers. Finally, the intention of this 

study is to try to find a way to provide a better reading experiences for the readers of the 

light novels.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used. The 

population of this study was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hiayi City, and 396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as sample. A total of 33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of 

which 237 were with light novel reading experience, accounting for 71.6% of the school 

questionnair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on the collected questionnaires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single-factor variation analysis, chi-square homogeneity test,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reading motivation for light novels 

is the strongest in "leisure enjoyment", followed by "image desig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motivation of light novels among different Chinese language students; the differences in 

reading behavior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and language levels Differences; national 

students of different language levels have different satisfactions with reading of light novels; 

the reading motivation of "internal needs" is 68.4% related to reading satisfac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intrinsic restriction of gender and 

family social status, the appeal of light novels to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quite 

widespread, suitable as an introductory reading for popular reading, and teachers and 

educators from this perspective, just by providing a good light novel text, you can balance 

entertainment and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In addition to designing the cover illu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ght novels, the publishers still need to return to the 

exquisiteness and entertainment of the story itself to truly satisfy the readers' expectations.  

 

Keywords: Light novels, Reading motivations, Reading behaviors, Read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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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敘述本研究的背景以及動機，並確立本研究之主題，並在研究目的部分說明

研究完成時欲達成的目標，進一步陳述整個研究的步驟以及流程，最後則針對本論文

章節架構作概略說明。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提出研究目

的；第三節說明研究流程；第四節說明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五節則為名詞解釋。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的高中職升學方式，從二十年前的高中職聯招，一度經歷九年一貫的高中基

測，再變成十二年國教的教育會考；教育政策，也從教育鬆綁開始，強調合科領域教

學，產出讓學生帶著走的能力，進一步變成十二年國教試圖統整知識與實作，培養素

養導向的教學(趙曉美，2018)。 

從九年一貫乃至十二年國教，不管是培養帶著走的能力或是素養，皆強調閱讀的

教育，因為閱讀乃是終身學習的基礎；再加以 2006 年以來台灣首次加入 PISA 測驗，

閱讀測試成效卻不如同為華語文教學圈的上海與香港(賓靜蓀，2012；彭開琼、張佳雯、

李瑞生，2017)，引發教育界譁然，故正力圖推動改革風潮，在此際遇的推波助瀾下，

可以說全民推動閱讀教育的風潮正方興未艾，從家長到老師，莫不兢兢業業地推動閱

讀，但一旦 PISA 閱讀領域的表現下滑，輿論便開始評論學生閱讀的質與量不足，教

育現場也隨即調整因應，推出各式的閱讀推廣手段，然而以研究者於教育現場所見，

學生真的排斥閱讀嗎？ 

每個班級都有下課時捧著課外書讀得津津有味的同學，上課時間手不釋卷的情況

也屢見不鮮；以研究者本校圖書館借閱比例而言，每個班級大概約有五分之一的學生

熱愛閱讀，至於校園書展時，各班級捧著整疊新書排隊付帳的畫面，更是令人驚訝學

生族群竟有如此的閱讀熱情以及購買力。 

若以這些現象來看，青少年不是不愛閱讀，只是他們的閱讀選擇與大人替他們安



 

 2 

排好的不同，傳統的詩詞散文對他們已是遙不可及的歷史，經典的四大奇書只是影視

電影中似曾相識的情節，即使是長年在圖書館佔有借閱率前二十名的金庸小說(國家

圖書館，2018)，在國中生間的熱潮也今非昔比，除了看漫畫以外，究竟他們閱讀什麼

以文字為主體的書籍呢？若是參看一般實體乃至網路書店所做的青少年閱讀取向調

查(陳信元，2014))，定可發現這個名詞—「輕小說」，那麼，這個「輕度」的「小說」，

究竟有何魅力足以吸引青少年閱讀呢？這就是本研究想要去探討的主題。 

從 2003 年輕小說譯作開始引進台灣以來，這十餘年間，輕小說已可說在台灣生

根結果，長期在出版社銷量佔有重要銷售比例(陳信元，2014)，除了仍不斷引進日本

譯作，也培育出不少受歡迎的暢銷作家如御我、護玄等，發展出跨國與日韓畫師合作

的產業模式。如博客來於 2009 年至 2016 年的華文暢銷作家前十名中，輕小說作家長

期維持二至四位(林芳慈，2018)。輕小說佔出版社出版書籍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即

使在出版數量、種類相對慘淡的 2016 至 2018 年(國家圖書館，2018)，台灣本土新進作

家藍旗左袵的《妖怪公館的新房客》系列在還未完結前總銷量即超過 40 萬冊(博客來

網路書城官網，2018)，數字還不斷攀升，甚至於 2019 年推出完結特裝版，甫上市便

以單一冊數即在 2019 年一月分登上博客來百大暢銷書之列。40 萬本的銷量數字乍看

也許不多，但綜觀近十年來台灣出版市場，2010 全年只有 2 本書銷售量超過 10 萬本，

到了 2015 年，甚至只要售出一萬本，便可稱得上是暢銷書(藍弋丰，2011、2015)，而

輕小說暢銷作家系列作品單一冊別的銷售量達到上萬本並非難事，甚至有達單日破萬

本的銷售記錄(王美珍，2015)，長久累積下來亦相當於數本排行榜暢銷書的銷售量，

十分可觀。故輕小說儼然已成為眾出版社兵家必爭之地，如台灣角川、尖端、東立、

東販、皇冠等老牌出版社不但均有眾多書系，還紛紛舉辦輕小說類的徵文比賽，企圖

挖掘更多新進作家以及繪師，為這潭活水注入更多泉源。 

    而除出版書籍外，電視台播放相關動畫，甚至推出電玩遊戲，結合出版社授權製

作周邊商品的販售，如別針徽章、手機吊飾、文具公仔等，也確實打中主要閱讀對象

的喜好，取得不錯的銷售成績；近幾年改編自輕小說的真人電影陸續上映，甚至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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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塢動作巨星湯姆克魯斯所主演的科幻動作片「明日邊界」，劇本都直接取自日本輕

小說《All you need is kill》，種種條件推波助瀾下，讓輕小說的聲勢水漲船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仿照法國哲學會考形式，從 2016 年舉辦至今的「全國高中生

人文經典閱讀會考」，其中的閱讀書單曾被聯合新聞網以「史上最難書單」稱呼之，

幾年來所列舉書目，如柏拉圖《烏托邦》、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喬治‧歐威

爾的《動物農莊》、卡夫卡《變形記》、弗洛依德《夢的解析》等，這些推薦的經典，

引發當時社會熱烈討論(張輝誠，2016)，原因在於部分評論認為開出的討論書單超越

高中生的人生歷練以及理解範疇，但也有相反意見認為鼓勵經典閱讀，正是讓其從中

認識世界的途徑，不該低估青少年的學習能力。此問題引發眾多新聞工作者及教育現

場人員的評論，觸及現在青少年閱讀行為的改變，顯現閱讀內容也已非師長父母過去

所熟悉的型態。 

親職作家彭菊仙(2016)在〈經典書單的問題是：現在孩子不讀書，他們只讀輕小

說與動漫!〉一文中提及，想要有效開拓中學生們的閱讀視野與胃口，開書單的師大

學者們，真的該好好走入市場體驗「消費者心態」。她以家長的角度剖析，中學生易

受同儕影響而接觸動漫、輕小說，其中確有荒誕、暴露等不良因子隱藏其中，但是也

不乏正面積極的字句、橋段存在，尤其配上畫面，更能觸動讀者的內心。也因此，她

希望社會上有更多大人，主動進入這樣的閱讀世界，為孩子們篩選更合適的閱讀素材。 

甚至這樣的呼籲也引發不同意見，因輕小說的文本特性，過去貶低這些輕小說為

毒物者早有之，如楊照(2011)〈「輕小說」閱讀當道的怪現狀〉認為：「輕小說的共同

點，就是都一樣，沒有什麼真正陌生奇特的知識內容，對讀者不構成一點點挑戰。讀

『輕小說』的經驗，因而幾近純粹是娛樂式的，不動用思考，不動用感受快速殺掉時

間。」；認為閱讀量增廣，自能提升眼界、去蕪存菁者亦有之；而這些爭論，正說明

一個現況：從輕小說引入台灣超過十五年以來，儘管已在年輕族群建立相當大的影

響，主流社會卻還未有足夠的胸襟去包容它。 

而另一位曾帶領學生獲得新北市滿天星五星閱讀學校、教育部第一屆閱讀磐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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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等殊榮的丹鳳高中教務主任宋怡慧老師(2016)，也因此針對「國高中生要讀什麼經

典？」這個議題，投稿了一篇〈輕小說不能是學生的經典嗎？〉。她在文章中提及，

多少現在圖書館借閱率最高的經典好書，如金庸的武俠小說、瓊瑤的愛情小說、黃易

的歷史小說等，不也經歷過被父母嚴格禁止、師長責罰的時代嗎？因此，閱讀的潮流

是會隨時演進的，我們不能以封閉的心態，去漠視甚至鄙視一個文學現象的產生。 

她提出的推薦書單包括金庸的武俠小說、倪匡的科幻小說以及日本和台灣本土的

輕小說，以自己的親身閱讀經驗，正面評價了輕小說帶給讀者們的正面體驗，當作家

以他的文字讓讀者諦聽到世間最美的聲音，找到心靈的閱讀淨土，就是好的作家，無

論是輕小說作家，或是重小說家。她也因此強調「書籍本來就沒有孰輕孰重之分，閱

讀也沒有從古典到現代之分，作者更沒有排名好壞之分」、「推動閱讀的第一步還是相

信孩子選書的權利。閱讀最大的樂趣不就是分享，我們怎麼可以拚命為孩子推薦書，

卻不願意讀一讀孩子喜歡的書呢？」(宋怡慧，2016) 

 總結以上部分，本研究欲探討輕小說如何引發國中生的閱讀動機？造成何種樣貌

的閱讀行為？閱讀後達成的滿意度如何？以及閱讀動機與閱讀滿意度之間，是否有關

聯性？ 

 

1.2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上述背景以及動機，研究者欲對時下學生接觸、閱讀輕小說的情況有所了

解，設計一份輕小說閱讀問卷以得知其動機、行為及滿意度，並探究個人背景因素對

此是否構成差異以及關聯性。 

 研究目的茲列舉如下： 

1. 了解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行為狀況。 

2. 了解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動機與閱讀滿意度。 

3. 了解不同性別、語文能力、家庭社經背景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動機、閱讀行

為與閱讀滿意度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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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了解不同閱讀動機國中生其對於輕小說閱讀滿意度的相關性。 

5. 歸納結論提出建議，給教育機構、家長、閱讀推廣機構及出版業推動國中生閱讀

的參考。 

針對研究目的，探究以下問題來了解國中生閱讀現況： 

1. 了解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動機為何？ 

2. 了解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行為現況為何？ 

3. 了解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滿意度為何？ 

4. 了解不同性別、語文能力、家庭社經背景背景國中生的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

讀滿意度差異為何？ 

5. 了解國中生不同閱讀動機與閱讀滿意度間是否有相關性，若有，相關性為何？ 

 

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確認主題為輕小說的閱讀現況後，先了解輕小說的相關背景、定義，再針

對輕小說主要閱讀對象國中生作探討，試圖了解影響國中生輕小說閱讀動機的因素為

何？與閱讀行為、閱讀滿意度是否有差異性？再查閱歷年來關於閱讀動機、閱讀滿意

度的理論學說，架立架構並擬定預測題目，進行問卷預試，取得相關信度資料並修正

問卷，正式施測並回收問卷，進行資料處理與結果分析，提出結論與建議。研究流程

圖如下： 

 

 

 

 

 

 

 

 

確立研究主題 

研究動機與目的 

問卷設計與修改 

建立研究架構與假設 

資料分析與結果研究 

問卷信度、因素分析 

修改並實施問卷調查 

回收預試問卷 

 

結論與建議 

確立研究範圍與對象 資料處理 

文獻蒐集與探討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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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範圍及限制  

本研究對象所指稱的嘉義市國中學生，定義以學籍就讀嘉義市的國中生為主，而

非戶口設籍於嘉義市者，故研究對象整體人數未必等同於嘉義市戶籍單位所估計的國

中學齡人數。且研究對象必須有輕小說相關閱讀經驗，故研究範圍乃限定於「有輕小

說閱讀經驗並就讀於嘉義市公私立學校的國中學生」。 

本研究試圖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國中生在輕小說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滿意

度上是否有差異度及關聯性。背景變項僅探討性別、語文程度及家庭社經背景；閱讀

動機層面則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閱讀行為層面依頻率、時間、數量、來源、產

地與主題類型；閱讀滿意度則依照內容特色、休閒娛樂與資訊取得三個層面。  

輕小說分類上仍未有絕對統一的定義，目前有以各出版社書系分類、作者型態以

及設計銷售分類等分法，若受試對象對於輕小說的認知超乎一般範疇，研究結果可能

因此產生偏差，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 

輕小說因為其設計模式、語言風格，主要以國高中生為閱讀對象，加之以研究者

位於嘉義市，故以嘉義市國中生為主要研究對象。但限於能力，採樣仍無法遍及各公

私立國中各年級，且國中生受到課業壓力、師長支持與否等外部因素皆不同，無法納

入討論，是本研究限制之二。 

影響閱讀輕小說的外部因素很多，本研究僅針對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滿意

度為主要項目，並且因為輕小說的性質屬於課外讀物，僅針對部分閱讀動機作分析，

對於部分目的性的閱讀則無法納入估計；閱讀行為則僅包含頻率、時間、閱讀冊數、

主題等，閱讀地點、閱讀載體等未納入考慮，是本研究限制之三。  

本研究工具採自編之「國中生輕小說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滿意度研究—以

嘉義市為例 」問卷，包含「個人基本資料」、「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滿

意度」等部分，研究結論僅能針對問卷上所提及的層面進行分析，是本研究限制之四。 

本研究僅以紙本輕小說為研究對象，至於電子書方面，因為國中生對於購買電子

書的方便性不足、難有借閱管道、使用電腦手機常受家長學校管控時間限制等因素，

故不列入研究範圍之中，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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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名詞解釋  

輕小說（ライトノベル，Light Novel）為日本發明的英文名詞，原本為集英社替

新發行的文庫書系所創造的一個新的稱呼名詞。當初還考慮「Comic Novel」、「Neat 

Novel」等名詞(謝雅安，2015)，設定讀者群為國高中階段的少男少女，文體使用日常

口語書寫，內容題材則包含戀愛、科幻、推理、奇幻等，十分多元。一般小說與輕小

說的最大區別，除書寫的嚴謹度外，更在於插畫已超脫輔助理解文本內容的陪襯，轉

變為影響作品風格與存在的第二主角。 

以輕小說發源地所作定義，日本重要的新聞出版相關業務的 B P 社所出版之《輕

小說完全讀本》提到：「封面與插畫多使用動畫風格的圖片，年輕人取向的小說」。而

榎本秋在《輕小說文學論》中則定義為「國中至高中生為主要目標讀者群而寫作的娛

樂小說。」 

 總結來說，輕小說可以概括為：「以青少年為對象，並以青少年的視角來描述年

輕人的故事，作品中的對話以及人物塑造的比重大，且在封面以及內頁中大量使用漫

畫插圖的讀物(大森望，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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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滿意度，希望藉

由了解歸納與本研究相關的理論與文獻，作為實證研究的知識基礎。依據研究主題，

第一節針對輕小說的發展與特質論證，以歸納輕小說的定義。第二節則列舉歸納與閱

讀動機相關的理論及研究，以分析適合本研究的閱讀動機構面及向度，作為問卷設計

的基礎。第三節則整理相關實證研究中適合本研究的變項，作為閱讀行為的計量方

式。第四節則敘述使用與滿足理論於閱讀滿意度上的運用、假設以及限制，並從相關

研究中歸納出滿意度的評估面向。 

 

2.1 輕小說的發展及特徵 

2.1.1 起源與發展   

輕小說，原是從日文ライトノベル意譯而來的名詞，而此日文又是從英文 Light 

Novel 音譯而來，故從英文字面上來看，可說是讓人輕鬆閱讀的小說。  

輕小說最早的源流未有定論，最早的年代說法是 1975 年 11 月 10 日創刊的「朝

日ソノラマ文庫」所合併發行的《宇宙戰艦大和號地球滅亡篇/復活篇》，被認為是最

早的輕小說作品(謝雅安，2015)。由下列圖 2-1 至圖 2-3 所見，小說封面與人物，皆與

原本動畫版本無異，奠定了輕小說的基本特色。而同時期稍晚的高千穗遙的《搞怪拍

檔》與菊地秀行的《吸血鬼獵人 D》，也都屬於當時代表性作品，並陸續動畫化、漫

畫化，建立輕小說跨足不同媒體的傳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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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說法則是為了替在 70 年代創刊的 Gobalt 文庫（集英社於 1976 年 5 月

開始發行的少女向小說書系）與 Sonorama 文庫（朝日ソノラマ文庫於 1975 年開始

發行的輕小說中新書系）想一個新的稱呼名詞有考慮「Comic Novel」或「Neat Novel」

等名字，最後仍是選擇以「輕的 = Light」來稱呼，便是現今的 Night Novel（輕小說）

(章淵博，2008；李崇誌等，2010；林芳慈，2018 ) 

還有一種說法則是以作家冰室冴子與新井素子的出道年分 1977 年開始(謝雅安，

2015)，冰室冴子的寫作風格輕快，影響了後世的輕小說書寫，代表作《海潮之聲》之

後於 1993 年被宮崎駿的吉卜力工作室改編為動畫作品。 

 

 

 

 

 

 

 

 

圖 2-1《宇宙戰艦大和號》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4《海潮之聲》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5 吉卜力工作室動

畫版《海潮之聲》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2《搞怪拍檔》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3《吸血鬼獵人D》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6《綠色安魂曲》資

料來源：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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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井素子則嘗試以第一人稱角度書寫青少年小說，且其文體獨特，在當時被稱為

「新口語體」，其代表作《綠色安魂曲》後被改編成漫畫，被譽為「用文章書寫的漫

畫」，意味其敘事風格重視畫面分鏡，類似漫畫的表達方式，卻是以文字來呈現；而

其作品的另一特色為「世界系」的想像力設定，「世界系」作品特徵意指主角們為中

心的小範疇問題，卻直接與世界危機、世界末日等直接聯繫，多數的輕小說，皆有如

此以角色為中心的世界觀設定，與輕小說多以主角為中心所創作故事的風格相符。 

進入 1980 年代後，日本的輕小說文類以奇幻與科幻兩大類為主，科幻小說類的

代表為田中英樹的《銀河英雄傳說》，並以此做獲得日本科幻文學的代表獎項「星雲

獎」，累計銷量達一千五百萬冊；奇幻類的代表則為水野良的《羅德斯島戰記》，受任

天堂 RPG 遊戲「勇者鬥惡龍」熱銷影響，關於劍與魔法的奇幻故事紅極一時，該作

品承襲了遊戲任務式的情節，在當時蔚為風行，總銷售量超過 1000 萬冊，不但建立

日式奇幻風格，隨後發行的 OVA 也廣受歡迎，除了 2003 年推出續作《新羅德斯島戰

記》，更在 2016 年推出 25 周年線上遊戲，可說是日式奇幻故事的開山祖師。 

  

 

 

 

 

 

 

 

 

 

之後的 1989 年富士見書房連載的《秀逗魔導士》，除了小說本身以外，漫畫、動

畫、電影、電玩幾乎都是同時進行，輕小說的重要性也逐漸與漫畫、動畫、電影、電

圖 2-7《羅德斯島戰記》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8《新羅德斯島戰記》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9《銀河英雄傳說》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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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等劃上等號。此作品具備許多輕小說的特徵，也被認為是輕小說的元祖作品，因此，

榎本秋在《如何成為輕小說作家》一書中提到：「想知道什麼是輕小說風格，看這部

就對了！」 

 

 

 

 

 

 

 

 

 

 

    爾後產生許多作家陸續產出了介於文學與輕小說之間的作品，例如乙一於 1996

年以《夏天、煙火、我的屍體》獲得集英社「JUMP 小說大賞」，2002 年以《GOTH 斷

掌事件》獲得第三屆「本格推理大獎」後，從輕小說作家轉為人氣作家。另外同樣轉

型的尚有櫻庭一樹的《糖果子彈》、有川浩的《圖書館戰爭》等，由於他們不止於輕

小說界取成一定的銷售成績，甚至也獲得傳統的文學獎如江戶川亂步賞、直木賞、本

格推理大獎等，種種的發展使輕小說逐漸獲得更多關注，甚至也有一般文學作家開始

跨足新小說的領域並取得不錯的成績，例如小野不由美原為推理小說作家，她的作品

《十二國記》大受歡迎，除動畫化以外，還製作了兩款遊戲，是跨界成功的代表。 

2004 年是出版社大量發行輕小說的開端，許多文庫書系開始創辦，書寫體裁也大

幅擴展，從最大宗的劍與魔法的奇幻世界，開始旁及現代世界的玄幻風格或是校園生

活的青春書寫，內容更豐富多元，且貼近青少年讀者的生活。根據日本《出版月報》

顯示，2004 年出版的輕小說高達 2079 種，總印刷量 832 萬冊，總值達 265 億日圓，

圖 2-10《秀逗魔導士》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11《圖書館戰爭》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12《十二國記》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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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輕小說地位逐漸從「次文化文學」地位提升，介紹輕小說的書籍逐漸出版，輕小說

