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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運用行動研究的方式，探討利用集中識字教學進行國小一年級

閱讀之課程規劃與實施教學的歷程中所遇到的問題，找到解決的方案並及時修

正，提升識字成效，並希望藉由識字教學課程的實施，提升學生的識字量，讓

學生能提高閱讀的流暢度及閱讀理解能力。本研究以研究者所任教的一年級之

十一位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課程規劃及教學歷程和課後教學省思等資料加以

分析，並以教育部常用字頻表於實施教學前後進行識字量的前後測，分析結

果。歸納本研究所獲得的結論如下： 

一、利用集中識字教學確實可以提升國小低年級學童的識字量。 

二、活潑多元的教學設計可以提升學生閱讀的興趣。 

三、提升學童的識字量，對學生的閱讀動機與自信心有幫助。 

    最後依照結果，對低年級老師、學校及未來研究者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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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the concentrated literacy teaching in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reading 

implementation to the first-grade students of elementary school by carrying out the 

method of action research. The anticipation is to find the solutions to problems so that 

amendments can be made in time to enhance the literacy effect.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iteracy teaching curriculum, students' vocabularies will be 

increased so that their reading skills as well as comprehension will be improved too. 
This study takes 11 first-year students taught by the researcher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data collected through curriculum planning, teaching process and after-school 

teaching reflection are analyzed. The common vocabulary table us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 conducted for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use of concentrated literacy teaching can indeed improve the literacy of primary 

level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2. Lively and diversified design of teaching can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s in reading. 

3. It is helpful in terms of raising students’ reading motivation and building up self-

confidence once their literacy are improved. 

In addition,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in the end of the search for the primary 

level teachers, elementary schools and those who would like to conduct relevant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words: Vocabulary, Newspaper Reading, Picture Books, Concentrated Literac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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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運用行動研究的方式，探討利用集中識字教學進行國小一年級

之繪本及國語日報文章閱讀以提升識字量之教學規劃與實施歷程。本章共分四

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第二節依據背景與動機擬定相關研究目

的及研究問題；第三節為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第四節說明重要

名詞解釋及研究範圍、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閱讀素養一直是國際上重視的關鍵能力，而國內教育部推動閱讀教育已行之

有年，尤其大量識字是低年級孩子首要的學習目標，閱讀可以幫助孩子增加識字

量，識字是語文學習的基礎，識字也是打開閱讀和寫作寶庫的一把金鑰匙，因此，

孩子從閱讀中不但可以學到新知識、建立良好的品格，更能儲備未來的競爭力。

最重要的是，培養閱讀素養需要長時間的累積，孩子要先有閱讀的能力、喜歡閱

讀、享受閱讀，閱讀才能變成他們的學習工具。 

    學習注音是進入文字領域的第一道門，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之實施要點中「注音符號」教學原則之規定，注音符

號應於國小第一學年前 10 週，採綜合教學法進行教學。注音符號是抽象的符號，

少數學生容易產生混淆。而結束十週的注音符號教學後，進入國字的教學，原本

注音符號程度較弱的學生，配合國字學習，反而同時提升了注音符號的能力，注

音符號變成識字的輔助工具，也能利用國字鞏固注音符號的學習。而學習語言文

字的黃金時期便是國小時期，藉由識字，教導孩子認清字型、讀準字音、了解字

義、寫出正確端正的字並懂得學以致用進而提升閱讀的成效和語文的水準。識字



 

2 
 

是語文學習的基礎工程；閱讀的起點是口語及聆聽，透過識字量的逐漸增加，開

始擴展閱讀的可行性。隨著詞彙、背景知識、推論、理解與記憶等能力的養成，

孩子才足以稱為具備閱讀理解能力。 

    研究者在任教班級內發現，開學近一個月，即使每個孩子桌上都貼著大而顯

眼的桌牌，但是有些孩子在幫忙發簿本的時候，仍然不認得同學的名字；以及每

天出現在黑板上的「星期○」，孩子說不出「星」和「期」的讀音。可見這些每天

見到的字，不經過特別的學習，並沒有進到孩子的長期記憶裡。識字要從認字開

始，因此興起想要做幫助學生認字、識字的研究。此外，早自習的晨光閱讀時間，

很多孩子在閱讀時，只是翻翻書本，看一看圖片，並沒有仔細閱讀故事的脈絡發

展，另我感到非常可惜。此外，孩子的學習與日常生活、文化刺激、家庭背景有

關，對於研究者所在南投縣偏鄉的孩子，和都市的小孩相較之下，有些孩子所處

家庭的文化資本相對低下，缺乏各種書籍的文化刺激和多元豐富的學習資源，因

此，除了國語課本的文本之外，提供更多的繪本、報紙等課外教材和課外讀物，

更能增加偏鄉學生的文化刺激。識字是閱讀的核心，也是閱讀理解活動重要的基

礎，識字能力好，閱讀理解度就越高；識字量大的孩子能自主讀題、答題，在完

成功課或測驗時，答題的速度較快，題意的理解能力也較強，而識字量較少的孩

子，做功課時仍需要家長逐一讀題、解釋其題意。不同能力的學生有不同學習進

度，閱讀能力好的學生因為自主學習而提高閱讀質量。反觀閱讀能力差的學生則

因「馬太效應」（Mattew effects）（Stanovich,1986），即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而

導致閱讀能力好的愈好，閱讀能力弱的愈弱。識字本身包括字形辨認（letter 

recognition），字音辨讀（phonetic recognition）及字義搜尋（semantic encoding）

（Perffetti,1984；引自柯華崴，1993）。讀者必須訓練文字解碼（letter decoding）

的策略，讓解碼過程成為自動化，當閱讀者花較少時間與精力於文字符號的解碼

活動，就有較多的工作記憶與心理能量進行高階的閱讀理解。 

  本研究希望能藉由繪本及讀報進行識字教學，增加孩子識字量，提升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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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自信心，盼孩子能在潛移默化中愛上圖畫書進而從繪本中認識更多的字而發

展閱讀的能力。本研究嘗試從提升孩子主動閱讀的動機與喜愛閱讀的程度，進而

透過閱讀提高孩子的識字量與流暢度，讓孩子在升上中年級時能夠沒有斷層的順

利銜接橋梁書，鼓勵孩子讓閱讀變成習慣，懷抱知識的世界，享受閱讀。當孩子

的識字能力與閱讀流暢度有一定水準時，面對未來各科的學習與閱讀理解策略的

推展將會更有幫助，運用閱讀能培養孩子成為新一代的世界公民，讓孩子成為一

位終身學習者。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運用行動研究的方式，探討國小一年級學童使用繪本及國語日報

文章實施提升識字量教學之課程內容規劃與實施歷程，並利用教育部常用字頻表

的前 1000 字對研究對象實施提升識字量教學的前測與後測，從中研究利用繪本

與國語日報實施提升識字量的教學成效。 

    本研究希望能透過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設計、教學省思等資料來加以分析，

並利用教育部字頻表的前 1000 字，於實施提升識字量教學的前、後進行識字量

的前測及後測，分析測驗結果。歸納本研究預期所獲致的目的如下： 

一、規劃適用於一年級學童的提升識字量教學之行動方案。 

二、實施集中識字教學後，對於一年級學童的識字量能有所提升。 

三、探討此提升識字量教學之行動方案能增加學生的閱讀自信心。 

     

貳、研究問題 

    行動研究是指工作者在工作情境中遭遇問題時，盡速採用行動來進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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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找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與途徑（葉重新，2012）。本研究中，研究者在任教的

一年級中發現，學生因為識字能力不佳，在閱讀時不夠流暢，常有停頓或唸錯

的情況，以下說明學童在識字能力上的問題。 

一、學童每日常見的字念不出來，念題目有停頓的現象 

    研究者在教學現場觀察到學生的識字能力欠佳，請學生念課文或念題目

時，長有停頓很久的現象，而此現象有程度的落差，有些孩子念得很順暢，但

有的孩子幾乎跟不上同學的速度。 

二、作業及平時聽寫小考表現，學生常有國字寫不出來或寫錯的情形 

  在研究者任教班級裡，每一週會有一次的生字圈詞聽寫，好幾位孩子錯字

偏多，或是筆畫有缺漏，可以感受的到學生對於寫國字、閱讀較沒有信心。 

三、親師溝通中發現家長不知如何幫助孩子提升語文能力 

  研究者的班級中，有家長時常會和研究者討論如何提升孩子閱讀、寫字的

能力，家長想幫助孩子，可是不知如何做才好。 

    綜合以上，識字能力是所有科目的基礎，每一科都要透過閱讀來學習新

知，如果學童的識字能力不佳，會造成學習上的困難，影響學生的信心。學生

之間程度上的差異，也會提高教師在設計課程時的困難，因此研究者想透過行

動研究提升班級學童的識字量。 

    根據上述，歸納本研究欲探討之主要問題如下： 

一、如何規劃適合一年級的集中識字教學提升識字量的課程設計？ 

二、探討實施集中識字提升識字量的教學後，學生識字量提升的程度為何？ 

三、探討實施集中識字提升識字量的教學後，學生的閱讀興趣與自信心是否提升？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 

 

壹、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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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大量閱讀繪本教學、讀報教學及識字教學策略的相關文獻，選擇了三

篇接近學生生活經驗的讀報文章，以及參考 SDGs 永續書房推薦書單中的五本繪

本作為閱讀的教材。選擇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的文本時，考慮結合校園時事—運

動會和臺灣特有夜市文化以及傳統節慶—元宵節為讀報文章配合的內容。在繪本

選擇上，結合課程與學校宣導內容，包含：性別平等、水資源問題、大自然及海

洋文化等繪本，使學生的學習效果更加倍。在文本順序安排上，考量文章篇幅長

短與文本內容意涵的難易，由篇幅短的讀報文章開始，繪本的安排則依照繪本字

數與繪本意涵的難易進行順序的安排。在進行閱讀教學前先使用教育部常用字頻

表的前 1000 字進行學生辨字讀音的識字量前測，接著配合識字教學策略設計課

程，透過學生學習單的成果，隨時修正教學策略，最後再以教育部常用字頻表的

前 1000字進行辨字讀音的識字量後測，比較學生前測與後測識字量的提升程度，

透過行動研究的方式提升教師的專業成長與省思。本研究架構如圖 1-3-1： 

 

 

 

 

 

 

 

 

圖 1-3-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貳、行動研究的流程 

    行動研究是一種自我省思與教學相長的行動研究模式，依據教學現場去發現

前測：使用教育部常用字頻表前 1000 字進行前測 

為了解決學生識字量偏低與閱

讀興趣低落 

實施八週提升識字量的集中識字教學 

後測：使用教育部常用字頻表前 1000 字進行後測 

提升學生識字量與閱讀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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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並解決問題的歷程，且以循環的方式進行研究，其研究需要協同教師、師生

共同參與，每個行動研究環節是流動、同步且難以截然區分的；每個階段都包含

了前後階段、經過反省檢討，問題未解的話會回到釐清情境的階段，此為一個不

斷循環的過程（曾惠卿，2010）。以下就諸位學者對於行動研究的步驟進行說明，

如表 1-3-1： 

 

表 1-3-1 行動研究的步驟 

學者/年代 行動研究的步驟 

蔡清田（2004） 行動「前」的研究程序： 

（1）陳述所關注的課程發展問題 

（2）規劃可能解決問題的課程發展行動方案 

行動「中」的研究程序 

（3）尋求可能的課程發展行動研究合作夥伴 

（4）實施課程發展行動方案 

行動「後」的研究程序 

（5）課程評鑑與回饋 

（6）發表與呈現課程發展行動研究證據 

鄭增財（2006） （1）問題的釐清與描述 

（2）行動方案的擬定、說明與執行 

（3）資料蒐集與驗證 

（4）反省與經驗分享 

（5）將整個研究過程文件化 

林素卿（2012） （1）找尋起始點 

（2）釐清情境 

（3）發展策略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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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開資訊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引自蔡清田（2004）；鄭增財（2006）；林素卿

（2012） 

 

    研究者利用行動研究解決班級中識字量的問題，本研究依據林素卿（2012）

的「教師行動研究導論」中的研究四個階段：找尋起始點、釐清情境、發展策略

並付諸實踐、公開知識，發展出適合本研究之研究流程，本研究為一個循環歷程，

需要反覆檢視研究目的，釐清教學方向及步驟，透過課程教學內容，過程與省思

作為本研究中改進教學的策略。研究者就此四個流程（如圖 1-3-2），針對本研究

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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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一、找尋起始點 

    研究者所在的教學環境，班級內有設置圖書區，校園內圖書館的藏書也很豐

富，早自習的時間鼓勵孩子晨光閱讀，每個週末也會安排寫讀書心得的作業，但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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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行動研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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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者發現孩子晨光的閱讀時間，常常只是翻翻書籍，並沒有仔細閱讀，非常

可惜；週末的閱讀心得有許多孩子是依賴家長協助完成的；在寫作業時需要讀題

目，很多孩子讀完後，就忘了題目要問什麼；此外，研究者在任教班級內發現，

一年級開學近一個月，即使每個孩子桌上都貼著字體大且顯眼的姓名桌牌，但是

有些孩子在發簿本的時候，仍然不認得同學的名字；以及每天都出現在黑板上的

「星期○」，孩子說不出「星」「期」的讀音。可見這些每天見到的字，如果不經

過特別的學習，並沒有進到孩子的長期記憶裡。因此，希望透過閱讀教學結合識

字策略，讓孩子可以認得更多的字，進而提升閱讀理解能力。在確定研究方向後，

便開始蒐集相關文獻資料，著手進行研究。 

二、釐清情境 

    針對本研究問題，搜尋閱讀相關文獻後，針對孩子未把生活中常見的字進入

長期記憶的問題，思考釐清，是平時讀的文本不夠有趣？或是孩子尚未學會如何

自己閱讀？或是不曾想過多多閱讀識字對自己的好處？於是研究者試著找出與

學生生活情境較有關連的國語日報文章與最近熱門的 SDGs 相關繪本，進行相關

的閱讀識字教學 。 

三、發展行動策略並付諸行動 

    本研究從分析教學情境、蒐集參考相關的文獻資料，透過閱讀教學配合識

字策略進行教學活動。研究者於閱讀教學開始前先使用教育部的常用字頻表前

1000 字進行識字量的前測。研究者的讀報教學的教學流程為看報紙標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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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內容，試著自己閱讀文章，將不懂的詞語圈起來，共讀文章後，解釋深難

詞彙，透過學習單的識字花瓣、認識新字、認字九宮格活動進行識字教學。繪

本閱讀教學的教學流程為看封面預測故事內容，試著自己讀一次繪本，共讀繪

本，解釋學生不懂的詞語，透過學習單的識字花瓣、認識新字、認字九宮格活

動進行識字教學。結束閱讀教學及識字教學活動後，再次利用教育部常用字頻

表的前 1000 字進行識字量的後測，檢視學生識字量提升的幅度。 

    資料蒐集的部分，研究者在教學中及教學後，紀錄學生的學習過程，並在

每次課程結束時，進行省思與修正；蒐集學生的學習單等相關資料，以及透過

前後測的比較，分析學生識字量提升的幅度，最後將資料統整歸納。 

四、公開知識 

    研究者將利用學校的課程發展會議，與學校教師分享透過閱讀教學進行識

字教學活動的教學策略及成果；研究者能在發表的過程中，得到不同的回饋，

也能再次反思自己的研究過程，藉由分享與學校教師共同精進教學，提升教學

品質，增強自我的專業能力。 

 

第四節 名詞解釋與研究範圍及限制 

 

    本節討論本研究所涉及之重要名詞，包括國小一年級、識字量、集中識字、

讀報教學、繪本教學，提出說明與解釋。而研究範圍分別從「研究對象」、「研究

時間與教學內容」、「研究方法」說明，研究限制則分「研究場所」與「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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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方面的限制來說明，陳述如下： 

壹、 名詞解釋 

一、國小一年級 

    我國《國民教育法》規定 6 至 15 歲學齡之國民應接受國民教育，以普及、

義務、強迫入學、免學費、政府辦理為原則，其中又分為兩階段實施，前九年為

國民小學教育，後三年為高級中等教育。本研究之國小一年級指現階段正接受我

國國民小學教育第一學年的學童，學齡為 6 至 7 歲之間。 

二、識字與識字量 

    「識字」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方面解釋：廣義的識字包含字形的辨認、字音

的辨讀及字義的搜尋。Perffetti 認為狹義的識字，是看到文字能正確的讀出該字

的發音，但並不包含對此字義的了解。「識字量」是指識得的文字量，從廣義來

說，是只看到文字能正確地讀出該字的發音的文字數量。本研究中的「識字量」

採廣義的看法，以學童具有「看字讀音」的能力為測量基準，利用教育部字頻表

前 1000 字對學童進行施測，所測的字數越多，表示識字量越高。 

三、集中識字 

    集中識字是指按照漢字形、音、義的特點歸類，利用漢字文字結構的特點，

將相同性質的字集中在一起，並在一段時間內讓學童有系統學習識字的教學法。

本研究採用集中識字教學中的部件識字教學與部首識字教學作為識字教學的策

略。 

四、讀報教學 

    開始於 1930 年代的美國，由紐約時報協助推動大學的活用新聞運動。其定

義為以報級當作教材，透過行政的推廣、教師的教學、學生產生讀報動機的三方

推動下，在學校推動全校性的讀報活動，以提昇學生閱讀、寫作能力及強化行政

與教學者共同推動讀報教育之合作。2005 年國語日報社在臺灣創立 NIE 教學，

把國語日報當作閱讀的教學教材，教師運用國語日報中的內容進行相關教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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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指之讀報是運用國語日報中的投稿文章實施識字策略的教學。 

五、繪本教學 

    繪本（Picture Books）又名圖畫書。繪本是有文字、有圖畫，而且圖與文相

互陪襯、相互詮釋的書，意即書中的圖片與文字相輔相成，串聯成有意義的故事

情節。繪本教學指根據學童的身心發展、興趣及需求，選擇適合的繪本當作教材，

設計一連串的學習活動，引導學童進行有目標的學習。本研究所指之繪本教學，

是指運用繪本實施識字策略的教學。 

貳、 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由於研究者為現職國小教師，因此選擇本身任教的班級作為研究個案，本

研究之研究對象，係以就讀南投縣某國民小學一年級的學童，教學者即為研究

者，以班級為單位，男生 6 名，女生 5 名，共計 11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時間與教學內容 

    本研究之目的，旨在透過實施集中識字教學提升國小一年級的識字量，藉由

提升識字量，增進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因此課程設計上以國語日報中的投稿文

章以及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依據 2015 年聯合國提出「2030 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所挑選的永續圖

書書單中的五本繪本為文本來設計識字教學課程，為期八週之教學研究。課程於

每週的彈性課程時間進行，每次 2 節，每節 40 分鐘，並於行動方案教學前實施

識字量前測，於八週教學結束後實施識字量的後測。在教學內容的設計與安排會

視上課時的實際狀況進行適度的調整。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以質性研究為主軸，研究者本身為研究工具之一，根

據研究者在提升識字量教學上所面臨的問題與教學省思，進行不斷修正，找出最

適合之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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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限制 

一、研究場所 

    本研究場所為南投縣偏遠學校，學生的特質、家庭背景與經濟狀況皆有不同，

此相異背景可能會影響到研究結果。此外，由於此行動研究僅以南投縣某國小一

年級一個班為研究對象，因此個案的選取較不具全面的代表性，所以此研究成果

在不同背景、年級、對象、情境之下可能會有不同的發展，無法作更大範圍的推

論，但仍可供想提升低年級學童識字量之班級教師作為參考。  

二、研究工具  

    2000 年，教育部出版《國小學童常用字詞調查報告書》，該研究透過對學童

常用讀物的字頻和詞頻統計，調查出當時國小學生常用的 5021 字，字序依照頻

次高低安排。該報告書後來編纂為《教育部常用字庫辭典》，成為教育部識字量

測驗的資料庫來源。 

    本研究採用教育部常用字頻表 5021 字的前 1000 字進行前測與後測。以字頻

表的前 1000 字，瞭解學生在教學前後識字量的提升。 

 
 
 
 
 
 

 

 

 

 

 

 

 

 

 

 

 

https://language.moe.gov.tw/001/Upload/files/SITE_CONTENT/M0001/PRIMARY/SHINDEX.HTM
https://pair.nknu.edu.tw/Literacy/fckeditor/ckfinder/userfiles/files/(2022)%E6%95%99%E8%82%B2%E9%83%A8%E5%AD%97%E5%BA%AB(1-5021).pdf


 

14 
 

 

 

 

 

 

 

 

 

 

 

 

 

 

 

 

 

 

 

 

 

 

 

 

 

 

 

 

 

 

 

 

 

 

 

 

 

 



 

15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集中識字教學提升低年級學童識字量之影響，因此蒐集

相關文獻，加以整理、歸納，以作為本研究的基礎與依據。本章共分為四節，第

一節為繪本教學之意義起源、功能及發展，第二節為讀報教學之意義起源、功能

及發展，第三節為識字能力與識字階段之發展，第四節為提升識字量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繪本教學之意義、功能及發展 
 

    本研究運用繪本作為閱讀教學素材的文本，為了更清楚繪本教學的脈絡，本

節主要探討繪本教學的相關研究。分別就繪本的意義及繪本教學的意義、功特性

與原則及發展來探究。 

壹、繪本的意義 

    John Amos Comenius（1592-1670）是第一位在教科書中插入圖片的人；他的

用意是希望讓學生從實體的形象得到具體的印象（林禎川，2002）。而繪本在十

七世紀時，誕生於歐洲。英國的 John Locke 在《教育漫談》（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1693）一書中，提出兒童書必須加入插圖的論點。而在二十

世紀起，彩色印刷術的發達，為繪本展開新的扉頁。繪本（Picture Book），顧名

思義就是「畫出來的書」、「圖畫書」，而繪本一詞，則是起源於日本。本研究使

用繪本進行閱讀教學，因此對繪本的相關定義進行探討。以下是多位學者對於繪

本的定義與看法，如表 2-1-1 所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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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繪本定義 

學者/年代 定義 

鄭明進（1979） 繪本是一種融合文字與圖畫來說故事的藝術，通常是用一

組圖文來說故事。代表繪本是圖畫與文字交織融合互相說

明的圖書，許多訊息藏在圖畫之間。通常是給未進小學與

小學低年級的兒童看的書籍，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或

是圖與文各佔一半的兒童讀物。 

李連珠（1991） 認為繪本是指有圖畫，且包括簡單的主題和簡短情節內容

的故事書，是兒童書籍的一類。在圖畫書中，有時圖畫和

文字之間的關係是彼此獨立的，或是圖畫與文字處於平等

的地位，圖畫有時也會超越文字成為圖畫書的主體，像是

無字圖畫書。繪本這種有簡單主題、內容情節簡要且有插

圖的特質，適合零到六歲小孩閱讀。 

Kiefer（1995） 「繪本」是一種藝術品，它藉由連續數頁來傳達訊息，傳

達的訊息可以完全的以圖畫來呈現，也可以透過文字與圖

畫兩者聯合表達。繪本是意象與理念的結合（a combination 

of image and idea），不同於其他的文學作品，繪本更能激

發孩子的想像，讓孩子藉由閱讀參與作者的想像世界，甚

至是能透過繪本讓孩子產生自創的想像，產生新的故事結

構。 

何三本（1995） 認為「圖畫書」是運用文字和圖像一起創造故事的書，一

本好的圖 畫書，圖畫與文字必須緊密的結合，文和畫之間

是平等關係，並非重疊性，也非互補性的補充和說明。文

章在說話，圖畫也在説話，兩者用不同的方法在説話，表

現同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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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居直（1996） 認為並非有插畫的書就稱作是繪本，他認為「文字+圖畫=

帶插畫的書；文字×圖畫=繪本」，以數學算式的概念，說明

了有插畫的書（illustrated books）與繪本的不同。意思是

圖畫和文字是構成繪本最重要的兩個元素，真正的繪本是

圖畫與文字的結合；文章在說話，圖畫也在說話，藉由圖

畫和文字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來表現同一個主題，使故事

有連續性、故事性，以及傳達繪本主要意義的特性。 

林敏宜（2000） 繪本是以學齡或學齡前幼兒為對象所設計，繪本內容淺顯

易懂，以文字及圖像編織而成，優良的繪本須具備文字表

現的技巧，因此文字就必須具備美感與意義之藝術性。 

蘇振明（2002） 廣義的圖畫書——有圖畫的書。 以圖畫為主體，用來說明

或介紹某種事物的書。 

狹義的圖畫書——給兒童看的畫本。專為兒童閱讀設計的

精美畫本。每一頁或每一版面，以大幅的圖畫及簡單的文

字彼此配合，以便引發幼兒觀賞的興趣，是誘導孩子探訪

知識寶庫的鑰匙。 

黃郇媖（2005） 繪本是用圖畫說故事的兒童書，能讓看不懂文字的幼兒，

透過看插圖或聽故事的方式來了解故事的意義，因此文字

與圖畫在書中的意義是平等的，讀者能從視覺上感受到故

事的氣氛。 

郝廣才（2006） 繪本即是運用一組圖畫表達一個故事的主題，畫面的連貫

性會決定繪本的成敗，圖畫連貫不起來，故事就提不出來。 

林真美（2010） 繪本是透過文字與圖像的相互依存，再加上翻頁的效果，

被完整設計出來的「書」。 

林煥彰（2014） 圖畫書是有文字和圖畫結合的書；但通常是文字很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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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很多；甚至可以不要任何文字，只要有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引自蔡佩紋（2021） 

 

    總結上述，研究者認為繪本包含了兩大元素，一是圖畫，一是文字。繪本是

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甚至是沒有文字、全是圖畫的故事書。書中不一定要陳

述故事的背景、動機、情節或是意義，只要書中能透過豐富的圖畫表現，展現出

書裡想表達的主題或是概念和意象，即可稱之為繪本；圖畫的視覺藝術與文學語

言結合，彼此融會貫通、相輔相成，有其脈絡性，能讓讀者領會故事所要傳達的

意義，也能稱之為繪本。 

貳、繪本的特性 

    繪本與一般故事書不同之處，在於繪本是由圖畫來呈現故事的風格，強調閱

讀者視覺效果的重要性（張燕文，2007）。因此，黃秀雯（2004）歸納國內學者

的看法，提出以下八種繪本的特質，如表 2-1-2： 

 

表 2-1-2 繪本的特質 

圖像性 繪本的故事內容常以圖像來協助傳達，繪本中的圖像應具有開

放性思考的特質，給予讀者開闊的想像空間。 

兒童性 繪本設計的主要對象為學齡前後階段的兒童，引此故事內容需

要符合兒童的成長發展需求及興趣。 

教育性 繪本的內容包含了認知、生活、人格、自然科學、人際關係、生

態環境……等議題，希望透過繪本能使兒童在知識、情意、技

能各方面皆能有所成長。 

傳達性 繪本藉由文字及圖像來敘述或傳達意涵，透過文字與圖像的兩

者的搭配，使內容更具整體性，具備了語文與視覺傳達之特色。 

藝術性 繪本主要由文字與圖像構成，除了講究文辭，舉凡色彩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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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的構圖、造型設計、繪畫技法等，都能達到「畫中有話」的

效果，使孩子能從繪本中陶冶美感的態度與能力。 

想像性 繪本可先以文字故事發想圖畫，或是先有圖像再進行故事的編

寫，這兩種構思方式皆須要有想像力。 

趣味性 繪本中新奇、逗趣的內容，能吸引讀者的目光，同時也能提升

閱讀的興趣及閱讀習慣之培養。 

創造性 有創意的繪本，除了能在圖像和文字上吸引讀者，更能引起讀

者的思索，創造多元的思維模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引自黃秀雯（2004） 

 

    綜合上述，一本好的繪本，要有明確的主題性，文字的鋪陳上應該要符合兒

童的學習程度與理解能力，故事內容要正面，能夠給兒童積極向上的啟發；圖畫

內容要很豐富、色彩要鮮明且有故事性，能夠培養孩子的美感與其藝術性。讓兒

童在閱讀的同時，能同時感受到文字與圖像所欲傳達的故事意義，透過繪本的教

育性，提供給學童多元的知識，拓展兒童的生活經驗，獲得有意義的學習。 

參、繪本教學的原則 

  繪本教學即是教師運用繪本來說故事，進行有效的繪本教學。施心茹（2009）

認為成功的繪本教學，並不是只有教師讀繪本內容給學生聽，而是要帶領學生進

入繪本的世界。因此，成功的繪本教學，教師應在愉快、輕鬆、開放的學習氣氛

下， 配合兒童身心發展，挑選合適的繪本，熟悉繪本內容，以多元的方式呈現，

並善用聲音、表情、動作及多媒體的輔助，加上熟練的引導技術，在圖文並重的

繪本教學活動中，增加學生的體驗，讓學生樂於學習，以達成教學目標（李玉貴，

2001；施心茹，2009）。以下幾位學者提出繪本教學時須依循的原則，如表 2-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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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繪本教學的原則 

學者／年代  原則 

李玉貴（2001） （一）要有明確和具體的學習目標 

（二）。 

（二）需兼顧文本和圖像的閱讀。 

（三）能正確引導學生享受閱讀的樂趣。 

（四）教學活動要多元化，並能引發學生不同的思考，而 

      非要求既存的答案。 

林敏宜（2000） （一）重視新經驗與舊經驗的銜接。 

（二）符合兒童的興趣、能力及身心發展。 

（三）需要統整兒童的各種學習經驗。 

王瓊珠（2004） （一）連結學生舊有的先備知識。 

（二）運用不同的故事導讀方式。 

（三）閱讀故事時，可以一邊朗讀一邊手指文字，可以讓 

      學生增加對文字的注意力。 

（四）以開放性的問題引導學生進行討論。 

（五）以不同的活動形式增加學生對故事內容的體會。 

（六）對學生的回答和反應，保持開放、彈性的態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引自李慧如（2017） 

 

    因此教師在進行繪本教學時，應以學生為主體，考量學生的身心發展與既有

經驗，挑選適合的繪本，透過多樣化的教學活動安排，在傳達故事內涵的過程中，

重視學生主動建構概念的歷程。 

肆、繪本教學在教育上的價值 

    繪本是一項很多元的教學資源，所包含的主題包羅萬象，包含自我成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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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互動、歷史文化、自然環境等等，題材廣泛，應有盡有；近年來，繪本教學受

到普羅大眾的關注與使用，因此繪本對不同年齡層的讀者而言，有著極大的教育

價值。研究者彙整各學者的看法，將繪本在教育上的價值歸納如表 2-1-4 所示： 

 

表 2-1-4  繪本的教育價值 

學者/年代 教育價值 

林真美（1996） 從牙牙學語時期開始，幼兒對具體的圖像就具有認知的能

力，但是尚未發展出抽象化的概念與認知符號等能力，因此

要進行高層次的抽象學習之前，「語言」和「圖像」就是孩

子最好的學習憑藉工具。 

Glazer（1997） 繪本提供幼兒發展觀察、比較、分類、組織、總結和批評等

思考的能力的機會，藉由與繪本的互動，能增進孩子的認知

能力。 

林敏宜（2000） （一）圖畫書的內容種類豐富，可以增長孩童在觀察性、思

考性以及感受性方面的認知學習。 

（二）能豐富孩童的語彙，促進溝通與表達的能力，增進語

言方面的學習。 

（三）圖畫書裡豐富的內容，能讓孩子體驗到不同的人事

物，拓展孩童視野，豐富生活體驗。 

（四）圖畫書中優美的色彩及精美的印刷，有助於陶冶孩童

的心性與美感的薰陶。 

（五）親子閱讀時，父母的情緒、表情、語言都會傳遞給孩

童，讓孩童自然而然的感受到閱讀的樂趣。 

（六）圖畫書中的文字簡單明瞭，插圖細膩，孩童的想像力

及創造力能自由發揮，奠定孩童探索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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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 

蘇振明（2002） 認為繪本中的圖畫是一種視覺符號，是提供孩童認識生活

及自然界的「圖像文字」。繪本為孩童提供觀察的、思考的、

解析的、感受與判斷學習的經驗，能開啟孩童的智慧與思考

的能力，增進認知能力及各項學習能力的發展。 

林芳菁（2006） （一）閱讀圖畫故事書能讓孩童享受語言學習和樂趣：圖畫

書能夠知道語言的用法，關鍵字、新詞彙、重複的字句，都

能幫助語言的學習。 

（二）圖畫書能夠幫助孩童認識自己與他人：透過圖畫書的

內容，孩童可以認識歷史、現代生活及不同的宗教文化等

等，讓自己與他人環境和文化產生連結。 

（三）探索情感：透過閱讀圖畫書，孩童能理解並表達自我

情感，並學會同理他人。 

（四）藉由故事中的經驗引發思考：孩童能藉由聆聽及閱讀

故事的過程以及觀看圖畫，體驗到不同的知識與經驗。（五）

培養藝術美感：好的圖畫書具備優雅文字、豐富圖畫色彩，

能夠培養孩童對藝術的欣賞與美感教育。 

山本直美 

王華懋譯

（2012） 

認為喜愛繪本的孩子不會變壞，因為閱讀繪本，可以從中學

習到十項能力，包括：溝通力、想像力、自發力、道德心、

親切心、專注力、好奇心、探究心、價值觀、自尊心等，可

以培養出全人個的孩子。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引自李慧如（2017） 

    

    綜上所述，繪本在教育上的價值有非常多的面向，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使

用繪本進行教學，可以增進孩童各種認知概念的發展；繪本能夠豐富孩童的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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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孩童在語言發展及閱讀成就上有所助益，也能提升孩童在閱讀時的興趣；繪

本能擴展孩童的生活經驗，學習正確待人處事的態度、正確的價值觀、美好的品

德；繪本能培養孩童的創造力與想像力，同時能在審美素養上有潛移默化的功效。 

 

第二節 讀報教學之意義起源、功能及發展 

 

    本研究運用國語日報作為閱讀教學素材的文本，為了更清楚繪本教學的脈絡，

本節主要探討讀報教學的相關研究。分別就讀報教學的意義及讀報教學的起源、

功能來探究。 

壹、讀報教學的意義  

    讀報教學顧名思義就是閱讀報紙的教育（Newspaper In Education，簡稱NIE）。

在臺灣有可翻譯為「報紙教育」，教師藉由報紙內容做為學生學習時的題材，讓

學生獲得即時的新知與實用的知識，擴大學生的學習領域，藉由讀報教學，提升

學生的閱讀興趣與閱讀能力。有關讀報教學的意義，歷年學者各有所說明，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讀報教學的意義 

學者／年代 讀報教學的意義 

陳虹彣（1999） 認為讀報教學是一種活用的教學方法，教師能自訂主題，讓

學生自由的尋找相關教材，培養學生蒐集資料、整合資料的

能力。也可以設定團體學習目標，進行小組討論，讓學生活

用報紙上的內容，習得生活基本的思考能力，所以讀報教學

是一種「活」的教育，單純只是一種教學法。 

張學喜（2005） 讀報教育顧名思義就是閱讀報紙的教育，也就是拿報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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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是課程的教材，來教育孩子學習新知。 

陳世敏（2006） 讀報教學就是教師在上課時，拿整份報紙當作教材，用在許

多科目上，如歷史、閱讀、作文、公民、健康、社會。這份

報紙是綜合性教科書，在上課時使用，可以取代課本也能當

作課本補充教材。不同科目的教師使用這份報紙的不同版

面當作教材，能教導學生各學科相關的知識，提升學生的閱

讀能力，使學生在各科的學習上都能夠游刃有餘。 

丁慶芳、汪高文 

（2007） 

世界 NIE 專家將讀報教學稱為「鮮活的教科書」，能架起學

生課堂中的學科教育與世界現實的橋樑。 

吳清山、林天祐 

（2008） 

讀報教學原本是指早期的報社為了鼓勵學生利用閱讀報紙

來學習新知，而免費將報紙提供給學生學習，直至今日，讀

報教學是指教師利用報紙內容作為課外延伸教學的題材，

讓學生能從報紙中習得知識，同時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與閱讀興趣。歐美國家稱以報紙作為教材的教育稱為「讀

報教育」。 

楊育民（2009） 認為讀報教學就是教師將運用報紙內容在課堂上進行教學

與討論，擷取語文方面的內容做為閱讀、寫作的媒材，或使

用圖表做數學解說等等。教師透過讀報的創新教學，使用多

元的教法，使各科的學習更為活絡。 

馮季眉（2008） 指出 NIE 就是報業提供報紙給學校，讓教師可以拿報紙作

為教材，是屬非營利性質的教學活動，其認為報紙所包含的

層面與主題、內容包羅萬象，在教師的教學上可以跟所有的

學習領域融合。 

周昭伶（2013） 認為讀報教學是閱讀報紙、活用報紙的一種教育活動，把報

紙帶入教室，並運用於不同學科，作為學生學習的題材，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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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學生視野與學習領域，進而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與各方

面的學習能力。 

洪麗伶（2014） 提出讀報教學是一種以報紙作為媒材的教學方式，目的在

於補充教科書內容不足的問題，讀報教學可以提供學生新

知，擴展學習視野，激發閱讀興趣以及提升語文能力和公民

素養。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引自黃正賢（2019）；王春霖（2015） 

 

    綜合上述，讀報教學是將報紙運用於教師的課堂教學活動中，透過報紙這項

教學資源，教師的教學能夠跳脫傳統的制式化學習，帶給學生更多元、更多層面

的教材與學習，激盪出更多不同的火花與教學創意。讀報可以增進學生的語文能

力及閱讀能力，報紙還能夠提供即時、實用的知識給學生，讓學生與國際世界接

軌，增進學生的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的能力。透過不同的教學方式，學生可以獨

自閱讀或是團體討論，皆有助於學習。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多元複雜、變動快速的

社會，是一個充滿爆炸性資訊與知識的社會，因此報紙可以說是一項好處多多的

教學補充教材。本研究的讀報教育，是指研究者利用國語日報為閱讀教材，指導

學童由閱讀中認識更多新的詞彙及知識，進而提升學童的識字能力。 

貳、讀報教學之起源與發展 

    為探討讀報教學之起源與發展，以下就讀報教學之濫觴—美國、在 PISA（國

際學生評量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評定中，

閱讀表現排名第一的芬蘭、將讀報列為正式課程，納入學科學習的日本、不讓讀

報出現斷層，為各年齡層設計不同刊物，以養成終身讀報習慣的新加坡之讀報教

學發展進行說明。 

一、美國 

    讀報教育最早是源於美國，「美國報紙協會基金會」（Newspaper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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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merica）的網站上所記錄的《NIE： Getting Started》中，記載到美國讀報教

育的發展歷程〈History of NIE〉（林璟芳，2012；陳玫吟，2009；陳韻如，2010；

謝巧莉，2010）如下： 

    1795 年 6 月 8 日緬因州波特蘭（Portland ,Maine）《東方前鋒報》〈Eastern 

Herald〉的社論是最早提到因為報紙是最便宜的課本，在課堂或是在家中閱讀報

紙，對學生而言可以獲得多元的知識，建議家長每天給孩子一份報紙。而家長買

越多份報紙對孩子越有益處，因為每一份報紙的每一部分，都能提供給孩子一些

新的且有價值的訊息。因此，報紙的好處引發了當時許多學校的注意， 

該社論中指出報紙的優點有：內容豐富多元、在校或在家均可方便閱讀、便宜、

容易取得以及訊息的即時性。社論中還提到報紙的重要性，報紙可以幫助學生培

養閱讀的習慣、擴展世界觀及與人應對的方式等教育的功能。 

    在 1930-1940 年代，是美國讀報教育的發展期，當時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發行人的夫人 Iphigene Ochs Sulzbergr 曾經發起讓報紙走進教室的活動，

應紐約市的教師呼籲，而將報紙送到紐約很多中小學、大學，開始了讀報教育的

濫觴。 

    1954 年美國愛荷華州的州政府和國際流通經理協會（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Managers Association , ICMA）對 5,500 位中學生進行「中學生與文字接觸」的調

查與訪談，想了解中學生們課餘時間的安排，結果令有心推動讀報的人士相當失

望，調查結果發現有四成的國中生離開教室課堂後，完全不進行閱讀，其他有閱

讀習慣的學生也只花看電視的三分之一時間來閱讀。這種現象震驚了教育界以及

報社媒體界，他們擔心學生的閱讀習慣以及閱讀能力嚴重下滑，於是 ICMA 開始

推動 NIC 運動（報紙教室，Newspaper In Classroom）。「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

（American New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 ANPA）開設工作坊，教導、訓練教

師如何在課堂上使用報紙進行教學活動，因此 NIC 計畫在教育組織和報社的大

力推動下，得以有組織、有計畫且有效而迅速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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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 年代，美國教師開始大力鼓吹學生去了解報紙，如何正確地使用報紙

以及正確的閱讀報紙以吸收新知，為了鼓勵學生讀報，很多地區更推出報紙半價

或是免費的優惠，將報紙贈與學生閱讀。1970 年代，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ANPA）

基金會，成為美國 NIC 活動最重要的贊助商。在 1976 年，ANPA 基金會正式採

用「NIE」（Newspaper In Education）為讀報教學的名稱，使報紙成為教室教學的

一部分。1980 年代，美國的讀報教育已經推廣到每個教育階段、每個學科，將報

紙列為教材來使用的舉動，深深影響美國的傳統教育。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基金

會（ANPA）與國際閱讀協會（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 IRA）聯合發起

每年三月的「NIE 週」，訂定主題並舉辦研討會，供大家彼此交流討論。 

    1990 年代，全國有 850 個 NIE 計畫在積極推動。在 2000 年時，全美有 950

家報紙定期展開 NIE 工程，並提供給 10 萬 6 千所學校，有 38 萬教師在課程中使

用報紙提供的內容做為讀報的教材。自此，成人識字也成為讀報教育的重要活動，

報紙也在社區成人學校及看護中心扮演重要角色，再加上各企業共襄盛舉，報紙

得以半價進入學校，更為普及。到了 21 世紀，超過百分之四十的美國公立學校

每天都在進行讀報教育活動；許多報紙機構設置部門與學校合作，並舉辦相關的

讀報研習，鼓勵學校、家長和社區全民共同參與，讀報教育的多元教學方式，在

校園及家庭都產生了很大的學習遷移效果。讀報教育在美國成了全國性的課程，

也發展出國際組織，並將讀報教育推廣至其他國家。 

二、芬蘭 

    芬蘭讀報教學在 1964 年時以雙語（芬蘭語、瑞典語）正式展開。1995 年芬

蘭報紙協會（The Finnish Newspapers Association）在教育部門及各級學校的支持

之下，於每年的 2 月進行學校報紙週（Newspaper Week）的活動，全國的報社都

非常熱情的參與，報紙週（Newspaper Week）的活動是為了要讓芬蘭學生更熟悉

報紙，不同的報紙也提供了許多讀報計畫給學生參考，增加了合作互動的可能性。

在報紙週的期間，學校會獲得免費贈閱的報紙給予學生閱讀，有些報社甚至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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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報紙週的活動出版一些有關這個主題的文章專刊供學生閱讀，促進中小學生閱

讀報紙的能力，同時也能了解相關時事。 

    報紙週時，學校會利用報紙作為教材來上課，報紙協會會提供讀報指南給予

老師指導學生讀報使用。教師也會與報社聯繫，邀請報社的主編、記者到學校分

享工作的內容以及閱讀的技巧等等，甚至邀請國外的相關從業人員進行專題演講，

學生能從中比較不同報社間，有什麼不同的工作內容；同時讓學生到報社參觀訪

問，了解報紙出刊的過程、攝影技巧、版面編排、印刷等細節，芬蘭的 NIE 活動

不只是閱讀報紙，更讓學生對於報紙有更深的認識，拓展了學生在報紙、印刷、

攝影等方面的知識。 

    而芬蘭的 PISA 評量在 2000 年及 2003 年受測的 15 歲學生在閱讀表現上是

全世界第一，在 2006 年時排名第二。由此可見，讀報教學的推動，對於提升學

童的閱讀動機和閱讀興趣的確起了很大的作用。 

    有關讀報教育的成效，從芬蘭 2006 年完成的芬蘭學生評量追蹤調查報告中

發現，有百分之五十九的十五歲學生每週讀報次數超過三次，此項調查報告確

認了定時定期的讀報與閱讀的技巧提升有相當的關聯性，這些年輕人對於經常

閱讀的報紙內容，對於學習反應、各項的事件發展都能較熟悉應對；而閱讀次

數較少的學生也能夠達到一定的閱讀水平；此外，經常主動閱讀報紙的人，數

學科與自然科學和閱讀能力也較強，由此可推測，平時的讀報習慣能夠增進閱

讀能力，較能掌握測驗時的反應（葉義淦譯，2008）。 

三、日本 

    日本的讀報教育 NIE 的推動，是先由各地的報社集資，成立讀報基金會，將

所籌經費交給 NIE 財團統籌，接著平分給各地的推動協會，再將經費給讀報種子

學校使用。NIE 財團會提供免費的報紙給學校，並製作 NIE 手冊、舉行相關的

NIE 研討會，同時也會在網站上提供相關的 NIE 活動訊息。 

    日本的讀報教育發展主要為解決日本學生對閱讀的疏離以及日本推動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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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改革，當時日本發現學生不只漢字的能力明顯降低，而且對新聞內容的理解力

與思考能力、發表能力逐年降低，而推動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具備自我

行動思考的能力，也就是要具有適應未來時代變革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還應

該要有主動學習及蒐集整理討論報告的能力（陳虹彣，1999），因此日本開始推

動讀報教育。由 1985 年開始，由新聞協會的讀報教育專門部負責推動。1986 年

起開始進行 NIE 的海外活動考察，1988 年成立了「NIE 委員會」，希望藉由媒體

的力量共同推動 NIE。1989 年，東京都內的一所小學、兩所中學開始實施「NIE

實驗計畫」，此計畫將各類的報紙，定期整理後送往學校，供給學生自由閱覽以

及當作教師教學的輔助教材，此經費由協會及報社共同負擔，因實驗成果豐碩，

因此參加的學校逐年增加。同時，1989 年起，《朝日新聞》也響應美國新聞界發

起的 NIE 運動，開始為兒童編制報紙特刊，內容以兒童有興趣的學習題材為主，

透過推出特刊鼓勵兒童閱讀報紙和編寫新聞。此專刊的內容選擇以適合學生的新

聞事件為主，並用學生容易理解的方式呈現，讓學生更容易了解新聞的來龍去脈，

並提供學生探討時事的議題和空間。1996 年「日本新聞協會」成立了「NIE 基

金」，用以推動 NIE 新計畫。新計畫的內容有三項：負擔 NIE 實施學校訂閱報紙

的費用、舉辦 NIE 教師研討會、補助教師出國進修 NIE 教學之經費。直至 1997

年 4 月達 47 個都道府縣共 262 校的全國性實施。 

    2005 年 3 月，時任日本東京福祉大學的影山清四郎為了深化與發展讀報教

育，設立了日本讀報教育學會，希望能把讀報教育推廣到小學、中學及大學，為

日本讀報教育的未來發展出新紀元；除此之外，也讓學生了解報紙新聞的採訪編

輯過程，讓學生學習做一位小記者、小編輯、小評論員。報紙的內容多樣化，與

生活、時事結合，報紙中各式各樣的教育內容，是相當生活化的學習教材，還有

新聞轉業人員特地編制的專刊，能廣為學校使用，既是便利的教材又能彌補課本

教材的不足。日本小學推動讀報教育是利用「綜合性學習時間」進行，「綜合性

學習時間」並無教科書，學習目標是希望學生自己發現學習課題，自我學習、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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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判斷，培養其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進行讀報教育，恰能達到此學習目標（馮

季眉，2004）。根據 NIE 調查委員會進行「讀報教育實踐效果評量調查」的問卷，

結果發現有很高比例的教師曾經使用報紙進行教學，因此報紙作為教材的價值性

很高，而讀報教育實施後，學生在「閱讀」、「自主學習」、「取意見」等能力提升

很多，尤其以小學生在閱讀方面的能力提升更顯著，因此讀報教學若是能越早推

廣，效果會更加顯著（張錦弘，2009）。  

    在 2006 年時，日本為了推廣讀報教育，全國有 47 縣接受日本新聞協會的指

導，在各地成立讀報教育促進會；在報紙的選擇上是以當地發行的報紙，最終的

抉擇則是由學校與各地的讀報教育促進協會共同商議（陳世敏，2007）。2007 年

日本舉辦「第十二屆 NIE 全國大會」，在場參與的眾多教育人士皆認同 NIE 運動

結合了實際生活，並對於提升日本公民素養是有所幫助的。報紙不但能提供豐富

的資訊讓人民了解世界，也能用自己的閱讀解讀報紙上的資訊，不僅沒有課業學

習的壓力，還能對報導產生自我見解，促進了讀報者反思能力與自我意識的表達

訓練。    

    日本讀報教育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能從報紙中獲得更多知識，拓展其視野並

提升自我學習的能力，同時提升了閱讀認知與字彙的豐富度。日本的讀報教育可

以充實教科書的學習及綜合性學習，同時還可以活化家人與同學之間的情感交流；

透過讀報教育，學生能從報紙版面上面對社會上現實的問題，讓學生能提早掌握

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日本文部省認為學校的教師們不應只是拘泥於傳統教科書

的知識，更應該妥善運用報紙這項教材，提供學生豐富的社會資訊與時事議題，

讓學校的學習能夠結合生活經驗，並培養學生的國際觀。 

四、新加坡 

    新加坡的讀報教育試驗計畫是由新加坡教育部課規劃與發展司中學華文組

課程和《聯合早報》合作展開的。該計畫由 21 名華文教師所組成讀報教育編輯

委員會，再根據新加坡教育部課規劃與發展司擬定課程架構，透過系統化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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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並養成閱讀華文報紙的習慣。新加坡讀報教育的主要策劃

人陳慧蓮指出，台灣的讀報教育目的是以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為主；美國的讀報

教育則著重在培育媒體素養。新加坡在參考兩者的經驗及諮詢專家後，擬定新加

坡的讀報教育方針為「培養聰明的讀報人」，讓學生在進行讀報教育後，能讀懂、

想通、說兩句，意思即是希望學生在上課後，能了解報紙所要傳達的訊息，並能

將報紙的訊息理解成自己的知識，並運用華文明確的陳述意見（陳秋華、楊漾，

2009）。參與教案編寫的老師雖然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但在編寫讀報教育的教

案時，也必須增加新聞的專業知能並參加讀報講座和研習，才能更有效能的將新

聞素養融入報章教學中。新加坡的《聯合早報》為了要推動讀報教育，為學生發

行一份學生報《逗號》，將其夾在《聯合早報》中一起發送，作為中學生未來在

閱讀《聯合早報》的銜接刊物。而後來也有發行一些適合中小學生的讀報教材：

《星期五週報》、《大拇指》、《爆米花》等。其中，《星期五週報》為了提高小學

生中文水平，以高年級和國中生為對象，每星期五發行一次，當中也有當週最熱

門的新聞時事，由學校老師提示重點後，讓學生帶回家閱讀，或是搭配課本設計

閱讀教材。而《大拇指》周刊則是專門設計給予國小學生的報紙刊物。新加坡 1999

年全面推行「報紙教學計畫」，《星期五週報》請專家針對周報內容出題並在報紙

中設計語文練習和熱門話題討論區、創意思考、國民教育和片語練習等內容，和

學生討論隱私、新聞自由等議題（黃璜、項國雄，2005）。新加坡的師生對於新

聞的討論非常頻繁，不論是否為讀報實驗班，平時在課堂上也很常使用新聞作為

教材；因為時常看報紙，使得新加坡學生在進行華語文閱讀上也更加得得心應手。 

五、臺灣 

    臺灣多年來推動教育改革，國內各界普遍認為臺灣學童的語文和閱讀能力有

待提升。2001 年至 2003 年，我國教育部推動「全國兒童閱讀計畫」；接著 2004

年，針對弱勢地區國小進行「焦點三百國民小學兒童推動閱讀計畫」（教育部，

2004）。而臺灣在 2006 年時加入「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評量」（Progres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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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簡稱 PIRLS），在 45 名參賽國中，臺灣的排

名是第 22 名；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簡稱 PISA）的評比結果，臺灣學生的數學成績全球排名第一，科學排名第四、

閱讀排名十六。臺灣學生在數學與科學方面表現亮眼，但相對的閱讀方面的成績

就引起了專家學者的討論。於是，2007 年起，教育部推動「國民小學閱讀五年中

程計畫」，閱讀能力提升就成為近年來的教育重點，希望能藉此提升整體國民的

素質與閱讀能力。 

    2001 年、2002 年，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松村崇夫先生來到臺灣進行亞洲

的讀報教育專題採訪，拜訪了國語日報，知道《國語日報》是屬於教育性質的報

紙，它推動兒童閱讀，雖然沒有進行讀報教育，但是因為《國語日報》本身就是

針對中小學生所編的報紙，內容會考量讀報者的需求以及教育的功能，松村先生

認為《國語日報》正巧扮演了讀報教育的重要角色（馮季眉，2009）。 

    2003 年起《國語日報》發起了「臺灣讀報教育」的濫觴，同時也結合了企業

界，發起了「送報到山巔—讀報教育」的公益活動，將報紙提供給文化資本缺乏

的山巔小學，目的是為了要縮小城鄉差距，豐富偏遠山巔學校的教育資源，希望

能藉此幫助文化不利的學生，提升他們的閱讀與寫作能力，同時增進學生的表達

與思考能力，更希望能透過讀報，認識教科書以外的現實世界。自此，《國語日

報》正式為臺灣開啟了讀報教育的扉頁。（林璟芳，2012；張學喜，2005；謝巧

莉，2010；鍾張涵，2009）。馮季眉（2004）指出國語日報推動 NIE 計畫的主要

方向有四點： 

（一）製作讀報教育專題 

    在每期的報紙裡都規畫結合各國小教師實施讀報教育的方式及內容，給教師

在使用國語日報時能夠參考與輔助教學。 

（二）定期編制《讀報教育指南》 

    國語日報出版的讀報教育指南，提供給各國小老師作為教學的參考，讓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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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更方便使用報紙進行教學，同時也能指導學生認識及熟悉報紙媒體。 

（三）走進校園 

    國語日報社主動與學校合辦閱讀報紙及閱讀寫作研習活動，結合社區與學校

深耕讀報文化。 

（四）網站宣導 

    設立讀報教育網站，提供讀報教育訊息。其中以「報紙內容對兒童教育的功

能」，將所要傳達給學童的訊息透過報紙來傳達，依照版面及內容選擇分為「時

事閱讀」、「新知閱讀」、「多元閱讀」三大區塊（讀報教育指南，2007）。 

1.時事閱讀 

    指引讀者掌握新聞所提供的「多元觀點」、「判斷思考」、「社會參與」等功能，

同時還提供「解構新聞」與「思辨新聞」的方法及範例，例如：焦點新聞、文教

新聞、地方新聞、兒童新聞等版面，並指導學生利用 5W1H 的六個要素閱讀新聞

報導。 

2.新知閱讀 

    指引讀者知曉報紙擁有的「公民素養所需的背景知識」，包括：國際視野、

法治觀念、文化眼界、鄉土情懷、環境保育、科技知識等資訊。例如：生活版的

「國際播報臺」、「大千世界妙事多」，鄉土教室版、科學教室版、少年法律專刊

等。 

3.多元閱讀 

    指引讀者運用學習語文相關材料和圖像閱讀素材，豐富孩子的學習視野。例

如：文學作品（兒童文藝版）、兒童作品（兒童園地版、週末作文教室、童詩教

室、藝術教室的主題徵畫）、生活、藝術及語文（英語教室、鄉土教室、語文教

室）等五大範疇。 

    2005 年起，《國語日報》成立專責讀報教育的工作小組，編輯製作適合國小

師生使用的《讀報教育指南》，辦理教案徵集，並陸續在全台各地舉辦讀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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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習，推動臺灣的 NIE 計畫，從此時開始，國語日報不只一個媒體的角色，又

加入了教育工作者的角色（張學喜，2007）。《國語日報》是國內唯一有注音符號

的報紙，其推動讀報教學的目標有四點：一、提升學生閱讀與寫作能力；二、增

進學生思考與表達能力；三、豐富教育資源，縮小城鄉差距；四、透過讀報，把

學習領域擴大到教科書以外的真實世界，培養下一代優質的公民素養（馮季眉，

2008）。2007 年桃園縣壽山國小與國語日報出版社合作，成為台灣第一所「讀報

教育實驗學校」。國語日報除了持續推動讀報教育實驗學校之外，也發起了「讀

報教育實驗班」計畫，讓各縣市三到六年級為對象，讓班級老師提出申請，而後

又改成不論年級皆可申請，但須由國語日報社篩選合作班級，提供讀報的教材以

及教師的研習，協助班級展開為期一學年的讀報教育實驗課程。讀報實驗班每週

安排一節課進行以報紙內容為教材的課程，帶著學生進行語文、社會、科學、品

德、時事等的學習（夏成淵，2007）。 

    除此之外，2008 年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讀報教育計畫」、澎湖縣政府教

育處辦理「擁抱幸福計畫」；2009 年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持續擴大實施「讀報教育」、

台北縣政府教育處（現為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實施「早讀 10 分鐘—讀報教育計