可以說逐漸從「次文化文學」的地位提昇，影響力追近所謂的正統文學，開始在書店

暢銷書中佔有一席之地，也吸引了文藝評論家的注視眼光。   

2005 年，日本寶島社出版的《這本輕小說真厲害！》導覽說問世，不但開始針對

輕小說進行推薦排行，也做出文藝評論針砭得失，迄今每年上榜的作品無不大受歡

迎，盡皆改編成動漫畫而擁有廣大的銷售市場，連帶促進了相關周邊產業，可說是輕

小說界最具分量的指南。每日新聞出版社的《新世紀娛樂白皮書 2007》就提及：「漫

畫、動畫、電玩及輕小說，是日本自傲的娛樂媒體。」而誠如這些評論所言，這些娛

樂產業的確是日本向海外強勢推銷文化的最得力助手。 

隨著評論風潮的助長，2006 年日本出版科學調查研究所的調查結果，輕小說類銷

售金額持續成長至 344 億日圓，成長接近百分之 30，是輕小說類納入統計後的巔峰時

期。即便 2009 年因全體文庫書類的銷售額持續下滑，輕小說銷售額減至 301 億日圓，

亦仍佔全體銷售額的百分之 20 (李世淳，2012)。 

    輕小說的發展到 2008 年又展現不同風貌，常以口語式冗長敘述句作為書名以引

人注意，例如《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破紀錄蟬聯三年的《這本輕小說真厲

害！》評價第一名而進入「輕小說經典殿堂」，因場景皆是平凡的高中日常生活，更

被日本讀賣新聞社所主辦的 SUGOI JAPAN Award 評選為 2015 年「最想向海外介紹的

日本流行文化」輕小說類別第一名。 

 

 

 

 

 

 

 

圖 2-13《果然我的青春

戀愛喜劇搞錯了》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14《我的妹妹哪有

這麼可愛！》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15《「世界最後的魔鏡」

從群馬縣而來的少女》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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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起，日本的輕小說潮流開始有「本土化」跡象，部分輕小說就開始以實際

存在的地點為舞台，例如《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例如劇情中不時提及日本御

宅族文化，主角們足跡遍及日本千葉縣知名景點、車站，以增加讀者的認同感。而受

到日本 2012 年起逐漸盛行的聖地巡禮文化影響，這股風潮更加盛行，如《「世界最後

的魔鏡」從群馬縣而來的少女》。而這之後的輕小說作品，或許是熱潮還未形成，也

還未動畫化，知名度不足，引入台灣的比例就相對較低了。   

 

2.1.2 內容與定義 

依據上一節所敘述，輕小說源起自奇幻及科幻故事，早期輕小說多建立在架空的

世界觀上，內容常敘述幻想世界的少男少女，在善惡二元分明的世界裡，舞動劍與魔

法拯救世界。直發展到一定規模以後，內容題材才得以突破，例如發生於現實世界的

奇幻設定，落入網遊世界的特殊情境，最後如懸疑推理、校園生活、青春戀愛等題材

紛紛出現，但儘管設定舞台愈來愈貼近於一般題材，構成輕小說與其他文學類作品不

同的元素，仍舊是幻想(薛秋實，2009)。尤其主角們通常都是年輕男女，與讀者年齡、

身心發展相仿，閱讀時容易產生認同而融入小說情節中。 

研究者依照目前常見分類整理如表 2-1： 

 

表 2-1 輕小說分類與內容特色 

類型 內容特色 

奇幻 

奇幻故事通常設定於虛擬架空的世界，時空背景通常類似於中古世紀社會

生活型態，常見刀劍、魔法、種族等為元素，以西方最早奇幻文學《魔戒》、

《納尼亞系列》為濫觴。 

科幻 時空背景設定於未來，以超越現代知識範疇的科技、器械為主軸。 

玄幻 
舞台設定於現實世界，但擁有不實際存在的特殊能力如超能力、魔法、操

縱鬼神等的設定。可以說是輕小說進一步貼近現實的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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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內容特色 

 推理 

日本推理小說非常盛行，躋身於正統文學之列，尚有本格派、社會派等區

別，但推理類輕小說多半節奏較為輕快明亮，主角們陷身於校園謎團，著

重於主角們的成長遭遇，或是融入奇幻能力設定，以解決不可思議的案件。 

驚悚 
日常背景中發生莫名殺戮事件，發動意義、條件通常曖昧不明，主角們常

身不由己的深陷其中，以帶給讀者驚悚氛圍為主。 

遊戲 

世界 

結合電玩遊戲，主角們投身於遊戲世界之中，達成某特定條件後才准予離

開，彷彿遊戲通關的概念。以遊戲般的指令、技巧為賣點，近來網路手機

遊戲盛行後，引發玩家們彷彿親身處於互動遊戲的想像。 

戀愛 
以少男少女的曖昧情愫為描寫主軸，著重於似有還無、患得患失的青澀戀

情。但延申出的男男戀(耽美)、女女戀(百合)則多傾向於官能的描寫。 

校園 

生活 

以幽默活潑的角度描寫青少年的生活瑣事，題材常依主角們的校園活動而

推移，間歇地插入戀愛、競技、趣味等題材。 

趣味 

爆笑 

常藉由腳色間互相潑冷水、找碴的無厘頭對話引發笑果，但部分笑點或許

流於低級，或是屬於該次文化圈才能體會。 

格鬥 

戰爭 

敘述兩方勢力間的爭鬥，但主角們可能僅是戰場上微不足道的小兵，沒有

力挽狂瀾的力量，以在無情巨輪輾壓中夾縫求生的描寫為主。 

歷史 

故事 

擬真歷史中的寫實情節，其歷史背景有完全虛構的，有真實歷史中的虛假

情節，亦有個人因某種力量回到過去的穿越類歷史。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根據輕小說內容分類整理製表。 

 

雖然輕小說常帶有幻想元素，但上述分類其實在一般文學的範疇中也極為普遍，

故依照不同內容是難以來釐清定義輕小說的。 

輕小說本為日本和製英文的產物(謝雅安，2015)，乃是日本人利用英文單字拼湊

出英語本身沒有的詞彙，屬於日語片假名的用法，而非傳統英文用語，因為乃從英文

light novel 直譯為日文ライトノベル，故一般從字面上解釋時常以「能輕鬆閱讀的小說」

表 2-1 輕小說分類與內容特色(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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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文學質量較低的小說」來加以定義，如裴蕾(2011)於於研究青少年次文化與輕小

說的關聯性時，即認為輕小說與傳統小說的明顯區別即在於內容輕鬆易懂，適合青少

年閱讀而有娛樂效果。 

但若以此看來，輕小說的主要閱讀對象為青少年，即一般國中至高中階段的亞成

人，若以英文的用法而言，應屬於所謂 YA 小說(Young-Adult, ヤングアダルト)，或是

「Juvenile」（ジュヴナイル)，但因「adult」一詞在日本屬於成人向、情色的觀念已然

根深柢固存於社會大眾心中，「Juvenile」一詞又多指國小階段富教育意義的優良讀物

而言，再加上輕小說與其他青少年小說仍有顯著的區別，故輕小說這個名稱仍舊沿用

至今(林芳慈，2018)。 

因輕小說的誕生歷史與幾乎是從動漫文化衍生而來，故輕小說的定義與其動漫式

的風格幾乎是密不可分，需得回歸至封面插畫以及腳色的設計來看。不管是《宇宙戰

艦大和號地球滅亡篇/復活篇》、《羅德斯島戰記》或是《秀逗魔導士》，它們的販售封

面莫不是以主角人物佔據顯眼的位置，意圖搶搭著動畫播放或 OVA(以錄影帶、光碟

作為首次發行的動畫作品)販售的熱潮，打鐵趁熱激發粉絲購買慾以提升銷售量。此現

象亦出現在現今許多小說出版品上，如圖 2-16 至圖 2-19，小說《火星任務》、《明日邊

界》、《飢餓遊戲》皆因改編電影上映的緣故，出版社乃將電影主角置於封面，或乾脆

換上電影海報再版發行，而取得第二波的銷售成績。兩者有所差別者，只是封面設計

一為真人電影主角，一則為動漫畫設計繪製人物而已。  

以新製封面搭配舊有內容小說的例子，尚有 2007 年日本集英社請來當時以《棋

靈王》、《死亡筆記本》而廣受歡迎的漫畫家小畑健來繪製日本知名作家太宰治的代表

作《人間失格》，銷量立即從往年的一至兩萬部，迅速提升至九萬部之多(葉一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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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原《火星任務》封面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17《火星任務》電影版重製封面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18 原《All You Need Is Kill》封面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19《All You Need Is Kill》電影版重製封面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20原《人間失格》封面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21《人間失格》小畑健繪製版封面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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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藍弋丰〈評《「輕小說」閱讀當道的怪現狀》一文〉中提及，《暮光之城》原

本在台灣由尖端出版社取得代理權，以輕小說的風格設計，請人繪製動漫風格的封面

並譯名為《吸血鬼達令》，但因知名度不足，銷售慘淡。豈料原作在美售出版權拍成

的電影十分賣座，尖端出版社也就順水推舟，重新推出再製版本的電影同名小說《暮

光之城》而暢銷三十萬本以上。以這些例子來看，輕小說內容與一般通俗文學未必有

何明顯界線，純粹是出版社依照銷售對象，請動漫人物設定師繪製人物定稿，並設計

動漫風格的封面與繪製內頁插圖，以吸引日本所謂御宅族之動漫族群購買的形式。 

 

 

 

 

 

 

 

 

 

 

  

因購買輕小說的主力族群，普遍存在著「買插圖（イラスト買い）」(亦稱買封皮、

買封面)的現象(謝雅安，2015)，一柳廣孝、久米依子的《ライトノベル研究序説》也

提及出版社為了替沒沒無聞的新人作家行銷，找到合適的繪師並精心設計的人物、插

圖封面，就成為銷售策略的一大賣點了。 

由日本 BP 社所出版的《完全輕小說讀本》中，定義輕小說為：「採用許多動畫風

格呈現的封面與插畫，年輕族群取向的小說」(章淵博，2008)。而榎本秋(2011)於《如

何成為輕小說作家》書中則提到輕小說讓讀者感到有興趣的因素有： 

圖 2-22《吸血鬼達令》封面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23《暮光之城》封面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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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視型塑角色魅力，並以此為中心而創作的作品。 

2.書中有動漫畫風格、用以吸引讀者的插圖。 

3.以國高中生為主要讀者，故文字用語淺顯易懂。 

4.具幻想要素以及輕鬆娛樂的效果。 

5.某特定書系與作家的作品。 

    日本文學評論家大森望(2004)在其《亂砍輕小說》書中則提及輕小說的條件： 

1.以青少年為對象的讀物 

2.以青少年的視角來描述年輕人的故事 

3.作品中的對話以及人物塑造的比重大 

4.在封面以及內頁中大量使用漫畫插圖 

    另外，國內學者邱炯友(2010)於《輕小說讀者閱讀行為模式之研究─兼論租借損

益問題》中則對輕小說特點加以討論： 

1.使用大量動漫風格插圖 

2.以角色為中心創造故事 

3.以青少年為讀者群寫作 

4.內容淺顯容易閱讀 

5.由發行輕小說的書系所發行 

6.作家自己認為是輕小說 

7.出版社認定為輕小說 

  

 整合以上的看法，研究者統整輕小說的定義為： 

1.出版社或書系認定為輕小說而出版。 

2.具有動漫風格的封面、人物設定及插圖，具商業行銷、動漫畫化的優勢與企圖。 

3.以青少年為主要閱讀對象，情節、文字敘述流暢而淺顯易懂，富休閒娛樂效果。 

4.常帶幻想元素，並以角色為中心推移故事，能引發青少年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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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台灣輕小說現況簡介 

因一般國中生閱讀的小說，皆以繁體中文版本為主，故僅考量日文代理翻譯版本

以及台灣本土作家作品，日文原版或中國盜版簡體版本則不予考慮。而大部分市面上

銷售流通的輕小說，不外乎日本及台灣本土作家的著作，故本節便簡單介紹台灣輕小

說代表性出版社、書系及作品。 

台灣的漫畫市場，長期由日本漫畫獨佔，比例高達 90%以上(章淵博，2008)，而

血緣脈絡相近的輕小說，也成功複製動漫畫的模式，成功進軍台灣的市場，並佔有一

席之地。 

早期的《銀河英雄傳說》、《亞爾斯蘭戰記》都隨著相關動漫產品而引入小說，但

當時並未引入輕小說這名詞稱呼之，而是歸類於「類型小說」中(李進文，2012)。隨

著《魔戒》小說隨著電影重新上市以及 J‧K 羅琳的《哈利波特》系列所引發的全球

風潮，台灣於 2000 年前後出現一批網路小說作家，創作本土奇幻文學而引發「輕閱

讀」風氣，是後來培育台灣本土輕小說家的先驅，例如九把刀、御我、水泉等，都變

成輕小說類型的作家(謝雅安，2015)。 

輕小說正名進入台灣市場，可從 2003 年台灣角川代理《新羅德斯島戰記》開始，

本來以 Fantastic Novels 書系作為包裝行銷，並陸續引入其他作品。自 2004 年代理《奇

諾之旅》開啟第一波輕小說熱潮，接著《涼宮春日的憂鬱》、《灼眼的夏娜》引起廣泛

的討論並創下不錯的銷售成績(戴孟宗、李崇誌、陳昱卿、歐陽倩如，2010)。 

 

 

 

 

 

 

  

圖 2-24《奇諾之旅》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25《涼宮春日的憂鬱》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圖 2-26《灼眼的夏娜》

資料來源：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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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開始，其他原本以漫畫為主要出版業務的出版社諸如尖端、東立、青文、台

灣東販、春天出版集團也跟著陸續投入，近年來以傳統主流文學業務為主的出版業也

逐漸進軍此市場，如皇冠文化創立「YA!」書系出版少年陰陽師系列，印刻文學也替

曾獲角川華文輕小說決選的作家出版其作品。 

2008 年台灣角川更進一步創辦「台灣角川經小說暨插畫大賞」比賽，藉著最高獎

金三十萬以及推廣至日本發行作品的推波助瀾下，吸引了台灣本土、中國大陸、港澳、

新加坡等地逾 500 件小說、400 件插畫參賽，可謂成果相當豐碩。受到台灣角川的激

勵，尖端、東立出版社也舉辦各自的徵選比賽，企圖挖掘出更多華文輕小說的人才。 

 從 2008 年至今，華文本土輕小說在銷售數量與知名度上已逐漸迎頭趕上日系代

理輕小說，華文本土輕小說勝在用語遣詞更貼近生活與風土民情，出版社耗費成本也

較低；日系輕小說則容易挾帶動漫畫聲勢，商品販售也更多元。規模較大的出版社均

採兩方業務雙軌並行，較小者則以華文輕小說間以少數日系代理的方式運作。 

研究者參照主要出版社及相關書系，製作代表性書系、作品簡表如下。    

表 2-2  台灣現行輕小說出版現況 

出版社 書系 書系特色及代表作品 

台灣角川 

Fantastic Novels 

最傳統的輕小說風格，出版數量亦最多，內容稍微

偏向男性讀者喜好。代表作如《加速世界》、《關於

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魔法科高中的劣等

生》、《狼與辛香料》、《刀劍神域》等。 

Midori Novels 
男性角色為封面，女性讀者為主要銷售對象的小

說。代表作品《貴族偵探愛德華》。 

Ruby Series 限制級，BL 向作品。 

BLOOM Series Novels 限制級，BL 向作品。 

尖端 浮文字系列 
輕小說業務的主要書系，代理講談社浮士德雜誌書

系。代表作如《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https://www.kadokawa.com.tw/product_list297_2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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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書系 書系特色及代表作品 

《哥布林殺手》、《緋彈的亞莉亞》以及台灣本土

作品《前進吧！！高捷少女》 

書盒子 
主要代理講談社 BOX 系列，主要為作家西尾維新物

語作品系列。 

夢小說 以少女漫畫為封面設計風格。 

翼想本 華文輕小說書系。代表作《世界重組》、《食夢之鑰》 

藍月小說 限制級，BL 向作品。 

東立 

輕小說 輕小說業務的主要書系。代表作《龍王的工作！》 

炫小說 
主要是集英社 JUMP 漫畫周刊暢銷漫畫的外傳小說

作品。代表作《火影忍者》、《航海王》系列。 

酷小說 
主要是集英社以外知名漫畫的外傳小說作品。代表

作《進擊的巨人》、《火鳳燎原》系列。 

幻小說∕原創輕小說 華文輕小說書系。 

紫界小說 限制級，BL 向作品。 

青文 

菁英文庫 
主要代理集英社 Super Dash 文庫和 Cobalt 文庫作

品。代表作《六花的勇者》。 

青文文庫 

青文出版社主要的輕小說書系，代理集英社以外文

庫的作品。代表作《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在

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耽夢文庫 限制級，BL 向作品。 

莉莉絲文庫 限制級作品。 

皇冠 YA！書系 以作家為出版分類別。代表作《少年陰陽師》。 

蓋亞文化 悅讀館 
華文輕小說為主，主要作家有莫仁、星子及護玄。

代表作《噩盡島》、《特殊傳說》。 

表 2-2  台灣現行輕小說出版現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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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書系 書系特色及代表作品 

魔豆文化 Fresh 華文輕小說為主，代表作《神使繪卷》。 

天使國際 天使文庫 

隸屬春天出版社，以作家為出版分類別，主要作家

有御我、水泉、紫曜日等。代表作有《風動鳴》、《沉

月之鑰》、《吾命騎士》。 

四季 四季 J 文庫 

隸屬春天出版社，以作家為出版分類別，除代理日

文作品外，尚有華文作家星間式及天罪作品。代表

作有《文豪 Stray Dogs》。 

長鴻 輕小說 以華文輕小說為主。 

銘顯文化 Light 書系 
以華文輕小說為主，但封面風格較接近港式漫畫或

言情小說風格。 

三日月 

書版 
輕世代 

專攻輕小說的出版社。代表作有《妖怪公館的新房

客》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參考出版社官方網站訊息整理製表。 

 

2.2 閱讀動機  

閱讀是吸收新知的最重要途徑，Richek 認為閱讀是讀者、文本與閱讀情境三者之

間互動而建構意義的行為，由教育心理學及 Vygotsky 的社會文化觀點而言，閱讀除了

被動的接受，更是主動的認知理解，並創造意義，進而與他人磋商互動的歷程(宋曜廷、

劉珮雲、簡馨瑩，2003)。深度的閱讀歷程更有利於知識的轉化與利用，但也需耗費讀

者相當的心思與體力，因此是否有能力與意願去閱讀，不僅涉及讀者的認知能力以及

認知策略，閱讀動機更扮演關鍵的腳色。    

傳統探討閱讀動機分類為三個面向：第一為目的取向的閱讀動機，例如獲取資

訊、取得認同或休閒娛樂等。第二為閱讀態度與閱讀興趣，態度意在檢視讀者對閱讀

的情感以及印象，愈是具有正面態度者，動機更強。興趣則以主題分類，如歷史故事、

表 2-2  台灣現行輕小說出版現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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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傳記等，相較在不同領域裡，對個人而言屬於相對穩定的情感。第三是將一般延

伸動機套用至閱讀領域，國內學者多定義為「引起閱讀活動，維持已引起的閱讀活動，

促使閱讀活動朝朝向理解閱讀目標的內在歷程」（李素足 1998，林建平 1995）   

根據近二十五年來動機理論的發展，當前最重要的三個理論探究面向是信念

（belief）、價值（value）與目標（goal）。Guthrie 與 Wigfield(1997)等學者，根據閱讀與

動機的相關理論、實徵資料、晤談及教室觀察資料，將閱讀動機分為十一面向，分別

為「效能」、「挑戰」、「逃避」、「好奇」、「投入」、「認可」、「競爭」、「重要」、「成績」、

「社會」、「順從」。之後 Wigfield 進一步創建閱讀動機的分類，將十一個面向分成三

類：「能力與效能信念」包含「效能」、「挑戰」、「逃避」三個面向；「成就價值與目標」

包含「好奇」、「投入」、「重要」、「競爭」、「認可」、「成績」六個面向；「社會」則包

含「社會」與「順從」兩個面向。 

上述研究結果普遍受到後續閱讀動機的研究者認同，依此向度為基礎採用或改編

於他們的問卷(劉沛雲、簡馨瑩和宋曜廷，2003；黃家瑩，2006；賴怡君，2010)。但亦

有部分研究者如張怡婷(2003)、古秀梅(2005)、黃家瑩(2006)的研究，雖依照 Guthrie 與

Wigfield 的閱讀動機量表進行閱讀動機的研究，但他們因考量到閱讀對象以及情境特

質的不同，並未直接採取對十一個向度的分析萃取，而是分為分為內在動機包括「效

能」、「挑戰」、「逃避」、好奇」、「投入」、「重要」，與外在動機包括「競爭」、「認可」、

「成績」、「社會」與「順從」。      

然而本研究的閱讀文類為輕小說，並非有特定目標性的閱讀，乃是屬於課外讀物

的範疇。「課外閱讀」意指學生在課後之餘，自主性的從事閱讀「以文字敘述文主的

單本書籍」的各類讀物的閱讀(李美月，2002)。依據林家慈(2009)、王秀英(2009)以及

歐美伶(2011)等的研究，課外閱讀動機均排除「效能」、「挑戰」、「逃避」、「競爭」、「成

績」面向，僅以休閒娛樂為主要閱讀動機。 

輕小說以動漫風格的封面插畫為特色，並以此為吸引讀者閱讀的重要原因(李世

淳，2012)。故本研究將圖像設計列為想探討的動機向度，以了解封面設計、繪圖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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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銷模式等對閱讀動機的影響。 