畫」及高雄縣政府教育處（現改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苗栗縣政府教育處推動

的「讀報教育計畫」，直至 2019 年，實施讀報教育實驗班的校數已達 533 校，

1369 班。由此可知，臺灣的讀報教育已在各地遍地開花（謝巧莉，2010）。 

    綜上所述，現今社會是資訊爆炸的年代，許多新的事物與知識，常最先出現

在媒體報導中，讀報教育的濫觴由美國開始，進而成為全球性的 NIE 運動。從報

紙內提供的教育資源，帶給學生不同的、多元的學習體驗，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

拓展學生的視野與成為國際公民的能力。讀報教育運用報紙作為媒材，為學生提

供最新的學習素材，不但能夠培養學生養成每天閱讀的習慣，也能夠彌補教科書

的不足。藉此能夠提高學生閱讀與思考的能力，培養學生成為優良的社會公民。 

參、讀報教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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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報紙作為閱讀教材有許多優點，報紙不僅價格親民、方便取得，比起書本、

CD、DVD 等其他媒體，報紙豐富多元的版面與內容更新的更具即時性，不僅彌

補了教科書較單一的問題，也給予學生多面向的閱讀文本，開拓學生的閱讀視野。

根據國內外學者研究讀報教育的功能，如下表 2-2-2 所述： 

 

表 2-2-2  讀報教育的功能 

學者／年代 讀報教育的功能 

Wanta 和 Brierton

（1992） 

教師使用報紙教導學生，幫助學生增進理解力和

關鍵性的思考，有助於學生發展屬於自己社區、國

家及世界的敏感性和察覺力。 

Grusin 和 Stone （1993） 從教室經驗可引發學生閱讀報紙的興趣來討論讀

報教育的功能。 

O’Reilly 和 Alexander 

（1998） 

提出報紙引進教室成為資源後，讀報教育對學生

學習具有成效。 

Edward 和 Sherry（1999） 指出報紙所具有的內隱性知識及批判性思考很廣

泛，因此利用報紙作為品格教育或是其他教育運

用的媒材非常適合。 

Street（2002） 表示報紙對於閱讀教科書有困難的學生來說，報

紙是較少恐懼的訊息來源。 

洪蘭（2003） 認為閱讀是教育的根本，國家的公民要有世界國

際觀，而報紙豐富多元的內容與資訊，正好符合，

也能作為提升學生閱讀能力之教材。 

Raven （2006）和 Rowen 

（2001） 

認為讀報有助於培養寫作和批判思考技能。 

Segall 和 Schmidt（2006） 將報紙當作是社會教材（social text）來強調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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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 

Oldendorf 和 Calloway

（2008） 

指出過讀報，學生能將世界與社會連結，更關心現

今的社會議題，擴充其視野。 

吳清山、林天祐（2008） 指出讀報教育的功能有四項： 

1. 幫助學生在民主社會中成為具備知識及能參與

決定的人民。 

2. 透過報紙閱讀教學，幫助學生發展批判閱讀能

力。 

3. 提供教師經濟、有效、有趣的內容，做為寫作、

歷史、社會等其他學科的補充 教材。 

4.透過報紙提供各類生活中訊息，培養學生人格的

成長。 

楊育民（2009） 1. 培養閱讀習慣、提升語文能力： 

培養閱讀習慣不只是建構知識的過程，更是一

種基本能力的累積與展現，若引發動機便能養

成終生閱讀的習慣。 

2. 體察時事、與社會接軌： 

報紙內容多樣化且與時事結合，有各類的教育

內容及生活化的學習素材，能把課本知識和現

實生活經驗互相驗證，切合時代脈動。 

3. 培養批判思考能力與多元思維： 

新聞源於生活，學生接觸新聞時，會用自己的

相關經驗作為評判的依據，教師應讓學生學習

用不同的角度看新聞，提升對新聞事件的認知

與批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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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協助弱勢提升閱讀素養，促進教育機會均等： 

學童閱讀的次數、時數越多，頻率越高，對內

容獲取正確認知越多，且由父母陪同閱讀，其

適應性會更高。 

5. 養成終身閱讀的習慣： 

報紙是垂手可得的媒體素材，透過養成閱讀報

紙的習慣，報紙上的豐富知識將為學生帶來一

輩子受用的能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引自范君旭、徐超聖（2011）；黃正賢（2019） 

 

    透過上述整理可知，報紙本身的功能便是身為社會公民所應具有的知識水準

與反思精神，讀報除了能夠提供知識，同時也能開闊視野，培養更具國際涵養的

社會公民，學生透過讀報，除了可以更加國際化之外，也能夠提升更多元更全面

化的思考批判能力。讀報就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能夠看得更深更遠；

養成讀報的習慣就能擁有豐富的知識資源。 

 

第三節 識字能力與識字階段之發展 

 

    語文是一切學科的基礎，而識字則是閱讀和寫作的基礎，更是由口語進入到

書面語的媒介。當學生識字解碼的能力提升時，就能順利有效率的進行閱讀，當

自動化訊息處理理論提出解碼技巧自動化後，讀者就能將重點放在閱讀理解上

（Ruddell & Singer, 1994）。Sternberg（1994）發現弱讀者因為識字能力較差，因

此閱讀方面就較容易出現障礙。因此，解碼能力是閱讀必備的技巧，識字的正確

性與流暢性提升，解碼技巧就能更自動化。依據閱讀發展階段小學低年級正式識

字關鍵期，要增加識字能力為未來的閱讀能力奠基，因此這個階段強調識字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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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與字詞解碼的流暢性（Chall，1996）。 

壹、 識字能力的意涵 

一、 識字的定義 

    識字指的是人的閱讀理解能力與書寫文字的能力。識字又可以稱為字的解碼

（word decoding）或字的辨認（word identification），識字能力不是與生俱來的，

而是經教導、學習而來的。以下整理國內外學者對識字的意涵說明，如表 2-3-1： 

 

表 2-3-1  識字的定義 

學者／年代 識字的定義 

Perffetti（1983） 識字應該包含辨別字形、認讀字音、搜尋字義三種基本活

動。 

Vacca 和 Gove

（1987） 

提出識字（word identification）是透過中介線索（字音、字

形的線索）去區辨或認讀字，包括唸字（word attack）、析字

（word analysis）、解碼（decoding）。 

Aaron、Joshi

（1992） 

識字應具備三項認知成分，包括聲韻字音編碼（phonological 

coding）、視覺─ 字形編碼（visual-orthographical coding）、

語意字義編碼（semantical coding）。 

McCormick

（1995） 

將識字定義為認讀不熟字或不成熟的讀 者之識字歷程，讀

者需要使用一種或數種策略來辨識。 

賴慶雄（1989） 識字是指字形、字音、字義三者的緊密結合， 能正確寫出

字形、準確唸出字音、並能理解字義為識字的重要內涵。 

萬雲英（1991） 認為識字是一個自覺的知覺、記憶與思維的複雜過程。 

柯華葳（1993） 識字是閱讀的開始，屬於基礎的解碼工作，完整的識字是字

形、字音、字義三者緊密結合，它包括以下幾個部分：1.視

覺的知覺，2.字形的辨識，3.字義的直接接觸：見字直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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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辭典（mental lexicon）中比對（matching）出字義。4. 

聲韻的轉錄（phonological recoding）以接觸字義。 

賴惠玲、黃秀霜

（1999） 

將識字界定為認識文字的結構、讀音和表示的內涵，並強調

字體的結構、字音的形成和字義的了解有根本的認識，才能

書寫出正確的國字、詞語以及句子，進而能加以運用。 

邱明秀（2004） 對字彙的視覺、聽覺、理解共同達到明白的水準，即見到了

字形，能讀出字音，能了解該字之意義；聽見該字音，可在

腦中浮現該字的字形與字義，所以字形、字音、字義是構成

識字的重要條件，缺一不可。 

林翠玲（2007） 識字能力的定義為讀者能夠快速認出字，並能讀出正確的

字音，具備形、音對應的視覺技巧或利用背景知識，根據線

索來解碼，而讀出字的能力。 

謝錫金（2008） 識字包含三個步驟：認字、寫字、用字，其中認字需要透過

大量的閱讀來累積。 

許幸惠（2010） 將識字分從狹義和廣義二方面來解釋：狹義的識字是指看

到印刷文字後，能唸出此字的音（即字音的辨讀）， 但不包

括對此字義的瞭解；廣義的識字則包括字形的辨認、字音的

辨讀及字義的搜尋。 

王瓊珠（2007） 識字包含兩個途徑：一是見字即知義，為立即辨識，即認字；

二是透過語音中介，為中介辨識，即解碼。識字包含了字音

分析、字形辨識、字義抽取、組字規則及上下文分析的能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引自林青瑩（2015） 

 

    綜合以上學者對於識字的看法中，可以歸納出識字是對文字的形、音、義三

者間的緊密聯繫；見到字形能夠讀出字音、了解字義，聽到字音能知道字形、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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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字義，想表達時能夠寫出準確的字形並發出正確的讀音。由上可知，識字有廣

義與狹義之分，而本研究採用的是針對一年級學童，看到印刷文字後，能夠說出

該字的發音及字形的辨認，為廣義的識字能力。 

二、 識字量 

    「識字量」是指識得的文字的量，從廣義來說，是指能辨認出字形、讀出字

音且了解字義的文字的數量；從狹義來說，是只看到文字，能讀出該字的發音（字

音辨讀）之文字的數量。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都需要閱讀，因此需要具備一定的

識字量才足以處理生活當中會出現的訊息，而識字量的多寡，也會影響識字能力

與閱讀能力的發展。 

  閱讀是累進的技能，讀越多就能認識越多的字，認識了越多的字，就能夠讀

得更好。Stanovich（1986）曾說閱讀好的孩子，有較多的詞彙能幫助他讀得更多，

並透過閱讀得到更多新的語言經驗與詞彙，因此能讀得更好；而詞彙兩不足的孩

子，讀得慢，閱讀量少，因此詞彙知識的發展較慢，因而影響了閱讀能力，形成

了閱讀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s）。由此可知，閱讀與識字兩者的關係是

密不可分，相得益彰，要讓學生文字辨識的過程變成自動化的心理機制，可以透

過大量的閱讀、重複閱讀、廣泛閱讀等方式，讓學生增加識字量；配合識字教學

策略，能夠更加深學生的閱讀興趣與對文字的理解，就能夠學得快、記得牢。經

由大量閱讀與識字策略的應用，孩子就能夠讀得多、讀得快、讀得好，如此一來，

閱讀的良性循環形成了。 

    而一年級應該具備多少的識字量呢？王瓊珠、洪儷瑜、張郁雯和陳秀芬（2007）

編制的「識字量評估測驗」，推估一到九年級學生的識字量，結果顯示學生的識

字量隨著年級增加而增多，一、二年級的學生平均識字量約 700 字、1200 字，識

字量成長快速的時期是在小學一年級至小學五年級之間，每年增加的字數約為

480 字到 850 字之間，小學六年級之後的識字成長漸趨平緩。而根據「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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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中文字篇章的部分，對於國民小學一到六年級的識字量有訂出一個範圍，第

一學習階段的一、二年級，能認讀的標準為 700 到 1200 字；第二學習階段的國

小三、四年級，能認讀的標準為 1200 到 1800 字；第三學習階段的國小五、六年

級，要能認讀的標準為 2200 到 2700 字（教育部，2018）。  低年級學生正處於

識字增加快速的時期，因此透過適當的閱讀方式與識字策略能讓學生的識字量增

加更為快速，學生能藉此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與能力，對未來的學習將更有幫助。 

    本研究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高級中等學校」

語文領域—國語文的學習內容中文字篇章的部分，所提及的第一學習階段的一、

二年級，能認讀 700 到 1200 字為參考，使用教育部常用字頻表的前 1000 字作為

本研究前測與後測的工具和標準。 

 

三、 識字發展階段 

    閱讀分為識字與理解兩階段。學童識字能力的發展洪儷瑜（2002）整理了

Marsh、Chall、Rayner 及萬雲英等人的識字發展階段，發現識字發展大約可以分

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學前階段：學前階段的孩子會以簡單的視覺或形素線索，

例如利用字的外型辨字；第二階段為國小一年級：這時期開始學會以組字線索為

辨識的依據，學習字形與字音的連結，有組字規則的知識基模，認字較為熟練，

但仍不清楚細微的組字規則，容易出現認錯字的情形；第三階段為國小二年級至

國小四年級：此時期學童更熟悉認字解碼的技巧與策略，隨著年級越大，就更熟

悉形、音、義三者之間的關係，以下說明中西方學者對兒童識字發展階段的看法。 

 

（一）Chall 的識字發展階段 

     Chall（1983）將兒童識字發展依照年齡及認字程度分為三個階段，以下簡

述說明，如表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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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Chall 的識字發展階段 

階段 特徵 

階段零 

（出生到六歲） 

1. 透過環境中使用的語言及聲音，形成音韻知

識。 

2. 大多已學會辨識字母、符號及部分常用字。 

階段一 

（國小一年級到二年級） 

1. 此階段前期能察覺文字與聲音的關係，並能使

用認識的生字。 

2. 此階段後期以形音義的關係識字，透過大量識

字發展形音義的識字規則。 

階段二 

(國小二年級到三年級) 

1. 能同時專注在文字與意義，精確辨識字彙。 

2. 識字表現較純熟穩健，能達到識字自動化的階

段。 

資料來源：Chall, J., Stages of reading development (p.10-24), 1983, New York：

McGraw-Hill. 

 

（二）Firth 的識字發展階段 

    Firth（1983）將兒童識字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是圖像技巧階段 

（ logographic skill）、拼音技巧階段（ alphabetic skill）以及組字技巧階段 

（orthographic skill），以下簡述說明，如表 2-3-3。 

 

表 2-3-3 Firth 的識字發展階段 

階段 特徵 

圖像技巧階段 1. 此階段的字彙稱圖像字彙（sign vocabulary）。 

2. 以觀察字的形狀或部分特徵來將字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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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似的字容易混淆。 

4. 圖像階段無法記憶太多的字。 

拼音技巧階段 1. 具備音韻覺識的能力，能練習拼音。 

2. 能用解碼的方式理解形音的對應關係，能將聲音的音素

轉換為字母。 

3. 字母拼寫的順序漸為重要。 

組字技巧階段 1. 能以組塊（chunk）的方式解字。 

2. 透過抽象字母串觸及已儲存內在的表徵進行認字。 

3. 具有足夠的組字規則能力，能正確拼寫。 

資料來源：Firth, U., Beneath the surface of developmental eslexia. In K. E. 

Patterson, J. C. Marshall & M. Coltheart(Eds.), Surface dyslexia: Neuro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tudies of phonological reading, 1985,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三）Ehri 的識字發展階段 

    Ehri（2005）承襲 Firth 的理論，將兒童識字發展分成四個階段，分別為前字

母階段（pre-alphabetic phase）、部分字母階段（partial alphabetic phase）、全字階

段（full-alphabetic phase）、鞏固字母階段（comsolidated-alphabetic phase），以下

簡述說明，如表 2-3-4。 

 

表 2-3-4  Ehri 的識字發展階段 

階段 特徵 

前字母階段 1. 將文字的視覺線索與其發音或意義作連結進行辨識文

字。 

2. 視覺線索和字義的連結是隨意且不穩固的。  



 

44 
 

3. 認字時依賴上下文或環境訊息來辨識。 

部分字母階段 1. 逐漸建立字母與聲音的連結，但能力仍舊不穩固。 

2. 通常是將容易偵測的字首或字尾字音當作記憶字彙的

線索。 

3. 字母系統增加有助於對語詞的認識。 

4. 還無法將一個字的發音切割成音節。  

5. 對於不認識的字彙，解碼尚具困難性。 

全字階段 1. 已能建立完整的形音連結。 

2. 能將文字中的語音切割為音節，且能對應到形素，進

行認字。 

3. 能利用解碼系統解碼未學過的字彙。 

4. 能正確辨識相似字。 

5. 對於發音不規則的字，無法辨識。 

6. 認得的字能儲存在腦中，形成常見字（sight words）。 

鞏固字母階段 1. 已建立更完整的形音義連結資料庫。 

2. 能將拼音結構視為辨識文字的單位。 

3. 能直接從記憶中提取識字的歷程。 

4. 前一階段形成的常見字，成為累積此一階段字彙量的

基礎。 

資料來源：Ehri, L. C., Learning to Read Word: Theory, Findings, and Issues, 2005,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9(2), 167-188 

 

（四）鄭昭明的識字發展階段 

    鄭昭明（1981）從視覺的觀點說明中文識字的歷程，其認為在閱讀文字時，

會歷經字形的學習與區辨、建立心理字典（mental lexicon）系統、文字的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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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三方面的心智運作，如下表說明，表 2-3-5。 

表 2-3-5 鄭昭明的識字發展階段 

階段 特徵 

字形的學習與區辨 1. 掌握文字閱讀的首要能力。 

2. 著重區辨字與字之間的的異同之處與部件的分析和

歸類。 

3. 兩字筆畫特徵相差越大和學習經驗越多，越容易區辨

字形。 

建立心理字典系統 1. 習得中文字之後，學習者會在心中建立一本「心理字

典」，儲存在長期記憶中，存放與語言有關的訊息。 

2. 每個字的字形、字音、字義訊息會相互連接，經過長

時間的文字學習後，會形成一般字彙知識（general 

lexical knowledge）。 

3. 一般字彙知識包含三方面的知識： 

（1） 聲旁表音知識 

中文字的發音常與此字的聲旁音有關，例如：

「清、情、請」的發音與聲旁「青」相似；「泡、

抱、飽」的發音與「包」相似。 

（2） 部首表義知識 

中文字的部首往往能表示此字的類別，例如：

「艸」部的字通常與植物有關；「豕」部的字通

常與四隻腳的動物有關。 

（3） 漢字組字規則知識 

中文字的部件通常在一個字裡有固定的位置，

例如：「宀」部件總是出現在字首；「水」部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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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放在字的左邊。 

文字的辨識 1. 學習者已經歷長時間的文字閱讀練習。 

2. 能運用心理字典中形成的知識去辨識所看見的文字。 

資料來源：鄭昭明（1981）。漢字認知歷程。中華心理學刊，23，137-153。 

 

（五）萬雲英的識字發展階段 

    萬雲英（1991）將兒童識字發展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稱為泛化階段，第二

階段稱為初步分化階段，第三階段為精確分化階段，簡述說明如下：如表 2-3-6。 

 

表 2-3-6 萬雲英的識字發展階段 

階段 特徵 

泛化階段 1. 學習漢字的初期現象。 

2. 學生對漢字字形建立起粗略、不穩定的輪廓。 

3. 識字時容易出現認字或結構錯誤，偏旁部首或基本字錯

置、增減筆畫、方位變動、形音義聯想混淆等。 

初步分化階段 1. 經複習與比對分析後，對於所學的生字有較完整的認識。 

2. 不再出現形音義混淆的情況。 

3. 能掌握基本的字形結構，偶爾會出現遺漏、添補或猜測、

泛化的現象。 

精確分化階段 1. 能充分掌握所學的生字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2. 能迅速完成認讀、解義、默寫。 

3. 能分辨解析生字之間的異同。 

4. 能理解一般的構字規則，同時也了解部首及偏旁的意涵。 

資料來源：萬雲英（1991）。兒童學習漢字的心理特點與教學。載於楊中芳、高

尚仁（主編），中國人．中國心─發展與教學篇（頁 403-448）。臺北市：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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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洪儷瑜的識字發展階段 

    洪儷瑜（1999）統整了國內外學者 Marsh（1981）、Chall（1983）與 Pollatsek

（1989）與萬雲英（1991）的研究，認為識字發展可以依照年齡區分為 6 歲前、

6 到 7 歲、7 到 9 歲三個階段，以下簡述說明，如表 2-3-7。 

 

表 2-3-7 洪儷瑜的識字發展階段 

階段 特徵 

6 歲前 

（學前階段） 

1. 以簡單的視覺線索或形素線索區辨字。 

2. 先認整體字形再認字母。 

3. 對字的形音義關係存在模糊的認識。 

6-7 歲 

（國小一年級） 

1. 開始學習形與音的連結。 

2. 開始掌握字形的基本結構。 

3. 能利用組字的原則認字，但是對較細微的規則仍不熟

悉，較容易出錯。 

7-9 歲（國小二至

四年級） 

1. 擁有較複雜的認字解碼策略以及較成熟的解碼技巧。 

2. 能運用組字原則進行字的辨識。 

3. 熟悉字的形、音、義三者之間的關係。 

4. 已達到自動化認字。 

5. 進行閱讀時，年級越大的讀者所具有的處理單位越

大。 

資料來源：洪儷瑜（1999）。國小學童之漢字視知覺能力與語文相關研究。載於

柯華葳、洪儷瑜（主編），學童閱讀困難鑑定與診斷研討會文集（頁 35-57）。嘉

義縣：國立中正大學心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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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綜合中西方學者對於兒童識字發展階段的看法，不論是拼音系統與非拼

音系統，兒童識字發展大致上依循四個階段：（一）利用字形辨識（二）字音字

形的連結（三）利用組字規則辨字（四）自動化識字。孩童從初期的利用文字字

形圖像辨字，接著開始能將字音與字形連結，並逐漸掌握組字的規則，最後能自

動化的流暢識字。本研究中的研究對象正處於識字發展階段中的學習利用字音與

字形連結的階段，開始具備簡單的組字規則，正是適合快速發展識字能力的階段。 

貳、 識字教學法 

    漢字是以字形表意的文字，由象形、指事等漢字構造策略演化而來，漢字有

近 90000 個，因此在學漢字時，如果能教導學生適當的利用識字策略，將有助於

提升學生的識字能力。以下說明幾種常見的識字法。 

一、 分散識字法 

    分散識字教學法是以閱讀文本，從生字帶出語詞、短句乃至段落到整篇文章，

即是採字不離詞、詞不離句、句不離文的原則。分散識字教學法識將識字與閱讀

相互結合，強調在有意義的文章情境中讓學習者了解字的意義與用法。依照課文

出現的字詞順序學習，寓識字於閱讀，老師設計不同的活動教材，而學生隨課文

學習，認識生字，即是分散識字的理論基礎（戴汝潛，1999）。分散識字法是現

今教科書常用的識字方法，老師隨著教科書中的生字與文本進行教學，所以「分

散識字教學」又稱作「隨課文分散識字」（老志鈞，2000）。呂美娟（1999）認為

分散識字是一種以有意義的情境帶字的概念。此識字方法的優點有三：1.邊閱讀

邊識字，字、詞、句緊密聯繫，有助於對漢字形、音、義的掌握；2.識字教學與

閱讀教學結合，有利於學生聽、說、讀、寫的訓練；3.此識字發展適合學生年齡

的特點，符合兒童語言的發展，有利於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缺點是：識字的進

程較慢，在低年級階段，閱讀的教材受到生字的限制，課文篇幅較短，內容會受

到壓縮。 

二、 集中識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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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識字法是與分散識字法相對的識字教學法，就是採用「先識字，後讀書」

的識字方法。集中識字法是將漢字進行歸類對比，再教導學生識字，基本方法有：

形聲字歸類、基本字帶字、形近字歸類。大陸學者萬雲英（1991）認為此種識字

方法的目的是透過突出字形的異同，幫助學生進行分析、比較、分化、辨認和理

解，來掌握漢字構成的規律，透過規律有利於兒童有效的進行編碼、組合、儲存

和檢索，學生能夠因此比較字與字之間形音義的關聯性，而且可以學習到大量相

同特性的生字，有助於增進學生的識字能力。集中識字教學法運用漢字的組字規

則，可以幫助學生掌握組字原則，大量、快速的累積新字。大陸學者戴汝潛（1999）

更直接指出，通過字形了解字義最簡便的方式就是利用部首；洪儷瑜（2002）也

發現視知覺能力中「部件辨識」與語文的成就關係密切。 

    「部件識字教學法」是一種透過對中文字「部件」結構分析來進行識字教學

的方法（戴汝潛，1999），讓零散的筆劃組合成部件，再將部件組合成文字，減

輕學生的記憶負擔，強化學習效果，提升他們認字的能力。 

    「部首識字教學法」是將漢字的部首視為像英文的字根，漢字部首的歸類著

重在字義的分類，相同部首的字，大多具有類似的字義或屬性。部首識字教學法

是教導學生利用部首來辨識或推測其字義，如此一來將更容易辨認或回憶字形結

構。 

    集中識字法的主要精神在於「集中教學、分散練習」，一開始使用同音歸類

識字，到後來發展出包含形聲字在內的基本字帶字集中識字法，不但突出了字形，

也不忽視音、義的特點，對增進識字成效有所幫助。 

    本研究識字教學策略的使用上，加強使用集中識字法，利用一年級學童剛學

過的部首及部件，配合文章和故事，從中找出同一部首或部件的組合進行識字及

字義教學，讓學生能同時認識更多的國字。 

 

第四節  提升識字量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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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欲提升一年級學童之識字量，故研究者蒐集國內近十年來提升識字

量之相關研究，整理如表 2-4-1。 

 

表 2-4-1  提升識字量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徐麗雯 

（2021） 

晨間閱讀

的實施對

國小二年

級學生識

字量學習

成效之研

究 

國小二年

級學生 

實驗研究

法 

1.為期 10 週、每週一次的晨

間閱讀，對學生的國字識字

量、注音識字量和識字量測

驗平台成績，均有顯著改善

效果。 

2.每週三次的晨間閱讀，更可

顯著提升學生的國字識字量

和識字量測驗平台成績，但

對注音識字量無額外的提升

效果。 

莊雍純 

（2016） 

桌上遊戲

融入差異

化教學對

國校五年

級 

國小中年

級低識字

量學童 

前實驗研

究法 

1.聲旁表音多媒體教學輔助

軟體的介入對國小中年級低

識字量學童的識字能力、聲

旁表音覺識能力具有顯著的

提升效果。 

2.聲旁表音多媒體教學輔助

軟體的介入對低識字量學童

的識字流暢性並沒有顯著的

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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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家玉 

（2016） 

布農文化

融入識字

教學對偏

鄉學生識

字量及閱

讀流暢度

影響之研

究 

國小二年

級學童 

行動研究

法 

1.偏鄉國小二年級學生實施

「布農文化融入以文帶字之

部件識字教學」課程後，學生

識字量、學習興趣與態度有

明顯提升 

2.偏鄉國小二年級學生實施

「布農文化融入以文帶字之

部件識字教學」課程後，閱讀

流暢度有部分提升。 

陳威州 

（2015） 

喜閱網對

高雄市四

年級學童

識字量與

閱讀興趣

之影響 

國小四年

級學童 

準實驗研

究法 

1.四年級學童實施喜閱網閱

讀闖關後對識字量的提升部

分具有成效。 

2.四年級學童實施喜閱網閱

讀闖關後對閱讀興趣的提升

不明顯。 

3.四年級學童實施喜閱網閱

讀闖關後識字量與閱讀興趣

有中度的正相關。 

陳嬿臣 

（2015） 

識字策略

教學對國

小二年級

學童識字

量與閱讀

流暢度之

影響 

國小二年

級學童 

準實驗研

究法 

1.識字策略教學能增進國小

二年級實驗組學生的識字

量。 

2.識字策略教學未能增進國

小二年級實驗組學生的閱讀

流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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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珮鈴 

（2015） 

誦讀《蒙

求》對國

小二年級

學聲識字

量提升之

影響 

國小二年

級學童 

行動研究

法 

1.誦讀《蒙求》能提升國小二

年級學生的識字量。 

2.誦讀《蒙求》可以作為輔助

識字的方法。 

3.滾誦法是解決誦讀遍數不

足的有效策略。 

4.學生與家長肯定誦讀《蒙

求》具有提升識字量的效果。 

康珍瑋 

（2013） 

以直接識

字法增進

小學一年

級學童漢

字識字量

效果之研

究 

國小一年

級學童 

前實驗研

究法 

1.直接識字教學法確實能有

效增進一年級受試學童的漢

字識字量。 

2.直接識字教學法能提高不

同語文學習成就受試學童之

漢字識字量。 

林姵辰 

（2013） 

讀誦《千

字文》對

國小一年

級學童識

字量提升

之影響 

國小一年

級學童 

準實驗研

究法 

1.讀誦《千字文》能作為正規

教學中輔助識字的方法之

一。 

2.讀誦《千字文》能提升一年

級學童的識字量。在「識字量

評估測驗」的整體表現與高、

中、低三個分組的共變數分

析結果，實驗組學童的表現

比之控制組，均有顯著提升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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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學童與家長的回饋資料

分析整理，發現家長與學童

均肯定誦讀《千字文》能帶來

正向的幫助。 

許雅惠 

（2012） 

形義教學

對國小一

年級學童

識字能力

與識字量

之影響 

國小一年

級學童 

準實驗研

究法 

1.形義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童

在「識字能力測驗」的識字能

力表現。在「字形」和「結構」

層面具顯著提升效果，但在

「字音」和「字義」層面則無

顯著提升效果。 

2.形義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童

在「識字量評估測驗」的識字

量表現，在平均識字量的推

估成績具顯著提升效果。實

驗組平均識字量 830 字，控

制組平均識字量 629 字。 

3.從實驗組學童的回饋資料

分析發現，超過八成六以上

學童表示喜歡上形義教學；

也有超過八成以上學童表示

喜歡書寫實驗課程設計之學

習單。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引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統整相關論文及網路資料，過去的研究者在研究設計上多以實驗研究法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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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行識字量的研究，而採用的教學方法多以直接識字法或背誦的方法提升學童