又輕小說許多以幻想世界為舞台，又或雖發生於現實世界，卻以想像事件為主軸

來進行故事推演，因此閱讀輕小說時的想像，使青少年產生自我形象的投射作用，吸

引讀者融入輕小說的世界(劉芮菁、張芳瑜，2012；裴蕾，2012)，加上輕小說往往作

為讀者先接觸動漫、電玩後而做的後續延伸閱讀行為，故本研究也擬將「想像」列入

欲探討的閱讀動機。 

綜合上述研究，研究者認為內在動機起因於個體的內在需求而產生動力，自動自

發地從事感興趣的活動而得到滿足感，是沒有外在酬賞的。外在動機則是因外界刺激

而引發的推力，閱讀者關注自己的閱讀行為或閱讀表現是否得到外界的認可，乃是著

重於閱讀後與外界的互動關係。 

然而，因為輕小說的文本特性屬於課外休閒閱讀，意指在課外之餘自主從事以文

字為主的各類閱讀，通常是基於興趣而為之，故參酌以青少年為研究對象，並同屬課

外閱讀之相關實證研究(陳明來，2001；唐淑華，2016，高誌隆，2018)，簡化為以「好

奇」、「投入」、「重要」、「認可」、「社交」、「順從」六個面相為主。再加之以輕小說大

部分屬於圖像為輔的架空幻想小說，故再將「想像」及「圖像設計」加入內在需求動

機。 

本研究歸納出關於閱讀輕小說的內在動機包括「好奇」、「投入」、「重要」、「圖像

設計」、「想像」等五個向度，外在動機則包括「認可」、「社交」、「順從」三個向度。

各構面及向度的操作型定義如下： 

內在需求動機：指為滿足需求而自發性從事閱讀行為的動機因素。包括： 

1.好奇：渴望了解輕小說的內容。 

2.投入：閱讀輕小說時得到快樂而忘我持續投入。 

3.重要性：認為閱讀輕小說是重要的活動，可以獲得資訊、得到滿足。 

4.想像：因動漫媒介或作家風格而引發後續閱讀輕小說的活動，並融入情境。 

5.圖像設計：受到輕小說封面、內頁插圖及促銷贈品吸引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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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在刺激動機：指受到外界環境誘因而從事閱讀行為的動機因素。包括： 

1.認可：為獲得重要他人的讚賞認同而閱讀輕小說。 

2.社交：為融入同儕團體而閱讀輕小說。 

3.順從：順從他人的要求建議或受外界評價影響而閱讀輕小說。 

 

2.3 閱讀行為    

行為是引起個體活動，並維持活動的外在表現(張春興，1994)。閱讀行為則可解

釋為個體受到內在需求或外在刺激所引起的可測量的外顯閱讀活動，一般廣為探討的

面向為閱讀的頻率、時間以及數量(李素足，1999；陳明來，2001；黃家瑩，2006)。另

外還有將閱讀的廣度及閱讀種類納入閱讀行為的範疇（劉佩雲、簡馨瑩、宋曜廷

2003），方麗芬（2000）則認為若閱讀行為的研究欲供圖書館經營管理或是出版社出版

選擇的目的，則可著重於圖書館利用率、圖書消費、影響閱讀興趣的因素等。 

    影響青少年閱讀行為的因素眾多，如陳明來(2001)提出有個人因素包括性別、年

齡、習慣及成績等；閱讀資料則包含資料外觀、價格及作者；社會因素則包括資料的

可得性、周遭對閱讀的看法、社會趨勢及媒體焦點。林家慈(2009)則認為包括閱讀動

機、閱讀態度、性別年齡、修讀課程、家庭社經地位、城鄉差距等因素。王秀英(2009)

則提出有個人因素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及生活型態；媒介因素如外觀、可讀性、

時效性即可取得性；團體因素如家庭、同儕的影響。 

 而唐淑華(2016)年針對前述經典閱讀會考一事亦提出自己的看法，學生閱不閱讀

經典書籍，乃受到閱讀能力足夠與否、文本是否能呼應生活生活經驗兩個因素交互影

響，唯有閱讀能力足夠且有相同生活經驗相呼應者，才能充分開拓閱讀視野，否則便

只能挑選相對淺易且能引起共鳴的文本來閱讀。依據近來青少年閱讀調查資料的統整

結果（博客來網路書店，2014；國家圖書館，2016、2017；高誌隆，2018)），現在青

少年的閱讀現況多數仍以課業需求為主，課外閱讀僅是次要，主要受同儕及父母影響

居多，且閱讀傾向偏頗，偏好故事小說，尤以輕小說最受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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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述文獻資料顯示，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包括：性別、年級、重要他人影響、

閱讀環境及城鄉差距等。但因本研究對象集中於嘉義市國中生，年級差異不若國小至

高中有顯著差異，位於同城市也讓城鄉差距影響微乎其微，故均予以忽略。重要他人

影響又可分為父母師長與同儕朋友，其中同儕朋友的影響力遠超過父母師長，故僅只

討論同儕朋友一項。 

參考前述相關文獻，本研究採取之檢測閱讀行為的的項目包括：閱讀頻率、閱讀

時間、閱讀冊數、閱讀主題、閱讀資料來源以及閱讀資料產地等，利用自陳式問卷來

了解樣本對象輕小說的閱讀行為。 

 

2.4 閱讀滿意度 

Oliver(1980)認為「滿意」是一種針對特定交易的情緒反應，經由消費者對於產品

事前的期待與消費經驗的不一致而產生的生理狀態，此經驗會形成會形成消費者對購

買該產品的滿意度，並形成下次消費的期望基準。 

Kolter(1997)提出顧客滿意度乃根基於對產品的功能性或結果的知覺，與原先預期

結果的落差，因而形成的愉悅或失望程度。 

至於購買使用閱聽媒體的滿意度，一般以「媒體使用與需求滿足理論」來探討之。

「媒體使用與需求滿足理論」，一般簡稱為「使用與滿足」理論，首次於 Blumler 及

Katz 於 1974 年出版之《大眾傳播媒介的使用》一書中所提出，其中對「使用與滿足」

所下的定義是：「基於閱聽人的心理與社會需求，面對大眾媒體或其他來源產生期待，

所引導出不同型態的媒體，因而導致需求的滿足與其他結果。」為了追求目標，藉由

使用媒體來滿足其需求，閱聽人會尋求不同的媒體，例如書籍、雜誌、廣播、電視甚

至網路等，來得到所需要的資訊內容。因為打破了傳統上「閱聽人基本上都被視為被

動的接受者」的觀點，認為人們使用傳播媒體的行為是主動的，而正式成為學術上的

典範。 

根據學者(翁秀琪，1996；蔡雅芳，2010)研究，使用滿足理論的發展歷程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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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階段。此理論於 1940 至 1950 年代萌芽，首階段著重於對閱聽人選擇媒介內容形

式做簡單的現象描述，故稱「現象描述期」。這時期僅限於描述性的探討，未探討閱

聽人的心理及社會需求，也未探討不同媒介功能間的相關性(蔡雅芳，2010)。 

至於 1950 至 1970 間，開始除了在描述性探討以外，更進一步使用量化方法，對

於影響媒介使用的心理及社會因素，諸如年齡、性別等背景變項予以操作化定義並加

以分析，故稱「變項操作期」。此時的研究者，採用社會及心理屬性的特徵，諸如年

齡、性別為獨立變項，而以使用的媒介類型、喜好的內容、使用的時間等為探求的依

變項來展開研究，儘管這些研究當時並非為使用與滿足理論進行研究，但因為強調個

人心理因素與社會地位對選擇媒介的關聯性，對使用與滿足理論貢獻頗大，故此時期

邏輯程序已然逐漸成形 (蔡雅芳，2010)。 

1970 至 1980 年代，是使用與滿足理論的關鍵發展期，實證研究皆以閱聽人的需

求及滿足為出發點，故稱「解釋期」。本時期使用與滿足理論的研究目標為了解個人

如何使用大眾傳播媒體來滿足需求；了解個人媒介行為的動機背景；並測知不同的需

要、動機與傳播行為，三者所產生的媒介功能與結果。 

因為使用與滿足相關研究常被詬病不具系統理論性質或是沒有批判性眼光，所以

1980 年至今，許多學者開始致力於使用與滿足理論的建構與驗證工作，故稱為「建構

期」(宋玉寧，2007)。如 Galloway & Meek 的「期望模式」、Lichtenstein & Rosenfeld 的

「滿足的期望價值取徑」，Palmgreen & Wenner 整合過去使用與滿足的研究成果，努力

以全新、全面性的社會觀點，來尋找獲得滿足過程的新定位(翁秀琪，1996；呂惠菁，

2012)。 

發展至今的使用與滿足理論認為：選擇媒體乃是根據個人需求角度出發，以微觀

角度研究閱聽人如何使用傳播媒介，且預期獲得何種滿足(宋玉寧，2007)。 

使用與滿足理論有五大假設(翁秀琪，1996)： 

1.閱聽人是有目的的，滿足社會或是心理需求。 

2.閱聽人是媒介的使用者，使用過程中媒介必須與本身需求產生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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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傳播媒介與其他消息互相競爭。 

4.假設閱聽人是理性的，了解自身的興趣及動機，從而表達與問卷之中。 

5.閱聽人以自我報告方式陳述傳播文化的意義，故不須對傳播媒介作價值判斷。 

 然而使用與滿足理論亦有其缺點，可歸納為以下六點(翁秀琪，1996)： 

1.太過重視個人的資料，將傳播過程抽離至社會及文化結構之外，故難以將個人資料

推論到整個社會結構層面之上。 

2.太仰賴閱聽人的自我報告，太注重閱聽人的心理狀況，且對需求與動機的定義不明

確。 

3.認為閱聽人會主動尋找資訊，與「人的動機受制於基本需求及社會經驗」的假設相

矛盾。此外，另有實證研究發現閱聽人對訊息非常沒有選擇性。 

4.對媒介內容極少重視，甚至完全不重視，而有失其完整性。 

5.具有功能論的色彩，因此所有關於功能論的批評，都適用其上。 

6.強調閱聽人的主動需求，等同替不好的媒介內容作者覓得藉口，一切以滿足閱聽人

的需求為製作方針。 

 本研究是以輕小說的讀者為研究對象，且取樣為嘉義市的國中生，不以推論至整

個社會層面為目標，且以閱聽人的主觀價值感受為主題，故運用使用與滿足理論並不

影響本研究的方向。本研究探討的是閱讀者的角度，對閱讀輕小說的滿意度，因此讀

者是研究對象，而非媒介本身。 

本研究依照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行為特性，以課外閱讀的休閒性質為主，加之以

輕小說本身的文本特性，故以「休閒娛樂」以「內容特色」及「資訊取得」三個面向

來討論讀者的閱讀滿意度(Schramm, Lyle & Edwin,1961；崔倩筠，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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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引起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滿意度的分

析，以問卷調查法進行量化的研究。本研究以「使用及滿足理論」為基礎，探討輕小

說讀者的讀者特性(個人資料)、對輕小說的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滿意度等三個

面向的關聯性。本章將分述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樣本選擇、問卷設計及施測與

資料分析方法。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是根據研究問題與文獻探討而產生，而在研究樣

本上，因研究人力與物力的限制，故選擇嘉義市國中生為研究對象。整理歸納相關理

論以及實證研究，擬定各自變項、依變項後完成預試問卷，再經預試信度分析後重新

歸納整理問卷，實施正式問卷調查，統計分析並整理研究結果。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滿意度的差異

性，以及閱讀動機對閱讀滿意度間的相關性。以國中學生為對象，統計其「人口背景

變項」、「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滿意度」的數據，再針對「不同人口背景

變項與其閱讀動機間的差異」、「不同人口背景變項與閱讀行為間的差異」、「不同人口

背景變項與閱讀滿意度間的差異」與「閱讀動機與閱讀滿意度間是否有相關」個別作

處理分析。 

研究者依據以上操作說明，整理建立架構圖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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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3.2 研究問題與假設     

 根據前面章節所述的研究目的、參考文獻理論及研究架構，本研究欲探討「國中

生輕小說讀者的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滿意度」，依照研究目的提出研究問題如

下： 

1.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動機(內在需求動機、外在刺激動機)為何？ 

2.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動機是否因為人口背景變項(性別、家庭社經背景、語

文程度)而有顯著差異？ 

3.國中生對輕小說的閱讀行為(頻率、時間、數量、主題、來源、促銷活動)為何？ 

4.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滿意度(內容特色、休閒娛樂)為何？ 

5.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滿意度是否因為人口背景變項(性別、家庭社經背景、語文

程度)而有顯著差異？ 

6.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動機與閱讀滿意度是否相關？ 

人口背景變項： 

1. 性別 

2. 語文程度 

3. 家庭社經背景 
 

閱讀動機： 

1. 內在需求動機 

(休閒享受、圖像設計) 

2. 外在刺激動機 

(社交認可、外界引導) 

閱讀行為： 

1. 頻率  2. 時間 

3. 數量  4. 來源 

5. 產地  6. 主題 

閱讀滿意度： 

1. 休閒娛樂 

2. 內容特色 

 

H1 

 

H2 

 

H3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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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研究問題所得到的可能答案，將所建立的研究假設，分項列舉如下： 

假設 H1：不同人口背景變項的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動機有顯著差異。 

H1-1：不同「性別」的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動機有顯著差異。 

    H1-2：不同「語文程度」的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動機有顯著差異。 

    H1-3：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動機有顯著差異。 

假設 H2：不同人口背景變項的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行為有顯著差異。 

    H2-1：不同「性別」的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行為有顯著差異。 

    H2-2：不同「語文程度」的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行為有顯著差異。 

    H2-3：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行為有顯著差異。 

假設 H3：不同人口背景變項的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H3-1：不同「性別」的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H3-2：不同「語文程度」的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H3-3：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H4：國中生輕小說讀者的閱讀動機強弱，對其閱讀滿意度有相關性。。 

     

3.3 研究對象              

本研究內容所涵括母群體為嘉義市國中生總數，依照嘉義市主計處人口資料比例

表，2019 年年度國中生總數統計資料約佔 8000 人，預計發放 400 份問卷，約佔研究

對象總數的 5%。分別從「男女合校」抽取 8 個班、「男校」2 個班及「女校」5 個班

及「補習課輔班」隨機抽取若干班級學生施測。刪除漏答題數過多、規律填答的無效

問卷，得到若干有效問卷後，剔除無輕小說閱讀經驗的問卷，以曾經有過輕小說閱讀

經驗的國中生為研究對象 

 

3.4 研究工具 

問卷調查法具有短時間內對研究對象採取大樣本資料、研究設備與人力經濟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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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故本研究依此蒐集相關資料。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及過往學者編製之問卷量表，

針對本研究對象的性質差異做調整，先試行擬定調查問卷，先採取兩個班級學生作為

預試，分析後進行問卷的修正，再編制正式問卷。編製成的「國中生輕小說閱讀動機，

閱讀行為與閱讀滿意度研究問卷」分為「輕小說定義」及「個人背景資料調查表」、「輕

小說閱讀動機調查表」、「輕小說閱讀行為調查表」及「輕小說閱讀滿意度調查表」等

五個部分。 

1.個人背景資料 

本表主要包含性別、語文程度、家庭社經背景等三部分。 

(一)性別：分為「男」、「女」兩個選項。 

(二)語文程度：依受試者自我認知，勾選「差」、「中等」、「好」三個選項。 

(三)家庭社經背景：依據林生傳(2000)設計的「兩因素社經地位指數」公式，將父母的

教育程度分為五等級為：「國中」、「高中職」「技職專科」、「技術學院或大學」、「研究

所或以上」，分別給予 1 至 5 分。職業類別則分為「半技術或非技術工人」、「技術性

工人」、「半專業人員或一般公務人員」、「專業人員或中級行政人員」、「高級專業或高

級行政人員」，分別給予 1 至 5 分。 

    為避免受試者不清楚父母職業或無法判別類別，參考相關研究者之「職業分類表」

(葉一蕾，2016)並酌予修改於列於問卷中，並設計欄位讓受試者自行填寫敘述。分類

表如下： 

表 3-1 職業分類表  

A類 B類 C類 D類 E類 

待業中 

家庭主婦 

就職訓練、學徒 

工地、工廠工人 

固定、流動攤販 

水電技工 

零售商、店員 

自有地自耕農 

駕駛、司機 

廚師、烘焙師 

技術人員 

基層公務員 

公司行政人員 

銀行行員 

批發代理、包商 

中小學校長教師 

會計師 

醫檢員、護理長 

設計師、建築師 

中階公務人員 

大專院校教師 

牙醫師、醫師 

律師、檢察官、

法官 

主管級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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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類 B類 C類 D類 E類 

臨時工、清潔工 

傭工、服務生 

佃農(無耕地) 

警衛、管理員 

鐘點約聘人員 

美容師、美髮師 

軍職士官 

工頭、領班 

推銷員、業務員 

貨運、郵差 

尉級軍官 

警察、消防隊員 

土地代書、會計 

醫療業、護理師 

民間教育業者 

公司經理人員 

警官、消防隊長 

校級軍官 

作家、畫家、音

樂家、舞蹈家 

記者、民意代表 

董事長、總經理 

將級軍官 

部會首長 

中央民意代表 

科技研發人員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劉奕佩(2006)研究改編。 

 

再以母雙親教育程度較高者以及職業排序較高者為計算標準，將教育指數乘以

4，職業指數乘以 7，兩者之總和即為家庭社經指數。本研究以 11 至 29 為低階社經等

級、30 至 40 為中階社經等級，41 至 55 為高階社經等級共三種(計算公式及計算表如

下)。 

計算公式：I(社經地位等級) =E(教育指數) *4 + C(職業指數) * 7  

 

表 3-2 社經地位等級計算表  

父母教育程度 
教育

指數 

父母目前 

主要職業 

職業

指數 
家庭社經指數 

指數

區間 

家庭

社經

等級 

國中 1 
A 類(半技術∕ 

非技術性工人) 
1 

I=E*4 + C* 7 

 

 

11~29 

 

30~40 

 

 

 

低 

 

中 

 

高中職 2 B 類(技術性工人) 2 

技職專科 3 
C類(半專業人員∕

一般公務人員) 
3 

技術學院 4 D 類(專業人員∕ 4 

表 3-1 職業分類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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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育程度 
教育

指數 

父母目前 

主要職業 

職業

指數 
家庭社經指數 

指數

區間 

家庭

社經

等級 

及大學 中級行政人員) 41~55 高 

研究所以上 5 
E 類(高級專業∕ 

高級行政人員) 
5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林生傳(2000)，《家庭社會學》整理。 

 

2.輕小說閱讀動機 

本表乃為了解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閱讀動機而編製，將前述 Guthrie 與 Wigfield

的閱讀動機量表的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整理合併為「內在需求動機」與「外在刺激動

機」，「內在需求動機」包含「好奇」、「投入」、「重要」、「想像」、「圖像設計」五個向

度；「外在刺激動機」則包含「認可」、、「社交」與「順從」三個向度。依此兩構面、

八向度原先共編制 20 道題，茲列舉如下表 3-3：   

 

表 3-3 預試輕小說閱讀動機調查表題號對照向度表  

構面 向度 題號 題目 

內在 好奇 1 輕小說的書名、標題就讓我覺得生動有趣，有一探究竟的慾望 

外在 社交 2 看同儕閱讀，會引發我對書中內容的好奇 

內在 重要 3 閱讀輕小說能為我帶來一段輕鬆美好的時光 

內在 重要 4 閱讀輕小說能讓我暫時忘掉課業或生活的壓力 

內在 重要 5 閱讀輕小說時我會為故事內容感到喜悅 

內在 投入 6 閱讀完故事後，我還不時會回想到裡面的情節 

內在 投入 7 
故事還未終結時，會期待續集趕快推出而常逛書店、注意相關

訊息 

內在 想像 8 先看過相關的動漫或電玩後，我會想知道角色的其他故事而閱

表 3-2 社經地位等級計算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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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向度 題號 題目 

讀輕小說 

內在 想像 9 
我因喜歡該作家的作品以及風格而期待閱讀他後來的輕小說

新作 

內在 圖設 10 我喜歡畫師的畫風以及人物設定而閱讀輕小說 

內在 好奇 11 封面上這些作畫精緻的人物吸引我去閱讀他們的故事 

內在 圖設 12 我想知道裡面還有什麼漂亮的繪圖、插畫 

內在 圖設 13 我會因為折扣優惠或特典贈品精美超值而購買輕小說 

外在 認可 14 喜歡同一部輕小說讓我覺得可增進同學彼此的認同 

外在 社交 15 
分享交換好看的輕小說情報可以增添同學之間的話題及增進

友誼 

外在 認可 16 同儕朋友喜歡自己推薦的輕小說，會讓我有成就感 

外在 重要 17 我是為了閱讀會增進語文能力而閱讀輕小說 

外在 順從 18 我會因為同儕朋友的推薦而閱讀輕小說 

外在 順從 19 我會因為父母師長或兄姊的推薦而閱讀輕小說 

外在 順從 20 我會因為網路或書評的推薦而閱讀輕小說 

  

 附表 3-3 各題目與所屬構面、向度說明如下： 

內在需求動機：指為滿足需求而自發性從事閱讀行為的動機因素。包括： 

1.好奇：渴望了解輕小說的內容。題號 1、11 屬於內在動機中的「好奇」向度，

乃因輕小說除以封面精緻人物繪圖做為賣點外，書名亦有「敘事化」跡象(詳見章節

2.1.1)，乃以此引發讀者好奇而激起其閱讀動機。 

2.投入：閱讀輕小說時得到快樂而忘我持續投入。題號 6、7 屬於內在動機中的「投

入」向度，衡量讀者對於閱讀輕小說的持續投入程度。 

3.重要性：認為閱讀輕小說是重要的活動，可以獲得資訊、得到滿足。題號 3、4、

表 3-3 預試輕小說閱讀動機調查表題號對照向度表(續)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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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屬於內在動機中的「重要」向度，乃因讀者閱讀輕小說後得到喜悅、滿足需求

而感受到的重要性。 

4.想像：因動漫媒介或作家風格而引發後續閱讀輕小說的活動，並融入情境。題

號 8、9 屬於內在動機中的「想像」向度，乃因輕小說內容舞台大多屬於想像架空的

世界，亦衍生許多其他動漫畫、電玩等相關的作品，令讀者有滿足後續想像的閱讀動

機。 

5.圖像設計：受到輕小說封面、內頁插圖及促銷贈品吸引而閱讀。題號 10、13

屬於內在動機中的「圖像設計」向度，了解讀者對於人物設計、封面插畫風格以及促

銷贈品等的重視程度。 

 外在刺激動機：指受到外界環境誘因而從事閱讀行為的動機因素。 

1.認可：為獲得重要他人的讚賞認同而閱讀輕小說。題號 14、16 屬於外在動機中

的「認可」向度，以了解讀者閱讀輕小說而獲得同儕間認同肯定的動機。 

2.社交：為融入同儕團體而閱讀輕小說。題號 2、15屬於外在動機中的「社交」

向度，閱讀輕小說成為讀者社交手段、提升交流的閱讀動機。 

3.順從：順從他人的要求建議或受外界評價影響而閱讀輕小說。題號 18、19、20

屬於外在動機中的「順從」向度，了解讀者受到親師、同儕或網路輿論的影響而引發

的閱讀動機。 

預測經過信度測試得到 Cronbach's Alpha 值.927，經過 KMO 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作

為因素分析，得到 KMO 值.930 達到「有價值」標準，顯著性 P=.000<.05 達顯著，顯

示本問卷適合作因素分析。檢視轉軸後跨兩個維度以上或成分矩陣度值<0.6 的題項，

故刪除第 2 題、第 9 題以及第 13 題，刪併為 17 道題，並萃取為兩個構面四個向度，

並重新命名為「內在需求動機」以及「外在刺激動機」兩個構面，「內在需求動機」

包含「休閒享受」及「圖像設計」兩個向度，「外在刺激動機」包含「社交認可」及

「外界引導」兩個向度。題號亦依照構面以及向度重新排序，排列如下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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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正式問卷輕小說閱讀動機調查表題號對照向度表  

構面 向度 題號 題目 

內在 休閒享受 1 輕小說的書名、標題讓我覺得生動有趣，有一探究竟的慾望 

內在 休閒享受 2 閱讀輕小說能為我帶來一段輕鬆美好的時光 

內在 休閒享受 3 閱讀輕小說能讓我暫時忘掉課業或生活的壓力 

內在 休閒享受 4 閱讀輕小說時我會為故事內容感到喜悅 

內在 休閒享受 5 閱讀完故事後，我還不時會回想到裡面的情節 

內在 休閒享受 6 
故事還未終結時，會期待續集趕快推出而常逛書店、注意相

關訊息 

內在 休閒享受 7 
先看過相關的動漫或電玩後，我會想知道角色的其他故事而

閱讀輕小說 

內在 圖像設計 8 我喜歡畫師的畫風以及人物設定而閱讀輕小說 

內在 圖像設計 9 封面上這些作畫精緻的人物吸引我去閱讀他們的故事 

內在 圖像設計 10 我想知道裡面還有什麼漂亮的繪圖、插畫 

外在 社交認可 11 喜歡同一部輕小說讓我覺得可增進同學彼此的認同 

外在 社交認可 12 
分享交換好看的輕小說情報可以增添同學之間的話題及增進

友誼 

外在 社交認可 13 同儕朋友喜歡自己推薦的輕小說，會讓我有成就感 

外在 社交認可 14 我會因為同儕朋友的推薦而閱讀輕小說 

外在 外界引導 15 我是為了閱讀會增進語文能力而閱讀輕小說 

外在 外界引導 16 我會因為父母師長或兄姊的推薦而閱讀輕小說 

外在 外界引導 17 我會因為網路或書評的推薦而閱讀輕小說 

 

3.輕小說閱讀行為 

 本表乃為了解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閱讀行為而製，根據前述文獻資料，針對「閱



 

 38 

讀頻率」、「閱讀時間」、「閱讀冊數」、「閱讀主題」、「閱讀資料來源」、「價格」、「促銷

活動」及「閱讀主題類型」等，利用自陳式問卷來了解大樣本對象的日常閱讀行為。 

 

表 3-5 輕小說閱讀行為調查與層面對照表 

層面 題目 選項 

頻率 
請問你閱讀輕小說頻率大概多久

一次呢？ 

□一個月以上   □二到三星期 

□一個星期     □兩三天   □每天 

時間 
請問你每周看輕小說的時數約多

少？ 

□少於 0.5 小時   □ 0.5 至 1 小時   □ 1 至 3

小時   □ 3 到 5 小時   □ 5 小時以上 

數量 
請問你每月閱讀輕小說的冊數約

為多少本？ 

□少於 1 本   □ 1 至 2 本   □ 3 至 4 本    

□ 5 至 8 本   □ 8 本以上 

主題 

請問你喜歡的輕小說主題類別為

何？  可複選 3 項 

□異世界奇幻   □日常玄幻   □未來科幻   

□遊戲世界     □歷史故事   □格鬥戰爭 

□戀愛情感     □校園生活   □懸疑推理   

□恐怖驚悚     □趣味爆笑   □耽美百合 

來源 
請問你所閱讀的輕小說來源為

何？ 

□自行或家人購買   □圖書館借閱   □朋友借

閱   □坊間租賃   □電子書  □網路盜版 

產地 
你大多閱讀日系或是台灣本土作

家的輕小說作品呢？ 

□日系代理   □台灣本土    

□不管來源，好作品就閱讀 

  

附表 3-5 各題目與閱讀行為層面說明如下： 

1.閱讀頻率：指一段時間內閱讀輕小說的次數，短則以天數為單位，長則以週、

月為單位。 

2.閱讀時間：指一週內閱讀輕小說的總時數，國中生若充分利用課餘時間，每天

並不難達到半小時以上課外閱讀，故選項最多達每週 5 小時。 

3.閱讀冊數：指一個月內閱讀輕小說的總冊數，因為輕小說文字敘述通常淺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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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化，所以較一般閱讀冊數估量為多。 

4. 閱讀資料來源：分為需付出金錢或時間代價的「自行或家人購買」、「圖書館借

閱」、「坊間租賃、「電子書」以及無償可以獲得的「朋友借閱」、「網路盜版」。 

5. 閱讀小說產地：分為日系代理、華文作品，以及不論來源，兩者都看，了解國

中生閱讀輕小說的來源產地。 

6. 閱讀主題：根據表 2-1 所列的主題作為選項，合併調整為異世界奇幻、日常玄

幻、未來科幻、遊戲世界、歷史故事、格鬥戰爭、戀愛情感、校園生活、懸疑推理、

恐怖驚悚、趣味爆笑、耽美百合，其中「男男戀」的耽美與「女女戀」的百合乃從「戀

愛題材」中獨立為單一選項，因此類輕小說受到特定女性讀者的喜好與支持。 

 

4.輕小說閱讀滿意度   

 本表乃為了解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滿意度而製，根據前述「使用與滿足理論」所

提，滿意度取決於使用者對於產品的預期心理與使用經驗的落差，並依照崔倩筠(2013)

所做滿意度研究，針對國中生對於閱讀輕小說所預期產生的「內容特色」、「休閒娛樂」

及「資訊取得」等三個滿意度構面做調查。列舉如下表 3-6。 

 

表 3-6 預試輕小說閱讀滿意度調查與構面對照表 

構面 題號 題目 

休閒娛樂 1 閱讀輕小說滿足我的休閒需求 

休閒娛樂 2 閱讀輕小說能讓我舒緩現實的壓力 

內容特色 3 輕小說作者的有趣設定與豐富創意激發了我的想像力 

內容特色 4 輕小說的封面及內頁繪製風格十分吸引我 

休閒娛樂 5 輕小說內容成為我和同儕之間的話題 

休閒娛樂 6 輕小說是我傳遞友誼的媒介 

內容特色 7 輕小說排版設計佳、品質優與價格實惠 

內容特色 8 故事內容與情節走向令我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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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題號 題目 

資訊取得 9 特典贈品或限量版滿足我的收藏慾望 

資訊取得 10 閱讀輕小說讓我增進了語文程度 

 

 附表 3-6 各題目與所屬構面、向度說明如下： 

 1.內容特色：輕小說獨特的封面插畫設計、幻想式的內容以及簡易明快的風格讓

讀者滿意。 

 2.休閒娛樂：因閱讀輕小說帶來的娛樂喜悅以及友情交流讓讀者滿意。 

    3.資訊取得：因閱讀輕小說所得到的收藏品以及語文能力增進讓讀者滿意。 

 

預測經過信度測試得到 Cronbach's Alpha值.921，經過 KMO與 Bartlett球型檢

定作為因素分析後，得到 KMO值.883達到「有價值」標準，顯著性 P=.000<.05達顯

著，顯示本問卷適合作因素分析。檢視轉軸後跨兩個維度以上或成分矩陣度值<.6的

題項，故刪除第 4題，刪併為 9道題，並萃取為兩個構面，並重新命名為「休閒娛樂」

以及「內容特色」兩個構面。題號亦依照構面以及向度重新排序，排列如下表 3-7。 

 

 

表 3-7 正式問卷輕小說閱讀滿意度調查與構面對照表 

構面 題號 題目 

休閒娛樂 1 閱讀輕小說滿足我的休閒需求 

休閒娛樂 2 閱讀輕小說能讓我舒緩現實的壓力 

休閒娛樂 3 輕小說作者的有趣設定與豐富創意激發了我的想像力 

休閒娛樂 4 故事內容與情節走向令我印象深刻 

內容特色 5 輕小說是我傳遞友誼的媒介 

內容特色 6 輕小說排版設計佳、品質優與價格實惠 

內容特色 7 輕小說內容成為我和同儕之間的話題 

表 3-6 預試輕小說閱讀滿意度調查與構面對照表(續)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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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題號 題目 

內容特色 8 特典贈品或限量版滿足我的收藏慾望 

內容特色 9 閱讀輕小說讓我增進了語文程度 

    

3.5 資料處理及分析  

    本研究主要研究工具為「國中生輕小說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滿意度研究問

卷」，問卷施測完畢並剔除無效問卷後，將有效問卷予以編碼輸入資料，並以 SPSS 軟

體進行分析數據的處理。 

3.5.1 資料處理 

檢視回收問卷後，將填寫不完整、內容資料無法辨認、全部選項皆相同的問卷視

為無效問卷並剔除之。再將剩餘有效問卷加以編碼排序，利用 Excel 軟體輸入建立資

料，匯入統計軟體 SPSS 進行處理分析。 

 

3.5.2 資料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如下： 

1.敘述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s) ：以次數分配、平均數、標準差等方法，敘述

輕小說之國中生讀者在問卷中各向度的得分的集中量數與離散量數的情況，據以

解釋其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滿意度之現況。 

2.因素分析：利用 KMO 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作因素分析，減少構面數量來表示結

構資料，而又能保有原有結構所提供的資料。萃取出的構面再依照其因素成分而

重新定義其名稱。 

3.信度分析：採 Cronbach’s α係數法來檢驗，以測量使用量表是否具內部一致

性與穩定性，以求各構面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4.獨立樣本 t 檢定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以「性別」為自變項，以「閱讀動

機」、「閱讀滿意度」各構面及向度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透過 Levene

表 3-7 正式問卷輕小說閱讀滿意度調查與構面對照表(續)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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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檢驗變異數是否相等，視其 t 值若未達顯著水準(P<0.05)，則假設變異數相等，

若 t 值達顯著水準(P<0.05)，則不假設變異數相等，並以此判斷獨立樣本 t 值及其

顯著性。 

5.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以「語文程度」、「家庭社經地位」為自

變項，以「閱讀動機」、「閱讀滿意度」各構面及向度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P 值達顯著水準(<.05)，則再利用 Scheffe 法進

行多重事後檢定(Post hoc)，了解是哪些個別分組間有顯著的差異。 

6.卡方同質性檢定：用於非順序尺度，以檢定適合度、獨立性，瞭解兩個獨立樣

本之間是否有差異性。本研究利用卡方同質性檢定，以交叉聯表分析不同性別、

語文程度及家庭社經地位之國中生在輕小說閱讀行為上是否有明顯差異。若卡方

檢定值顯著值機率值達顯著(P<0.05)，可知兩變數有顯著差異。則以調整後標準

化殘差值進行事後比較。 

7.多元線性迴歸：以多元線性迴歸分析的方法，探討閱讀動機與閱讀滿意度之間

是否有可預測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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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 

 

本研究企圖探討不同性別、語文程度與家庭社經背景之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

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滿意度的差異性，並針對閱讀動機與閱讀滿意度間的相關性進

行探討。 

本章共分六節，第一節為為研究對象的人口特徵、比例分布；第二節為國中生輕

小說閱讀動機現況，及不同背景國中生對於閱讀動機的差異及分析；第三節為國中生

閱讀行為現況，及不同背景國中生對於閱讀行為的差異及分析；第四節為國中生閱讀

滿意度現況，及及不同背景國中生對於閱讀滿意度的差異及分析；第五節為國中生閱

讀動機對閱讀滿意度間的相關性；第六節為綜合分析討論。 

 

4.1 有效樣本資料分析 

本問卷一共發出 396 份，回收 345 份，回收率為 87.12%，無效問卷 14 份，有效

問卷為 331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3.59%，其中有輕小說閱讀經驗者為 237 名，佔有

效問卷中的 71.60%，未曾閱讀過輕小說者為 94 名，佔有效問卷中的 28.40%。本研究

即以有輕小說閱讀經驗的 237 名嘉義市國中生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個人背景變項資料包括：性別、個人語文能力、家庭社經地位。以下就各

項基本資料百分比分配、排序比較等統一結果逐一列舉如下。 

1.性別  

看過輕小說的受試者中，以女性居多，有157人，佔66.2%，男性為80人，佔33.8%。

列舉如下表4-1：   

表 4-1 樣本資料分析─性別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男 80 33.8% 2 

女 157 66.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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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語文程度 

看過輕小說的受試者中，自認為語文程度差者有12名，佔5.1%；自認語文程度中

等者，有183名，佔77.7%；自認語文程度好者，有42名，佔17.7%。列舉如下表4-2： 

 

表 4-2 樣本資料分析─語文程度 

語文程度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差 12 5.1% 3 

中等 183 77.2% 1 

好 42 17.71% 2 

 

3.家庭社經地位 

看過輕小說的受試者中，社經指數11至29者，屬於低社經背景，有82名，佔34.6%；

社經指數30至40者，屬於中社經背景，有79名，佔33.3%；社經指數41至55者，屬於高

社經背景，有76名，佔32.1%。列舉如下表4-3： 

 

表4-3 樣本資料分析─家庭社經地位 

家庭社經地位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低(11-29) 82 34.6% 1 

中(30-40) 79 33.3% 2 

高(41-55) 76 32.1% 3 

 

4.2 閱讀動機分析 

 本研究將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動機分為「內在需求」以及「外在刺激」兩個構面，

「內在需求」動機構面包含「休閒享受」及「圖像設計」兩個向度，「外在刺激」動

機構面包含「社交認可」及「外界引導」兩個向度，採里克特 5 點量表計分，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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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本節先以敘述性統計，描述受試者填答的閱讀動機平均數、標準差以及排序，

再進一步探討不同背景變項間閱讀動機的差異情況。 

 

1.閱讀動機現況 

本節介紹閱讀動機各構面、向度及題號的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資料。 

(1)閱讀動機各構面及向度分析 

根據表 4-4，閱讀動機各構面及向度平均數、標準差、排序等統計資料如下。整

體而言，閱讀過輕小說的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動機平均為 3.68，高於平均值

3(1+2+3+4+5/5)，顯示閱讀動機頗為強烈。由表可知，內在需求構面的平均數高於外在

刺激構面，顯示國中生較大比例是為了滿足內在需求而閱讀輕小說。 

四個向度裡，依序是休閒享受最高，其次是圖像設計，顯示滿足休閒享受的需求

大過於對圖像設計的需求；其次是社交認可，最末是外界引導，顯示主動性的社交認

可動機較被動性的外界引導來得強烈。 

 

表 4-4 閱讀動機構面及向度分析表 

構面∕向度 平均數(M) 標準差(SD) 題數 向度排序 構面排序 

內在需求構面 3.82 0.78 10  

1 向度 1：休閒享受 3.89 0.83 7 1 

向度 2：圖像設計 3.76 0.87 3 2 

外在刺激構面 3.44 0.75 7  

2 向度 1：社交認可 3.57 0.83 4 3 

向度 2：外界引導 3.26 0.83 3 4 

整體閱讀動機 3.68 0.7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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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閱讀動機量表各題項分析 

由表 4-5 顯示，閱讀動機量表各題項得分最高前五名皆為內在需求動機裡的題

項，依序為「閱讀輕小說能為我帶來一段輕鬆美好的時光」(4.03)、「閱讀輕小說能讓

我暫時忘掉課業或生活的壓力」(4.02)、「閱讀輕小說時我會為故事內容感到喜悅」

(3.97)、「閱讀完故事後，我還不時會回想到裡面的情節」(3.89)、「輕小說的書名、標

題讓我覺得生動有趣，有一探究竟的慾望」(3.89)。顯示內在需求動機全部題項均高於

外在刺激題項，顯示國中生主要是為滿足自己對休閒娛樂的需求、對圖像設計的喜好

而接觸閱讀輕小說。 

最低三題項分別為「我是為了閱讀會增進語文能力而閱讀輕小說」(2.94)、「我會

因為父母師長或兄姊的推薦而閱讀輕小說」(3.30)、「同儕朋友喜歡自己推薦的輕小說，

會讓我有成就感」(3.52)。顯示主動尋求同儕認可或受外界引導而閱讀輕小說的動機比

例明顯較低。 

表 4-5 閱讀動機各題項平均數、標準差及平均排序表  

構面 向度 
題

號 
題目 M SD 

M 值

排序 

內在

需求 

休閒

享受 

 

1 
輕小說的書名、標題讓我覺得生動有趣，

有一探究竟的慾望 

3.89 .911 5 

2 
閱讀輕小說能為我帶來一段輕鬆美好的

時光 

4.03 .916 1 

3 
閱讀輕小說能讓我暫時忘掉課業或生活

的壓力 

4.02 .952 2 

4 閱讀輕小說時我會為故事內容感到喜悅 3.97 .952 3 

5 
閱讀完故事後，我還不時會回想到裡面的

情節 

3.89 1.042 4 

6 故事還未終結時，會期待續集趕快推出而 3.73 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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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向度 
題

號 
題目 M SD 

M 值

排序 

常逛書店、注意相關訊息 

7 
先看過相關的動漫或電玩後，我會想知道

角色的其他故事而閱讀輕小說 

3.70 1.076  

圖像

設計 

8 
我喜歡畫師的畫風以及人物設定而閱讀

輕小說 

3.78 .955 7 

9 
封面上這些作畫精緻的人物吸引我去閱

讀他們的故事 

3.81 .925 6 

10 我想知道裡面還有什麼漂亮的繪圖、插畫 3.69 1.030  

外在

刺激 

 