的識字量，僅有一篇以分析部件的方式進行識字教學。故本研究擬以行動研究的

方式，採集中識字教學作為教學活動的識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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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法，旨在探究如何運用閱讀教學與識字策略提升低年級

學童的識字量，以及提升的成效如何？本章節的目的在說明本研究的方法及步驟，

第一節為研究方法與研究期程，第二節為研究情境與參與者，第三節為行動研究

規劃與實施，第四節為研究資料處理與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期程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探討國小一年級運用集中識字教學提升識字量之歷程

與成效。希望藉由繪本及國語日報文章的共讀與教學設計與實施，瞭解學生識字

量提升的情形，另依據實施教學過程中遇到的狀況和問題，省思後再修正教學的

歷程，以及實施的成效。在行動研究的過程中採取行動研究計畫-行動-省思-修正

-再行動的依序循環方式，改變教學方法並修正教學方案。研究者認為，繪本及國

語日報文章的教學能夠提升學童的識字量。 

壹、行動研究的定義 

    行動研究是 1940 年代由 Lewin 所提出。顧名思義是將「實際行動」與「研

究」結合起來。研究者在自己的工作實務情境中面臨問題時，自己先初步分析

問題，接著採取行動，在實務過程中不斷的省思與修正，改善實務工作的情境

與問題。以下就學者指出行動研究的定義進行說明，如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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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行動研究的定義 

學者／年代 定義 

陳伯璋（1988） 行動研究是只情境的參與者，基於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

與專家、學者或組織中的成員共同合作，將問題發展成研

究主題，有系統地加以研究，以解決實務上的問題。 

吳明清（1991） 行動研究是由實際從事教育工作者（通常是教師）擔任研

究工作，以學校或教室內極待改進的教育活動為研究內

容，而以改進那些教育活動為目的。 

王文科（1995） 行動研究應用在教育上的目標是要促使研究專家、教師或

行政人員投入研究的工作，且把研究方法應用於特定學校

或教室情境中的教育問題，藉以提升教師的素質，強化教

師的專業精神。 

夏林清（1997） 行動研究是企圖支持教師以及教師團體能夠有效面對實

務工作中的挑戰，並以一種反省思考的方式來創新改革困

境。 

蔡清田（2000） 認為行動研究法是研究和實際行動結合的一種研究方法，

鼓勵實務工作者及研究人員能以批判、質疑的態度來檢視

自己的實務工作，除了重視問題的解決亦注重反省、批判

及思考能力的培養；行動研究是一種研究類型、一種態度，

而不是一種特定的研究方法或技術。情境的參與者（如教

師）基於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與專家、學者或是組織中

的成員共同合作，將問題發展成研究主題，進行有系統的

研究。 

葉重新（2004） 行動研究可以增進研究者對自我專業的了解、自我評估採

取行動的有效性，修正行動策略，行動研究注重問題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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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亦注重反省、批判思考能力的培養，因此能提升研究

者的專業知識，促進教育的進步與帶動教育革新 

鄭增財（2006） 行動研究是研究者在自己的工作實務情境中面臨問題時，

自己先初步分析，接著再採取行動以求突破或改變現狀，

並透過蒐集行動中的相關資料，來確認自己所採取的行動

使否有效。 

Elliott（2009） 指出任何透過行動研究整合教育理論與實務的行動意義，

將取決於如何成功的嘗試融合理論概念和實踐智慧。教育

行動研究者須要融入他們在實際情境中的交談論述，因為

教育行動研究是一個獲得普遍知識的推理過程，其標的物

建構了一個清晰和系統化的觀點，它也能夠預測未來的可

能性。 

曾惠卿（2010） 教師行動研究是一種自我省思、自我成長的研究方法，教

師可以根據教學現場發現的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歷程，以循

環的方式進行研究，研究的歷程需要偕同人員及師生共同

參與，且行動研究的環節間是流動難以劃分的，每一個階

段都經過反省與檢討，若問題未解，便會回到釐清情境的

階段，是一個不斷循環的歷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引自沈家菊（2016）；蔡佩蓉（2014） 

 

    綜上所述，行動研究是強調研究與行動兩者合而為一，在研究的過程中解決

實際情境中的問題，並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行動研究是一個循環的歷程，在實

施研究的過程中，透過不斷的省思與修正，當研究完成時，問題能夠獲得解決，

研究者也因此能夠提升自我效能，獲得學習與成長。 

貳、行動研究的特徵 



 

58 
 

    葉重新（2004）有提到行動研究即工作人員在工作情境中遇到問題，盡速採

取行動來研究，找出解決方法，依據研究結果作為實際解決問題時的策略。教育

工作現場教師為主要研究者，在實際教學情境中遇到實務問題，應用研究的精神，

持續發現與紀錄問題並試著解決問題，以提升教學品質。以下就幾位學者提出行

動研究的特徵進行說明：  

一、蔡清田（2000）提出行動研究的十項特點： 

（一）行動研究以實務問題為主要導向： 

    行動研究最大的特性就是針對實際工作情境中所發生的問題，以可能解決問

題的方法作為變數，從研究過程中來驗證這些問題的效度。行動研究與其他研究

不同之處在於行動研究企圖透過實際行動改進實務，並達成與實務工作一致的工

作價值信念。 

（二）重視實務工作者的參與： 

    行動研究主要的研究者就是實務工作者自身，因此，行動研究是以實務工作

者為研究主體所進行的一種研究類型。行動研究不僅僅是重視實務工作者的研究

參與，更重視這個研究是在實務工作者所進行的工作情境中完成。 

（三）從事行動研究的人員就是應用研究結果的人員： 

    一般的研究，研究者只從事研究，但不直接應用研究的結果，實務工作人員

只負責執行實際工作任務，因此常常是研究與實務上的應用脫節。在行動研究中，

實務工作者扮演研究者的角色，也是應用研究結果的人員，正好能彌補理論與實

務脫節的問題。 

（四）行動研究的情境就是實務工作情境： 

    行動研究是針對「實務標的」（一個班級或一群或一位特定的對象）所發生

實務上的問題進行研究，尋求改上的方法與策略。 

（五）行動研究的過程重視協同合作： 

    行動研究是就是情境內的研究者與情境外的研究者採取一致的行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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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的本質，再擬定系統性的行動計畫方案，得以解決工作現場的問題，讓

工作情境更理想。 

（六）強調問題解決的立即性： 

    行動研究具高度實用取向，重視「及時應用」「實用可行」的結果，對實務

工作者而言，聚焦於強調問題解決的立即性與即時運用。 

（七）行動研究的問題或對象具有情境的特定性： 

    行動研究的問題或對象具有情境得特定性，也就是行動研究有特定的研究問

題，行動研究並不是要從事大量的研究，他的研究樣本是有特定限制且不具代表

性的，例如：一個班級、一個學校，因此不強調行動研究的類推性，它是針對某

特定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不要求適用於一般的情況。 

（八）行動研究是屬於發展性的反省彈性計畫： 

    行動研究有很大反省的彈性空間以及適應性，以確保行動研究得以繼續發展，

因此，行動研究並沒有特定的方法或固定的技巧，在設計方案及實施計畫時要能

保有彈性，隨時依據實際情況做調整。行動研究要不斷地探究反思，不斷循環規

劃、行動、觀察、反思、再規劃的歷程，透過反省產生行動研究者的新觀點，以

及更深度的反省與理解。 

（九）行動研究所獲得的結論只適用於特定實務工作情境的解放，其目的不在 

      於作理論上的一般推論： 

    行動研究所關注的是實際情境中的特定問題，其研究的樣本有特定的對象，

其研究的結果只能適用於該特定情境。因此，行動研究的重點並不在於抽象理論

的發展，更不在於普遍應用與大量推廣。 

（十）行動研究可以促進實務工作者的專業成長：  

    行動研究能夠提昇實務的品質，也能作為實務工作者的在職訓練，協助實務

工作者發展專業知識技能。透過研究過程培養實務工作者對於實際問題情境的應

變能力，因此，行動研究能促進實務工作者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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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葉重新（2004）認為行動研究有以下幾項特徵： 

（一）在實際工作場域中進行： 

    當研究者要探討工作上所遇到的問題時，研究的場所為自然的情境，例如：

學校、教室、戶外等等。 

（二）以解決工作上的問題為目的： 

    行動研究是指針對教育情境中所發生的問題，採取行動來探究，研究結果旨

在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三）以訪談和觀察來蒐集資料： 

    行動研究者常利用訪談或觀察，來蒐集受試者的資料，同時分析有關的文件

紀錄。 

（四）以合作方式進行研究： 

    教育行政人員在學校一起研究教育上的問題，彼此互動討論之後，可以由集

思廣益的效果，除此之外，可以和專家學者討論、合作，因此研究人員能夠從研

究的過程中獲得學習與成長。 

（五）可以增進參與行動研究者學術研究能力： 

    行動研究者藉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歸納、分析、批判、辯證，可以增進對

問題分析與學術研究的能力。 

三、夏林清（1997）認為行動研究有以下六種特徵： 

（一）行動研究由關心社會情境的人針對社會情境進行研究。 

（二）行動研究發起於每日老師工作中所產生的實際問題。 

（三）行動研究必須和學校的教育價值及教師工作條件具有相容性。 

（四）行動研究提供進行研究與發展實務的一些簡要的策略與方法。 

（五）行動研究是一種持續不斷的努力；教師致力於行動與反應之間緊密聯繫、

相關與對質的特性，促進教師反映出自己發展個人行動的意識與潛意識作為。 

（六）每一個行動研究方案都有自己的特點所在，所以我們並不需要提供一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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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精緻明確的研究模式與步驟。 

四、郭重吉、江武雄、張文華（1997）引用 Berlin&White（1992）的論點，指出

行動研究的優點包括： 

（一）教師可以善加運用不同觀點和專家所帶來的好處。 

（二）研究結果可供教師在教學實務的參考。 

（三）經由教師的直接參與研究，可以打破傳統上教師對研究者的敵意。 

（四）可提供教師學習與成長的機會。 

（五）能由身歷其境的人自行解決所面臨的問題。 

    綜上所述，行動研究的目的在於解決眼前具體的問題，在教育現場的教師能

夠身歷其境，運用自身進行研究來解決問題，同時能夠透過研究提升自身的能力，

可以避免研究者與實際操作者兩者的脫節的問題。 

參、研究期程 

    本研究旨在運用集中識字教學提升學童識字量之研究，行動研究歷程可以分

為：研究準備期、研究實施期、研究發展期、資料分析期： 

一、研究準備期：（2021 年 9 月~2021 年 10 月） 

1.確定研究主題： 

    研究者在教學現場，觀察到學生在閱讀時，只是草草翻閱，並無真正的仔細

認真閱讀並理解；每天出現在日常生活環境中的文字，若沒有透過有意義的學習，

這些字不會進到學生的長期記憶裡；認字認得少，在閱讀課外書，甚至是閱讀課

內的題目時，就會顯得很吃力，並且無法理解題目。因此，研究者認為可以從學

生的生活經驗中結合讀報教學和繪本教學以及識字策略，提升學生的識字量，進

而幫助其閱讀動機與理解能力。 

2.蒐集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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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主題確定後，研究者透過網路文獻查詢系統進行資料查詢，蒐集與讀報

教學、繪本教學、識字策略的相關文獻、期刊、書籍，大量閱讀相關文獻。 

三、 研究發展期：（2021 年 11 月~2021 年 12 月） 

1.撰寫研究計畫： 

    根據研究動機及蒐集的資料擬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方法，以及撰寫

研究計畫內容。 

2.選取讀報及繪本媒材： 

    研究者選擇較接近學生的生活經驗的國語日報文章，以及親子天下 SDGs 兒

童永續書房的推薦書單中，選擇適合低年級學生閱讀與容易理解的繪本，進行閱

讀結合識字的教學內容。在安排這八個文本順序時，研究者考量文章篇幅長短，

從讀報文章先進行教學；而文字較多的繪本部分，考量字數的多寡與文本的意涵

由淺至深安排先後順序。 

3.擬定活動設計與行動策略： 

    本研究計畫為教學活動實施前的識字量前測、8 次的教學活動及識字量的後

測，選定 3 篇讀報文章以及 5 本繪本，利用彈性課程時間實施教學活動，每次教

學活動的時間為 80 分鐘，每次的教學活動都包含了教學活動設計、教學省思、

學生學習單、活動照片記錄。 

四、 研究實施期：（2021 年 12 月~2022 年 4 月） 

1.進行學生識字量前測： 

    2021 年 12 月，研究者在實施集中識字教學前，利用教育部字頻表的前 1000

字進行學生識字量的前測，目的在了解研究對象識字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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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施讀報教學及繪本教學的識字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進行的時間從 2021 年 1 月開始實施集中識字教學的活動。透過閱

讀文章與故事，從文章或故事裡找出相同部件或部首的字填入識字花瓣，利用集

中識字的方法幫助學生用更快的速度認識更多的字。同時也利用隨文識字的分散

識字法，結合九宮格的遊戲方式，讓學生的識字過程更有趣，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在實施 8 次教學的過程中，根據教師的教學紀錄與教學省思和學生的學習

單，修正教學活動設計。 

五、 資料分析期：（2022 年 1 月~2022 年 5 月） 

1.資料處裡： 

    在實施集中識字教學的過程中，資料的蒐集與整理是同時在進行的，此階段

即是將研究實施期間的學生學習單、教學省思和教學紀錄、活動照片紀錄等資料，

加以整理分析。 

2.撰寫研究報告： 

    研究者依據研究資料分析的研究結果，歸納分析研究的結論與建議，完成論

文的敘寫。 

 

第二節 研究情境與研究參與者 
 

    本節主要在說明研究的情境與研究參與者，以下是研究情境和研究參與者的

說明。 

壹、研究場域 

快樂國小（化名）是位於南投縣一所偏鄉國小，學校周遭環境大多是種植 

香菇的菇寮，環境純樸；學校的圖書室於 109 年成立社區共讀站，館藏圖書較成

立社區共讀站前多，每日也有國語日報的投送，學校不定期還會收到企業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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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閱讀資源豐富。110 學年度，全校學生共 6 個班，全校學生數為 46 人。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運用集中識字教學提升低年級學童的識字量相關研究，

研究對象為研究者本身所任教的南投縣快樂國小一年級，進行教學的地點就在一

年級的教室進行。 

貳、研究者 

    研究者為快樂國小一年級的級任導師，也是行動研究的擬定者與行動者。擔

任的角色為研究中的教學者、觀察者、紀錄者及資料蒐集與分析者。研究者為國

小合格教師，在國小職場服務年資為 12 年，帶低年級學生有多年經驗，對於學

生進到小學開始認讀國字很吃力頗有感受，於是選擇提升學生識字量為研究的主

題。 

參、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快樂國小為南投縣偏遠學校，一個年級一個班，全校共六班。本研

究在研究者本身所任教的一年級班級實施運用集中識字教學提升低年級學童識

字量之行動研究，研究對象為一年級的 11 名學生。本研究在取得快樂國小一年

級學生家長同意書（附錄一）後進行研究，學生基本資料分析如表 3-2-1。 

 

表 3-2-1 學生基本資料分析 

代號 性別 身分別 學生基本資料 

S1 男 一般 父親平日於台中擔任工程師工作，週間和孩子們沒

有居住在一起。母親於醫院擔任護理師，每天都很

用心陪伴孩子的課業，也時常帶孩子一起閱讀。 

學生課業表現尚佳，但是對於自我要求並不高，較

為消極。 

S2 男 一般 與 S3 是雙胞胎兄弟。S2 是雙胞胎弟弟。父母親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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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於公職，父親對於孩子的管教較放任，母親花

很多時間帶著孩子到各個圖書館借書，陪伴孩子閱

讀。 

學生個性較大而化之，做事與學習時的態度較消

極，若沒有特別要求，學生的表現就是有做就好了。

學習反應與雙胞胎哥哥相較之下是學習較快速的。 

S3 男 一般 與 S2 是雙胞胎兄弟。S3 為雙胞胎哥哥。父母親皆

任職於公職，父親對於孩子的管教較放任，母親花

很多時間帶著孩子到各個圖書館借書，陪伴孩子閱

讀。 

學生個性較為謹慎，對於自我要求比起 S2 高一些，

但學習速度與理解力較 S2 弱。 

S4 男 一般 爸爸為軍職，媽媽為公職，父母讓孩子學習鋼琴、

繪畫。 

學生本身的生活經驗與課外知識都很豐富，領悟力

高，但較羞於表達。 

S5 男 一般 爸爸為製茶師，媽媽從事服務業，放學後會到安親

班寫功課，因此功課交給老師時幾乎不會有錯誤。 

學生學習時的反應較慢，要給他多一點的時間思考

吸收。 

S6 男 一般 爸爸為公車司機，媽媽為教育業相關的駐點人員，

對於孩子的學習狀況很上心，由於孩子幼兒園是念

小學附幼，沒有教注音符號，媽媽在暑假時花很多

時間教孩子，但成效不好。 

學生很喜歡發表，剛開始時，學習速度較慢，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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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漸入佳境，對於句子或文章的書寫較沒有信心。 

S7 女 一般 父親為工程師，母親為診所助理，孩子並無學習特

殊才藝，但是做事腳踏實地，有禮貌。 

學生學習時總是非常專注與積極，對自我要求很

高，語言表達與詞語使用上都表現優異。 

S8 女 一般 父母親從事商業，分別為業務與行政助理。父母讓

孩子學鋼琴、學繪畫，孩子資質佳，但平時的行為

表現爭議較大。 

學生很聰明，表達能力也不錯，看過很多課外書籍，

但是學習時不適很專注，也較為粗心。 

S9 女 一般 父親為司機，母親為作業員，為家中的獨生女，爸

爸很寵愛女兒，個性較自我，有時會與同學有衝突。 

學生很願意學習， 也喜歡看書，在數學方面較弱，

需要多給他一些思考時間。 

S10 女 新住民

子女 

父母親自行開店賣卷筒粉，母親為中國籍，溝通上

較無隔閡，但是父母親對於孩子的學習較不在乎。 

學生的學習狀況不是很好，生活習性也很差，座位

旁常掉滿了東西，但此生的藝術天分高。 

S11 女 一般 父親從商，母親為教師。母親對孩子的學習較重視，

也常會帶孩子到圖書館借書，鼓勵孩子閱讀。 

學生的個性較溫吞，對於學習沒有那麼積極，卻是

個個性貼心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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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行動研究規劃與實施 

 

    本研究是利用集中識字教學提升識字量的行動研究，主要的研究工具是以國

語日報的讀報文章及繪本作為文本教材。 

壹、教學說明 

    本研究於 110 年 12 月對研究對象進行識字量的前測，並於 111 年 1 月至 111

年 3 月進行提升識字量的教學活動，111 年 4 月對研究對象進行識字量的後測。 

貳、教學大綱 

以下針對本行動研究規劃之教學大綱，如表 3-3-1 說明。 

 

表 3-3-1 教學大綱 

編

號 
日期 文章、繪本名稱 出版社 作者 識字策略 

1 111.01.06 在跑道上摔一跤 國語日報

110.10.07 

新北市樹林

國小 

林夏彤 

部首識字

(心) 

2 111.01.13 夜市小王子 國語日報 

110.09.30 

苗栗縣文苑

國小 

鄭子杰 

部首識字 

(彳) 

3 111.02.17 酒釀蛋花湯圓 國語日報

110.11.20 

新竹縣福隆

國小黃堉婷 

部首識字 

（水） 

4 111.02.24 為什麼不能有女

醫生 

維京國際 譚亞‧李‧史東 部首識字 

（言） 

5 111.03.03 國王的洗澡水 世一出版社 黃慧敏 部首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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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辵） 

6 111.03.10 媽媽的紅沙發 三之三文化 威拉‧畢‧威廉

斯 

部件識字 

（包） 

7 111.03.17 再見小樹林 格林文化 嚴淑女 部件識字 

（昜） 

8 111.04.14 守護海洋的人魚 維京國際 珍妮弗‧伯恩 部件識字 

（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參、教學活動設計 

    本研究是以讀報文章及繪本為閱讀文本，進行集中識字教學，加強學生的

識字能力。研究者每次利用彈性課程時間進行集中識字教學。本研究教學流程

如圖 3-3-1。 

 

 

 

 

 

 

 

 

 

 

圖 3-3-1  集中識字教學之教學流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準備活動（教學前） 
準備該單元繪本或文章 

引起動機（10 分鐘） 
預測繪本或文章內容 

發展活動（50 分鐘） 
1.閱讀文章 2.識字策略教學 

綜合活動（20 分鐘） 
1.識字花瓣 2.認識新字 3.九宮格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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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識字教學所採取的流程為： 

一、準備活動 

    準備活動於教學前進行，包含準備該單元教學所需的教具。 

（一）研究者於教學前先準備好當天會使用到的繪本或是讀報文章。 

（二）研究者在教學前準備好教學中需要用到的教具，如：教學簡報、檢查教學

設備、印製學習單。 

二、引起動機 

    引起動機為教學的第一個流程，主要的教學活動是藉由題目或是繪本名稱、

封面，進行預測故事的活動。預測內容時，能激發學生的想像力或對故事的好奇

心，引起學生想要閱讀的動機，增進學習時的樂趣。 

三、發展活動 

    發展活動為教學的第二個流程，主要的課程活動包含介紹書名或題目、介紹

作者、閱讀繪本、集中識字教學。 

（一）介紹書名或題目以及作者 

  此步驟為介紹書名或題目以及介紹作者，目的是為了讓學生對繪本及報紙有

更具體的概念，而非介紹作者生平。 

（二）閱讀繪本 

  閱讀繪本有許多種方式，本研究採教師朗讀、分組朗讀、個別朗讀等方式進

行，過程中適時搭配圖片幫助學生理解，或是藉由提問，提升學生的專注力。當

學生遇到不理解的地方也可以提問。 

（三）集中識字教學 

    研究者於每個故事及文章都選擇一個部首或是部件進行識字教學，部首或部

件挑選的原則為文本中出現的字。先從文章找出相同部首或部件的字，再介紹字

音及解釋字的意思，並請學生思考包含此部首或部件的字，擴充學生的識字量。 

四、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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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活動為課程進行的第三個流程，主要的活動為完成學習單任務。 

（一）識字花瓣 

  研究者從繪本或文章中挑選部首或部件讓學生完成識字花瓣的學習單任務，

在寫學習單的過程中，鼓勵學生腦力激盪，想想相同部首或部件的字進行搶答，

正確可獲得獎勵，透過識字花瓣的活動，學生對相同部首或部件的字印象更加深

刻。 

（二）認識新字 

  第二個任務「我新認識的字」，前一個任務腦力激盪結束，讓學生再一次瀏

覽文章或繪本，從當中找出五個以前不認識的字，將之記錄下來。一開始，學生

總是寫上比畫最簡單的字，但一次次認識新字的累積後，學生寫在任務二的字，

不再是最簡單的字，由此可見學生認識的字變多了。 

（三）九宮格任務 

  研究者從繪本當中選出九個詞語和句子，讓學生進行九宮個賓果任務。學生

在第二個任務時再次瀏覽繪本，同時也為第三個任務做了複習。透過九宮格賓果

任務的遊戲，學生更積極也更快速的記住題目中的詞語和句子的文字。在時間內，

學生完成的連線程度，也提供研究者評估學生學習成果的依據。 

    本研究依據圖 3-3-1 的教學流程，設計各單元的教學活動，如表 3-3-2，詳細

教學方案如附錄。 

 

表 3-3-2 各單元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單元 教學活動 識字策略 

在跑道上摔一跤 準備活動 準備讀報文章、教具 識字策略： 

部首識字—

「心」部 

 

引起動機 運動會練習的狀況 

發展活動 介紹報紙、作者 

閱讀文章：教師朗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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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策略：部首識字—

「心」部 

綜合活動 識字花瓣 

認識新字 

九宮格賓果任務 

夜市小王子 準備活動 準備讀報文章、教具 識字策略： 

部首識字—

「彳」部 

引起動機 夜市體驗 

發展活動 介紹報紙、作者 

閱讀文章：小組朗讀文章 

識字策略：部首識字—

「彳」部 

綜合活動 識字花瓣 

認識新字 

九宮格賓果任務 

酒釀蛋花湯圓 準備活動 準備讀報文章、教具 識字策略： 

部首識字—

「水」部 

引起動機 元宵吃湯圓 

發展活動 介紹報紙、作者 

閱讀文章：個別朗讀文章 

識字策略：部首識字—

「水」部 

綜合活動 識字花瓣 

認識新字 

九宮格賓果任務 

為什麼不能有女

醫生 

準備活動 準備繪本、教具 識字策略： 

部首識字—引起動機 「女醫生」、「男護理



 

72 
 

師」？ 「言」部 

發展活動 介紹繪本、作者、繪者 

閱讀繪本：教師朗讀 

識字策略：部首識字—

「言」部 

綜合活動 識字花瓣 

認識新字 

九宮格賓果任務 

國王的洗澡水 準備活動 準備繪本、教具 識字策略： 

部首識字—

「辵」部 

引起動機 水資源哪裡去 

發展活動 介紹繪本、作者、繪者 

閱讀繪本：小組共讀 

識字策略：部首識字—

「辵」部 

綜合活動 識字花瓣 

認識新字 

九宮格賓果任務 

媽媽的紅沙發 準備活動 準備繪本、教具 識字策略： 

部件識字—

「包」 

引起動機 預測故事 

發展活動 介紹繪本、作者、繪者 

閱讀繪本：小組共讀 

識字策略：部件識字—

「包」 

綜合活動 識字花瓣 

認識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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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宮格賓果任務 

再見小樹林 準備活動 準備繪本、教具 識字策略： 

部件識字—

「昜」 

引起動機 觀察植物 

發展活動 介紹繪本、作者、繪者 

閱讀繪本：個別朗讀 

識字策略：部件識字—

「昜」 

綜合活動 識字花瓣 

認識新字 

九宮格賓果任務 

守護海洋的人魚 準備活動 準備繪本、教具 識字策略： 

部件識字—

「僉」 

引起動機 預測故事 

發展活動 介紹繪本、作者、繪者 

閱讀繪本：教師朗讀 

識字策略：部件識字—

「僉」 

綜合活動 識字花瓣 

認識新字 

九宮格賓果任務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本研究之教學設計，依據繪本教學模式分為四階段設計課程，流程一為準

備活動，是教師在教學前應做的準備事項，以利後續教學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流程二至流程四為課堂中進行的教學活動，每一篇文章或故事，皆由引起動機

開始，透過提問或活動，讓學生對後續學習的動機及專注力更為提升；接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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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活動，介紹文章及繪本的基本資料，並閱讀內容，從內容中找出常見的部

首或部件延伸識字教學；最後是綜合活動，在學習單中利用部首及部件識字策

略，擴充學生的識字量，並透過再次瀏覽文章及繪本複習內容，完成認識新字

的任務，而九宮格賓果任務，則能檢視學生整體學習的效果。 

肆、研究工具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集中識字教學提升低年級識字量，採行動研究法進行，

研究者本身即是重要的研究工具，再輔以教學省思、學生學習單、閱讀興趣調查

表，並利用前後測檢視學生識字量提升的成效。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分別敘述如下： 

一、研究者在行動研究中即為重要的研究工具： 

    故研究者本身須具有敏銳的觀察力、自省能力以及思考判斷的能力來應變分

析各種狀況。在與研究對象的互動當中，應多多紀錄研究對象的現況，並忠實、

詳實的呈現教學內容，並隨時進行反思紀錄。 

二、教師省思紀錄： 

    在課程教學研究期間，研究者於每次課程結束後，整理並記錄教學現場的狀

況，思考、反省在教學中的行為與事件，作為下次教學改進的參考。 

三、學生學習單： 

    研究者於每次讀報文章及繪本教學結束後會給予學生學習單，從學生的學習

單中檢視學生學習的成效，同時也能作為教師修正下次教學的參考依據。 

四、 教育部常用字頻表的前 1000 字： 

    研究者利用教育部常用字頻表的前 1000 字，對研究對象實施前測與後測，

藉此了解研究對象在實施閱讀教學前後的差異。 

五、 閱讀興趣調查表： 

    研究者自行設計簡單的問卷調查表，調查學生對於研究者所設計的教學活動，

對學生是否有幫助；是否能從此教學活動增加其閱讀的興趣與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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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資料處理與研究倫理 

 