社交

認可 

11 
喜歡同一部輕小說讓我覺得可增進同學

彼此的認同 

3.57 .970 20 

12 
分享交換好看的輕小說情報可以增添同

學之間的話題及增進友誼 

3.63 .910  

13 
同儕朋友喜歡自己推薦的輕小說，會讓我

有成就感 

3.52 .977 23 

14 我會因為同儕朋友的推薦而閱讀輕小說 3.56 .993 21 

外界

引導 

15 
我是為了閱讀會增進語文能力而閱讀輕

小說 

2.94 1.013 25 

16 
我會因為父母師長或兄姊的推薦而閱讀

輕小說 

3.30 1.009 24 

17 
我會因為網路或書評的推薦而閱讀輕小

說 

3.55 1.075 22 

 

 

表 4-5 閱讀動機各題項平均數、標準差及平均排序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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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背景變項對閱讀動機差異分析 

本節以性別、語文程度以及家庭社經地位三個不同背景變項來探討國中生對於輕

小說的閱讀動機差異情形。以「獨立樣本t檢定」探討「性別」對閱讀動機的差異。以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探討「語文程度」及「家庭社經地位」是否對閱讀動

機各構面產生差異。 

(1)不同性別閱讀動機差異結果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動機無顯著差異(t=-.895，P=3.372)。

可見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動機，在性別上並無差異(相關資料如表4-6)。 

表4-6 不同性別國中生閱讀動機t檢定摘要表  

構面∕向度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內在需求構面 
男 

女 

80 

157 

3.810 

3.873 

.7238 

.8063 
-.591 .555 

向度 1： 

休閒享受 

男 

女 

80 

157 

3.875 

3.899 

.7855 

.8509 
-.2110 .833 

向度 2： 

圖像設計 

男 

女 

80 

157 

3.659 

3.814 

.8095 

.8950 
-1.300 .195 

外在刺激構面 
男 

女 

80 

157 

3.359 

3.479 

.8100 

.7197 
-1.160 .247 

向度 1： 

社交認可 

男 

女 

80 

157 

3.475 

3.616 

.8846 

.7908 
-1.248 .213 

向度 2： 

外界引導 

男 

女 

80 

157 

3.204 

3.295 

.8707 

.8042 
-.800 .424 

整體閱讀動機 
男 

女 

80 

157 

3.624 

3.711 

.6755 

.7174 
-.895 .372 

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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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語文程度對閱讀動機差異結果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對輕小說的閱讀動機有顯著差異。於「內在

動機」 (F=4.942，P=.008)、「休閒享受」(F=5.454，P=.005)以及「整體閱讀動機」(F=3.795，

P=.024)的差異顯著。經由Post hoc事後檢定得知，「內在需求動機」構面中，高語文程

度者高於低語文程度者；「休閒享受」向度中，中、高語文程度者均高於低語文程度

者；「整體閱讀動機」中，高語文程度者高於低語文程度者。其他向度閱讀動機則無

明顯差異(相關資料如下表4-7)。 

   

表4-7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閱讀動機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向度 
語文程度 

描述性統計 ANOVA 
Post hoc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內在需

求動機 

低 12 3.317 .6379 

4.942 .008 高>低 中 183 3.833 .7039 

高 42 4.086 1.0192 

休閒 

享受 

低 12 3.250 .6275 

5.454 .005 
高>低 

中>低 
中 183 3.880 .7583 

高 42 4.122 1.054 

圖像 

設計 

低 12 3.472 .7029 

2.441 .089 ─ 中 183 3.725 .7970 

高 42 4.000 1.140 

外在刺

激動機 

低 12 3.048 .6626 

1.721 .181 ─ 中 183 3.457 .7253 

高 42 3.470 .8683 

社交 

認可 

低 12 3.083 .6686 

2.415 .092 ─ 
中 183 3.578 .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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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向度 
語文程度 

描述性統計 ANOVA 
Post hoc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高 42 3.667 .9638 

外界 

引導 

低 12 3.000 .6667 

.843 .432 ─ 中 183 3.295 .8070 

高 42 3.206 .9456 

整體閱

讀動機 

低 12 3.206 .6116 

3.795 .024 高>低 中 183 3.678 .6517 

高 42 3.832 .8784 

P*<0.05,P**<0.01 

(3)不同家庭社經地位閱讀動機差異結果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動機無顯著差異(F=.892，

P=.411)。可見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動機，在家庭社經地位上並無差異(相關資料如表

4-8)。 

表4-8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閱讀動機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向度 

家庭社

經地位 

描述性統計 ANOVA 
Post hoc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內在需

求動機 

低 82 3.743 .7266 

1.576 .209 ─ 中 79 3.859 .8015 

高 76 3.962 .8022 

休閒 

享受 

低 82 3.765 .7925 

2.139 .120 ─ 中 79 3.882 .8883 

高 76 4.036 .7867 

圖像 

設計 

低 82 3.691 .7586 

.410 .664 ─ 
中 79 3.806 .8331 

表 4-7 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閱讀動機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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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向度 

家庭社

經地位 

描述性統計 ANOVA 
Post hoc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高 76 3.789 1.0116 

外在刺

激動機 

低 82 3.399 .6578 

.228 .797 ─ 中 79 3.479 .8055 

高 76 3.438 .7957 

社交 

認可 

低 82 3.497 .7312 

.624 .537 ─ 中 79 3.642 .8676 

高 76 3.569 .8762 

外界 

引導 

低 82 3.268 .7471 

.001 .999 ─ 中 79 3.262 .8551 

高 76 3.263 .8866 

整體閱

讀動機 

低 82 3.601 .6503 

.892 .411 ─ 中 79 3.703 .7237 

高 76 3.746 .7370 

P*<0.05,P**<0.01 

 

4.3 閱讀行為分析 

 本節針對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行為現況做分析，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受試者對於

閱讀行為的差異性。首先描述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行為現況統計結果，再依照卡方同

質行檢定分析，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國中生對閱讀行為的差異。 

 

1.閱讀行為現況   

以下依照閱讀頻率、閱讀時間、閱讀數量、閱讀來源、閱讀小說產地、閱讀主題

類型做敘述性統計。 

表 4-8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閱讀動機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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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閱讀頻率 

看過輕小說的受試者中，閱讀頻率超過1個月才看一次者有88位，佔37.1%；閱讀

頻率二至三週看一次者，有38位，佔16.0%；閱讀頻率每週看一次者，有42位，佔17.7%；

閱讀頻率2至3天看一次者，有41位，佔17.3%%；閱讀頻率每天看的，有28位，佔11.8%。   

表4-9 閱讀行為分析─閱讀頻率  

閱讀頻率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超過一個月∕次 88 37.1% 1 

二至三星期∕次 38 16.0% 4 

一星期∕次 42 17.7% 2 

二至三天∕次 41 17.3% 3 

每天∕次 28 11.8% 5 

合計 237 100%  

 

(2)閱讀時間 

看過輕小說的受試者中，每週閱讀時間少於0.5小時者的，有71位，佔30%；每週

閱讀時間約0.5小時到1小時的，有87位，佔36.7%；每週閱讀時間1到3小時的，有57位，

佔24.1%；每週閱讀時間3到5個小時的，有12位，佔5.1%；每週閱讀超過5小時的，有

10位，佔4.2%。 

 

表4-10 閱讀行為分析─閱讀時間   

閱讀時間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少於半小時∕週 71 30.0% 2 

半至一小時∕週 87 36.7% 1 

一至三小時∕週 57 24.1% 3 

三至五小時∕週 12 5.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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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時間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五小時以上∕週 10 4.2% 5 

合計 237 100%  

 

(3)閱讀數量 

 看過輕小說的受試者中，每月閱讀數量少於1本的，有70位，佔29.5%；每月閱讀

數量1至2本的，有96位，佔40.5%；每月閱讀數量3到4本的，有36位，佔15.2%；每月

閱讀數量5到8本的，有15位，佔6.3%；每月閱讀數量超過8本的，有20位，佔8.4%。 

 

表4-11 閱讀行為分析─閱讀數量   

閱讀數量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少於一本∕月 70 29.5% 2 

一至二本∕月 96 40.5% 1 

三至四本∕月 36 15.2% 3 

五至八本∕月 15 6.3% 5 

八本以上∕月 20 8.4% 4 

合計 237 100%  

 

(4)閱讀來源 

 看過輕小說的受試者中，輕小說來源大多數是自己或家人購買的，有142位，佔

59.9%；輕小說來源大多數是從圖書館借閱的，有44位，佔18.6%；輕小說來源大多數

是向朋友借閱的，有35位，佔14.8%；輕小說來源大多數是花費租賃來的，有3位，佔

1.3%；輕小說來源大多數是購買電子書的，有11位，佔4.6%；輕小說來源大多數看網

路盜版的，有2位，佔0.8%。列舉如下表4-12。 

 

表 4-10 閱讀行為分析─閱讀時間(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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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閱讀行為分析─閱讀來源   

閱讀來源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自己或家人購買 142 59.9% 1 

向圖書館借閱 44 18.6% 2 

向朋友同學借閱 35 14.8% 3 

坊間租賃 3 1.3% 5 

購買電子書 11 4.6% 4 

網路盜版 2 .8% 6 

合計 237 100%  

 

(5)小說產地 

 看過輕小說的受試者中，選擇看日系代理輕小說的有47位，佔19.8%；選擇看華

文本土輕小說的有24位，佔10.1%；以作品優秀與否為考量，不在乎日系或本土的有

166位，佔70.0%。列舉如下表4-13。 

表4-13 閱讀行為分析─小說產地   

小說產地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日系代理 47 19.8% 2 

華文本土 24 10.1% 3 

都看 166 70.0% 1 

合計 237 100%  

 

(6)輕小說主題類別  

 國中生偏好的輕小說主題類別，依序分別為「戀愛情感」(98人，41.4%)、「異世

界奇幻」(95人，40.1%)、「校園生活」(84人，35.6%)、「懸疑推理」(76人，32.1%) 、

「遊戲世界」(56人，23.7%)。最少人喜好的為「歷史故事」(10人，4.2%)。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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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 

表4-14 閱讀行為分析─閱讀主題類型  

輕小說閱讀主題類型 人次 百分比 排序 

異世界奇幻 95 40.1% 2 

日常玄幻 44 18.6%  

未來科幻 53 22.4%  

遊戲世界 56 23.7% 5 

歷史故事 10 4.2% 12 

格鬥戰爭 34 14.3%  

戀愛情感 98 41.4% 1 

校園生活 84 35.6% 3 

懸疑推理 76 32.1% 4 

恐怖驚悚 45 19.0%  

趣味爆笑 51 21.5%  

耽美百合 25 10.5% 11 

 

2.不同性別對閱讀行為差異分析 

以不同性別背景變項受試者對閱讀行為的差異做卡方檢定，若卡方檢定值顯著性

機率值P<0.05，可知兩變數有顯著差異，則以調整後標準化殘差值大小進行事後檢定。

殘差是實際人數減去期望人數，殘差為未標準化統計量數。殘差除以標準誤，得到標

準化殘差，隨邊際期望值大小變動產生波動，若將標準化殘差已個邊際比例進行調

整，得到調整後標準化殘差，以排除各邊際次數不相等的比較問題。若自由度為1，

就是標準常態分佈的平方，在顯著水準為0.05雙尾檢定下，當調整後殘差絕對值大於

1.96，則表示該分組有顯著差異存在(王文中，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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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性別國中生對輕小說的閱讀頻率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頻率無顯著差異(x2
=5.053，

P=.282)。可見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頻率，在性別上並無差異(相關資料如表4-15)。 

 

表4-15 不同性別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頻率交叉列聯表   

輕小說閱讀頻率 
性別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男 女 

超過一個月

∕次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24 

29.7 

30.0% 

-1.6 

64 

58.3 

40.8% 

1.6 

88 

88.0 

37.1% 

 

─ 

二至三星期

∕次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11 

12.8 

13.8% 

-.7 

27 

25.2 

17.2% 

.7 

38 

38.0 

16.0% 

 

─ 

一星期∕次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17 

14.2 

21.3% 

1.0 

25 

27.8 

15.9% 

-1.0 

42 

42.0 

17.7% 

 

─ 

二至三天∕

次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15 

13.8 

18.8% 

.4 

26 

27.2 

16.6% 

-.4 

41 

41.0 

17.3% 

 

─ 

每天∕次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13 

9.5 

16.3% 

1.5 

15 

18.5 

9.6% 

-1.5 

28 

28.0 

11.8% 

 

─ 

總和 個數 80 157 237  

 期望個數 8 157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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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小說閱讀頻率 
性別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男 女 

x2
=5.053 

P=.282 

P*<0.05,P**<0.01 

(2)不同性別國中生對輕小說的閱讀時間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時間無顯著差異(x2
=8.387，

P=.078)。可見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時間，在性別上並無差異(相關資料如表4-16)。 

 

表4-16 不同性別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時間交叉列聯表  

輕小說閱讀時間 
性別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男 女 

少於半小時

∕週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20 

24 

25.0% 

-1.2 

51 

47.0 

32.5% 

1.2 

71 

71.0 

30.0% 
─ 

半至一小時

∕週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38 

29.4 

47.5% 

2.5 

49 

57.6 

31.2% 

-2.5 

87 

87.0 

36.7% 

 

─ 

一至三小時

∕週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13 

19.2 

16.3% 

-2.0 

44 

37.8 

28.0% 

2.0 

57 

57.0 

24.1% 
─ 

三至五小時

∕週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5 

4.1 

6.3% 

.6 

7 

7.9 

4.5% 

-.6 

12 

12.0 

5.1% 

 

─ 

表 4-15 不同性別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頻率交叉列聯表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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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小說閱讀時間 
性別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男 女 

五小時以上

∕週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4 

3.4 

5.0% 

.4 

6 

6.6 

3.8% 

-.4 

10 

10.0 

4.2% 
─ 

總和 個數 80 157 237  

 期望個數 80 157 237  

x2
=8.387 

P=.078 

P*<0.05,P**<0.01 

(3)不同性別國中生對輕小說的閱讀數量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數量無顯著差異(x2
=3.151，

P=.533)。可見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數量，在性別上並無差異(相關資料如表4-17)。 

 

表4-17 不同性別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數量交叉列聯表   

輕小說閱讀數量 
性別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男 女 

少於一本∕

月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22 

23.6 

27.5% 

-.5 

48 

46.4 

30.6% 

.5 

70 

70.0 

29.5% 

 

─ 

一至二本∕

月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36 

32.4 

45.0% 

1.0 

60 

63.6 

38.2% 

-1.0 

96 

96.0 

40.5% 

 

─ 

三至四本∕

月 

個數 

期望個數 

14 

12.2 

22 

23.8 

36 

36.0 
─ 

表 4-16 不同性別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時間交叉列聯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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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小說閱讀數量 
性別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男 女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17.5% 

.7 

14.0% 

-.7 

15.2% 

 

五至八本∕

月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3 

5.1 

3.8% 

-1.2 

12 

9.9 

7.6% 

1.2 

15 

15.0 

6.3% 

 

─ 

八本以上∕

月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5 

6.8 

6.3% 

-.9 

15 

13.2 

9.6% 

.9 

20 

20.0 

8.4% 

─ 

總和 個數 80 157 237  

 期望個數 80 157 237  

x2
=3.151 

P=.533 

P*<0.05,P**<0.01 

(4)不同性別國中生對輕小說的閱讀來源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來源有顯著差異(x2
=15.672，

P=.008)。經由調整後殘差的比對，可知「向圖書館借閱」的比例，女性顯著高於男性

(調整後殘差：男性=-2.4，女性=2.4)；「向朋友同學借閱」的比例，男性顯著高於女

性(調整後殘差：男性=2.8，女性=-2.8)。其餘輕小說閱讀來源則無顯著差異(相關資料

如表4-18)。 

表4-18 不同性別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來源交叉列聯表   

閱讀輕小說來源 
性別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男 女 

自己或家人

購買 

個數 

期望個數 

44 

47.9 

98 

94.1 

142 

142.0 
─ 

表 4-17 不同性別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數量交叉列聯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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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輕小說來源 
性別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男 女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55.0% 

-1.1 

62.4% 

1.1 

59.9% 

 

向圖書館 

借閱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8 

14.9 

10.0% 

-2.4 

36 

29.1 

22.9% 

2.4 

44 

44.0 

18.6% 

 

女>男 

向朋友同學

借閱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19 

11.8 

23.8% 

2.8 

16 

23.2 

10.2% 

-2.8 

35 

35.0 

14.8% 

 

男>女 

坊間租賃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2 

1.0 

2.5% 

1.2 

1 

2.0 

0.6% 

-1.2 

3 

3.0 

1.3% 

 

─ 

購買電子書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6 

3.7 

7.5% 

1.5 

5 

7.3 

3.2% 

-1.5 

11 

11.0 

4.6% 

 

─ 

網路盜版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1 

.7 

1.3% 

.3 

1 

1.3 

0.6% 

-.3 

2 

2.0 

0.8% 

 

─ 

總和 個數 80 157 237  

 期望個數 80 157 237  

x2
=15.672 

P=.008 

P*<0.05,P**<0.01 

 

表 4-18 不同性別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來源交叉列聯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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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同性別國中生對閱讀的輕小說產地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產地有顯著差異(x2
=17.517，

P=.000)。經由調整後殘差的比對，可知閱讀「日系代理」的比例，男性顯著高於女性

(調整後殘差：男性=4.2，女性=-4.2)；「兩者都看」的比例，女性顯著高於男性(調整

後殘差：男性=-3.3，女性=3.3)。其餘閱讀輕小說的產地則無顯著差異(相關資料如表

4-19)。 

表4-19 不同性別國中生對閱讀輕小說產地交叉列聯表   

閱讀輕小說產地 
性別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男 女 

日系代理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28 

15.9 

35.0% 

4.2 

19 

31.1 

12.1% 

-4.2 

47 

47.0 

19.8% 

 

男>女 

華文本土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7 

8.1 

8.8% 

-.5 

17 

15.9 

10.8% 

.5 

24 

24.0 

10.1% 

 

─ 

兩者都看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45 

56.0 

56.3% 

-3.3 

121 

110.0 

77.1% 

3.3 

166 

166.0 

70.0% 

 

女>男 

總和 個數 80 157 237  

 期望個數 80 157 237  

x2
=17.517 

P=.000 

P*<0.05,P**<0.01 

(6)不同性別國中生閱讀輕小說主題類別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主題類別有顯著差異。在「未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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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x2
=7.148，P=.008)、「遊戲世界」(x2

=23.833，P=.000)、「歷史故事」(x2
=6.134，

P=.013)、「格鬥戰爭」(x2
=32.390，P=.000)類別，男性明顯多於女性；在「戀愛情感」

(x2
=20.119，P=.000)、「校園生活」(x2

=10.632，P=.001)、「懸疑推理」(x2
=6.487，P=.011)

類別，則是女性明顯多於男性。其餘類別則無顯著差異(相關資料如表4-20)。 

 

表4-20 不同性別國中生對閱讀輕小說主題類別交叉列聯表   

閱讀輕小說主題類別 
性別 總計 x2

 

 

P 調整後

殘差比 男 女 

異世界奇幻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38 

32.1 

47.5% 

1.7 

57 

62.9 

36.3% 

-1.7 

95 

95.0 

40.1% 

 

2.765 .096  

日常玄幻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13 

14.9 

16.3% 

-.7 

31 

29.1 

19.7% 

.7 

44 

44.0 

18.6% 

 

.428 .513  

未來科幻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26 

17.9 

32.5% 

2.7 

27 

35.1 

17.2% 

-2.7 

53 

53.0 

22.4% 

 

7.148 .008 男>女 

遊戲世界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34 

18.9 

42.5% 

4.9 

22 

37.1 

14.0% 

-4.9 

56 

56.0 

23.6% 

 

23.833 .000 男>女 

歷史故事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7 

3.4 

8.8% 

2.5 

3 

6.6 

1.9% 

-2.5 

10 

10.0 

4.2% 

 

6.134 .013 男>女 

格鬥戰爭 個數 26 8 34 32.390 .000 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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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輕小說主題類別 
性別 總計 x2

 

 

P 調整後

殘差比 男 女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11.5 

32.5% 

5.7 

22.5 

5.1 

-5.7 

34.0 

14.3% 

 

戀愛情感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17 

33.1 

21.3% 

-4.5 

81 

64.9 

51.6% 

4.5 

98 

98.0 

41.4% 

 

20.119 .000 女>男 

校園生活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17 

28.4 

21.3% 

-3.3 

67 

55.6 

42.7% 

3.3 

84 

8.0 

35.4% 

 

10.632 .001 女>男 

懸疑推理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17 

25.7 

21.3% 

-2.5 

59 

50.3 

37.6% 

2.5 

76 

76.0 

32.1% 

 

6.487 .011 女>男 

恐怖驚悚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14 

15.2 

17.5% 

-.4 

31 

29.8 

19.7% 

.4 

45 

45.0 

19.0% 

 

.174 .677  

趣味爆笑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20 

17.2 

25% 

.9 

31 

33.8 

19.7% 

-.9 

51 

51.0 

21.5% 

 

.866 .352  

耽美百合 

個數 

期望個數 

性別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2 

8.4 

2.5% 

-2.9 

23 

16.6 

14.6% 

2.9 

25 

25.0 

10.5% 

 

8.291 .004  

P*<0.05,P**<0.01 

表 4-20 不同性別國中生對閱讀輕小說主題類別交叉列聯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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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閱讀行為的差異 

以不同語文程度背景變項受試者對閱讀行為的差異做卡方檢定，檢視不同語文程

度的國中生對於閱讀輕小說的閱讀行為是否有差異。 

(1)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輕小說閱讀頻率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頻率無顯著差異(x2
=7.247，

P=.510)。可見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頻率，在語文程度上並無差異(相關資料如表4-21)。 

 

表4-21 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頻率交叉列聯表   

輕小說閱讀頻率 
語文程度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低 中 高 

超過一個月

∕次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調整後殘差 

7 

4.5 

58.3% 

1.6 

67 

67.9 

36.6% 

-.3 

14 

15.6 

33.3% 

-.6 

88 

88.0 

37.1% 

 

─ 

二至三星期

∕次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調整後殘差 

3 

1.9 

25.0% 

.9 

29 

29.3 

15.8% 

-.1 

6 

6.7 

14.3% 

-.3 

38 

38.0 

16.0% 

 

─ 

一星期∕次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調整後殘差 

0 

2.1 

0.0% 

-1.6 

32 

32.4 

17.5% 

-.2 

10 

7.4 

23.8% 

1.1 

42 

42.0 

17.7% 

 

─ 

二至三天∕

次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調整後殘差 

2 

2.1 

16.7% 

-.1 

33 

31.7 

18.0% 

.5 

6 

7.3 

14.3% 

-.6 

41 

41.0 

17.3% 

 

─ 

每天∕次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0 

1.4 

0.0% 

22 

21.6 

12.0% 

6 

5.0 

14.3% 

28 

28.0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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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小說閱讀頻率 
語文程度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低 中 高 

調整後殘差 -1.3 .2 .5  

總和 個數 12 183 42 237  

 期望個數 12.0 183.0 42.0 237.0  

x2
=7.247 

P=.510 

P*<0.05,P**<0.01 

(2)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輕小說閱讀時間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時間無顯著差異(x2
=12.296，

P=.138)。可見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時間，在語文程度上並無差異(相關資料如表4-22)。 

 

表4-22 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時間交叉列聯表   

輕小說閱讀時間 
語文程度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低 中 高 

少於半小時

∕週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8 

3.6 

66.7% 

2.8 

49 

54.8 

26.8% 

-2.0 

14 

12.6 

33.3% 

.5 

71 

71.0 

30.0% 

 

─ 

半至一小時

∕週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3 

4.4 

25.0% 

-.9 

70 

67.2 

38.3% 

.9 

14 

15.4 

33.3% 

-.5 

87 

87.0 

36.7% 

 

─ 

一至三小時

∕週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0 

2.9 

0.0% 

-2.0 

47 

44.0 

25.7% 

1.1 

10 

10.1 

23.8% 

.0 

57 

57.0 

24.1% 

─ 

三至五小時

∕週 

個數 

期望個數 

1 

.6 

10 

9.3 

1 

2.1 

12 

12.0 
─ 

表4-21 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頻率交叉列聯表(續)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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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小說閱讀時間 
語文程度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低 中 高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8.3% 

.5 

5.5% 

.5 

2.4% 

-.9 

5.1% 

 

五小時以上

∕週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0 

.5 

0.0% 

-.7 

7 

7.7 

3.8% 

-.6 

3 

1.8 

7.1% 

1.0 

10 

10.0 

4.2% 

 

─ 

總和 個數 12 183 42 237  

 期望個數 12.0 183.0 42.0 237.0  

x2
=12.296 

P=.138 

P*<0.05,P**<0.01 

 

(3)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輕小說閱讀數量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數量無顯著差異(x2
=11.638，

P=.168)。可見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數量，在語文程度上並無差異(相關資料如表4-23)。 

 

表4-23 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數量交叉列聯表  

輕小說閱讀數量 
語文程度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低 中 高 

少於一本∕

月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調整後殘差 

8 

3.5 

66.7% 

2.9 

50 

54.1 

27.3% 

-1.4 

12 

12.4 

28.6% 

-.2 

70 

70.0 

29.5% 

 

─ 

一至二本∕

月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調整後殘差 

4 

4.9 

33.3% 

-.5 

78 

74.1 

42.6% 

1.2 

14 

17.0 

33.3% 

-1.0 

96 

96.0 

40.5% 

─ 

表 4-22 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時間交叉列聯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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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小說閱讀數量 
語文程度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低 中 高 

三至四本∕

月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調整後殘差 

0 

1.8 

0.0% 

-1.5 

27 

27.8 

14.8% 

-.3 

9 

6.4 

21.4% 

1.2 

36 

36.0 

15.2% 

 

─ 

五至八本∕

月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調整後殘差 

0 

.8 

0.0% 

-.9 

12 

11.6 

6.6% 

.3 

3 

2.7 

7.1% 

.2 

15 

15.0 

6.3% 

 

─ 

八本以上∕

月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調整後殘差 

0 

1.0 

0.0% 

-1.1 

16 

15.4 

8.7% 

.3 

4 

3.5 

9.5% 

.3 

20 

20.0 

8.4% 

 

─ 

總和 個數 12 183 42 237  

 期望個數 12.0 183.0 42.0 237.0  

x2
=11.638 

P=.168 

P*<0.05,P**<0.01 

(4)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閱讀輕小說來源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來源無顯著差異(x2
=5.165，

P=.880)。可見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來源，在語文程度上並無差異(相關資料如表4-24)。 

表4-24 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來源 交叉列聯表   

閱讀輕小說來源 
語文程度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低 中 高 

自己或家人

購買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調整後殘差 

6 

7.2 

50.0% 

-.7 

110 

109.6 

60.1% 

.1 

26 

25.2 

61.9% 

.3 

142 

142.0 

59.9% 

 

─ 

表 4-23 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數量交叉列聯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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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輕小說來源 
語文程度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低 中 高 

向圖書館借

閱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調整後殘差 

3 

2.2 

25.0% 

.6 

34 

34.0 

18.6% 

.0 

7 

7.8 

16.7% 

-.3 

44 

44.0 

18.6% 

 

─ 

向朋友同學

借閱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調整後殘差 

3 

1.8 

25.0% 

1.0 

27 

27.0 

14.8% 

.0 

5 

6.2 

11.9% 

-.6 

35 

35.0 

14.8% 

 

 

─ 

坊間租賃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調整後殘差 

0 

.2 

0.0% 

-.4 

3 

2.3 

1.6% 

.9 

0 

.5 

0.0% 

-.8 

3 

3.0 

1.3% 

 

─ 

購買電子書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調整後殘差 

0 

.6 

0.0% 

-.8 

8 

8.5 

4.4% 

-.4 

3 

1.9 

7.1% 

.8 

11 

11.0 

4.6% 

 

─ 

網路盜版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調整後殘差 

0 

.1 

0.0% 

-.3 

1 

1.5 

0.5% 

-.9 

1 

.4 

2.4% 

1.2 

2 

2.0 

0.8% 

 

─ 

總和 個數 12 183 42 237  

 期望個數 12.0 183.0 42.0 237.0  

x2
=5.165 

P=.880 

P*<0.05,P**<0.01 

(5)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產地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產地有顯著差異(x2
=15.234，

表 4-24 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來源交叉列聯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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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經由調整後殘差的比對，可知閱讀「華文本土」輕小說的比例，低語文程度

者顯著多於中、高語文程度者(調整後殘差：低=3.7，中=-1.8，高=-.1)；「兩者都看」

的比例，中、高語文程度者顯著多於低語文程度者(調整後殘差：低=-2.8，中=1.6，高

=-.2)。其餘閱讀輕小說的產地則無明顯差異(相關資料如表4-25)。 

 

表4-25 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對閱讀輕小說產地 交叉列聯表   

閱讀輕小說產地 
語文程度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低 中 高 

日系代理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調整後殘差 

3 

2.4 

25.0% 

.5 

35 

36.3 

19.1% 

-.5 

9 

8.3 

21.4% 

.3 

47 

47.0 

19.8% 

 

─ 

華文本土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調整後殘差 

5 

1.2 

41.7% 

3.7 

15 

18.5 

8.2% 

-1.8 

4 

4.3 

9.5% 

-.1 

24 

24.0 

10.1% 

 

低>中 

低>高 

兩者都看 

個數 

期望個數 

同程度比例 

調整後殘差 

4 

8.4 

33.3% 

-2.8 

133 

128.2 

72.7% 

1.6 

29 

29.4 

69.0% 

-.2 

166 

166.0 

70.0% 

 

中>低 

高>低 

總和 個數 12 183 42 237  

 期望個數 12.0 183.0 42.0 237.0  

x2
=15.234 

P=.004 

P*<0.05,P**<0.01 

(6)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閱讀輕小說主題類別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主題類別有顯著差異。在「趣

味爆笑」(x2
=10.399，P=.006)，低語文程度者明顯多於中、高語文程度。其餘類別則無

顯著差異(相關資料如表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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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6 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閱讀輕小說主題類別交叉列聯表   

閱讀輕小說主題類別 
語文程度 總計 x2

 

 

P 調整後

殘差比 低 中 高 

異世界

奇幻 

個數 

期望個數 

程度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3 

4.8 

25.0% 

-1.1 

74 

73.4 

40.4% 

.2 

18 

16.8 

42.9% 

.4 

95 

95.0 

40.1% 

 

1.281 .527  

日常 

玄幻 

個數 

期望個數 

程度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2 

2.2 

16.7% 

-.2 

31 

34.0 

16.9% 

-1.2 

11 

7.8 

26.2% 

1.4 

44 

44.0 

18.6% 

 

1.964 3.75  

未來 

科幻 

個數 

期望個數 

程度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5 

2.7 

41.7% 

1.6 

41 

40.9 

22.4% 

.0 

7 

9.4 

16.7% 

-1.0 

53 

53.0 

22.4% 

 

3.361 .186  

遊戲 

世界 

個數 

期望個數 

程度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2 

2.8 

16.7% 

-.6 

47 

43.2 

25.7% 

1.4 

7 

9.9 

16.7% 

-1.2 

56 

56.0 

23.6% 

 

1.878 .391  

歷史 

故事 

個數 

期望個數 

程度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0 

.5 

0.0% 

-.7 

9 

7.7 

4.9% 

1.0 

1 

1.8 

2.4 

-.7 

10 

10.0 

4.2% 

 

1.101 .577  

格鬥 

戰爭 

個數 

期望個數 

程度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1 

1.7 

8.3% 

-.6 

26 

26.3 

14.2% 

-.1 

7 

6.0 

16.7% 

.5 

34 

34.0 

14.3% 

 

.540 .763  

戀愛 

情感 

個數 

期望個數 

程度內比例 

4 

5.0 

33.3% 

80 

75.7 

43.7% 

14 

17.4 

33.3% 

98 

98.0 

41.4% 

1.853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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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輕小說主題類別 
語文程度 總計 x2

 

 

P 調整後

殘差比 低 中 高 

調整後殘差 -.6 1.4 -1.2  

校園 

生活 

個數 

期望個數 

程度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5 

4.3 

41.7% 

.5 

64 

64.9% 

35.0% 

-.3 

15 

14.9 

35.7% 

.0 

84 

84.0 

35.4% 

 

.222 .895  

懸疑 

推理 

個數 

期望個數 

程度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3 

3.8 

25.0% 

-.5 

54 

58.7 

29.5% 

-1.6 

19 

13.5 

45.2% 

2.0 

76 

76.0 

32.1% 

 

4.170 .124  

恐怖 

驚悚 

個數 

期望個數 

程度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2 

2.3 

16.7% 

-.2 

34 

34.7 

18.6% 

-.3 

9 

8.0 

21.4% 

.4 

45 

45.0 

19.0% 

 

.225 .894  

趣味 

爆笑 

個數 

期望個數 

程度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7 

2.6 

58.3% 

3.2 

37 

39.4 

20.2% 

-.9 

7 

9.0 

16.7% 

-.8 

51 

51.0 

21.5% 

 

10.399 .006 
低>中 

低>高 

耽美 

百合 

個數 

期望個數 

程度內比例 

調整後殘差 

0 

1.3 

0.0% 

-1.2 

21 

19.3 

11.5% 

.9 

4 

4.4 

9.5% 

-.2 

25 

25.0 

10.5% 

1.628 .443  

P*<0.05,P**<0.01 

4.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閱讀行為的差異 

以不同家庭社經地位背景變項受試者對閱讀行為的差異做卡方檢定，檢視不同家

庭社經地位的國中生對於閱讀輕小說的閱讀行為是否有差異。 

(1)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輕小說閱讀頻率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頻率無顯著差異

表 4-26 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閱讀輕小說主題類別交叉列聯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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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3.036，P=.932)。可見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頻率，在家庭社經地位上並無差異(相關

資料如表4-27)。 

表4-27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頻率交叉列聯表   

輕小說閱讀頻率 
家庭社經地位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低 中 高 

超過一個月

∕次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29 

30.4 

35.4% 

-.4 

33 

29.3 

41.8% 

1.0 

26 

28.2 

34.2% 

-.6 

88 

88.0 

37.1% 

 

─ 

二至三星期

∕次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13 

13.1 

15.9% 

-.1 

13 

12.7 

16.5% 

.1 

12 

12.2 

15.8% 

-.1 

38 

38.0 

16.0% 

 

─ 

一星期∕次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16 

14.5 

19.5% 

.5 

12 

14.0 

15.2% 

-.7 

14 

13.5 

18.4% 

.2 

42 

42.0 

17.7% 

 

─ 

二至三天∕

次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16 

14.2 

19.5% 

.7 

13 

13.7 

16.5% 

-.2 

12 

13.1 

15.8% 

-.4 

41 

41.0 

17.3% 

 

─ 

每天∕次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8 

9.7 

9.8% 

-.7 

8 

9.3 

10.1% 

-.6 

12 

9.0 

15.8% 

1.3 

28 

28.0 

11.8% 

 

─ 

總和 個數 82 79 76 237  

 期望個數 82.0 79.0 76.0 237.0  

x2
=3.036 

P=.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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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輕小說閱讀時間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時間無顯著差異

(x2
=6.311，P=.612)。可見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時間，在家庭社經地位上並無差異(相關

資料如表4-28)。 

表4-28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時間交叉列聯表  

輕小說閱讀時間 
家庭社經地位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低 中 高 

少於半小時

∕週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23 

24.6 

28.0% 

-.5 

24 

23.7 

30.4% 

.1 

24 

22.8 

31.6% 

.4 

71 

71.0 

30.0% 

 

─ 

半至一小時

∕週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34 

30.1 

41.5% 

1.1 

28 

29.0 

35.4% 

-.3 

25 

27.9 

32.9% 

-.8 

87 

87.0 

36.7% 

 

─ 

一至三小時

∕週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21 

19.7 

25.6% 

.4 

20 

19 

25.3% 

.3 

16 

18.3 

21.1% 

-.7 

57 

57.0 

24.1% 

 

─ 

三至五小時

∕週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3 

4.2 

3.7% 

-.7 

4 

4.0 

5.1% 

.0 

5 

3.8 

6.6% 

.7 

12 

12.0 

5.1% 

 

─ 

五小時以上

∕週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1 

3.5 

1.2% 

-1.7 

3 

3.3 

3.8% 

-.2 

6 

3.2 

7.9% 

1.9 

10 

10.0 

4.2% 

 

─ 

總和 個數 82 79 76 237  

 期望個數 82.0 79.0 76.0 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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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小說閱讀時間 
家庭社經地位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低 中 高 

x2
=6.311 

P=.612 

P*<0.05,P**<0.01 

(3)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輕小說閱讀數量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數量無顯著差異

(x2
=5.194，P=.737)。可見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數量，在家庭社經地位上並無差異(相關

資料如表 4-29)。 

表4-29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數量交叉列聯表  

輕小說閱讀數量 
家庭社經地位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低 中 高 

少於一本∕

月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25 

24.2 

30.5% 

.2 

21 

23.3 

26.6% 

-.7 

24 

22.4 

31.6% 

.5 

70 

70.0 

29.5% 

 

─ 

一至二本∕

月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36 

33.2 

43.9% 

.8 

33 

32.0 

41.8% 

.3 

27 

30.8 

35.5% 

-1.1 

96 

96.0 

40.5% 

 

─ 

三至四本∕

月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13 

12.5 

15.9% 

.2 

13 

12.0 

16.5% 

.4 

10 

11.5 

13.2% 

-.6 

36 

36.0 

15.2% 

 

─ 

五至八本∕

月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4 

5.2 

4.9% 

-.7 

6 

5.0 

7.6% 

.6 

5 

4.8 

6.6% 

.1 

15 

15.0 

6.3% 

 

─ 

八本以上∕ 個數 4 6 10 20 ─ 

表 4-28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時間交叉列聯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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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小說閱讀數量 
家庭社經地位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低 中 高 

月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6.9 

4.9% 

-1.4 

6.7 

7.6% 

-.3 

6.4 

13.2% 

1.8 

20.0 

8.4% 

 

總和 個數 82 79 76 237  

 期望個數 82.0 79.0 76.0 237.0  

x2
=5.194 

P=.737 

P*<0.05,P**<0.01 

(4)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輕小說閱讀來源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來源無顯著差異

(x2
=11.503，P=.320)。可見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來源，在家庭社經地位上並無差異(相

關資料如表 4-30)。 

表4-30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來源交叉列聯表    

輕小說閱讀來源 
家庭社經地位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低 中 高 

自己或家人

購買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48 

49.1 

58.5% 

-.3 

44 

47.3 

55.7% 

-.9 

50 

45.5 

65.8% 

1.3 

142 

142.0 

59.9% 

 

─ 

向圖書館借

閱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16 

15.2 

19.5% 

.3 

18 

14.7 

22.8% 

1.2 

10 

14.1 

13.2% 

-1.5 

44 

44.0 

18.6% 

 

─ 

向朋友同學

借閱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10 

12.1 

12.2% 

-.8 

16 

11.7 

20.3% 

1.7 

9 

11.2 

11.8% 

-.9 

35 

35.0 

14.8% 

 

─ 

表 4-29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數量交叉列聯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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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小說閱讀來源 
家庭社經地位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低 中 高 

坊間租賃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1 

1.0 

1.2% 

.0 

0 

1.0 

0.0% 

-1.2 

2 

1.0 

2.6% 

1.3 

3 

3.0 

1.3% 

─ 

購買電子書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6 

3.8 

7.3% 

1.4 

1 

3.7 

1.3% 

-1.7 

4 

3.5 

5.3% 

.3 

11 

11.0 

4.6% 

 

─ 

網路盜版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1 

.7 

1.2% 

.5 

0 

.7 

0.0% 

-1.0 

1 

.6 

1.3% 

.5 

2 

2.0 

0.8% 

 

─ 

總和 個數 82 79 76 237  

 期望個數 82.0 79.0 76.0 237.0  

x2
=11.503 

P=.320 

 P*<0.05,P**<0.01 

(5)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產地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產地無顯著差異

(x2
=2.928，P=.570)。可見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產地，在家庭社經地位上並無差異(相關

資料如表4-31)。 

表4-31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產地交叉列聯表   

輕小說產地 
家庭社經地位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低 中 高 

日系代理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15 

16.3 

18.3% 

20 

15.7 

25.3% 

12 

15.1 

15.8% 

47 

47.0 

19.8% 

─ 

表 4-30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來源交叉列聯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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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小說產地 
家庭社經地位 

總計 
調整後殘差

比較結果 低 中 高 

調整後殘差 -.4 1.5 -1.1  

華文本土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10 

8.3 

12.2% 

.8 

7 

8.0 

8.9% 

-.5 

7 

7.7 

9.2% 

-.3 

24 

24.0 

10.1% 

 

─ 

兩者都看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57 

57.4 

69.5% 

-.1 

52 

55.3 

65.8% 

-1.0 

57 

53.2 

75.0% 

1.1 

166 

166.0 

70.0% 

 

─ 

總和 個數 82 79 76 237  

 期望個數 82.0 79.0 76.0 237.0  

x2
=2.928 

P=.570 

 P*<0.05,P**<0.01 

(6)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閱讀輕小說主題類型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主題類別無顯著差異 (相關資

料如表 4-32)。 

表 4-32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對輕小說主題類別交叉列聯表   

閱讀輕小說主題類別 
家庭社經地位 總計 x2

 

 

P 調整後

殘差比 低 中 高 

異世界

奇幻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36 

32.9 

43.9 

.9 

29 

31.7 

36.7% 

-.7 

30 

30.5 

39.5% 

-.1 

95 

95.0 

40.1% 

 

.884 .643  

日常 

玄幻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10 

15.2 

12.2% 

19 

14.7 

24.1% 

15 

14.1 

19.7% 

44 

44.0 

18.6% 

3.842 .146  

表 4-31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產地交叉列聯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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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輕小說主題類別 
家庭社經地位 總計 x2

 

 

P 調整後

殘差比 低 中 高 

調整後殘差 -1.5 1.5 .3  

未來 

科幻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21 

18.3 

25.6% 

.9 

16 

17.7 

20.3% 

-.6 

16 

17.0 

21.1% 

-.3 

53 

53.0 

22.4% 

 