    研究者將資料進行統整與分析，並選擇適當的統計方法進行分析。本研究

採前實驗研究法之單組前後測設計，因此依據實驗教學收所蒐集的學生前後測

資料及閱讀興趣調查表問卷等，加以分析說明。 

壹、資料蒐集 

    本研究根據一年級學童識字量前後測與閱讀興趣調查表問卷等資料作處理，

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識字量測驗前測與後測 

本研究將依據學生利用「教育部字頻表前 1000 字」所測得的前後測資料進 

行分析。 

二、閱讀興趣調查表問卷 

本研究將依據研究者自行設計之問卷調查表，來進行學生閱讀興趣與自信 

心的狀況分析與探討。 

三、閱讀教學識字學習單 

由研究者針對讀報文章與繪本進行學習單的設計，讓學生填寫與挑戰，從 

學習單中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 

四、教學者省思紀錄 

研究者於每次教學後，將教學過程所發生的情況與可改進之處，紀錄於省 

思日誌上，以作為下次課程實施時改進參考之用，如附錄四。 

貳、資料處理 

一、識字量測驗 

    本研究使用「教育部字頻表前 1000 字」對學生進行前測與後測，將前測與

後測得分以相依樣本 t 考驗（Paired-Samples T Test），了解學生在集中識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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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後識字量的提升程度。 

二、閱讀興趣調查表 

    本研究根據研究者自行設計之問卷，檢視學生在實施集中識字教學後，對於

閱讀的動機與自信心是否提升。 

三、閱讀教學識字學習單 

研究者針對每次的課程進行學習單的設計，除了能夠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之

外，也能作為研究者檢討、修正自己教學的參考依據。 

參、研究倫理 

    研究者以教育現場做為研究的領域，在研究期間，應重視並關注與研究相關

的倫理議題；林天佑（2005）提到教育研究是專業的行為，研究倫理規範教育人

員須具備的涵養即是應該遵守的人際規範，故研究者須要落實遵守的研究倫理為： 

一、尊重研究成員的權力及隱私 

    本研究於研究進行前，先以書面通知家長及學生，徵求其同意，讓學生及家

長都能了解本研究的旨意、實施內容與過程，並取的家長同意書（附錄一）後再

進行研究。研究過程中所獲取之資料，不得私自公開，同時會以化名的方式呈現，

秉持保密原則，保護參與研究人員的隱私。 

二、尊重他人著作權 

    在研究者研究過程中所蒐集、引用之相關文獻，如：期刊論文、學位論文、

文章、書籍、網路資料等，皆附上出處及年代，以維護他人著作權，避免抄襲 。 

三、忠實呈現研究實施歷程 

    研究者會將研究實施歷程，確實依照研究設計程序向研究對象蒐集資料，以

誠實、忠實的方式呈現研究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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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與發現 

 
    本章將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分析所蒐集的研究資料，共分成四小節呈現

研究的結論。第一節為運用集中識字教學活動對學生識字量的影響，第二節為

運用識字策略於讀報的教學實施歷程與省思，第三節為運用識字策略於繪本的

教學實施歷程與省思，第四節為運用集中識字教學活動對學生閱讀動機與自信

心的影響。 

 

第一節  運用集中識字教學活動對學生識

字量的影響 

 

壹、學童識字量前測 

    研究者在進行集中識字教學活動之前，以教育部常用字頻表的前 1000 字，

對研究者任教班級內的研究對象進行識字量的前測，以研究對象的「看形讀

音」測驗，記錄每一位研究對象能認讀正確字音之字數，確定學生的起點行

為。研究對象的前測結果如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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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識字量前測 

編號 認得教育部常用字頻表 

前 1000 字之字數 

識字量字數佔常用字頻表之

比率 

01 456 字 45.6% 

02 182 字 18.2% 

03 114 字 11.4% 

04 945 字 94.5% 

05 212 字 21.2% 

06 80 字 8% 

07 877 字 87.7% 

08 803 字 80.3% 

09 586 字 58.6% 

10 58 字 5.8% 

11 162 字 16.2% 

平均 407 字 40.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由表 4-1-1 可以得知，在實施集中識字教學活動以前，可能因學生的個別家

庭因素、文化資源、學習態度的不同，學生間的識字量差異很大。 

貳、識字量後測 

    研究對象經過部首識字、部件識字結合識字花瓣的集中識字教學，與認識

新字和九宮格挑戰的教學活動後，再次利用教育部常用字頻表前 1000 字，進行

「看形讀音」的識字量測驗，研究對象的後測結果如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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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識字量後測 

編號 認得教育部常用字頻表 

前 1000 字之字數 

識字量字數佔常用字頻表之

比率 

01 857 字 85.7% 

02 623 字 62.3% 

03 500 字 50% 

04 992 字 99.2% 

05 697 字 69.7% 

06 696 字 69.6% 

07 978 字 97.8% 

08 948 字 94.8% 

09 876 字 87.6% 

10 674 字 67.4% 

11 564 字 56.4% 

平均 764 字 76.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由表 4-1-2 之識字量後測統計表可以得知經過本教學研究實施後，全體研究

對象的識字量皆有提升，原本識字量較少的學生進步幅度很大。 

參、識字量前後測結果比較 

一、識字量前後測進步幅度 

    研究者在提升識字量的教學活動結束後，將研究對象之前後測結果進行比較，

進步幅度如下表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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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前後測進步幅度 

編號 前測字數 後測字數 進步字數 進步幅度（％） 

01 456 字 857 字 401 字 40.1% 

02 182 字 623 字 441 字 44.1% 

03 114 字 500 字 386 字 38.6% 

04 945 字 992 字 47 字 4.7% 

05 212 字 697 字 485 字 48.5% 

06 80 字 696 字 616 字 61.6% 

07 877 字 978 字 101 字 10.1% 

08 803 字 948 字 145 字 14.5% 

09 586 字 876 字 290 字 29% 

10 58 字 674 字 616 字 61.6% 

11 162 字 564 字 402 字 40.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提升識字量的教學活動結束後，將研究對象的前後測結果進行比較，發現每

位研究對象的識字量皆有提升。在識字量前測時，識字量 100 字至 200 字的學

生，進步幅度約 40%上下，而識字量前測字數低於 100 字的學生，進步幅度超過

60%。 

 

二、集中識字教學行動方案之學生進步狀況與回饋 

    研究者整理研究對象的前後測結果、學生特質以及在八週課程進行期間，

學生的進步狀況與回饋及進步程度之強弱，如下表 4-1-4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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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集中識字教學行動方案之學生進步狀況與回饋 

研究

對象 

前測 

識字量 

後測 

識字量 

學生學習特質與 

家長參與學童閱讀狀況 

八週課程 

學生進步狀況與回饋 

進步 

程度

（強、

中、弱） 

01 456 字 

857 字 

S01 適應力高，樂於與他

人合作；閱讀與學習仍

有依賴家長的狀況。 

在課程進行的過程

中，S01 的態度積

極，每次要找出文本

內老師指定的部首或

部件的字，S01 總是

找得又快又正確。八

週的課程，S01 進步

是穩定的。 

中 

02 182 字 

623 字 

S02 適應力強，在學習上

較為隨興消極；家長培

養學生學習自己要負責

任的態度。 

S02 學習速度較快，

但是較為懶惰，稍微

可惜，學習單中的任

務二認識新字，S02

常選很簡單的字來

寫。雖然進步字數不

少，但期許 S02 態度

修正後會進步更多。 

中 

03 114 字 

500 字 

S03 學習需花時間練習與

反應；家長從陪伴孩子

閱讀漸漸改為孩子自主

S03 因為反應速度較

慢一些，每次給予任

務時，S03 要花多一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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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點的時間才能完成，

雖然速度較慢，但前

後測字數的成長依舊

值得嘉獎。 

04 945 字 

992 字 

S04 規律性高，個性較內

斂；家長給學生很多圖

書及實際生活上的學習

經驗與體驗。 

S04 因為原本識字量

就高，因此前後測進

步的字數不多，但是

在學習單任務二的認

識新字當中，看的出

來 S04 很認真找出文

本當中他新認識的

字，研究者發現他找

的都是較深難的字。 

弱 

05 212 字 

697 字 

S05 情緒正向，對自己也

頗有要求，但學習反應

較弱，需要多花時間練

習；家長陪伴學生閱讀

的時間較少。 

S05 平時在課堂中是

較安靜的，但隨著行

動方案進行，研究者

發現 S05 開始會將我

們在行動方案中學過

的字或語詞應用在課

堂當中。 

中 

06 80 字 

696 字 

學習速度較慢，但是記

憶力佳，對於語文的學

習自信心較低；家長擔

心 S06 學習狀況落後，

花很多時間陪伴孩子複

S06 在前測的識字量

是較低的，但在後測

結果卻勝過班上四位

同學，除了從每一週

的行動方案課程中看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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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課業，導致孩子有些

過於依賴家長。 

的出來 S06 的進步；

在平時國語的聽寫小

考，S06 也從錯字連

篇到常常考 100 分，

進步狀況顯著。 

07 877 字 

978 字 

適應度高，專注度高，

情緒正向，對自我要求

也高；在家 S07 會自己

讀，而家長會在一旁陪

伴 S07。 

S07 屬於中庸型，穩

紮穩打的進步，在完

成任務時，總是很認

真思考，努力接受挑

戰，雖然進步字數不

是最多，但學習精神

佳。 

弱 

08 803 字 

948 字 

S08 反應強度較高，學習

能力也強，好奇心十

足；家長給予很多閱讀

的相關資源，S08 的閱讀

量很豐富。 

S08 在識字量前測

中，表現優異，在 8

週課程中，S08 總是

很積極參與，喜愛的

神情溢於言表，雖然

進步字數不是最多，

但每一項任務的完成

都感受的到 S08 的用

心。 

弱 

09 586 字 

876 字 

S09 觀察力敏銳，注意細

節，個性較謹慎；家長

願意花時間陪 S09 一起

閱讀。 

S09 識字量前測的成

績排名屬前段，而在

八週的課程中，不論

是課程的參與或是學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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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單的完成，S09 都

很謹慎的完成，很穩

定的進步。 

10 58 字 

674 字 

S10 學習力強，記憶力也

很好，但是學習態度消

極；家長配合度不高，

較無法花時間陪伴 S10

學習。 

S10 在學校時的表現

在老師督促下會跟著

大家的步伐，但回家

後因家長的陪伴與支

持度不高，課業上的

成效不佳。但由於

S10 的記憶力很好，

許多我們曾經在行動

方案中學過的內容，

他都能說的出來，其

實 S10 的進步狀況是

很顯著的。 

強 

11 162 字 

564 字 

S11 情緒穩定，學習速度

較慢且不那麼積極；家

長每天都念故事給孩子

聽，學生自己獨立念書

的機會較少。 

S11 在八週課程裡，

剛開始都是安安靜靜

的學習，後來在一次

課程結束時聽見 S11

說「這樣認識字很好

玩！」在行動方案之

外，也看見 S11 在國

語課程中的進步。 

中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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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從這八週的行動研究方案開始到結束，透過識字量前後測的結果可

以看出每一位研究對象的後測字數都較前測提升。原本識字量較高的學童，進

步幅度較小，而原本識字量低的學生進步卻非常顯著。尤其是研究對象中的

S06 與 S10。 

    S06 原本在讀課本題目時，都需要拼讀好久，把題目念完後，已忘了題目

前面說過什麼，每次上課點名 S06 念句子或題目時，S06 都很沒有信心。雖然

S06 總是念得很慢，但研究者在 S06 念完時，還是會稱讚 S06 比上一次進步並

請他繼續努力。透過集中識字的教學活動，運用認字的方式，也許學童還不知

道字的正確筆畫，但學童知道字的讀音，因此能較順暢的將題目文字讀出，學

生的自信心因此提升。除此之外，在課堂中，S06 能夠將我們在行動分案中學

習過的字應用在課堂上，讓研究者又驚又喜。而 S06 的家長對於孩子的學習較

用心，會陪著孩子一起閱讀，孩子的學習上有家庭的挹注，對孩子的學習也會

有產生影響力。 

    S10 前測識字量與後測識字量的字數進步也非常顯著，S10 和 S06 一樣，

請 S10 念題目時，也是很沒有自信，但因為孩子的不流利，更需要練習，在課

堂中或是行動方案實施的過程中，研究者會特意選擇讓表現較弱勢的孩子有發

表的機會，經過一次次的練習，S10 不只是在後測識字量上有所提升，在國語

課堂上的造詞更能感受到 S10 運用詞語的進步。原本 S10 對於學習是較消極、

動機較弱的，但在這八次課程進行的過程中，可以看見 S10 參與課程的眼神在

發亮，因此，研究者在執行平時課程時，也會融入一些遊戲元素，讓學童的學

習更起勁。而 S10 的家庭支持度較低，孩子在家中的時間，家長幾乎未陪伴孩

子閱讀，是研究者感到較為可惜之處。若是家長能夠給予孩子更多學習上的支

持，孩子的學習一定會更上一層樓。 

三、識字量前後測相依樣本 t 檢定 

    研究將者將研究對象的識字量前後測結果，進行相依樣本 t 檢定（Pa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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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s T Test），結果如下表 4-1-5： 

表 4-1-5 識字量測驗前後測變化分析相依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t 自由度 顯著性（雙尾） 

識字量測驗前測 

識字量測驗後測 
-6.1315 10 .000111 

*p<.0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研究者使用同一組受試者前後測成績比較其成績之差異情形，相依樣本 t 檢

定主要在了解受試者經過研究者設計的提升識字量的教學活動之後，是否有顯著

的效果？從表 4-1-3 可以看出每位學生的後測字數皆較前測字數多，而從表 4-1-

4 的前後測相依樣本 t 檢定的資料來看，t=-6.1315，自由度 10，P=.000111（小

於）.05 已達顯著關係，也就是受試者在經過集中識字教學活動後，在識字量的

提升上有顯著效果。 

肆、研究者的省思 

    研究者於實施集中識字教學的行動方案後，利用教育部字頻表的前 1000 字

對班級學童進行後測，結果顯示每位學童的識字量皆較前測的識字量高，且有顯

著差異。在前測時，原本識字量就高的學童，進步幅度較小，而原本識字量低的

學童，識字量的提升幅度很大，由此可見，本研究的集中識字教學的行動方案，

能夠有效的提升一年級學童的識字量。 

    研究者在設計本研究之行動方案時，參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語文

領域的國語文第一學習階段（一、二年級）的「識字與寫字」學習表現中「認識

常用國字至少 1000 字，使用 700 字」的目標為識字量的基準，取教育部常用字

頻表的前 1000 字來對學童進行識字量的前測，而對於原本識字量較高的學生，

1000 個字較看不出其進步的幅度，甚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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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運用識字策略於讀報的教學實施歷

程與省思 

 

    研究者要探究運用集中識字提升一年級學童識字量的歷程，從國語日報中

選擇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在跑道上摔一跤」、「夜市小王子」、「酒釀蛋花湯

圓」3 篇投稿文章為教材。教學流程為：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綜合活動。 

    在引起動機時，研究者為了使學生對文本產生好奇心及對文本更有共鳴，以

教師提問的方式，進行學生生活經驗的提問。在發展活動閱讀文本時，為了提升

學生的專注度，會以不同的閱讀方式穿插使用，包括教師朗讀、分組朗讀、個人

朗讀等方式，讓學童在閱讀時有更高的參與度，不會覺得閱讀故事很無趣，同時

也能夠訓練學童的朗讀技巧及閱讀的流暢度。研究者要求學童，不管使用哪一種

閱讀文本的方式，都要將手指著讀到的文字，除了可以讓學生更專心朗讀或聆聽，

也能增進學童認字的能力；而在識字策略的教學上透過部首及部件的識字花瓣活

動，先介紹先介紹本單元要認識的部首及部件，接著讓學童了解字形的演變，最

後請學童從文本中找出相同部首或部件的字以及生活中常見的字。最後綜合活動，

利用學習單檢視此單元的教學成效，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識字花瓣、我新認識

的五個字、認字九宮格。以下就每一週實施教學時的過程進行說明。 

壹、運用識字策略於讀報的教學歷程 

一、第一週 111 年 01 月 06 日「在跑道上摔一跤」，本週識字策略—部首識字「心」

部。 

（一）引起動機：生活經驗分享 

    適逢學校運動會將近，孩子們花了很多時間在進行大隊接力賽跑練習，當老

師詢問學生有沒有在練習時跌倒摔跤的經驗或是在練習大隊接力賽跑練習時特

別的經驗，孩子們都紛紛舉手想要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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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你們最近是不是在練習大隊接力？ 

S：對！ 

T：你們在練習時有沒有發生有趣的事情，或是有沒有人在跑步時跌到？ 

S08：老師，S06 在跑步時，跑到一半鞋子掉了。 

T：S06 鞋子掉了，那怎麼辦？ 

S06：我就跑回去穿阿。 

T：如果你鞋子掉了，你會和 S06 一樣跑回去穿的舉手。（S02、S03、S07、S09

舉 

   手）。 

T：請問其他沒有舉手的小朋友，你會怎麼做呢？ 

S04：趕快繼續跑啊。 

T：很棒！你很有運動家的精神。 

S08：老師，什麼是運動家的精神？ 

T：運動家的精神就是不放棄，一直堅持下去，直到完成比賽為止。 

T：還有沒有在跑大隊接力時，發生特別的事呢？ 

S05：老師，上次六年級的哥哥在我們練習賽的時候跌倒了，他還在地上滾了一 

     圈。 

T：哇！聽起來好痛喔！大哥哥有沒有怎麼樣？ 

S05：他滾一圈然後爬起來繼續跑。 

T：那大哥哥很勇敢也很有運動家的精神。 

T：接下來我們要來讀「在跑道上摔一跤」這篇文章，你覺得這個摔一跤的人會 

   不會爬起來呢？我們一起來看看。 

    很多一年級的學生第一次是第一次參加運動會，不能夠理解什麼是「運動家

精神」，藉由這次文章的討論，學生們更能體會何謂「運動家精神」。 

（二）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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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紹作者 

    在進行文本閱讀之前，要先向學童介紹作者，此處的介紹作者並非要介紹作

者的生平，而是要讓學生對於文本有基本的認識。  

T：我們先來看一下「在跑道上摔一跤」，這篇文章的作者是誰。你們有看到題目 

   旁邊寫著「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小林夏彤」嗎？ 

S：有。 

S06：老師，在哪裡，我沒有看到。 

T：在這裡。（走到 S06 身邊比給他看） 

T：這就是寫這篇文章的人。 

S11：所以寫這篇文章的人也是念國小嗎？ 

T：沒錯，他也是一位小學生唷。 

    學生第一次進行讀報文章的閱讀，研究者帶著學童找到此篇文章的作者，對

於作者同樣是小學生這件事情學生們都覺得很有趣。 

2.閱讀文本：教師朗讀文章 

T：「我可是一百公尺短跑冠軍，怎麼班上大隊接力練習賽總是最後一名？你們可 

   不可以跑快一點？」你們想一想，當你在比賽時很努力跑步，但是同學卻這 

   樣對你抱怨時，你會有什麼感受？ 

S02：我會覺得很生氣。 

S08：我會想跟他吵架，我明明已經很努力了，為什麼妳還要這樣罵我。 

S06：我會難過想哭，因為同學誤會我了。 

T：當我們付出努力卻聽到這樣抱怨的話語，會讓人覺得很傷心難過；我們可以 

   用鼓勵的話代替責罵的話，這樣會更好。 

    研究者使用教師朗讀的模式時，會加強音調起伏、抑揚頓挫，配合不同的劇

情，以不同的語氣朗讀，除了能夠提升學生的專注力，還能夠提供朗讀的範本讓

學生模仿學習。在朗讀時，適時的對學生提問，一同討論文本內容，讓學生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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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更深的了解。 

3.識字策略：部首「心」 

T：我們今天要介紹「心（忄）」部的字。我們先來看一看「心」字是怎麼來的。 

T：從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心的來源是心臟的圖像，再演變成甲骨文的「心」、 

   小篆的「心」，最後變成我們現在寫的楷書「心」字，「心」也會變形成「忄」 

   出現在字裡面。 

T：請問「心」會出現在國字的什麼位置呢？ 

S：左邊、下面。 

T：請你們找一找，在文章中，哪裡有「心」部的字。 

S04：「快」，一樣「快」的「快」有心。 

S08：抱「怨」的「怨」。 

S07：難「怪」的「怪」。 

S01：「應」該的「應」。 

S02：「懂」了的「懂」。 

S03：表「情」的「情」。 

S02：心「想」。 

S09：「感」情的「感」也有心。 

T：很棒耶！那除了文章中的字，你們還知道哪些有「心」的字。 

S04：老師，後面布告欄上有寫「愛」的園地，「愛」裡面有「心」。 

S02：我媽媽的名字裡有「怡」，「怡」也有「心」。  

S08：感「恩」的「恩」也有心。 

T：：你們都說的很棒！「心」部的字通常和人的感受或情緒有關，下次你們可 

     以注意看看喔。 

    請學生在文章中找出有「心」（忄）部的字，S01、S03、S06、S10 四位學生

找的速度較慢，找到的字較少。研究者鼓勵學生第一次做這個任務，就能找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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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很棒！  

（三）綜合活動 

1.識字花瓣 

T：這張學習單的任務一是識字花瓣，你可以將剛才我們討論的字，有「心」部 

   的字，寫上去。 

S07：老師我不知道有心的國字要寫在哪一格。 

T：好，現在請大家看黑板，最靠近中心的這個花瓣要寫出什麼字可以和「心」 

   結合在一起，例如剛才我們討論時有說到「快」，靠近中心這邊的內圈花瓣就 

   寫「夬」，外圍的花瓣寫出「快」字。這樣知道怎麼寫了嗎？寫好之後，我們 

   等一下請大家來分享一下。 

    第一次使用識字花瓣，學生對於花瓣內該填什麼內容，經過老師講解，學生

都能了解如何填寫，當大家都完成識字花瓣時，會請學童分享，當作一次的複習，

透過全班一起複誦，再次認字，加強字形與字音的連結。 

2.認識新字 

    第二個任務「我新認識的五個字」較簡單，放在第二個任務的用意是能讓完

成速度快和慢的學生能有點緩衝的時間，速度較快的學生可以先進行任務二，反

之，速度較慢的學生可以完成其他任務後，自己再利用時間完成。 

3.認字九宮格 

T：老師現在告訴你們任務三的九宮格連線怎麼玩，請你們每個人都在九宮格角 

   落的小格子裡，寫上數字 1 到 9。 

T：寫完了嗎？等一下，老師會讓你離開位置去找同學，請同學從九宮格中任選 

   一格向你提問，你必須正確地說出左側格子內相對應的語詞或句子，答對的 

   話請同學在你的九宮格內簽名，完成三格一直線就可以連一條線，看看你最 

   後可以連成幾條。懂了嗎？ 

S：懂了。 

T：好，現在你可以離開位置開始進行遊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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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8：耶！我完成了！ 

T：我看好幾個同學已經完成了，如果完成了請你回位置坐下。 

    最後九宮格連線任務，為了提升學生的成就感，不給時間限制，直到全部都

完成連線，每個孩子都很開心。下次可以縮短時間，增加難度與挑戰性。 

 

二、第二週 111 年 01 月 13 日「夜市小王子」：本週識字策略—部首識字「彳」

部。 

（一）引起動機 ：生活經驗分享    

    小鎮上，每週會有兩次的夜市，孩子們都有過逛夜市的經驗，平時下課時，

也曾經聽過孩子分享在夜市遇到同學的經驗。 

T：你有沒有逛夜市的經驗？有的請舉手。（全班學生都舉手） 

T：有沒有人可以跟我們分享逛夜市的經驗？ 

S11：老師，我和妹妹很喜歡逛夜市，每次去夜市都會去買寒天果凍來吃，是我 

     和妹妹最喜歡的。 

T：還有沒有人要分享跟夜市有關的經驗？ 

S09：有次我和爸爸去夜市，有遇到 S05，他正在玩彈珠。 

T：你們都有逛夜市的經驗，那你覺得為什麼題目的名稱會取做「夜市小王子」？ 

S01：因為他長得很帥。 

T：只有帥的人才能稱作王子嗎？ 

S08：因為夜市是他們家開的。 

T：感覺有點接近答案了喔。我們來讀一讀看看為什麼他叫作「夜市小王子」。 

    大部分學生對於分享夜市的經驗都能夠侃侃而談，夜市的話題成功地吸引了

學生對本篇文章的共鳴，有些學生較羞於表達，老師須以提問引導的方式，製造

學生發言的機會。 

（二）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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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紹作者 

    有了上一次閱讀「在跑道上摔一跤」的經驗，這一次在詢問學生作者的名字

時，學生都能很迅速地找到。 

T：現在請大家看一看作者是誰？ 

S：桃園縣文苑國小鄭子杰。 

T：沒錯，經過上一篇文章的經驗，這次大家很快的就找到作者名字了。很棒喔！ 

2.閱讀文本：小組朗讀 

T：等一下請第一排、第三排的孩子念給第二排和第四排的同學聽。不管你是念

的人或是聽的人，等一下都要手指著字，才知道唸到哪，有沒有念錯。等一下再

交換，換第二排和第四排的念。 

    當小組朗讀時，學生能夠仔細聽對方的朗讀，同學念錯時，還能夠互相糾

正，學生會想要把對方念的內容聽得更清楚，但是因為教室空間的關係，組別

與組別之間會互相影響，較為可惜。而平時教羞於表達的孩子，能夠因為有其

他組員的共同朗讀，較不擔心念錯，而更敢於放聲思考。 

3.識字策略：部首「彳」 

T：現在請你們找一找，文章中有哪些「彳」部的字。 

T：老師發現有些孩子找了很多個耶！我請 S04 跟大家分享一下，她是怎麼找 

   的，可以找到這麼多個有字「彳」部的字。 

S04：我從第一行開始看，一個字一個字慢慢找。 

T：沒錯，孩子們請一行一行看，不要東看一行，西看一行，這樣很容易就漏

掉 

   了喔。 

（三）綜合活動 

1.識字花瓣 

    有了上回的經驗，這次要發下學習單時，學生都很興奮，很期待要寫學習

單。而透過識字花瓣，學生能夠再瀏覽一次文章，甚至有孩子能再多找出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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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未發現的「彳」部的字。 

2.認識新字 

    在任務二「認識新字」中，請學童從文本中，隨意選出 5 個這次新認識的字，

如果能找到這次課程使用的部首或部件的國字會更好，讓學生自由的從中選擇令

自己印象深刻的字，寫在學習單中。 

T：現在請你從文章中找出五個你新認識的字。 

S01：老師，課本裡學過的字，可以寫嗎？ 

T：課本裡學過的字，你已經學會了，就不是新認識的字了，請你找出你原本不 

   認識的字，從這篇文章裡，你認得這個字了，那就可以寫到格子裡。  

T：（巡視）我發現有的人特別挑很簡單的字、筆畫很少的字來寫，請你認真挑選， 

   給自己一點挑戰，那些筆畫很少的字，你應該已經認得了喔。 

3.認字九宮格 

T：九宮格的任務，還記得怎麼玩嗎？ 

S：記得。 

T：那請你們先在小格子裡寫上 1~9。這次要給你們一點挑戰囉，老師會記時 7

分鐘，你們要在 7 分鐘內完成任務喔。 

T：好，計時開始，你們可以離開位置了。 

T：S06 趕快去找有空的同學，請他問你問題，趕快到 S10 這邊來，他有空。 

T：時間到！ 

S：老師，我還沒完成！ 

T：還有好幾個人還沒完成，那老師再給你們 2 分鐘。計時開始。 

S：耶！ 

T：完成的人就請你先坐下囉。 

    第二次進行認字九宮格時，為了增加挑戰性，用了計時器 7 分鐘，發現還有

近半學生尚未完成，於是再延長時間 2 分鐘，讓學生能完成任務，更有成就感。 

    在任務三中，研究者從文本中選出重點詞語或是優美詞句，並去除掉這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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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的注音，讓學童能重新認讀國字，並透過遊戲的方式，讓學童與同儕互動，將

這些國字記在頭腦裡。在進行九宮格連線時，學生參與度很高，也覺得很有趣。 

 

三、第三週 111 年 02 月 17 日「酒釀蛋花湯圓」：本週識字策略—部首識字「水」

部。 

（一）引起動機：生活經驗分享 

T： 請問你們有沒有吃過湯圓？ 

S：有。 

T：有沒有人可以分享吃湯圓的經驗。 

S09：我喜歡吃紅色的湯圓。 

S06：我有吃過裡面有包餡的湯圓。 

S08：我很喜歡喝紅豆湯加湯圓。 

T：大家都喜歡吃湯圓，那有沒有人有過搓湯圓的經驗。 

S09、S11、S10、S04：我們幼兒園的時候有搓過湯圓，很好玩。 

T：那你們知道什麼是酒釀湯圓嗎？ 

S：不知道。 

T：酒釀是用米酒和糯米釀製而成的，有促進血液循環的功效。我們一起來看看 

   作者所寫的酒釀蛋花湯圓吧！ 

    元宵節剛過，正好請孩子分享吃湯圓的經驗，孩子們的記憶都還很鮮明，能

夠分享得很清楚，而且說到吃的，孩子都很興奮。 

（二）發展活動 

1.介紹作者 

T：請問作者的名字是？我看大家好像都找到了，S10 請你告訴大家，作者的名

字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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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新竹縣……老師，我不知道這個字怎麼念。 