.776 .679  

遊戲 

世界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16 

19.4 

19.5% 

-1.1 

26 

18.7 

32.9% 

2.4 

14 

18.0 

18.4% 

-1.3 

56 

56.0 

23.6% 

 

5.684 .058  

歷史 

故事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3 

3.5 

3.7% 

-.3 

3 

3.3 

3.8% 

-.2 

4 

3.2 

5.3% 

.5 

10 

10.0 

4.2% 

 

.303 .859  

格鬥 

戰爭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11 

11.8 

13.4% 

-.3 

10 

11.3 

12.7% 

-.5 

13 

10.9 

17.1% 

.8 

34 

34.0 

14.3% 

 

.712 .701  

戀愛 

情感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41 

33.9 

50.0% 

2.0 

29 

32.7 

36.7% 

-1.0 

28 

31.4 

36.8% 

-1.0 

98 

98.0 

41.4% 

 

3.868 .145  

校園 

生活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30 

29.1 

36.6% 

.3 

30 

28.0 

38.0% 

.6 

24 

26.9 

31.6% 

-.6 

84 

84.0 

35.4% 

 

.764 .682  

懸疑 

推理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21 

26.3 

25.6% 

26 

25.3 

32.9% 

29 

24.4 

38.2% 

76 

76.0 

32.1% 

2.890 .236  

表 4-32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對輕小說主題類別交叉列聯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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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輕小說主題類別 
家庭社經地位 總計 x2

 

 

P 調整後

殘差比 低 中 高 

調整後殘差 -1.5 -.2 1.4 

恐怖 

驚悚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16 

15.6 

19.5% 

.1 

17 

15.0 

21.5% 

.7 

12 

14.4 

15.8% 

-.9 

45 

45.0 

19.0% 

 

.849 .654  

趣味 

爆笑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20 

17.6 

24.4% 

.8 

18 

17.0 

22.8% 

.3 

13 

16.4 

17.1% 

-1.1 

51 

51.0 

21.5% 

 

1.352 .509  

耽美 

百合 

個數 

期望個數 

同地位比例 

調整後殘差 

8 

8.6 

9.8% 

-.3 

9 

8.3 

11.4% 

.3 

8 

8.0 

10.5% 

.0 

25 

25.0 

10.5% 

 

.114 .944  

 P*<0.05,P**<0.01 

 

4.4 閱讀滿意度分析   

 本節針對國中生閱讀輕小說的滿意度現況作分析，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受試者對

於閱讀滿意度的差異性。首先描述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滿意度現況統計結果，並依照

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不同性別國中生對閱讀滿意度的差異；再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

討不同語文程度、家庭社經背景國中生對對閱讀滿意度的差異。 

1.閱讀滿意度現況 

本小節介紹閱讀滿意度構面及題號的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資料。 

(1)閱讀滿意度構面分析 

 閱讀動機各構面及向度平均數、標準差、排序等統計資料如下表 4-4-1，閱讀滿

意度的兩個構面的平均數、標準差、排序等統計資料如下。整體而言，國中生閱讀輕

小說的總體滿意度平均為 3.66，高於平均值 3(1+2+3+4+5/5)，顯示整體閱讀滿意度偏

表 4-32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對輕小說主題類別交叉列聯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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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休閒娛樂」平均數(3.93)較高於內容特色(3.44)，顯示滿足休閒娛樂方面的期

待，是國中生閱讀輕小說最滿意的部分，相對「內容特色」中關於圖像排版的部分則

滿意度較低。 

 

表 4-33  閱讀滿意度構面現況摘要表    

構面 平均數(M) 標準差(SD) 題數 構面排序 

休閒娛樂 3.93 .857 4 1 

內容特色 3.44 .775 5 2 

整體閱讀滿意度 3.66 .743 9  

 

(2)閱讀滿意度量表各題項分析 

 由下表 4-34 可知，閱讀滿意度量表各題項，以「休閒娛樂」中的題項平均滿意度

最高，排名前四名依序為「故事內容與情節走向令我印象深刻」(3.99)、「閱讀輕小說

滿足我的休閒需求」(3.93)、「閱讀輕小說能讓我舒緩現實的壓力」(3.92)、「輕小說作

者的有趣設定與豐富創意激發了我的想像力」(3.90)。顯示閱讀輕小說本身所提供的娛

樂休閒及舒緩壓力功能最為國中生所看重。 

 而最低三名則為「閱讀輕小說讓我增進了語文程度」(3.24)、「輕小說排版設計佳、

品質優與價格實惠」(3.32)、「特典贈品或限量版滿足我的收藏慾望」(3.43)，顯示閱讀

輕小說的附加效果或產物較不為國中生所重視。 

 

表 4-34 閱讀滿意度各題號平均值、標準差及排序  

構面 
題

號 
題目 M SD 

M 值

排序 

休閒

娛樂 

1 閱讀輕小說滿足我的休閒需求 3.93 .947 2 

2 閱讀輕小說能讓我舒緩現實的壓力 3.92 .97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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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題

號 
題目 M SD 

M 值

排序 

 
3 

輕小說作者的有趣設定與豐富創意激發了我的

想像力 
3.90 .941 4 

4 故事內容與情節走向令我印象深刻 3.99 .930 1 

內容

特色 

5 輕小說是我傳遞友誼的媒介 3.55 .984 6 

6 輕小說排版設計佳、品質優與價格實惠 3.32 .957 8 

7 輕小說內容成為我和同儕之間的話題 3.67 .884 5 

8 特典贈品或限量版滿足我的收藏慾望 3.43 1.112 7 

9 閱讀輕小說讓我增進了語文程度 3.24 .968 9 

 

2.不同背景變項對閱讀滿意度差異分析 

本節以性別、語文程度以及家庭社經地位三個不同背景變項來探討國中生對於輕

小說的閱讀滿意度差異情形。以「獨立樣本t檢定」探討「性別」對閱讀動機的差異。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探討「語文程度」及「家庭社經地位」是否對閱讀

滿意度構面產生差異。 

 (1)不同性別對閱讀滿意度差異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滿意度無顯著差異(t=-1. 095，

P=.275)。可見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滿意度，在性別上並無差異(相關資料如表4-35)。 

   

表4-35 不同性別國中生閱讀滿意度t檢定摘要表   

構面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休閒娛樂 
男 

女 

80 

157 

3.86 

3.97 

.887 

.841 
-1.005 .316 

內容特色 男 80 3.37 .790 -1.000 .318 

表 4-34 閱讀滿意度各題號平均值、標準差及排序。(續) 

 



 

 82 

構面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女 157 3.48 .767 

整體閱讀滿意度 
男 

女 

80 

157 

3.59 

3.70 

.728 

.751 
-1.095 .275 

 P*<0.05,P**<0.01 

(2)不同語文程度對閱讀滿意度差異結果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對輕小說的閱讀滿意度有顯著差異。經由

Post hoc 事後檢定得知，「休閒娛樂」(F=7.122，P=.001)構面中，中、高語文程度者閱

讀滿意度均高於低語文程度者。其他構面閱讀滿意度則無明顯差異(相關資料如下表

4-36)。 

表4-36 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閱讀滿意度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語文 

程度 

描述性統計 ANOVA 
Post hoc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休閒娛樂 

低 12 3.23 .808 

7.122 .001 
高>低 

中>低 
中 183 3.91 .794 

高 42 4.24 1.003 

內容特色 

低 12 3.217 .770 

.549 .578 ─ 中 183 3.451 .705 

高 42 3.471 1.038 

整體閱讀 

滿意度 

低 12 3.222 .7713 

3.015 .051 ─ 中 183 3.656 .6853 

高 42 3.812 .9249 

 P*<0.05,P**<0.01 

(3)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對閱讀滿意度差異結果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滿意度無顯著差異

(F=.369，P=.692)。可見國中生輕小說的閱讀滿意度，在家庭社經地位上並無差異(相

表4-35 不同性別國中生閱讀滿意度t檢定摘要表(續)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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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料如表 4-37)。 

表4-37 不同家庭社經背景閱讀滿意度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家庭社

經地位 

描述性統計 ANOVA 
Post hoc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休閒娛樂 

低 82 3.86 .811 

.719 .488 ─ 中 79 3.93 .903 

高 76 4.02 .858 

內容特色 

低 82 3.400 .699 

.360 .698 ─ 中 79 3.501 .7859 

高 76 3.429 .846 

整體閱讀 

滿意度 

低 82 3.604 .688 

.369 .692 ─ 中 79 3.691 .771 

高 76 3.693 .777 

 P*<0.05,P**<0.01 

 

 

4.5 閱讀動機與閱讀滿意度的相關性   

 本節將進行閱讀動機對閱讀滿意度相關性的檢驗。為清楚國中生輕小說閱讀動機

與輕小說閱讀滿意度相關性以做為預先評估的依據，以閱讀動機的兩個構面為預測變

數(自變數)，閱讀滿意度為依變數，進行多元迴歸分析(採強迫進入變數法)，敘述如下。 

4.5.1 閱讀動機對閱讀滿意度之多元迴歸分析 

 列舉閱讀滿意度與內在需求閱讀動機、外在刺激動機的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統

計資料如下表 4-38。 

 

 

 



 

 84 

 

表 4-38 閱讀滿意度與內在需求動機、外在刺激動機之描述統計表。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閱讀滿意度 3.661 .743 237 

內在需求動機 3.852 .779 237 

外在刺激動機 3.438 .752 237 

 

並列舉閱讀動機兩構面與閱讀滿意度之間的雙變數簡單相關資料如下表 4-39。可

知內在需求動機對閱讀滿意度的相關.827 高於外在刺激動機對閱讀滿意度.720。 

 

表 4-39 閱讀滿意度與內在需求動機、外在刺激動機之簡單相關表  

  滿意度 內在閱讀動機 外在刺激動機 

閱讀滿意度 

Pearson 相關 1 .827** .720**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個數 237 237 237 

內部需求動機 

Pearson 相關 .827** 1 .667**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個數 237 237 237 

外在刺激動機 

Pearson 相關 .720** .667** 1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個數 237 237 237 

 

 列舉閱讀滿意度對內在需求動機、外在刺激動機的多元線性迴歸資料如下列諸

表。由表 4-40 可知，閱讀動機對閱讀滿意度的多元相關為.875，R 平方為.735，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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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滿意度的變異有 73.5%可以由閱讀動機解釋，不能解釋的部分為 26.5% 

表 4-40 模式摘要   

模式 R R 平方 
調整過

R 平方 

估計的 

標準誤 

變更統計量 

R 平方 

改變量 
F 改變 df1 df2 

顯著性

F 改變 

1 .857a .735 .733 .384 .735 324.95 2 234 .000 

a. 預測變數:(常數), 外在刺激動機, 內在需求動機 

b. 依變數: 閱讀滿意度 

  

由下表 4-41 迴歸摘要表可知 F 值為 324.949，P 值<.05 已達顯著水準，表示兩個預測變

數內在需求動機與外在刺激動機可以聯合預測依變項閱讀滿意度。即表示上表 R 平

方.735 代表閱讀滿意度的變異有 73.5%可由兩個閱讀動機構面來解釋，具有統計上的

意義。 

表 4-41 迴歸摘要表- 1    

模式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1 

迴歸 95.861 2 47.931 324.949 .000b 

殘差 34.515 234 .148   

總數 130.376 236    

a. 依變數: 閱讀滿意度 

b. 預測變數:(常數), 外在刺激動機, 內部需求動機 

 

 由下表 4-42 迴歸係數表可看出，內在需求動機 t 值 13.848，P 值<.05，外在刺激

動機 t 值 6.721，P 值<.05 都達顯著水準，所以兩者對閱讀滿意度皆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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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迴歸係數表-1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相關 

B之估

計值 

標準

誤差 
Beta分配   零階 偏 部分 

1 

常數 .332 .133  2.495 .013    

內在需

求動機 
.597 .043 .625 13.848 .000 .827 .671 .466 

外在刺

激動機 
.300 .045 .303 6.721 .000 .720 .402 .226 

 

4.5.2 閱讀動機各構面對閱讀滿意度之多元迴歸分析 

 以下就閱讀動機的兩個構面內在需求動機與外在刺激動機與樂度滿意度間另作

迴歸分析法，逐步分析如下。 

 如下表4-43，模式1的內在需求動機與閱讀滿意度相關.827較外在刺激動機.720為

高(見表4-43)，所以先進入，得到F值為509.053、P<.05，表示內在需求動機對閱讀滿意

度的預測已達顯著水準。模式2的內在需求動機與外在刺激動機都進入後，得到F值為

324.949、P<.05，表示兩者對閱讀滿意度的預測力都達顯著水準。 

 

表4-43 迴歸摘要表-2   

模式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1 

迴歸 89.199 1 89.199 509.053 .000b 

殘差 41.178 235 .175   

總數 130.376 236    

2 

迴歸 95.861 2 47.931 324.949 .000C 

殘差 34.515 234 .148   

總數 130.376 236    

a. 依變數: 滿意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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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預測變數:(常數), 內在需求動機 

c. 預測變數:(常數), 外在刺激動機, 內在需求動機 

  

從下列迴歸係數表4-44的模式1、2比較可得知，模式1的t值22.562、P值<.05，表示

自變數內在需求動機對閱讀滿意度的預測利已達顯著水準。模式2的自變數內在需求

動機與外在刺激動機都進入後，兩者t值分別為13.848與6.721，P值均<.05，表示兩者對

閱讀滿意度的預測力也都達顯著水準。 

 

表4-44 迴歸係數表-2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相關 

B之估

計值 

標準

誤差 
Beta分配   零階 偏 部分 

1 

常數 .620 .138  4.505 .000    

內在需

求動機 
.790 .035 .827 22.562 .000 .827 .827 .827 

2 

常數 .332 .133  2.495 .013    

內在需

求動機 
.597 .043 .625 13.848 .000 .827 .671 .466 

外在刺

激動機 
.300 .045 .303 6.721 .000 .720 .402 .226 

 

因為外在刺激動機與閱讀滿意度相關.720低於內在需求動機與閱讀滿意度相

關.827(見表4-45)，所以內在需求動機第一步進入迴歸方程式時，先排除外在刺激動機

因素，但因外在刺激動機t值6.721、P<.05，第二步仍對閱讀滿意度進行處理。排除的

變數如下表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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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5 排除變數表   

模式 Beta分配 t 顯著性 偏相關 
共線性統計量 

允差 

1 
外在刺激

動機 
.303b 6.721 .000 .402 .556 

a. 依變數: 滿意總和 

b. 預測變數:(常數), 內在需求動機  

 

 由下列模式摘要表4-46可知，內在需求動機對閱讀滿意度的多元相關為.827，R平

方為.684，所以閱讀滿意度的變異有68.4%可以由內在需求動機來預測。而內在需求動

機與外在刺激動機都能預測閱讀滿意度，兩個預測變數下R平方為.735，所以預測力為

73.5%，其中68.4%為內在需求動機的的個別效果，5.1%(73.5%-68.4%)為外在刺激動機

的個別效果，所以內在需求動機的預測力較大。 

 

表4-46模式摘要表  

模

式 
R R 平方 

調整過

R 平方 

估計的 

標準誤 

變更統計量 

R 平方 

改變量 
F 改變 df1 df2 

顯著性

F 改變 

1 .827a .684 .683 .419 .684 509.05 1 235 .000 

2 .857b .735 .733 .384 .735 324.95 2 234 .000 

a. 預測變數:(常數), 內在需求動機 

b. 預測變數:(常數), 外在刺激動機, 內在需求動機 

 

 

4.6 研究假設檢驗結果 

根據資料的分析結果，進行研究假設檢定，本研究的假設驗證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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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1：不同人口背景變項的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動機有顯著差異。結果如下

表 4-47 所示： 

表 4-47 研究假設驗證表─假設 1 閱讀動機部分   

項目 假設內容 驗證情形 

1-1 不同「性別」國中生，對於輕小說閱讀動機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1-2 不同「語文能力」國中生，對於輕小說閱讀動機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1-3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國中生，對於輕小說閱讀動機有顯著差

異。 
不成立 

 

假設 2：不同人口背景變項的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行為有顯著差異。結果如下

表 4-48 所示： 

表 4-48 研究假設驗證表─假設 2 閱讀行為部分   

項目 假設內容 驗證情形 

2-1 不同「性別」國中生，對於輕小說閱讀行為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2-2 不同「語文能力」國中生，對於輕小說閱讀行為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2-3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行為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假設 3：不同人口背景變項的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滿意度有顯著差異。結果如

下表 4-49 所示： 

表 4-49 研究假設驗證表─假設 3 閱讀滿意度部分   

項目 假設內容 驗證情形 

3-1 不同「性別」國中生，對於輕小說閱讀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3-2 不同「語文能力」的國中生，對於輕小說閱讀動機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3-3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國中生，對輕小說閱讀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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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4：不同閱讀動機的國中生輕小說讀者，對閱讀滿意度有預測效益。結果如下表

4-50 所示： 

 

表 4-50 研究假設驗證表─假設 4 閱讀動機對閱讀滿意度的相關性 

項目 假設內容 驗證情形 

4 不同「閱讀動機」國中生，對於輕小說閱讀滿意度有預測效益。 部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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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於查知閱讀輕小說國中生的人口背景資料，如性別、語文程度與家

庭社經背景，以及了解人口背景資料與輕小說的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滿意度的

差異等面向，並試圖探討閱讀動機對閱讀滿意度是否有預測效益。 

 得到研究假設驗證與否的結果後，能得知國中生輕小說讀者的想法，能針對其閱

讀動機、閱讀行為、閱讀滿意度加以分析，進一步對相關出版業者以及親職師長給予

建議，除出版更貼近讀者需求的輕小說外，也讓輕小說的接受度及評價更加提升。 

 

5.1 研究結論 

 本節依照第四章的研究結果分析，將重要結果列舉如下。 

1. 閱讀動機現況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中生閱讀動機的「內在需求」面相大於「外在需求」面相，向

度依序是「休閒享樂」、「圖像設計」、「社交認可」及「外界引導」。顯示國中生閱讀

輕小說的動機多出自娛樂享受，屬於自發性的閱讀，受到外界推薦、引導的推動力較

薄弱。 

2. 閱讀行為現況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中生閱讀行為多屬於課餘的休閒閱讀需求，過於沉迷的比例並

不高(每天閱讀者佔 11.8%，每週閱讀 5 小時以上佔 4.2%，每月 8 本以上佔 8.4%)，過

半數國中生都是數天以上才看一次，每天不超過半小時，每週不超過一本。過半數讀

者閱讀自行購買或家人購買的輕小說，顯示輕小說對讀者而言有極大的收藏吸引力。

最受歡迎的主題類別則是「戀愛情感」、「異世界奇幻」、「校園生活」，顯示輕小說雖

帶有幻想元素，但讀者依舊喜歡貼近生活的情節。 

3. 閱讀滿意度現況 

本研究結果顯示閱讀滿意度「休閒娛樂」比重大於「內容特色」，表示閱讀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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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心體驗更勝於外界引導、書本設計。 

4. 不同背景變項對閱讀動機差異狀況 

 本研究結果顯示「語文程度」因素對「整體閱讀」、「內在需求」以及「休閒享受」

構面均有顯著差異。「性別」及「家庭社經地位」因素則對國中生輕小說閱讀動機無

明顯差異。整體而言，高語文程度者的閱讀動機主要為滿足休閒娛樂的需求，明顯較

低語文程度者強烈。 

5. 不同背景變項對閱讀行為差異狀況 

本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因素對於國中生輕小說「閱讀來源」以及「小說產地」

造成明顯差異，女性讀者「向圖書館借閱」比例明顯高於男性，男性則於「向朋友同

學借閱」比例明顯高於女性。此現象亦符合近年關於青少年閱讀的調查(國家圖書館，

2014)，而男性則多開口向身邊友人借閱。男性讀者閱讀「日系代理」輕小說明顯較多，

女性則偏向「兩者皆看」。研究者推測男性讀者較容易因動畫、電玩影響而閱讀相關

輕小說，而女性則純就內容選擇，故不受限於輕小說的產地。 

不同「語文程度」國中生的輕小說閱讀行為於「小說產地」有顯著差異，低語文

程度者明顯多閱讀「本土華文」輕小說，中高語文程度者則明顯偏向「兩者皆看」 

「家庭社經地位」因素對國中生輕小說閱讀行為則無明顯差異，表示輕小說能跨

越先天家庭社經地位的障礙(親子天下，2011)，從推動閱讀的角度來看，是一個有利

於低家庭社經地位子女的閱讀媒材。 

6. 不同背景變項對閱讀滿意度差異狀況 

本研究結果顯示「語文程度」因素對國中生對於輕小說閱讀滿意度的「休閒娛樂」

構面有明顯差異，中、高語文程度國中生的「休閒娛樂」滿意度明顯高於低語文程度

者。「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因素國中生對於輕小說的閱讀滿意度無明顯差異。 

7. 閱讀動機對閱讀滿意度相關性 

 本研界結果顯示內在閱讀動機對閱讀滿意度的相關性達 68.4%，外在刺激動機則

為 5.1%，顯示因內在需求而主動閱讀帶來的滿意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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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建議 