T：有沒有人可以來幫 S10 補充答案？ 

S04：新竹縣福隆國小黃堉婷。 

T：很棒！正確答案！ 

    第三次進行提升識字量的教學活動，閱讀文本時，學生已經知道作者的名字

寫在哪裡，但因認識的字不夠多而唸不出來，這時請識字較多的學生嘗試念念看，

其他學生會更仔細聽，想知道同學念得對不對，那麼印象也會更深刻。 

2.閱讀文本：個人朗讀文章 

S06：爸爸曾經告訴我，一定要讓媽媽感到幸（ㄒㄧㄣˋ）福。 

T：幸（ㄒㄧㄥˋ）福。全班一起念一次。 

S：幸（ㄒㄧㄥˋ）福。 

    學生個別朗讀時，學童的壓力較大，有時遇到拼讀錯誤的字，研究者會給予

提示，有時學童念錯的地方，可能也是其他人容易犯錯之處，研究者會視情況，

請學童再複誦一次。 

3.識字策略：部首「水」 

    本次認識「水」部的字，因為在國語課已經有學過「水」部的字，學生找起

字來似乎容易一些。這次 S10 找到的字比較少，其餘學生都有找到文章中「水」

部的字。觀察之下，覺得 S10 的專心度較差，因此之後會適時在課堂中對 S10 提

問，維持專心度。 

（三）綜合活動 

1.識字花瓣 

    在完成識字花瓣前，鼓勵學生可以動腦想想看，除了文章中出現的「水」部

的字，還有沒有其他的字，而 S04 認識的字很多，他能說出「溪」、「潔」…等字，

其他同學都投以崇拜的眼光，這種同儕間互相激起的學習火花，也是進步的動力。 

2.認識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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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進行學習單任務二前，研究者鼓勵學生們，別專挑筆畫少的字來寫，很

多筆畫少的字，雖然課本還沒教過，但實際上學生已經知道如何念了。這次任

務二中，發現 S05、S07、S08 很認真地從文章裡找出令他印象深刻的字寫上

去，看到學生願意嘗試，很棒！ 

3.認字九宮格 

    這是第三次進行認字九宮格的遊戲，這次將時間設定為 9 分鐘，還是有幾位

孩子沒有完成所有的連線，但也因為遊戲的刺激感和未完成任務的遺憾感，成為

下一回進步的動力。 

    這次遊戲結束後，S11 說：「這樣的認字方式很好玩，我覺得自己認字和讀文

章的速度比以前更快了。」能聽見孩子的回饋，也是研究者持續帶給孩子更多元

教學活動的動力。 

貳、研究者省思 

    研究者於班級中運用識字策略於讀報的教學行動方案，每次課程後，依照

學生在課堂中的學習狀況、學習單表現以及研究者的個人省思（教學省思詳見

附錄四），為下次教學的修正依據，總結為以下內容。 

一、讀報文章與生活經驗結合 

    因為研究對象為一年級，因此從國語日報的眾多版面中，選擇篇幅較短的投

稿文章作為閱讀的文本，這些投稿的文章中，有許多都是投稿學生的生活經驗，

從這些文章中，學生能夠體會到與自己生活經驗相同的地方，因而更有共鳴；而

與自己生活經驗不同之處，學生會產生好奇心，讓讀後的印象更深刻；投稿文章

也能讓學生觀摩他人文章學習寫作，益處良多。 

二、部首識字讓學生理解字義 

    一年級學生剛開始學習中文字，利用剛學過的部首進行識字策略的教學，

學生對於字義與字形的記憶會更有成效，因為同部首的字其字義範疇相同，學

生更能將所學到的字進行分類，對學生識字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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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運用識字策略於繪本的教學實施歷

程與省思     

 

    研究者要探究運用集中識字提升一年級學童識字量的歷程，研究者在前三次

使用國語日報的投稿文章進行識字策略的教學後，再配合 SDGs 永續發展目標選

擇「為什麼不能有女醫生」、「國王的洗澡水」、「媽媽的紅沙發」、「再見小樹林」、

「守護海洋的人魚」5 本繪本為教材進行識字策略的教學。教學流程為：引起動

機、發展活動、綜合活動。以下就每一週實施教學時的過程進行說明。 

壹、運用識字策略於繪本的教學歷程 

一、第四週 111 年 02 月 24 日「為什麼不能有女醫生？」：本週識字策略—部首

識字「言」部。  

（一）引起動機：生活經驗分享 

    現今的社會提倡男女平等，各行各業皆有男性和女性的工作人員，但是某些

職業的男女比例還是相差懸殊，特別選擇這本繪本，和孩子探討男女平權的可貴。 

T：你們曾經在醫院或是診所看過女醫生嗎？ 

S08：老師，我在醫院有看過女生的醫生。 

T：那其他的孩子有沒有看過女醫生呢？（學生紛紛搖頭。） 

T：的確，現在男醫生的比例比女醫生的比例多很多，那請問大家，女生能不能

當醫生？ 

S：可以。 

T：那男生可不可以當護理師？ 

S：可以。 

T： 你們知道嗎？在很久以前，男女非常不平等，很多事情，女生都是不被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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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去做的，例如讀書、到外面去工作，都是不被允許的。 

S07：為什麼？ 

S09：現在可以，為什麼以前不行？ 

T：因為以前的社會，對待男女是很不公平的，我們現在來看一看這個故事，看 

   看要成為世界上第一位女醫生有多麼的辛苦。 

    在詢問學生有無詢問學生有無看診時遇到女醫師或男護理師的經驗，可能

因為孩子年紀小，有這樣經驗的不多。於是和孩子分享各行各業的性別差異，

孩子也能體會到有些行業男女比例相差懸殊，但是不管是男是女，只要能力可

及，並沒有行業的限制。 

（二）發展活動 

 1.介紹書名、作者、繪者 

    繪本的封面上有好幾個名字，在還沒跟學生介紹之前，學生分不太清楚哪個

是作者，哪一個是繪者，有的書還有譯者。 

T：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這本書的作者叫什麼名字？ 

S08：柯倩華。 

T：柯倩華是翻譯這本書的人。有沒有人可以說說看，書上的這些名字，哪一個 

   才是作者。 

S09：「文」後面那一個是作者。 

T：很好，那你能說說看他的名字嗎？ 

S09：什麼亞．李．史東。 

T：譚亞．李．史東。這是這本書作者的名字。那你們知道中間那個「圖」是什 

   麼意思嗎？ 

S07：老師，我知道，那是畫圖的人。 

T：沒錯！「圖」就是畫這本故事圖畫的人。 

T：再幫大家複習一次，「文」是這本書的作者；「圖」是畫這本書圖畫的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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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這本書是外國人寫的，那還會有一個「譯者」，就是把故事翻譯成中文的人。 

    介紹完封面的眾多人名之後，學生終於清楚知道「文」「圖」「譯」的意思。 

2.閱讀文本：教師朗讀 

T：「伊麗莎白收到了一共 28 個上面寫著『不行』的信件，他拒絕放棄。」你看 

   一看這一面的圖片，是不是真的有 28 個「不行」？ 

S：真的耶！ 

T：當你很認真慎重地將申請書寄出，但每一個回覆都是「不行」時，你會不會 

   想要放棄？（學生紛紛點頭） 

T：你覺得伊麗莎白會放棄嗎？ 

S：（會）(不會) 

T：有人覺得她會放棄，有人覺得不會，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在進行朗讀文章時，遇到學生不懂的詞語時，稍作停頓並為學生解釋不了解

的詞句，在朗讀繪本上，花費了較長的時間，有時會有故事被中斷的感覺，因此

請學生能試著利用整段文章來推測詞語的意思；朗讀繪本時也會適時結合圖片，

讓學生對於繪本的感受更為深刻。 

3.識字策略：部首「言」 

    先介紹部首「言」字的的演變、音義以及在漢字中的組字位置。在請學生從

繪本中找出有言的字，紀錄在小白板上。因為「言」部的字數比較多，學生花了

很多時間尋找，下次教學時可以採用小組的方式進行。 

（三）綜合活動 

1.識字花瓣 

    讓學生輪流分享說出「言」部的字時，因為字數較多，每個學生都有漏掉的

部分，當聽見其他同學說出自己沒有找到的字時，學生懊惱的神情甚是可愛。當

說完整本繪本中「言」部的字時，學生都覺得很驚訝，原來「言」部的字有這麼

多。再次利用這些字，向學生說明，「言」部的字大多與說話、言論或是著作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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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認識新字 

    在「新認識的五個字」任務中，有了前三次學習單的經驗，大部分的孩子都

很願意嘗試從繪本中找出以前不認識的字，這次 S02、S10 寫出的五個字，看起

來仍是屬於筆畫較少、較簡單的字，再多給予鼓勵，希望下回能夠改善。 

3.認字九宮格 

    學生對於九宮格任務已經都很熟悉，在連線時的速度也都加快不少，除了

S06、S10 之外，其他人在時間內都能夠完成所有的連線。這個任務與遊戲結合，

學生都很喜歡也樂在其中。 

 

二、第五週 111 年 03 月 03 日「國王的洗澡水」：本週識字策略—部首識字「辵」

部。 

（一）引起動機：生活經驗分享 

    近幾年因氣候變遷、反聖嬰現象等影響，台灣的春雨雨情不佳，夏季颱風季

沒有颱風登陸，導致臺灣發生旱災缺水危機。和孩子分享這本「國王的洗澡水」，

一起探討珍惜水資源的問題。 

T：你們知道什麼是水資源嗎？ 

S08：就是我們可以用的水。 

T：很好！那你們知道我們用的水是從哪裡來的嗎？ 

S01：水龍頭！ 

T：那水龍頭的水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S02：我知道，是下雨的雨水。 

T：很棒！那你們有沒有想過，如果都沒有下雨怎麼辦？ 

S07：我們就沒有水可以用。 

T：沒錯！你們還記得去年缺水，連日月潭都幾乎乾涸了。很多地方都被限水； 

   停水，生活就變得很不方便，所以我們得非常珍惜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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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請問怎麼做才是珍惜水資源的方法呢？ 

S06：洗手的時候要把水龍頭關好。 

S08：刷牙洗臉的時候，先把水龍頭關好，要用的時候再打開，不要讓水一直 

     流。 

S05：我媽媽會把洗米洗菜的水拿去澆花。 

T：你們都說得很棒！現在老師讓你們看一看「雨撲滿」的影片，你看了就會知 

   道，原來水資源還可以這樣利用阿！ 

    有些學生不曾聽過把洗米水拿去澆花的水資源再利用方法，以及「雨撲滿」

的作法對學生都是新的體驗，研究者將利用生活課的時間，與學生分享更多水資

源再利用的小撇步。 

（二）發展活動 

 1.介紹書名、作者、繪者 

    第二次使用繪本當作提升識字量教學活動的文本，當研究者請學生找出作者

時，學生很容易就能找到答案。 

T：請問這本書的書名是什麼？ 

S：國王的洗澡水。 

T：那請問這本書的作者是誰？ 

S：黃慧敏。 

T：那書上的第二個名字是誰呢？叫什麼名字呢？我請 S06 來回答。 

S06：畫這本書的人，他的名字叫作彭大爺。 

    這本書的封面，清楚標示「文」「圖」，學生有了上次的經驗，這次很快就能

清楚說出作者與繪者的名字。 

2.閱讀文本：小組朗讀 

T：第一組的同學請念，其他孩子手指的指著字，來第一組請開始。 

S1、S10、S2：從前，在一望無際的沙漠裡，有個勒斯勒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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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第二組來。 

S6、S11、S07：趕快把水提回去，國王等著用水呢！ 

T：第三組。 

S08、S02、S04：勒斯勒國王很愛洗澡，尤其是在清晨進行沐浴。 

T：第四組。 

S05、S09：一大早起床，在溫熱的水裡泡一泡，真是一大享受阿！ 

    由於這本書的字數較少，學生有前幾次的閱讀經驗，這次的閱讀採小組共讀

的方式，發現學生閱讀的流暢度提高了，念繪本時也比較不會有停頓的現象。在

朗讀的過程中，研究者請聆聽的學童也要手指頭指著字，並聽一聽同學有沒有念

錯，當手指頭指著字時，可以幫助學童字音與字形的連結，幫助學童認字能力的

提升。 

3.識字策略：部首「辵」 

    帶著學生認識「辵」部的演變、音譯與在和字中的位置與變形。再將學生採

異質分組的方式，請學生將繪本中出現有「辵」部的字寫在小白板上。為了給予

認字較弱勢的學生一些成就感，研究者請認字較弱勢的學生先發表，並給予鼓勵。

最後詢問學生還有什麼字是「辵」部，識字較多 S04 和 S08，還能說出「速」、

「遵」等字，值得鼓勵。 

（三）綜合活動 

1.識字花瓣 

    請學生將繪本中有「辵」部的字寫到學習單上，學生很依賴剛才小組使用的

小白板，於是請學生將小白板收起來，再次翻閱繪本，找出「辵」部的字，讓印

象更深刻。 

2.認識新字 

    在第二個任務中發現，S04 很認真的執行，找出他原本不認識的字，由於 S04

認得的字很多，因此，第二個任務很明顯可以看出他所寫的字都是筆劃較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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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話中較少出現的字。 

3.認字九宮格 

認字九宮格的任務，由原本的詞語或成語，提升一些難度，除了詞語之外，還加

入的句子，字數更多，挑戰也更高。除了 S06 與 S10 未完成所有連線，其他孩子

都全部完成了。從此處也看得出 S06、S10 在認字上是較弱的。 

三、第六週 111 年 03 月 10 日「媽媽的紅沙發」：本週識字策略—部件識字「包」。 

（一）引起動機：封面預測故事 

    選擇 SDG1 消除貧窮的議題，和孩子們探討社會的公平正義與經濟弱勢的族

群，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對待這些人或族群。 

T：現在老師要請你看看封面猜一猜，這本繪本要說的故事是什麼？ 

S11：老師，這本書我好像有看過。 

T：沒關係，如果你有看過，請你聽聽看同學說的對不對，但是先不要把答案說 

   出來喔！ 

S01：這個故事應該是在說這間餐廳裡的沙發都是紅色的。 

T：那跟「媽媽」有什麼關係呢？ 

S01：這間餐廳是媽媽開的。 

T：所以是媽媽開了一間餐廳，餐廳裡的椅子是紅色的。故事是敘說餐廳發生的 

   事嗎？ 

S01：對 

T：還有人有不一樣的想法嗎？ 

S04：媽媽的夢想是買一組紅沙發，所以她很努力在餐廳工作。 

T：很棒的聯想，還有人有不一樣的想法嗎？ 

S09：媽媽開了一間餐廳，這間餐廳的外觀，是紅色沙發的形狀，這本故事是講 

     發生在這間餐廳裡的故事。 

T：S09 很棒，講得很完整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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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我們現在來看一看故事內容是不是大家所預想的這樣。 

    本次採用從封面預測故事的方式，透過呈現繪本封面，讓學童觀察封面圖畫、

書名，用學童本身的生活經驗或是先備知識，推測故事的內容。在預測故事時，

鼓勵每個學童都能夠盡情發表，沒有正確答案，在預測故事的過程中，學生也能

透過其他同學的發言加以延伸自己的推測，發揮想像力。研究者藉此引起學童對

這本書的閱讀動機，不直接將答案告訴學童，在閱讀繪本後，學童就會知道自己

的推測是否正確，或是發現自己的推測能夠發展出另一個不一樣的故事。藉由預

測故事的方式，引起學童想要閱讀故事的動機。 

（二）發展活動 

 1.介紹書名、作者、繪者、譯者 

這次的文本「媽媽的紅沙發」的作者與繪者是同一人，孩子有點混淆，以為「文

圖」是畫這本書的人，而譯者才是作者，解此機會再次向學生釐清作者、繪者、

譯者。 

T：這本書的書名叫做？ 

S：媽媽的紅沙發。 

T：請問這本書的作者和繪圖者是誰？ 

S08：作者是柯倩華，畫圖的是 威拉‧畢‧威廉斯。 

T：你的想法和 S08 一樣的請舉手。（大部分的孩子都舉手了。） 

T：你們還記得上次我們說過「文」指的是誰？ 

S： 是作者。 

T：那「圖」是誰？ 

S：畫這個故事的人。 

T：那麼文和圖和在一起是代表什麼意思呢？S10 請回答。 

S10：就是作者和畫圖的人是同一個人。 

T：沒錯！那還有一個人的名字，那個人是誰？ 

S：翻譯的人。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A8%81%E6%8B%89%E2%80%A7%E7%95%A2%E2%80%A7%E5%A8%81%E5%BB%89%E6%96%AF/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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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9：柯倩華，這個名字跟上次「為什麼不能有女醫生」的譯者一樣耶！ 

T：很棒！S09 你的記憶力很好耶！ 

    這本繪本再次出現「譯者」，S08 在未仔細思考之下，直覺的將譯者認為是

作者，研究者藉此機會再次澄清作者、繪者與譯者如何分辨。 

2.閱讀文本：小組朗讀 

T：現在請第三組的孩子從第一面開始，一人念一句，其他人手指的別忘了要指

著字，幫老師聽看看他們念的對不對。 

S08：我的媽媽在藍車餐館工作。 

S03：我常在放學以後去找她。 

S04：餐館的老闆喬阿姨既讓我在那裡打工。 

T：請問第三組念的正確嗎？ 

S：正確。 

    在進行小組朗讀時，學生會像個小老師一樣，會專注地聽同學念得對不對，

同時自己也必須專注於文字上，除了能提高學生專注度，也能同時認字，一舉兩

得。 

3.識字策略：部件「包」 

    介紹部件「包」的字形演變、音義、在漢字中的位置。「包」字是由媽媽肚

子裡有胎兒的圖像演變而來，而這本故事是小女孩與媽媽和外婆的故事，學生們

能藉此與繪本連結，更有感觸。 

（三）綜合活動 

1.識字花瓣 

    使用識字花瓣已有多次經驗，因此提升識字花瓣的難度，將內圈花瓣寫上有

「包」部的字，而外圈花瓣寫上這個字的造詞。學生不只「認字」，更能進一步

知道這個字如何使用。 

2.認識新字 

    這次認識新字的任務中，每一位學生都能認真從繪本中找出以前不認識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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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生們寫出的字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有認真的去找尋有挑戰性的字，並將它記

下來。 

3.認字九宮格 

    此次認字九宮格的內容又較上次更加深，詞語變少，句子變多了，更有挑戰

性，但是學生還是樂此不疲，這次 S06 有完成所有的連線，給予大大的稱讚與鼓

勵。 

 

四、第七週 111 年 03 月 17 日「再見小樹林」：本週識字策略—部件識字

「昜」。 

（一）引起動機：生活經驗分享 

    配合生活課程「大樹小花」的校園植物觀察活動，藉此機會帶入 SDGs 永續

發展目標的「陸上生命」的議題，讓孩子們對於植物和大自然有更深的了解與關

注。 

T：我們在生活課時，帶著大家到校園裡去認識植物、觀察大樹、花朵。請問你 

   們，對於生活周遭、上課環境中有這麼多的大樹和植物，你有什麼感覺？ 

S07：校園裡面到處都能看到綠色植物和大樹，對眼睛很好。 

T：沒錯，望遠凝視、多看綠色植物對我們的眼睛不錯。 

S08：天氣很熱的時候在樹下乘涼很舒服。 

T：很好，還有沒有其他的想法。 

S09：校園裡，教室前面開滿了一叢一叢的九重葛，有各種顏色的花，看了覺得 

     心情很好。 

T：你們有沒有到森林裡散步的經驗？森林裡的大樹會釋放芬多精，讓人覺得很 

   舒服。 

S04：有！我爸爸說那是森林的味道！ 

T：森林、大樹讓人感覺很舒服，那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有一天，大樹都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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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或是被砍光了，我們會有什麼感覺？ 

S01：沒有樹就會很熱。 

T：對，地球的溫度就會漸漸升高。我們現在來看一看，故事中的這片小樹林發 

   生什麼事了。 

    守護地球的議題炙手可熱，學生分享在大自然裡舒服的經驗，對比現今土地

不斷的開發、蓋建物，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透過這本繪本，值得學生好好思

考。 

（二）發展活動 

1.介紹書名、作者、繪者 

T：請問再見小樹林這本書的作者是誰？ 

S：嚴淑女。 

T：那請問畫圖的繪者是誰？ 

S：張又然。 

T：很棒喔！ 

    這次的文本「再見小樹林」的作者與繪圖者標示得很清楚，學生沒有混淆。 

2.閱讀文本：個人朗讀 

T：「我躺在床上，豎起耳朵，如果聲音很接近窗戶邊，我會靜止不動，一直到聲 

    音遠離，才敢大口呼吸。」 

T： 你看看小綠躺在床鋪上的圖片，看看他的行為和表情，你有什麼想法？ 

S09：他看起來很害怕的樣子。 

S08：他的被窩旁邊有很多陪伴他的玩偶，可能是因為他很緊張。 

S03：他用被子被子把整個人都蓋起來，只留下一雙眼睛，瞪大眼睛。 

T：剛剛我們故事中並沒有提到他「害怕」，但是你們可以從書中的圖畫看出來， 

   他靜止不動，不敢呼吸，很害怕、很緊張的樣子。 

T：你也可以看到，在他的小閣樓裡，房間內有很多跟大自然有關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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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6：他頭上戴著的頭帶，上面插著很多葉子，還有在櫃子上貼著那張圖畫也是， 

     用很多葉子來創作的。 

S01：他房間裡面也有很多植物和葉子。 

T：嗯，你們都看到有葉子隨風吹進房間，也看到窗外的那片小樹林，可以感覺 

   到他和樹林之間密切的關係。 

    在朗讀文章的過程中，適時針對故事內容及故事中的圖畫提問，能讓學童對

於故事理解更加透徹，讓學生不只是對文章的文字內容字面上的理解，而能用自

己的先備知識去思考故事當中更深一層的含意。有些學童的圖像觀察比從文字訊

息更敏銳，從圖像趣延伸訊息，學童會發現更多細節。 

3.識字策略：部件「昜」 

T：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部件叫作「昜」。「昜」這個字原本的意思是播散、散開

的意思。這個字的家族都是我們常常用的到的字。請大家先在繪本裡面找一

找，那些字裡面有「昜」，或是你有知道什麼字有「昜」的，也可以說說看喔。 

S08：太「陽」的「陽」。 

S04：喝「湯」的「湯」也有「昜」。 

S06：「楊」桃的「楊」。 

S02：老師，昜也可以加手部嗎？ 

T：可以唷！加手部的是飛「揚」的「揚」。 

T：還有你們每天都在校園內的哪裡奔跑？ 

S：操場！ 

T：沒錯，操場的「場」也是「昜」字家族的一員喔。 

T：還有如果我們肚子不舒服，你可能會說…… 

S09：腸胃的「腸」。 

S04：老師，旁邊加「申」也可以！ 

T：S04 很厲害耶，這個字叫作「暢」。流暢、順暢、通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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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昜」這個部件的字，常與「易」混淆，在進行部件識字時就有學生以為

這個字是「易」，因此在「昜」的教學結束後，補充了「易」字。 

（三）綜合活動 

1.識字花瓣 

    在學習單上完成識字花瓣時，還是有學生將「昜」寫成了「易」，經過提醒

才改正。 

2.認識新字 

   這次的認識新字，連平常識字較少的 S06 與 S10 所寫出的字，難度都有提升，

能夠認得筆畫較多的字了。 

3.認字九宮格 

    這次的九宮格任務，只有 S06 沒有完成，但是 S06 的學習狀況比起一開始進

步許多，有時候問問題，或是問他字要怎麼念，給他多一點時間思考，雖然反應

時間較長，可是他還是能夠回答得出來，值得鼓勵。 

 

五、第八週 111 年 04 月 14 日「守護海洋的人魚 雅克．庫斯托」：本週識字策略

—部件識字「僉」。 

（一）引起動機：封面預測故事 

    臺灣四面環海，海洋文化、海洋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應該培養孩子們對

海洋有基本的認識與親近的態度，因此選擇 SDGs 中的保育海洋生態議題，讓學

童了解豐富的海洋資源。 

T：請觀察封面，你們知道「守護」的意思嗎？ 

S05：守護就是保護的意思。 

T：說的沒錯，有沒有要說說看，這個故事要說什麼？ 

S03：有一個人在海裡面潛水，身邊有很多魚，這個人應該很喜歡海邊。 

T：你覺得他為什麼要在海裡面潛水？ 

S03：他應該是在保護大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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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請問要怎麼保護大海？S10 你說說看。 

S10 ：嗯……可以去海邊撿垃圾。 

T：這是一個很棒的方法。 

S08：老師，我覺得他在潛水的海很漂亮，附近一定也很美。 

T：一個海洋看起來很美，你們覺得要有什麼條件？ 

S06：海水要很乾淨。 

T：那海水要怎麼樣才叫作很乾淨？ 

S07：海裡面都沒有垃圾，海灘也沒有垃圾。 

T：海灘上、大海裡的垃圾，都是人為的，如果人們去海邊，都能夠不亂丟垃圾， 

  也不要隨便排放髒水到河裡、海裡，那麼海洋就能夠保持很乾淨、很美的樣子。 

  每個人都能做到保護海洋。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守護海洋的人魚」，他是 

  如何守護大海的吧。 

    海洋教育的議題是近年來很熱門的話題，學生對於保護海洋的認識僅止於海

邊、海裡沒有垃圾，藉由這本繪本讓學生更清楚知道守護海洋的方法。 

（二）發展活動 

 1.介紹書名、作者、繪者、譯者 

T：請問這本書的作者是誰？ 

S：雅克．庫斯托。 

T：請你再仔細看一看喔，雅克．庫斯托是這個故事主角的名字。請問這本書的 

   作者是？ 

S：作者是珍妮弗．伯恩。 

T：那請問畫圖的人呢？ 

S：艾瑞克．普伊巴瑞。 

T：那請問還有一個人的名字，這個人是誰，叫什麼名字呢？S05 請回答。 

S05：是翻譯這本書的人，叫作劉清彥。 

    這次的文本，因為封面書名下方就有主角的名字，學生們誤以為「雅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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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是作者。經過澄清後，學生都能找出作者、繪者與譯者正確的名字。 

2.閱讀文本：教師朗讀 

T：「銀色的氣泡， 

不斷向上冒。 

有個男人， 

潛進奇妙又閃爍的海底。 

游啊游，潛啊潛， 

從寂靜深邃的海底， 

越潛越深， 

搖擺漂動的水草和令人驚奇的生物， 

迎接著人魚。 

進入未知的海底， 

探索那個從未有人見過， 

也無法想像的水中世界！」 

T：你看看這一頁文字的編排，是有弧度的，你覺得畫面為什麼要這樣安排？ 

S07：他這樣的弧度很像水被撥動的感覺。  

S03：他那個弧度很像是一圈一圈的泡泡。 

S09：看這個畫面很像有跟著潛水的人一起往下降到海底的感覺。 

T：你們都說得很棒！這畫面的安排，給人一種跟著進入海底世界的感覺。那

我們就跟著他一起去探索海洋囉。 

    繪本具有圖像性，有時繪本中文字的安排，有特殊的意象，在閱讀繪本

時，也能夠適時藉由文字的意象，更融入繪本敘說的情境。 

3.識字策略：部件「僉」 

    認識部件「僉」的演變、音義後，學生很快地說出「簽名」的簽有這次要

學得部件，因為聯絡簿上每天都會出現「簽名」。當詢問孩子「僉」這個部件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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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還可以加什麼字時，學生開始會用部首去聯想，將學過的部首加在「僉」旁

邊，由此可見，學生已經在識字策略的教學中，學會漢字組字的概念。 

（三）綜合活動 

1.識字花瓣 

    這次在討論部件「僉」，學生們利用部首加上部件「僉」造出好多的字，學

生們都很興奮，在學習單上完成識字花瓣時，詢問老師能不能在旁邊多話一朵

花，很開心學生們在學習中有很高的求知慾。 

2.認識新字 

    在第二個任務中，有時學生寫的筆畫不見得完全正確，但是學生能夠學會

這個字的讀音，不再完全依賴注音的拼讀，使學生在閱讀時更流暢，進而提升

閱讀理解的能力。  

3.認字九宮格 

    第八週的認字九宮格任務難度較之前高，不再只是單一詞語或成語，多數

都是句子，但是學生的程度在八週的過程中也有所提升，因此給予學生同樣的

時間，學生皆能在時間內完成任務。 

貳、研究者省思 

    研究者於班級中運用識字策略於繪本的教學行動方案，每次課程後，依照學

生在課堂中的學習狀況、學習單表現以及研究者的個人省思（教學省思詳見附錄

四），為下次教學的修正依據，總結為以下內容。 

一、運用繪本使語文的學習更多元 

    繪本具趣味性與圖像性，繪本故事的趣味性能吸引學童的目光，讓學童的專

注力集中於繪本的閱讀上。而繪本的圖像性能讓孩子將文字與圖像的學習結合，

文字與圖像相輔相成，學童對繪本的理解更完整，進而提升學童閱讀理解的能力。 

二、教學結合遊戲活動提升學習動機 

    研究者在教學活動中加入遊戲的元素與挑戰，能夠讓學習的氣氛更歡樂，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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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們本身就都喜歡遊戲，當教學與遊戲結合，孩子可以更投入，更專注，激發學

生學習的動機，學習效果是事半功倍。 

三、教學者不斷修正教學能提升教學效能 

    教學者在教學的歷程中，必須不斷的調整與修正，反思自己在教學上需要改

進的地方。即使教學經驗很豐富，但每年教學遇見的學生是不同的，因此需要隨

時調整修正，確保學生的學習效能是最佳狀態。 

 

第四節 運用集中識字教學活動對學生閱讀

動機與自信心的影響 

 

    本節說明一年級的 11 位研究對象，在經過集中識字教學活動後，研究者想

了解學生對於閱讀的動機及自信心是否提升，因此在進行集中識字教學活動前

後，請學生填寫「閱讀興趣調查表」。 

 

壹、「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調查結果 

    「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共有十題單選題，填答結果（N=11）整理與分析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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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很喜歡閱讀。 

 

表 4-4-1「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一結果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4 37% 

同意 4 36% 

不同意 3 27% 

非常不同意 0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圖 4-4-1「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一結果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非常同意

37%

同意

36%

不同意

27%

非常不同意

0%

題目一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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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使我感到高興。 

 

表 4-4-2「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二結果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4 37% 

同意 4 36% 

不同意 3 27% 

非常不同意 0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圖 4-4-2「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二結果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非常同意

37%

同意

36%

不同意

27%

非常不同意

0%

題目二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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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覺得閱讀對我的學習是有幫助的。 

 

表 4-4-3「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三結果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5 46% 

同意 2 18% 

不同意 4 36% 

非常不同意 0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圖 4-4-3「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三結果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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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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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題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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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每天至少會自己獨立閱讀一本書。 

 

表 4-4-4「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四結果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 9% 

同意 3 27% 

不同意 7 64% 

非常不同意 0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圖 4-4-4「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四結果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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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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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題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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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覺得自己認識的字很多。 

 

表 4-4-5「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五結果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0 0% 

同意 3 27% 

不同意 6 55% 

非常不同意 2 18%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圖 4-4-5「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五結果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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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六、我對自己的閱讀能力很有信心。 

 

表 4-4-6「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六結果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0 0% 

同意 4 36% 

不同意 6 55% 

非常不同意 1 9%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圖 4-4-6「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六結果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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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同學覺得好看的書，會讓我很想閱讀。 

 

表 4-4-7「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七結果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0 91% 

同意 1 9%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圖 4-4-7「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七結果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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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當書中的主題是我很有興趣的內容時，我會更喜歡閱讀它。 

 

表 4-4-8「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八結果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1 100% 

同意 0 0%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圖 4-4-8「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八結果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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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當閱讀遇到不懂的地方，我會想辦法讀懂，例如：詢問家人或師長。 

 

表 4-4-9「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九結果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5 45% 

同意 6 55%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圖 4-4-9「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九結果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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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時候我會想要挑戰內容困難一點的書。 

 

表 4-4-10「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十結果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 9% 

同意 4 36% 

不同意 6 55% 

非常不同意 0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圖 4-4-10「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題目十結果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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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調查結果 

    「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共有九題，其中八題為單選題，一題為開放式問

答題，填答結果整理與分析如下。 

一、你喜歡老師利用繪本和讀報文章教你識字的課程嗎？ 

 

表 4-4-11「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題目一結果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喜歡 8 73% 

喜歡 3 27% 

不喜歡 0 0% 

非常不喜歡 0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圖 4-4-11「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題目一結果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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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喜歡老師在學習單上使用的識字花瓣活動嗎？ 

 

表 4-4-12「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題目二結果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喜歡 8 73% 

喜歡 3 27% 

不喜歡 0 0% 

非常不喜歡 0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圖 4-4-12「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題目二結果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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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你喜歡老師在學習單上使用的認字九宮格活動嗎？ 

 

表 4-4-13 「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題目三結果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喜歡 10 91% 

喜歡 1 9% 

不喜歡 0 0% 

非常不喜歡 0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圖 4-4-13「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題目三結果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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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了課本學過的字，我覺得我自己認識的字變多了。 

 

表 4-4-14「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題目四結果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7 64% 

同意 3 27% 

不同意 1 9% 

非常不同意 0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圖 4-4-14「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題目四結果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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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師進行識字教學後，我覺得自己更喜歡閱讀了。 

 

表 4-4-15「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題目五結果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5 45% 

同意 6 55%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圖 4-4-15「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題目五結果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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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老師進行識字教學後，我對自己的閱讀能力更有信心了。 

 

表 4-4-16「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題目六結果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8 73% 

同意 3 27%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圖 4-4-16「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題目六結果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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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閱讀讓我覺得快樂。 

 

表 4-4-17「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題目七結果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9 82% 

同意 1 9% 

不同意 1 9% 

非常不同意 0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圖 4-4-17「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題目七結果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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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你希望老師介紹更多繪本及文章嗎？ 

 

表 4-4-18「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題目八結果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8 73% 

同意 2 18% 

不同意 1 9% 

非常不同意 0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圖 4-4-18「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題目八結果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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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關於運用繪本及讀報文章的識字教學，你想跟老師說什麼悄悄話？ 

 

表 4-4-19「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題目九結果 

受試者 內容 

S01 我希望還有更多的繪本和讀報文章。 

S02 我覺得我認識好多字，我覺得我變厲害了。 

S03 我覺得在玩認字九宮格的時候好有趣。 

S04 我希望老師可以繼續介紹更多繪本和文章。 

S05 我希望我可以更努力，這樣我才可以學到我不認識的字。 

S06 我覺得讀繪本很有趣，因為可以讓我認識更多字。 

S07 謝謝老師交會我們許多國字，我希望老師介紹更多繪本與文章。 

S08 謝謝老師教我們還不會的字，我感到非常感激，我希望你還可以拿

書給我們看，因為我喜歡看書，那些書都很好看，又有趣。 

S09 老師，您給我們認識字，我非常喜歡，謝謝您這麼努力幫我們上

課。 

S10 我覺得老師出的問題讓我知道更多的字它的讀音叫做什麼。 

S11 老師謝謝，我希望老師以後可以繼續陪伴我們，我覺得很有趣，謝

謝老師。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參、「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與後測調查結果分析 

一、「閱讀興趣調查表」前測結果分析 

    在進行集中識字教學活動之前，先透過閱讀興趣調查表調查學生閱讀動機

與信心。從第一題與第二題發現，喜歡閱讀的學生，在閱讀時會感受到喜悅，

而平時在語文方面表現較弱勢的學生 S06、S10，對閱讀的喜愛程度不高，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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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會使他們感到快樂。 

    在第四道題目「我每天至少會自己獨立讀一本書。」從調查結果發現，會

自己獨立閱讀的人不到班級人數的一半，然而，從平時與家長的親師溝通發

現，班級內有好幾位家長，會與孩子一起共讀，但共讀的方式是讀給孩子聽，

造成孩子在閱讀上過度依賴家長，當請孩子獨立閱讀一本書時，孩子常會覺得

很有挑戰性而退縮。 

    第五題「我覺得自己認識的字很多。」及第六題「我對自己的閱讀能力很

有信心。」S04、S07、S08 回答同意，從平時課堂中就能發現，這幾位孩子在

上課時會使用的詞彙較多，識字量的前測的成績也較高。這些孩子在讀題目及

閱讀、朗讀時都較為流暢。由此可見，識字量高對於孩子在閱讀的信心上也能

有所提升。 

    第七題「同學覺得好看的書，會讓我很想閱讀。」有 10 位學童選擇非常同

意。此項結果在平時學生借閱圖書館圖書時就可以見到，當孩子分享這本書很

有趣時，其他孩子會在下次借還書時，將這本書書借回來閱讀。而第八題「當

書中的主題是我很有興趣的內容時，我會更喜歡閱讀它。」11 位學童都選擇非

常同意，顯示孩子對於文本講述的內容是不是有興趣的主題會直接影響到閱讀

的動機。 

    第九題「當閱讀遇到不懂的地方，我會想辦法讀懂，例如：詢問家人或師

長。」選擇「非常同意」的學童在平時學習時的表現或學習態度就較為積極，

因此在閱讀時也會抱持同樣的想法，遇到困難會想辦法解決。 

    第十題「有時候我會想要挑戰內容困難一點的書。」選擇「非常同意」的

有 1 位，選擇「同意」的有 4 位，這幾位學童平日表現對於自己較有信心，學

習態度佳，不怕犯錯；而其餘選擇「不同意」的學童對於自己語文方面的表現

較缺乏自信，態度也較為消極。 

二、「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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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過八週的集中識字教學活動之後，利用「閱讀興趣調查表」後測，調

查學生的閱讀動機與信心是否提升。 

    從第一題至第三題，可以看出學生對於使用繪本及讀報文章作為教學的文

本感到很有興趣；利用識字花瓣進行集中識字與利用認字九宮格遊戲認字，都

能大大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與動機。 

    研究者在調查表後測中第四題問到「除了課本學過的字，我覺得我自己認

識的字變多了。」當中有一名學童 S04 勾選不同意，經了解後，S04 勾選不同

意的原因是此名學生原本的識字量就很高，在此行動方案後，S04 的識字量較

前測為高，但提升幅度不明顯，因此學童覺得自己認識的字沒有變多。研究者

私下鼓勵 S04，也期許 S04 能繼續維持識字小博士的稱號。 

    第五題「老師進行識字教學後，我覺得自己更喜歡閱讀了。」、第六題「老

師進行識字教學後，我對自己的閱讀能力更有信心了。」、第七題「閱讀讓我覺

得快樂。」學生們的回答都是非常同意或是同意。唯有 S04 的回答是「不同

意」，詢問了 S04 後，發現 S04 的閱讀是建立在「應該要閱讀」，而不是「閱讀

很有趣」而讀。 

    研究者於調查表後測中第八題問到「你希望老師介紹更多繪本及文章

嗎？」其中，S10 回答不同意，經私下詢問了解，原來孩子喜歡的是恐龍，而

研究者選擇的繪本中沒有恐龍的相關內容，因此，學生於調查表上回答不同

意。這也讓研究者省思，除了鼓勵 S10 可以嘗試不同主題的文本之外，研究者

以後在選擇文本前，可以先詢問學生有興趣的主題，讓學生在閱讀興趣上可以

更加分。 

    研究者於教學時，可以感受到學生在集中識字教學時的眼神不同於平時在

國語課堂上的表現，學生在一次一次的教學活動過後，時常能聽見學生認出在

國語課本中還沒教過的字，在閱讀時也更流暢，學生也更有自信，因此研究者

透過「閱讀興趣調查表」了解學生經過集中識字教學提升識字量的教學活動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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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對於閱讀的動機與自信是否提升。 

    從「閱讀興趣調查表」中可以看到學生對於老師設計的活動都是喜歡的，

對於閱讀也更有信心，更喜歡閱讀，同時也希望老師能夠繼續為學生介紹繪本

和文章。 

 

肆、研究者省思 

     研究者發現，一開始在進行提升識字量的教學活動時，學生的思考時間較

長，但在每一週的教學進行時，都能感受到學生能將前一次所學到的融會貫

通；或是在平時上課時，聽見學生說出在行動方案內教過的內容，都讓研究者

覺得很驚喜。 

    學生的識字量提升後，對於閱讀更得心應手，對語文的學習也更有信心。

學生在平時課堂上，會利用我們在行動方案中學過的字或詞語；家長也向研究

者反應「孩子開始願意閱讀字多一點的書」，給予研究者正向的回饋。因此，研

究者的集中識字教學的行動方案，不但能提升學童的識字量，更可以增進學生

在閱讀時的信心。研究者認為，此行動研究結束後能夠持續於班級中實施識字

策略教學，把握學童識字發展的關鍵時期，認得更多字，幫助學童的閱讀流暢

度，進而提升閱讀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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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是以國小一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旨在透過集中識字教學提升學童

在識字能力上之成效。研究者設計集中識字教學，並在課程中不斷省思，每次

教學都稍作修正，最後評鑑學生在課程前後的識字能力提升的情形。本章共分

成兩節，第一節歸納本研究之研究結論；第二節為研究省思；第三節根據研究

結論對國小教師及未來的研究者提出相關具體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彙整第四章的研究結果與分析討論，得

出以下結論。 

壹、利用集中識字教學確實可以提升國小低年級學童的識 

字量 

    在實施集中識字教學前，研究者在班級中觀察到兒童的日常行為表現，發

現多數學童在識字能力與閱讀興趣上缺乏良好的表現：一是每天都出現在日常

生活當中的字，學生沒有經過學習，這些字並沒有進入學生的長期記憶裡；二

是學生在閱讀時，常常只是翻翻圖片，看看書中的圖畫，並沒有仔細地閱讀文

本內容，非常可惜；三是學生在寫作業讀題目時，常常需要花很多時間拼注音

符號，拼完後常常不知道題目所問為何。 

    除了日常行為的觀察，研究者利用教育部字頻表的前 1000 字進行學童識字

量的前測，從前測結果發現學生的識字量差異非常大，且班級內有一半以上的

學生識字量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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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可以發現，班級內學童的識字能力與閱讀興趣有待提升，因此實施

課程以改善學童識字能力與閱讀興趣確實有其必要性。 

貳、活潑多元的教學設計可以提升學生閱讀的興趣 

    在利用繪本及讀報文章進行教學時，教師須在教學前做好充足的準備，包

含從眾多繪本與讀報文章中準備適當的文本以及熟悉教學的流程與識字教學策

略。文章部份選擇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的內容，學生較能感同身受與融入情

境；繪本部分選擇多面相且富含教育價值的故事，讓學生學習更為深刻。學生

在課程進行前也需要將桌面保持整潔，減少使之分心的物品，以利教學活動的

進行。 

    進行教學的第一步驟，稱為引起動機，讓學生利用文章及繪本的標題或封

面進行內容的預測，學生可以天馬行空的回答，激發學生對文本的想像力，此

項預測活動沒有正確的解答，正確的解答待學生探索文本內容時，慢慢的聚

焦，透過預測活動，學生能夠盡情發揮想像、盡情的思考，享受預測的樂趣，

在此活動進行時的趣味性，能激發學生動機及對課程產生熱情與興趣。 

    發展活動為教學活動的主要學習階段，起初在進行文章及繪本的閱讀時，

先由教師朗讀，下一次進行教學時採全班朗讀，進階到個別朗讀，並要求學生

以手指比著念到的文字，唸完一個段落後，讓學生進行圖像的探索或內容的回

顧，兼顧文字與圖像，幫助學生理解故事內容。接著，進行識字策略教學，主

要採用部首花瓣識字及部件花瓣識字的方法，進行集中識字教學，提升學生的

識字量。利用此一方法進行識字教學時，通常是識字量較多的學生較常發言回

答，為了能讓每位同學都更有參與感，後來調整為讓學生先自行思考，並鼓勵

識字量較低的學生先說說看，或上黑板寫寫看，讓每個孩子都成為教室內的主

人，而不只是教室內的客人。 

    綜合活動是教學活動的最後一個部分，藉由完成學習單的三個任務，讓學

生能再次複習繪本及文章中出現的國字及識字花瓣中出現相同部首或部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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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並利用九宮格任務，複習繪本及文章中出現的詞語和句子，用遊戲的方

式，無形中讓學生認得國字，讓任務更富趣味。 

    每次要進行集中識字教學活動時，學生的歡呼以及充滿期待的眼神，更能

顯現出學生在有趣的教學設計中，樂於學習，讓閱讀變得更有趣，閱讀動機也

因此提升。 

參、提升學童的識字量，對學生的閱讀動機與自信心有幫

助。 

    經過八次的集中識字教學活動後，從平時課堂中，就能見識到學生識字量

提升的效果，有很多曾經在繪本及讀報文章中出現的國字或語詞，學生會將之

運用在課堂上，讓研究者眼睛為之一亮。而根據後測結果，每一位受試學生的

識字量皆有提升，尤其是前測時識字量低的學生，後測識字量提升的成效佳，

閱讀及朗讀時也變得更加順暢流利。 

    在「閱讀興趣調查表」的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對於教師設計的教學活動感

到喜歡，同時也更喜歡閱讀，對閱讀更感興趣，並且對於自己的閱讀能力更有

自信心。對於此次的集中識字教學活動，學生們皆給予正向的回饋，這個教學

活動為學生帶來正面的影響，希望老師能夠介紹更多繪本和文章給學生。 

肆、用對方法，把握黃金時期，提升學習成就 

    許多研究指出，學生的學習成就與家庭社經背景有很大的關聯性；然而在

本研究中發現，學生本身的特性也是影響學生學習成就很重要的因素。在本研

究中的研究對象，家庭社經背景較優勢的學生，在後測的表現上，不見得有很

突出的表現；而在後測結果中，家長支持度不高的某位學童卻有很亮眼的表

現，可見家庭背景並不完全是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主要因素。 

    低年級正處於識字量的發展黃金時期，學童一開始識字量起點行為的表現

較弱勢，可能是在閱讀或識字的過程中，沒有使用對其較有效的方法。在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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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發現，若能夠在關鍵時期，使用對學童有效的方法，並給予鼓勵，提升學

習動機，學生的可塑性就越高、越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 

    研究者在低年級服務已進入第五年，學生在進入小學一年級時，注音符號

的能力本身就存在著很大的落差，學生不論是在書籍閱讀或是各科的教學上，

都因為注音拼讀的吃力，產生很大的學習壓力，對於學習容易產生習得無助

感。經過這次的行動研究後，發現學生認識的字數增加不少，不管是在讀題或

是課外書籍閱讀都變得流暢許多，連帶在各個科目，尤其是國語科的學習上都

進步很快，連家長都有察覺到孩子在學習態度上有轉變，更回饋說孩子回家願

意讀字更多的書了。因此，識字量的提升，能讓低年級學童的學習更順利、更

有自信，同時也為孩子帶來滿滿的成就感。 

伍、教師在閱讀教育的推動上是很重要的角色 

    不論是在都市或是偏鄉，每個家庭帶給孩子閱讀的經驗與程度本來就存在

很大的差異。尤其在偏鄉，資源不比都市豐富，在研究者的班級裡，有好幾位

孩子甚至沒有到過學校以外的圖書館的經驗，因此老師帶給孩子的閱讀體驗就

顯得很重要。在班上，也有幾個孩子是媽媽每天都讀好多故事給孩子聽，但當

要孩子自己讀的時候，卻讀得很辛苦，那麼這些閱讀經驗就只是「聽」而已，

非常可惜。孩子們識字能力不足，對他們來說，閱讀變成一件很具挑戰性的

事，因此，這次由老師帶著孩子們提升識字能力，讓孩子們的閱讀變得容易一

些，甚至是喜歡閱讀，是這次行動研究最大的收穫。 

陸、研究者自身的專業成長 

    本次行動研究，讓我體會到孩子的識字學習，是需要一些策略引導的，並

不是每個孩子讀得越多，他就會記住越多。漢字是由圖像演變而來，善用圖像

幫助孩子學習國字；認識國字時，加入部首的解釋，幫助學生記憶；形聲字的

相同部件，透過部件去認識國字，以上這些策略都能很快速的幫助學生認識更

多的字，增加學童的識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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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利用繪本或是課外的文章進行教學時，只侷限在學生對於這個文本

的理解與感受，經過這次的行動研究後，發現除了對文本的心得之外，同時加

入識字策略教學，除了能讓學習更多元，對學生的學習更是一魚多吃，有加乘

的效果。 

    每天的教學，就是與孩子一同成長，在課堂中發現孩子能夠講出越來越多

的詞彙，或是將之前認過的國字學以致用時，就好像孩子為老師心中的小火苗

添加了柴火，點燃了熱情，讓老師能持續的為孩子設計更多的教學活動，而孩

子也能因為識字的成就感，更樂於學習。如此的教學相長，為彼此帶來正面的

力量。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結果，對低年級老師、學校及未來研究者提出能提升低年級

學童識字能力之建議。 

壹、對國小低年級老師的建議 

一、鼓勵教師在班級推動多元文本的閱讀教學 

  本研究顯示，多元的閱讀教學能夠提升學生的閱讀動機與自信。教師應利

用時間並有技巧地進行多元文本的閱讀教學，從挑選文本開始、讓學生進行內

容預測激發想像力、進行朗讀與有趣的互動任務，讓閱讀對孩子來說不再是一

種負擔。除了國語課本之外，教師應多推薦一些有趣的繪本或是讀報文章給學

生，鼓勵學生閱讀，增加學生對閱讀的喜愛。 

二、教師應多多增進與識字策略有關的專業知能 

    低年級正是處於識字階段的關鍵時期，識字更是所有學科學習的基礎，應

把握學生在低年級時的學習黃金時期，利用各種的識字教學策略包含了注音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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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教學、圖像識字教學、部首識字教學、部件識字教學等識字策略，教學者掌

握識字策略的運用技巧，運用於課堂上，讓學生除了課本中學到的國字之外，

能夠額外認得更多的字，學習事半功倍。因此建議教師應多多增進識字教學方

面的相關教學專業知能，並與同事分享，以求為教學帶來更大的效益。 

貳、對學校行政單位的建議 

一、擴充學校圖書室的資源 

    擴充學校圖書室的資源，不只是圖書設備，也應該包含圖書室裡的硬體設

施。有良好舒適的閱讀環境，是讓學生能靜心閱讀、養成閱讀習慣的重要因

素。圖書室中既有的圖書，也需要定期更新，讓學生閱讀的文本能夠更多元。

此外，學校應在圖書室中提供能讓全班共讀的書籍，以利於老師在全班共讀教

學時使用。 

二、舉辦識字量、閱讀流暢度比賽 

    利用比賽與獎勵，鼓勵學生提升自己的識字能力與朗讀流暢度，偏鄉小校

可以依照程度分組，人數較多的學校可以依照年級分組，讓學生透過競賽與獎

勵，提升學習的興趣。 

參、給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擴大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南投縣偏遠地區國小一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而不同地區、不同

年級的學童在識字能力上會有差異，因此，不宜推論至其他地區的學童。建議

未來的研究可以擴大其研究對象，例如：探討閱讀教學結合識字策略對都市地

區、偏遠地區學童提升識字量成效的差異，以增加相關研究的多樣性。 

二、增加研究時間及施測工具 

    本研究的實施次數為八次，每次 80 分鐘，研究結果呈現學生的識字量皆有

提升，未來的研究者可以試著將識字量提升的研究時間拉長至一個學期或是一

個學年，讓識字策略發揮更大的效益。此外，當初在選擇施測工具時，考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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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與後測若實施超過 1000 字的字數對於一年級的學童是較沉重的負擔，因此選

擇 1000 字為測驗的字數，但於研究結果發現，原本識字量就較高的學生，受限

於前測與後測的字數 1000 字，較看不出進步的幅度，未來的研究者可以拉長研

究時間之外，也嘗試提高測驗的字數為 2000 字，如此一來，也許能看出識字策

略對於原本識字量就高的學童是否同樣能有明顯的影響。 

三、邀請家長加入研究過程 

    本研究的教學方案是教師在課堂上介紹繪本及文章，並教孩子使用識字策

略以提升學童的識字量，然而，曾有家長向研究者反應，孩子在家的閱讀有時

還是很依賴家長，家長的陪伴閱讀當然對學生的閱讀興趣有良善的影響，但有

時過度的依賴反而讓進步速度緩慢，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者，能邀請家長成為

孩子閱讀的夥伴，但家長不只是當孩子的閱讀播放機器，而是陪著孩子養成獨

立閱讀的習慣，當孩子閱讀遇到瓶頸時，適時的為孩子伸出援手，讓閱讀提升

識字量的學習不只是在學校課堂上進行，家長也能利用教師與家長分享識字策

略的使用方法，讓孩子在家裡閱讀時使用同樣的策略，讓學習效果加倍，有了

家長的陪伴，也能讓學生的閱讀更有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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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小朋友及家長您好： 

    我是凌育老師，為了提升孩子們的閱讀能力以及識字能力，我

將在班級中實施「運用閱讀教學提升低年級學童識字量」的研究，

希望孩子能透過繪本及國語日報中的文本與老師設計的學習單，認

識更多國字，增進孩子的識字及閱讀理解能力，研究中所蒐集的相

關資料，僅供老師分析資料及改進教學之學術研究用，絕不會外

流，請您放心。研究中盼能爭取您的同意，感謝您的支持。 

    敬祝 

闔家平安 

凌育老師  敬上 

                                                                        

家長同意書 

本人  □  同意 讓我的孩子________________參與運用繪本提升低

年級學童識字量之行動研究。 

 

本人  □  不同意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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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學教案設計 

第一週教學教案設計 
單元名稱 在跑道上摔一跤 活動時間 80 分鐘 
教學前 
準備活動 

國語日報文章《在跑道上摔一跤》 
學習單 
 

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內容說明 時間 教學資源 

一、引起動機 
 
 
 
 
 
 
 
 
 
 

二、發展活動 
 
 
 
 
 
 
 
 
 
 
 
 
 
 
 
 
 
 

（一）運動會練習狀況分享 
1.問題一：在運動會的各項目練習時曾 
          經發生過什麼狀況？ 
2.問題二：在比賽跑步的過程中，如果 
          跌倒了怎麼辦？ 
3.問題三：你覺得作者在跑道上摔一 
          跤，他會怎麼做？ 
（二）請學生在接下來閱讀過程中，檢

視自己的狀況和作者是否相同，以及猜

測是否正確。 
 
（一）介紹讀報文章名稱、作者 
1.介紹題目：《在跑道上摔一跤》 
2.介紹作者： 新北市樹林國小林夏彤 
（二）閱讀文章 
1. 教師朗讀文章。 
2. 請學生想一想，回答問題。 

(1) 問題一：作者班上練習大隊接力

時，遇到什麼問題？ 
(2) 問題二：作者他們班上在比賽大

隊接力時，發生什麼狀況？ 
(3) 問題三：比賽的結果如何？ 

（三）部首識字策略教學 
1. 介紹部首「心」。 

(1) 部首「心」的演變。 
(2) 介紹「心」的音義。 
(3) 介紹「心」在漢字中的組字位置

與變形。 
2. 請學生找一找文章中出現哪些

「心」部的字，找出他的詞語，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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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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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圈起來。 
3. 除了文章裡的字，你還知道有哪些

「心」部的字？ 
 
（一）任務一：識字花瓣 

寫出有「心」（忄）字的字和注

音。 
（二）任務二：認識新字 

在文章中任選五個你新學到的

字。 
（三）任務三：九宮格連線 

請同學針對九宮格內的九個題目

出題，念對的話請同學簽名，看

看你能連成幾條線。 

 
 
 
 
20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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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教學教案設計 
單元名稱 夜市小王子 活動時間 80 分鐘 
教學前 
準備活動 

國語日報文章《夜市小王子》 
學習單 
 

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內容說明 時間 教學資源 

壹、 引起動

機 
 
 
 
 

 
 

 
二、發展活動 

 
 
 
 
 
 
 
 
 
 
 
 
 
 
 
 
 
 
 
 

 
三、綜合活動 

（一）逛夜市經驗分享 
1.問題一：你曾經逛過夜市嗎？  
2.問題二：在夜市會看到什麼景象呢？ 
3.問題三：為什麼文章是夜市「小王 
          子」？ 
（二）請學生在接下來閱讀過程中，檢

視自己的狀況和作者是否相同，以及猜

測是否正確。 
 
（一）介紹讀報文章名稱、作者 
1.介紹題目：《夜市小王子》 
2.介紹作者： 苗栗縣文苑國小鄭子杰 
（一）閱讀文章 
1.小組朗讀文章。 
2.請學生想一想，回答問題。 
  (1)問題一：你的夜市經驗和作者的一 
     樣嗎？ 
  (2)問題二：作者在夜市擺攤的程序是 
    什麼？ 
  (3)問題三：作者的爸爸告訴作者什麼 
    事？ 

 
（二）部首識字策略教學 
1.介紹部首「彳」。 

(1)部首「彳」的演變。 
   (2)介紹「彳」的音義。 
2.請學生找一找文章中出現哪些「彳」 
 部的字，找出他的詞語，先圈起來。 
3.除了文章裡的字，你還知道有哪些

「彳」部的字？ 
 
（一）任務一：識字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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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出有「彳字的字和注音。 
（二）任務二：認識新字 

在文章中任選五個你新學到的

字。 
（三）任務三：九宮格連線 

請同學針對九宮格內的九個題目

出題，念對的話請同學簽名，看

看你能連成幾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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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教學教案設計 
單元名稱 酒釀蛋花湯圓 活動時間 80 分鐘 
教學前 
準備活動 