1. 對家長及教育者的建議 

依照相關調查，推廣閱讀主要的困境，主因仍由課業壓力過高，壓縮國中生休閒

時間所導致(黃俊璋等，2007)，國中生閱讀輕小說而非家長們所期待的經典文學，主

要動機仍是為了休閒享受，家長以及教育相關人員不需過於緊張，即使不看輕小說，

國中生可能看漫畫取代閱讀需求，也可能乾脆玩手機、電腦等 3C 產品，相較之下，

輕小說本身內容與一般小說並無明顯差異，只不過多了動漫風格的封面設計，本質上

與圖書館的武俠、科幻、推理小說並無二致，何必為此而貶低甚至剝奪他們的選擇，

進一步抹煞萌芽的閱讀樂趣呢？不如從而引導，推薦好的輕小說文本，等閱讀的興趣

與習慣養成之後，進一步自然能開拓閱讀的視野，接觸更多更有深度的經典。 

且由前述結果顯示，輕小說可跨越性別、家庭社經地位的先天不利限制，故對於

原本家庭文化資本相對不利的國中生而言，輕小說極適合做為入門的閱讀讀本，貼近

青少年心理以及風格的詞彙，能引起他們的認同，無形之中達到推動閱讀的效果。故

學校及地方圖書館，不妨採購適合的輕小說書系，讓沒有資源購買書籍的國中生也能

享受閱讀的樂趣，讓閱讀的火光能普遍照亮每個角落。 

2. 對出版相關業者的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59.9%國中生閱讀的輕小說乃是自行購買或家人購買，代表輕

小說讀者群購買喜歡書籍的意願頗高，即便青少年的經濟力尚低，但購買周邊商品的

意願卻超乎一般認知，且當這些國高中讀者群逐漸步入社會，逐漸擁有獨立自主的機

濟能力時，爆發的購買力更不容小覷，如國內耐斯王子飯店配合國內輕小說作家御我

所推出的輕小說《吾命騎士》、《1/2 王子》主題房型，推出後廣受書迷喜愛，話題更

延燒至海外(葉一蕾，2016)。也無怪乎各家出版社都卯足全力舉辦徵文比賽挖掘明日

之星的輕小說作家。 

國中生選擇的輕小說主題類型與相關研究相近，依序是「戀愛情感」、「異世界奇

幻」及「校園生活」(葉一蕾，2016)，但「懸疑推理」、「恐怖驚悚」以及「趣味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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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類總和亦有超過 50%的讀者喜愛，顯示輕小說豐富多元的內容仍十分具有發展的

空間，這三類主題型原本就有推理小說、驚悚怪談以及漫畫等廣大讀者的支持，若能

找到適合的畫師搭配，應能取得不錯成績。 

對出版社以及知名度較低的作者而言，採用輕小說的形式出版，其實是不錯的行

銷策略，意圖以精美的封面、插圖吸引消費者的注意而增加購買的慾望(李世淳，2012；

謝雅安，2015)。然而根據本研究的結果顯示，真正讓讀者滿意的還是閱讀文本本身內

容的娛樂性、豐富性，就像一道精美的料理，食材本身才是菜餚美味可口的關鍵，佐

料、料理手法僅是提味而已；輕小說的設計亦是如此，畢竟輕小說多為商業性的系列

作品，有好的畫師相助，對精彩的故事有畫龍點睛之效，能提升開頭集數銷量，但若

是輕小說本身內容乏善可陳，也不足以讓讀者支持購買整個系列的輕小說文本。 

3. 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測得受試者閱讀動機等各方面資料，但受限於研究工具，

無法深入了解受試者內心的更深層的想法與感受，建議將來的相關研究者，加入深入

訪談的質性研究方法，能更了解一般讀者與輕小說重度讀者欣賞角度的差異為何？對

於媒介或訊息是否有選擇性？施測問卷時對於閱讀行為是否因為怕被責罰而有所保

留？是否達到閱讀成癮？對於閱讀認知策略的助益與否？與教育從業者關注的語文

能力是否有正相關？為輕小說的研究提供更完善的資料。 

 而「語文程度」背景變項，本研究採用受試者自評的方法會有不夠客觀的疑慮，

後續研究者可採取可靠相關的檢定方法，讓評量數據更加準確。 

 另外針對「性別」背景變項，本研究結果女性讀者閱讀懸疑推理類輕小說的比例

顯著高於男性讀者，與國外 8 至 14 歲年齡青少年閱讀研究結果，男性以邏輯推理見

長，女性則以語文較佳的結論略有不同，是因為與國中生年齡上略有不同、發展差異

所導致？抑是因語文程度較佳，較能理解文字敘述中的邏輯推理而得到樂趣？這也是

後續研究者可以試著釐清的課題。 

 最後，輕小說既然已經成為所謂「ACGN」動漫產業密不可分的一環(郗浩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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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但研究者因為對其他產業的認知了解不足，無法做相關的研究設計，若後續研

究者若能針對動畫(A，animation 的縮寫)、漫畫(C，comic 的縮寫)以及遊戲(G，game

的縮寫)做通盤的研究，相信能更真切的了解輕小說對於青少年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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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中生輕小說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滿意度研究—以嘉義市為例」

預試問卷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填答說明：請依你的狀況在□中打勾即可。 

                                                             

1.性別：□男   □女 

2.你之前是否翻閱過「輕小說」內容？ □否   □是 

3.你認為自己的語文程度如何？ □差  □中等 □好  

4.父親教育程度  □國中   □高中職   □技職專科    

                □技術學院或大學   □研究所或以上 

  母親教育程度  □國中   □高中職   □技職專科    

                □技術學院或大學   □研究所或以上 

 

親愛的同學，你好： 

  感謝你在課業之餘填答這份問卷，這份問卷主要是為了瞭解嘉義區國中生對於閱讀輕小說的

閱讀動機與行為。一般而言，輕小說是指以日式動漫風格的封面(如附圖下)，結合人物設定與內頁，

供青少年為主要閱讀對象的小說，往往結合了動漫或電玩元素，也常順勢動畫化或電影化，甚至

推出電玩遊戲，例如日本譯作「灼眼的夏娜」、「涼宮春日系列」、「刀劍神域」、「哥布林殺手」，或

台灣本土作家的「妖怪公館的新房客」、「吾命騎士」等，皆屬於輕小說的範疇。 

  本問卷所有資料僅供學術研究用，內容絕對保密，亦不會挪作他用，請你放心依照實際狀況

作答。你的填答狀況對於本研究十分重要，請耐心仔細作答，非常感謝你的配合與幫忙！祝 

學業進步，生活愉快！ 

                                    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楊聰仁 博士  

   《刀劍神域》與《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封面                研究生：  羅為仁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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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父母親職業  

  父親職業代碼 □A  □B  □C  □D  □E  其他                  (請自行敘述) 

  母親職業代碼 □A  □B  □C  □D  □E  其他                  (請自行敘述) 

 

A類 B類 C類 D類 E類 

待業中 

家庭主婦 

職業訓練中、學徒 

工地、工廠工人 

固定、流動攤販 

臨時工、清潔工 

傭工、服務生 

佃農(無耕地) 

警衛、管理員 

鐘點約聘人員 

水電技工 

小店零售主、店員 

自耕農(自有耕地) 

駕駛、司機 

廚師、烘焙師 

美容師、美髮師 

軍職士官 

工頭、領班 

推銷員、業務員 

貨運、郵差 

技術人員 

基層公務員 

公司行政人員 

銀行行員 

批發代理商、包商 

尉級軍官 

警察、消防隊員 

土地代書、會計員 

醫療從業、護理師 

民間教育業者 

中小學校長教師 

會計師 

醫技醫檢、護理長 

設計師、建築師 

中階公務人員 

公司經理人員 

警官、消防隊長 

校級軍官 

作、畫家、音樂家 

記者、民意代表 

大專院校教師 

牙醫師、醫師 

律師、檢察官、法官 

主管級公務人員 

董事長、總經理 

將級軍官 

部會首長 

中央民意代表 

科技研發人員 

 

【第二部分：閱讀動機】 

填答說明：本部分在於了解你對於輕小說的閱讀動機，請以你的狀況，在題目右側的

□內打勾。 

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普通，4代表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 

 
                                                           非           
                                                           常          非 
                                                           不 不       常 
                                                           同 同 普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1  2  3  4  5  

1.輕小說的書名、標題就讓我覺得生動有趣，有一探究竟的慾望   □ □ □ □ □ 

2.看同儕閱讀，會引發我對書中內容的好奇                     □ □ □ □ □ 

3.閱讀輕小說能為我帶來一段輕鬆美好的時光                   □ □ □ □ □  

4.閱讀輕小說能讓我暫時忘掉課業或生活的壓力                 □ □ □ □ □ 

5.閱讀輕小說時我會為故事內容感到喜悅                       □ □ □ □ □ 

6.閱讀完故事後，我還不時會回想到裡面的情節                 □ □ □ □ □ 

7.故事還未終結時，會期待續集趕快推出而逛書店、注意相關訊息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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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先看過相關的動漫或電玩後，我會想知道角色的其他故事而閱讀輕小說                

                                                           □ □ □ □ □ 

9.我因喜歡該作家的作品以及風格而期待閱讀他後來的輕小說新作 □ □ □ □ □ 

10.我喜歡畫師的畫風以及人物設定而閱讀輕小說                □ □ □ □ □ 

11.封面上這些作畫精緻的人物吸引我去閱讀他們的故事          □ □ □ □ □ 

12.我想知道裡面還有什麼漂亮的繪圖、插畫                    □ □ □ □ □ 

13.我會因為折扣優惠或特典贈品精美超值而購買輕小說          □ □ □ □ □ 

14.喜歡同一部輕小說讓我覺得可增進同學彼此的認同            □ □ □ □ □ 

15.分享交換好看的輕小說情報可以增添同學間的話題及增進友誼  □ □ □ □ □ 

16.同儕朋友喜歡自己推薦的輕小說，會讓我有成就感            □ □ □ □ □ 

17.我是為了閱讀會增進語文能力而閱讀輕小說                  □ □ □ □ □ 

18.我會因為同儕朋友的推薦而閱讀輕小說                      □ □ □ □ □ 

19.我會因為父母師長或兄姊的推薦而閱讀輕小說                □ □ □ □ □ 

20.我會因為網路或書評的推薦而閱讀輕小說                    □ □ □ □ □  

  

【第三部分：閱讀行為】 

填答說明：本部分是為了解你現下閱讀輕小說狀況的「閱讀行為」，請你依照目前的

閱讀習慣，在選項之前的□打勾。 

 

1.請問你閱讀輕小說頻率大概多久一次呢？ 

  □每天   □兩三天   □一個星期   □二到三星期   □一個月以上 

2.請問你每周看輕小說的時數約多少？ 

  □少於 0.5小時  □ 0.5至 1小時  □ 1至 3小時 □ 3到 5小時 □ 5小時以上 

3.請問你每月閱讀輕小說的冊數約為多少本？  

  □少於 1本   □ 1至 2本   □ 3至 4本   □ 5至 8本   □ 8本以上 

4.請問你所閱讀的輕小說來源為何？ 

  □自行或家人購買   □圖書館借閱    □朋友借閱    

  □坊間租賃         □電子書        □網路盜版  

5.你大多閱讀日系或是台灣本土作家的輕小說作品呢？   

  □日系代理   □華文本土   □不管來源，好作品就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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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請問你喜歡的輕小說主題類別為何？  可複選 3項  

□異世界奇幻  □日常玄幻    □未來科幻   □遊戲世界   □歷史故事    

□格鬥戰爭    □戀愛情感    □校園生活   □懸疑推理   □恐怖驚悚    

□趣味爆笑    □耽美百合 

 

【第四部分：閱讀滿意度】 

填答說明：本部分是為瞭解你閱讀輕小說後，針對整體內容是否滿意而作的調查，請

根據你的情況在題目右側□內打勾。1代表非常不滿意，2 代表不滿意，3 代表普通，

4代表滿意，5代表非常滿意。 

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普通，4代表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 

 
                                                           非           
                                                           常          非 
                                                           不 不       常 
                                                           同 同 普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1  2  3  4  5  

1.閱讀輕小說滿足我的休閒需求                               □ □ □ □ □ 

2.閱讀輕小說能讓我舒緩現實的壓力                           □ □ □ □ □ 

3.輕小說作者的有趣設定與豐富創意激發了我的想像力           □ □ □ □ □ 

4.輕小說的封面及內頁繪製風格十分吸引我                     □ □ □ □ □ 

5.輕小說內容成為我和同儕之間的話題                         □ □ □ □ □ 

6.輕小說是我傳遞友誼的媒介                                 □ □ □ □ □                          

7.輕小說排版設計佳、品質優與價格實惠                       □ □ □ □ □ 

8.故事內容與情節走向令我印象深刻                           □ □ □ □ □ 

9.特典贈品或限量版滿足我的收藏慾望                         □ □ □ □ □ 

10.閱讀輕小說讓我增進了語文程度                            □ □ □ □ □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你的作答，為確保問卷的有效性，也請你簡單回顧一下，是

否有疏漏之處，感謝你的配合！你的資料將使本研究順利進行。  祝 

身體健康，學業順利！               

                                           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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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中生輕小說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滿意度研究—以嘉義市為例」

正式問卷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填答說明：請依你的狀況在□中打勾即可。 

                                                             

1.性別：□男   □女 

2.你之前是否翻閱過「輕小說」內容？ □否   □是 

3.你認為自己的語文程度如何？ □差  □中等 □好  

4.父親教育程度  □國中   □高中職   □技職專科    

                □技術學院或大學   □研究所或以上 

  母親教育程度  □國中   □高中職   □技職專科    

                □技術學院或大學   □研究所或以上 

親愛的同學，你好： 

  感謝你在課業之餘填答這份問卷，這份問卷主要是為了瞭解嘉義區國中生對於閱讀輕小說的

閱讀動機與行為。一般而言，輕小說是指以日式動漫風格的封面(如附圖下)，結合人物設定與內頁，

供青少年為主要閱讀對象的小說，往往結合了動漫或電玩元素，也常順勢動畫化或電影化，甚至

推出電玩遊戲，例如日本譯作「灼眼的夏娜」、「涼宮春日系列」、「刀劍神域」、「哥布林殺手」，或

台灣本土作家的「妖怪公館的新房客」、「吾命騎士」等，皆屬於輕小說的範疇。 

  本問卷所有資料僅供學術研究用，內容絕對保密，亦不會挪作他用，請你放心依照實際狀況

作答。你的填答狀況對於本研究十分重要，請耐心仔細作答，非常感謝你的配合與幫忙！祝 

學業進步，生活愉快！ 

                                    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楊聰仁 博士  

   《刀劍神域》與《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封面                研究生：  羅為仁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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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父母親職業  

  父親職業代碼 □A  □B  □C  □D  □E  其他                 (請自行敘述) 

  母親職業代碼 □A  □B  □C  □D  □E  其他                 (請自行敘述) 

 

A 類 B 類 C 類 D 類 E 類 

待業中 

家庭主婦 

職業訓練中、學徒 

工地、工廠工人 

固定、流動攤販 

臨時工、清潔工 

傭工、服務生 

佃農(無耕地) 

警衛、管理員 

鐘點約聘人員 

水電技工 

小店零售主、店員 

自耕農(自有耕地) 

駕駛、司機 

廚師、烘焙師 

美容師、美髮師 

軍職士官 

工頭、領班 

推銷員、業務員 

貨運、郵差 

技術人員 

基層公務員 

公司行政人員 

銀行行員 

批發代理商、包商 

尉級軍官 

警察、消防隊員 

土地代書、會計員 

醫療從業、護理師 

民間教育業者 

中小學校長教師 

會計師 

醫技醫檢、護理長 

設計師、建築師 

中階公務人員 

公司經理人員 

警官、消防隊長 

校級軍官 

作、畫家、音樂家 

記者、民意代表 

大專院校教師 

牙醫師、醫師 

律師、檢察官、法官 

主管級公務人員 

董事長、總經理 

將級軍官 

部會首長 

中央民意代表 

科技研發人員 

 

【第二部分：閱讀動機】 

填答說明：本部分在於了解你對於輕小說的閱讀動機，請以你的狀況，在題目右側的

□內打勾。 

1 代表非常不同意，2 代表不同意，3 代表普通，4 代表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 

 
                                                           非           
                                                           常          非 
                                                           不 不       常 
                                                           同 同 普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1  2  3  4  5  

1.輕小說的書名、標題就讓我覺得生動有趣，有一探究竟的慾望   □ □ □ □ □ 

2.閱讀輕小說能為我帶來一段輕鬆美好的時光                   □ □ □ □ □  

3.閱讀輕小說能讓我暫時忘掉課業或生活的壓力                 □ □ □ □ □ 

4.閱讀輕小說時我會為故事內容感到喜悅                       □ □ □ □ □ 

5.閱讀完故事後，我還不時會回想到裡面的情節                 □ □ □ □ □ 

6.故事還未終結時，會期待續集趕快推出而逛書店、注意相關訊息 □ □ □ □ □  



 

 108 

7.先看過相關的動漫或電玩後，我會想知道角色的其他故事而閱讀輕小說                

                                                           □ □ □ □ □ 

8. 我喜歡畫師的畫風以及人物設定而閱讀輕小說                □ □ □ □ □ 

9. 封面上這些作畫精緻的人物吸引我去閱讀他們的故事          □ □ □ □ □ 

10.我想知道裡面還有什麼漂亮的繪圖、插畫                    □ □ □ □ □ 

11.喜歡同一部輕小說讓我覺得可增進同學彼此的認同            □ □ □ □ □ 

12.分享交換好看的輕小說情報可以增添同學間的話題及增進友誼  □ □ □ □ □ 

13.同儕朋友喜歡自己推薦的輕小說，會讓我有成就感            □ □ □ □ □ 

14.我會因為同儕朋友的推薦而閱讀輕小說                      □ □ □ □ □ 

15.我是為了閱讀會增進語文能力而閱讀輕小說                  □ □ □ □ □ 

16.我會因為父母師長或兄姊的推薦而閱讀輕小說                □ □ □ □ □ 

17.我會因為網路或書評的推薦而閱讀輕小說                    □ □ □ □ □  

  

【第三部分：閱讀行為】 

填答說明：本部分是為了解你現下閱讀輕小說狀況的「閱讀行為」，請你依照目前的

閱讀習慣，在選項之前的□打勾。 

 

1.請問你閱讀輕小說頻率大概多久一次呢？ 

  □每天   □兩三天   □一個星期   □二到三星期   □一個月以上 

2.請問你每周看輕小說的時數約多少？ 

  □少於 0.5 小時  □ 0.5 至 1 小時  □ 1 至 3 小時 □ 3 到 5 小時 □ 5 小時以上 

3.請問你每月閱讀輕小說的冊數約為多少本？  

  □少於 1 本   □ 1 至 2 本   □ 3 至 4 本   □ 5 至 8 本   □ 8 本以上 

4.請問你所閱讀的輕小說來源為何？ 

  □自行或家人購買   □圖書館借閱    □朋友借閱    

  □坊間租賃         □電子書        □網路盜版  

5.你大多閱讀日系或是台灣本土作家的輕小說作品呢？   

  □日系代理   □華文本土   □不管來源，好作品就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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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請問你喜歡的輕小說主題類別為何？  可複選 3 項  

□異世界奇幻  □日常玄幻    □未來科幻   □遊戲世界   □歷史故事    

□格鬥戰爭    □戀愛情感    □校園生活   □懸疑推理   □恐怖驚悚    

□趣味爆笑    □耽美百合 

 

【第四部分：閱讀滿意度】 

填答說明：本部分是為瞭解你閱讀輕小說後，針對整體內容是否滿意而作的調查，請

根據你的情況在題目右側□內打勾。1 代表非常不滿意，2 代表不滿意，3 代表普通，

4 代表滿意，5 代表非常滿意。 

1 代表非常不同意，2 代表不同意，3 代表普通，4 代表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 

 
                                                           非           
                                                           常          非 
                                                           不 不       常 
                                                           同 同 普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1  2  3  4  5  

1.閱讀輕小說滿足我的休閒需求                               □ □ □ □ □ 

2.閱讀輕小說能讓我舒緩現實的壓力                           □ □ □ □ □ 

3.輕小說作者的有趣設定與豐富創意激發了我的想像力           □ □ □ □ □ 

4.故事內容與情節走向令我印象深刻                           □ □ □ □ □ 

5.輕小說是我傳遞友誼的媒介                                 □ □ □ □ □                          

6.輕小說排版設計佳、品質優與價格實惠                       □ □ □ □ □ 

7.輕小說內容成為我和同儕之間的話題                         □ □ □ □ □ 

8.特典贈品或限量版滿足我的收藏慾望                         □ □ □ □ □ 

9.閱讀輕小說讓我增進了語文程度                             □ □ □ □ □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你的作答，為確保問卷的有效性，也請你簡單回顧一下，是

否有疏漏之處，感謝你的配合！你的資料將使本研究順利進行。  祝 

身體健康，學業順利！               

                                           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