國語日報文章《酒釀蛋花湯圓》 
學習單 
 

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內容說明 時間 教學資源 

一、引起動機 
 
 

 
 
 
 

二、發展活動 
 
 
 
 
 
 
 
 
 
 
 
 
 
 
 
 
 
 
 
 
 

 
三、綜合活動 

 

（一）吃湯圓經驗分享 
1.問題一：你有沒有吃過湯圓？ 
2.問題二：我們在什麼節日會吃湯圓？ 
3.問題三：什麼是酒釀蛋花湯圓？ 
（二）請學生在接下來閱讀過程中，檢

視自己的狀況和作者有什麼異同。 
 
（一）介紹讀報文章名稱、作者 
1.介紹題目：《酒釀蛋花湯圓》 
2.介紹作者：新竹縣福隆國小黃堉婷 
（二）閱讀文章 
1.個別朗讀文章。 
2.請學生想一想，回答問題。 
  (1)問題一：為什麼作者的媽媽最不能 
    適應的季節是冬天？ 
  (2)問題二：有沒有人可以說說看，什 
    麼叫做「九降風」？ 
  (3)問題三：為什麼作者的媽媽會覺得 
    「心滿意足」？ 
（三）部首識字策略教學 
 1.介紹部首「水」。 

(1)部首「水」的演變。 
  (2)介紹「水」的音義。 

(3)介紹「水」在漢字中的組字位置 
與變形。 

2.請學生找一找文章中出現哪些「水」   
部的字，找出他的詞語，先圈起來。 
3.除了文章裡的字，你還知道有哪些

「水」部的字？ 
 
(一)任務一：識字花瓣 
寫出有「水」（氵）字的字和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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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務二：認識新字 
在文章中任選五個你新學到的字。 
(三)任務三：九宮格連線 
請同學針對九宮格內的九個題目出題，

念對的話請同學簽名，看看你能連成幾

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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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教學教案設計 
單元名稱 為什麼不能有女醫生？ 活動時間 80 分鐘 
教學前 
準備活動 

《為什麼不能有女醫生？》繪本 
學習單 

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內容說明 時間 教學資源 

一、引起動機 
 
 
 
 

 
 

 
 

二、發展活動 
 
 
 
 
 
 
 
 
 
 
 
 
 
 
 
 
 
 
 
 
 
 
 

（一）看醫生經驗分享 
1.問題一：你到醫院或診所時，有沒有 
          看過女醫生或是男護理師？ 
2.問題二：女醫生和男護理師常見嗎？  
（二）故事預測 
1.請你猜猜看這本繪本要說什麼？ 
2.請學生在閱讀的過程中檢視自己的猜 
  測是否正確？ 
 
（一）介紹繪本名稱、作者、繪者、譯

者 
1.介紹繪本名稱：《為什麼不能有女醫

生？》 
2.介紹作者：譚亞‧李‧史東 

3.介紹繪者：瑪尤莉．普萊斯曼 

4.譯者：柯倩華 

（二）閱讀故事 
1.教師朗讀故事。 
2.請學生想一想，回答問題。 
(1)問題一： 伊莉莎白和一般女孩有什

麼不同？ 
(2)問題二： 伊莉莎白一開始就想成為

一個醫生嗎？ 
(3)問題三：伊莉莎白成為醫生的過程順

利嗎？ 
 

（四）部首識字策略教學 
1.介紹部首「言」。 

(1)部首「言」的演變。 
   (2)介紹「言」的音義。 
   (3)介紹「言」在漢字中的組字位置

與變形。 
2.請學生找一找故事中出現哪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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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部的字，找出他的詞語，先寫在小白板

上。 
3.除了故事裡的字，你還知道有哪些

「言」部的字？ 
 
（一）任務一：識字花瓣 

寫出有「言」字的字和注音。 
（二）任務二：認識新字 

在文章中任選五個你新學到的

字。 
（三）任務三：九宮格連線 

請同學針對九宮格內的九個題目

出題，念對的話請同學簽名，看

看你能連成幾條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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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教學教案設計 
單元名稱 國王的洗澡水 活動時間 80 分鐘 
教學前 
準備活動 

《國王的洗澡水》繪本 
學習單 

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內容說明 時間 教學資源 

一、引起動機 
 
 
 
 

 
 
 
二、發展活動 

 
 
 
 
 
 
 
 
 
 
 
 
 
 
 
 
 
 
 
 
 
 
 
 

（一）水資源哪裡去？ 
1.問題一：水資源是什麼？  
2.問題二：水資源有什麼利用方式？  
（二）故事預測 
1.請你猜猜看這本繪本要說什麼？ 
2.請學生在閱讀的過程中檢視自己的猜 
  測是否正確？ 
 
（一）介紹繪本名稱、作者、繪者 
1.介紹繪本名稱：《國王的洗澡水》 
2.介紹作者：黃慧敏 

3.介紹繪者：彭大爺 

 

（二）閱讀故事 
1.小組共讀故事。 
2.請學生想一想，回答問題。 
(1)問題一： 故事中的國王最喜歡做什

麼事？ 
(2)問題二： 伊登為什麼要提走國王的

洗澡水？ 
(3)問題三：故事中，國王的心境從開始

到最後有什麼改變？  
(4)問題四：你覺得這個故事想告訴我們

什麼？ 
 

(三)部首識字策略教學 
1.介紹部首「辵」。 
(1)部首「辵」的演變。 
(2)介紹「辵」的音義。 
(3)介紹「辵」在漢字中的組字位置與變

形。 
2.請學生找一找故事中出現哪些「辵」

部的字，找出他的詞語，先寫在小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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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上。 
3.除了故事裡的字，你還知道有哪些

「辵」部的字？ 
 
（一）任務一：識字花瓣 

寫出有「辵」字的字和注音。 
（二）任務二：認識新字 

在文章中任選五個你新學到的

字。 
（三）任務三：九宮格連線 

請同學針對九宮格內的九個題目

出題，念對的話請同學簽名，看

看你能連成幾條線。 

 
 
 
 
20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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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教學教案設計 
單元名稱 媽媽的紅沙發 活動時間 80 分鐘 
教學前 
準備活動 

《媽媽的紅沙發》繪本 
學習單 

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內容說明 時間 教學資源 

一、引起動機 
 
 
 
 

 
 
 
二、發展活動 

 
 
 
 
 
 
 
 
 
 
 
 
 
 
 
 
 
 
 
 
 
 
 
 

（一）故事預測 
1.問題一：你覺得這本故事想告訴我們

什麼？  
2.問題二：為什麼題目要取作「媽媽的

紅沙發」？  
（二）請學生在閱讀的過程中檢視自己

的猜測是否正確？ 
 
（一）介紹繪本名稱、作者、繪者、譯

者 
1.介紹繪本名稱：《媽媽的紅沙發》 
2.介紹作者、繪者：威拉．畢．威廉斯  

3.介紹譯者：柯倩華 

 

（二）閱讀故事 
1.小組共讀故事。 
2.請學生想一想，回答問題。 
(1)問題一： 故事中的小女孩家裡發生

了什麼事？ 
(2)問題二： 小女孩和媽媽為什麼要存

錢？ 
(3)問題三： 他們用存下來的錢做什麼

事？ 
(4)問題四：你覺得這個紅沙發代表什麼

意思？  
 

（三）部件識字策略教學 
1.介紹部件「包」。 

(1)部件「包」的字形演變。 
(2)介紹「包」的音義。 

   (3)介紹「包」在漢字中的組字位

置。 
2.請學生找一找故事中出現哪些「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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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部的字，找出他的詞語，先寫在小白板

上。 
3.除了故事裡的字，你還知道有哪些

「包」部的字？ 
 
(一)任務一：識字花瓣 

寫出有「包」字的字和注音。 
(二)任務二：認識新字 

在文章中任選五個你新學到的

字。 
(三)任務三：九宮格連線 

請同學針對九宮格內的九個題目

出題，念對的話請同學簽名，看

看你能連成幾條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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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教學教案設計 
單元名稱 再見小樹林 活動時間 80 分鐘 
教學前 
準備活動 

《再見小樹林》繪本 
學習單 

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內容說明 時間 教學資源 

一、引起動機 
 
 
 
 

 
 

 
 
 

二、發展活動 
 
 
 
 
 
 
 
 
 
 
 
 
 
 
 
 
 
 
 
 
 
 

（一）觀察植物經驗 
1.問題一：還記得我們最近配合生活課 
          到校園裡觀察植物嗎？ 
2.問題二：校園裡有好多大樹，這些大 
          樹帶給你什麼感受？  
（二）故事預測 
1.請你猜猜看這本繪本要說什麼？ 
2.請學生在閱讀的過程中檢視自己的猜 
  測是否正確？ 
 
(一)介紹繪本名稱、作者、繪者 
1.介紹繪本名稱：《再見小樹林》 
2.介紹作者：嚴淑女 

3.介紹繪者：張又然 

 

(二)閱讀故事 
1.個別朗讀故事。 
2.請學生想一想，回答問題。 
(1)問題一：為什麼主角小綠，總是待在

小閣樓裡？ 
(2)問題二： 小綠對外頭的小樹林有什

麼情感？ 
(3)問題三：挖土機對小樹林做了什麼

事？ 
(4)問題四：當你看到大樹被砍掉後，你

有什麼感覺？ 
(5)問題五：你覺得我們要如何在生態與

開發間取得平衡？  
(三)部件識字策略教學 
1.介紹部件「昜」。 
(1)部件「昜」的演變。 
(2)介紹「昜」的音義。 
(3)介紹「昜」在漢字中的組字位置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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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形。 
2.請學生找一找故事中出現哪些「昜」

部的字，找出他的詞語，先寫在小白板

上。 
3.除了故事裡的字，你還知道有哪些

「昜」部的字？ 
 
(一)任務一：識字花瓣 

寫出有「昜」字的字和注音。 
(二)任務二：認識新字 

在文章中任選五個你新學到的

字。 
(三)任務三：九宮格連線 

請同學針對九宮格內的九個題目

出題，念對的話請同學簽名，看

看你能連成幾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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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教學教案設計 
單元名稱 守護海洋的人魚 活動時間 80 分鐘 
教學前 
準備活動 

《守護海洋的人魚》繪本 
學習單 

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內容說明 時間 教學資源 

一、引起動機 
 
 
 
 

 
 
 
二、發展活動 

 
 
 
 
 
 
 
 
 
 
 
 
 
 
 
 
 
 
 
 
 
 
 
 

（一）故事預測 
1.問題一：你知道什麼是人魚嗎？ 
2.問題二：為什麼這本故事書要用黑色

當作封面？  
3.你猜猜這本繪本要說什麼？ 
（二）請學生在閱讀的過程中檢視自己

的猜測是否正確？ 
 
(一)介紹繪本名稱、作者、繪者、譯者 
1.介紹繪本名稱：《守護海洋的人魚》 
2.介紹作者：珍妮弗‧伯恩 

3.介紹繪者：艾瑞克．普伊巴瑞 

4.譯者：劉清彥 

(二)閱讀故事 
1.教師朗讀故事。 
2.請學生想一想，回答問題。 

(1)問題一： 從故事中的哪些地方，你

能知道雅克很喜歡大海？ 

(2)問題二： 雅克做了哪些以前的人沒

做過的事？ 
(3)問題三： 故事中，大海有了什麼改

變？ 
(4)問題四：你覺得這個故事要告訴我們

什麼？ 
 

(三)部件識字策略教學 
1.介紹部首「僉」。 
(1)部首「僉」的演變。 
(2)介紹「僉」的音義。 
(3)介紹「僉」在漢字中的組字位置。 
2.請學生找一找故事中出現哪些「僉」

部的字，找出他的詞語，先寫在小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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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上。 
3.除了故事裡的字，你還知道有哪些

「僉」部的字？ 
 
(一)任務一：識字花瓣 

寫出有「僉」字的字和注音。 
(二)任務二：認識新字 

在文章中任選五個你新學到的

字。 
(三)任務三：九宮格連線 

請同學針對九宮格內的九個題目

出題，念對的話請同學簽名，看

看你能連成幾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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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行動方案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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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教師教學省思日誌 

第一週教師教學省思日誌 
教學單元 在跑道上摔一跤 
教學日期 111.01.06 

教學發現與省思 
1.引起動機—運動會練習狀況分享 
  （1）學生最近剛好在練習全校大隊接力，孩子反應非常熱烈。 
  （2）學生提到有其他同學的鞋子在比賽時掉了，掉鞋的孩子，不回頭的繼 
       續往前跑，事後老師鼓勵學生有運動家的精神。 
  （3）學生都能說出，若是在比賽過程中跌倒了，要趕快爬起來繼續往前  
       跑。 
 
2.發展活動—朗讀故事 
  （1） 教師在朗讀故事時，發現有些孩子還是抓不到報紙文章閱讀的技巧 
        與方式。因此花了一點時間，帶著孩子再次確認報紙文章的段落該 
        怎麼讀。 
   （2）因為第一次閱讀報紙，為了確認孩子是否有跟上老師的朗讀，因此 
        請孩子把手指指著讀到的文字，同時也能確保學生專注於文章。 
   （3）部首識字策略 
        請學生在文章中找出有「心」（忄）部的字，S01、S03、S06、S10 
        四位學生找的速度較慢，找到的字較少。鼓勵學生第一次做這個任 
        務，就能找到好多個，很棒！並請其他迅速找到心字的學生分享如 
        何才能快速找到目標字。 
3.綜合活動—學習單任務 
  （1）第一次寫學習單，孩子不清楚識字花瓣裡要填什麼內容，花了較久的 
       時間帶著孩子一個一個花瓣完成。 
  （2）第二個任務：新認識的五個字較簡單，孩子都能很迅速地完成。 
  （3）最後九宮格連線任務，為了提升學生的成就感，不給時間限制，直到 
       全部都完成連線，每個孩子都很開心。下次可以縮短時間，增加難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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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教師教學省思日誌 
教學單元 夜市小王子 
教學日期 111.01.13 

教學發現與省思 
1.引起動機—夜市經驗分享 
  （1）學生分享在夜市會看到不同的攤位，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對 
       於夜市經驗的分享，學生們都很感興趣。發言都很踴躍。 
  （2）有些孩子較羞於表達，老師需要用提問引導的方式，讓學生有發言的 
       機會。 
 
2.發展活動—朗讀故事 
  （1） 小組兩兩共讀，學生能夠仔細聽對方的朗讀，同學念錯時，還能夠 
        互相糾正，學生會想要把對方念的內容聽得更清楚，但是因為教室 
        空間的關係，組別與組別之間會互相影響，較為可惜。 
  （2）鼓勵學生在朗讀時，語氣的抑揚頓挫、音調起伏可以再加強。 
  （3）部首識字策略 
       請學生找出有「彳」部的字，S03、S05、S06、S07、S10 找到的字數 
       較少。這次教孩子一行一行、一個字一個字找，不要東看一行，西看 
       一行，這樣容易漏掉。 
         
3.綜合活動—學習單任務 
  （1）這次要發下學習單時，學生紛紛興奮地喊出「喔耶！」有上次完成學 
       習單的經驗，學生很期待寫學習單。 
  （2）寫出有「彳」的字，文章篇幅較上一篇長，因此再多給學生一點時 
       間，將文章重新讀一次，順道找一找，有沒有剛才漏掉的字，沒找到 
       的字。多給一些時間後，學生都能再找出幾個有「彳」部的字。 
  （3）認識新字的部分，發現學生特別選擇筆畫數較少的字來寫，於是鼓勵 
       學生，可以挑一些字形比較特別，或是覺得從來沒有看過的字，將之 
       寫到學習單上，會更有意義。 
  （4）學生都很喜歡九宮格賓果遊戲，第一次計時 7 分鐘，發現有很多孩子 
       尚未完成所有連線，於是將時間多延長 2 分鐘，學生完成連線後都很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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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教師教學省思日誌 
教學單元 酒釀蛋花湯圓 
教學日期 111.02.17 

教學發現與省思 
1.引起動機—元宵節吃湯圓 
  （1）詢問學生有沒有吃過湯圓，說到吃的，學生都很熱情回應。 
  （2）學生分享很多「吃」湯圓的經驗，於是教師向學生提問，有沒有人有 
       煮湯圓或是戳湯圓的經驗，分享的人較少，但孩子們都很仔細聆聽他 
       人的分享，聽得津津有味。 
 
2.發展活動—朗讀故事 
  （1） 這次的閱讀方式，先請全班學生自己默讀一次。 
  （2）自己閱讀時，學生讀到不懂的地方就立刻舉手發問，教師請學生先將 
       不懂的詞語圈起來，利用前後文猜測是什麼意思，全部讀完後再發 
       問。學生表示有些不懂的詞語可以透過前後文瞭解意思。 
  （3）部首識字策略 
       認識「水」部的字，在國語課已經有學過「水」部的字，學生找起字 
       來似乎容易一些。這次 S10 找到的字比較少，其餘學生都有找到文章 
       中「水」部的字。觀察之下，覺得 S10 的專心度較差，因此之後會適 
       時在課堂中對 S10 提問，維持專心度。 
         
3.綜合活動—學習單任務 
  （1）有了前兩次的經驗，以及國語課學過「水」部的字，學生對於「水」 
       部國字與造詞，順暢很多，S4 認識的字很多，他能說出「溪」 
       「潔」…等，同學都投以崇拜的眼光。 
  （2）這次在寫認識新字前，老師再次鼓勵孩子，不要挑筆畫少的字寫， 
       S05、S07、S08 就很認真地從文章裡找出令他印象深刻的字寫上去， 
       看到學生願意嘗試，很棒！ 
  （3）因為時間的關係，這次九宮格賓果連線活動給孩子 9 分鐘，還是有幾 
       位孩子沒有完成所有的連線，但是就是因為這樣的刺激感，學生都覺 
       得很好玩。 
  （4）S11 說：這樣認字很好玩，我覺得自己認字、讀文章的速度比以前更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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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教師教學省思日誌 
教學單元 為什麼不能有女醫生？ 
教學日期 111.02.24 

教學發現與省思 
1.引起動機—女醫生？男護理師？ 
  （1）詢問學生有無看診時遇到女醫師或男護理師的經驗，可能因為孩子年 
       紀小，有這樣經驗的不多。於是和孩子分享各行各業的性別差異，孩 
       子也能體會到有些行業男女比例相差懸殊，但是不管是男是女，只要 
       能力可及，並沒有行業的限制。 
  （2）接著詢問孩子，女生能不能當醫生？孩子紛紛回答「可以」。再拋出 
       問題「那你們知道很久以前，是沒有女醫生的嗎？」孩子又問「為什 
       麼？」由此便引起學生「為什麼不能有女醫生」的好奇心。 
 
2.發展活動—朗讀故事 
  （1）因為頁數較多，教師使用 PPT 和每位學生一本繪本，進行故事朗讀。 
  （2）繪本因為有許多圖畫，趣味性更高。但遇到學生遇到不了解的詞語 
       時，無法在繪本上做紀錄，因此朗讀完一段故事後，除了會帶著學生

看看圖片，同時為學生解答不了解的詞句。在朗讀繪本故事上花了較

多的時間，而且有時會有故事被中斷的感覺。 
  （3）部首識字策略 
       認識「言」部的字，言部的字很多，幾乎每一位學生都能說出 1.2 個 
       言部的字。 
         
3.綜合活動—學習單任務 
  （1）從書中找出「言」部的字，因為字數較多，學生花了很比平時更多的 
       時間找，下次可以採用兩兩一組一起找，可能會更有效率。 
  （2）學生在認識新字這個任務上，都很願意嘗試從繪本中找出平時比較不 
       曾看過的字。S02、S10 寫出的五個字，看起來仍是屬於筆畫較少的 
       字，再多給予鼓勵，希望下次能夠改善。 
  （3）學生對於九宮格賓果任務都熟悉了，在玩連線遊戲時，完成任務的速 
       度都更迅速了，大大給孩子們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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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教師教學省思日誌 
教學單元 國王的洗澡水 
教學日期 111.03.03 

教學發現與省思 
1.引起動機—水資源哪裡去 
  （1）配合新聞提及春雨偏少的問題，和孩子討論水資源的利用，請孩子們 
       發表如何正確利用水資源時，孩子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水龍頭要關 
       好，不要浪費水；或是洗米水可以澆花等等的。 
  （2）接著，讓孩子們看看水撲滿的影片，讓孩子知道有很多的水資源是可 
       以重複再利用的。 
 
2.發展活動—朗讀故事 
  （1）因為繪本頁數較多，教師使用 PPT 和每位學生一本繪本，進行故事朗 
       讀。 
  （2）由於這本書的字數較少，孩子也有前幾次的閱讀經驗，這次的閱讀方 
       式，採兩兩一組共讀的方式，發現孩子們閱讀的流暢度提高了，念繪 
       本時也比較不會有停頓的現象。 
  （3）部首識字策略 
       認識「辵」部的字，因為國語課已經學過辵部的字，請識字量較少的 
       學生優先說說看，增加信心，再請識字量較多的學生補充。 
  
3.綜合活動—學習單任務 
  （1）S03、S05、S06 在進行第一個任務時，找到的字較少，請全班孩子一 
       頁一頁再讀一次，並讓以上學生說說看，繪本內容哪裡有出現「辵」 
       部的字。發現孩子們都能找到，應該是不夠仔細，才會漏掉較多的 
       字。 
  （2）學生對九宮格連線任務樂此不疲，在進行任務前，請平時識字較少或 
       反應較慢的孩子念任務三的題目，有的孩子需要稍微思考一下，但幾 
       乎每位孩子都念得出來，可見孩子們在閱讀時，已經開始順便認字 
       了。 
   
   
 
 
 

 
 

 



 

185 
 

第六週教師教學省思日誌 
教學單元 媽媽的紅沙發 
教學日期 111.03.10 

教學發現與省思 
1.引起動機—預測故事 
  （1）看封面預測故事時，S11 說這本故事書，他好像有看過，我請 S11 聽 
       聽看其他同學預測的對不對，但是不要說出來。 
  （2）在預測這本書時，由於封面是主角的媽媽工作的餐館，因此很多孩子 
       的猜測都與餐廳店面有關。封面沒有「紅沙發」，因此反而引發很多 
       孩子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創意無限。 
 
2.發展活動—朗讀故事 
  （1）因為繪本頁數較多，教師使用 PPT 和每位學生一本繪本，進行故事朗 
       讀。 
  （2）這本書的字較前一本多，但是從前面孩子們朗讀的狀況，因此嘗試著 
       讓孩子們小組讀讀看，孩子們在小組閱讀時，注意力都很集中。 
  （3）部件識字策略 
       認識「包」部的字， 由於這本繪本是小女孩與媽媽和外婆的故事， 
   因此當看到「包」字的演變時（包就是媽媽肚子裡有胎兒），許多孩子 
   都能與繪本連結，頗有感觸。 
  
3.綜合活動—學習單任務 
  （1） 使用識字花瓣，認識同部首或相同部件的國字，孩子們已經駕輕就 
    熟，知道如何將剛才討論的結果填入花瓣內。 
  （2）孩子們認識的字越來越多，九宮格任務的題目孩子們都能夠唸得出 
       來，對於連線活動孩子還是很熱衷，覺得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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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教師教學省思日誌 
教學單元 再見小樹林 
教學日期 111.03.17 

教學發現與省思 
1.引起動機—觀察植物 
  （1）配合生活課程的「大樹小花」的校園觀察活動，孩子們對於植物的了 
       解與關注比以前更多。 
  （2）當問到校園裡的大樹帶給你什麼感受時，孩子紛紛表示有這些大樹， 
       生活覺得舒服很多，如果有一天沒有這些大樹，我們一定會很熱、很 
       不舒服。 
 
2.發展活動—朗讀故事 
  （1）因為繪本頁數較多，教師使用 PPT 和每位學生一本繪本，進行故事朗 
       讀。 
  （2）孩子的朗讀狀況一次比一次熟練，這次直接請孩子們一個人讀一面， 
       孩子們都能滿流暢的朗讀，S06、S10 是一開始識字量很低的孩子， 
       現在朗讀起來也很順，明顯感受的到孩子的進步，給孩子大大的鼓 
       勵，孩子臉上的笑容和滿足的神情，難以忘懷。 
  （3）部件識字策略 
       認識「昜」部的字，有孩子看到這個「昜」字時，舉手告訴老師： 
       「老師，我知道這個字，這個字是『易』。」這個「易」字，在國語 
       課程中還沒學過，因此，先稱讚孩子，孩子有發現這個字長得和 
       「易」很像，並在「昜」字的教學後，補充了「易」字。 
  
3.綜合活動—學習單任務 
  （1）孩子在花瓣上寫「昜」的時候，還是有人把字寫成「易」，再次提醒 
       了才改正。 
  （2）第二個任務，認識新字，比起前面幾次的學習單，孩子們寫的字難度 
       都有提升，認識的字，筆劃都越來越多了。  
  （3）這次的九宮格連線任務，只有 S06 沒有完成，S06 的學習狀況比起一 
       開始進步許多，有時候問問題，或是問他字要怎麼念，給他多一點時 
       間思考，他還是能夠回答得出來，值得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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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教師教學省思日誌 
教學單元 守護海洋的人魚 
教學日期 111.04.14 

教學發現與省思 
1.引起動機—預測故事 
  （1）孩子們看到繪本名稱有「守護」二字，都能說出有保護的意思。 
  （2）孩子猜測故事的內容，還是需要引導。當孩子說出「有一個人在保護 
       海洋」，追問孩子「如何保護」，孩子們的回答較淺顯「陪伴海裡的 
       魚」、「去海邊撿垃圾」等等。 
 
2.發展活動—朗讀故事 
  （1）因為繪本頁數較多，教師使用 PPT 和每位學生一本繪本，進行故事朗 
       讀。 
  （2）這次的繪本由老師朗讀，念完一面後，帶著孩子瀏覽畫面，並解釋不 
       懂的語詞。過程中有孩子發現繪本的色調都呈現暗暗的感覺，於是和 
       孩子討論為什麼繪本畫面要那麼黑暗，和一般的繪本不一樣，有孩子 
       馬上反應因為主角是在海裡，孩子的聯想力很棒，能將畫面與故事連 
       結。 
  （3）部件識字策略 
       認識「僉」部的字，孩子第一個反應是「簽」，因為聯絡簿和作業裡 
       面常見到「家長簽章」。 當詢問孩子「僉這個部件還可以加什麼字」 
       時，孩子開始會利用部首的聯想，把部首加在旁邊，可見孩子已經有 
       組字的概念了。 
  
3.綜合活動—學習單任務 
  （1）孩子完成五瓣花瓣的識字花瓣，發現還有更多可以與部件「僉」組合 
       的字，詢問能不能在旁邊多畫一朵花，教師稱讚孩子們的求知慾。 
  （2）任務三的題目難度較之前高，但是由於孩子程度也較之前提升，因此 
       給予相同的時間，每位孩子皆能在時間內完成九宮格連線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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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閱讀興趣調查表 

閱讀興趣調查表 

 

親愛的小朋友： 

    你好！在進行閱讀教學結合識字策略的

教學活動進行前，老師想藉由這份調查表了

解你對閱讀的想法，請輕鬆的作答，把內心

真實的想法告訴老師。 

 

 

1. 我很喜歡閱讀。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閱讀使我感到高興。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我覺得閱讀對我的學習是有幫助的。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我每天至少會閱讀一本書。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我覺得自己認識的字很多。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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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6.我對自己的閱讀能力很有信心。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7.同學覺得好看的書，會讓我很想閱讀。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8.當書中的主題是我很有興趣的內容時，我會

更喜歡閱讀它。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9.當閱讀遇到不懂的地方，我會想辦法讀懂，

例如：詢問家人或師長。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0.有時候我會想要挑戰內容困難一點的書。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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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興趣調查表 

姓名：_____________ 

 

親愛的孩子： 

    我們透過繪本和讀報文章，配合識字花

瓣，認識了很多國字，對於這樣的學習活

動，你有什麼感受呢？請你仔細想一想以下

的問題，並把心中的想法表達出來！ 

 

1. 你喜歡老師利用繪本和讀報文章教你識字

的課程嗎？ 

□非常喜歡 □喜歡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2. 你喜歡老師在學習單上使用的識字花瓣活 

  動嗎？ 

□非常喜歡 □喜歡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3. 你喜歡老師在學習單上使用的認字九宮格 

  活動嗎？ 

□非常喜歡 □喜歡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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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了課本學過的字，我覺得我自己認識的 

  字變多了。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 老師進行識字教學後，我覺得自己更喜歡 

  閱讀了。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6. 老師進行識字教學後，我對自己的閱讀能 

  力更有信心了。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7. 閱讀讓我覺得快樂。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8. 你希望老師介紹更多繪本及文章嗎？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9. 關於運用繪本及讀報文章的識字教學，你 

  想跟老師說什麼悄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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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教育部常用字頻表 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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