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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呈現課程進行間的活動照片、以及學習單成果，第二節提供

量化調查問卷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進而分析參與者運用閱讀策略的改變，第三節則根據

學生每週課程回饋札記，討論課程改善方向。 

 

第一節 課程教學成果 

 

 本節呈現課程進行間的活動照片、以及學習單成果。 

圖 6 顯示學生的思考過程。圖 6a 是訓練學生在進行測驗性閱讀之前，先檢視問題

以確立閱讀目的和決定閱讀策略，圖 6b 是訓練學生透過「略讀」每段主題句，「預測」

該段落內容，以決定與問題相關性。學習單的設計，引導學生將心中的想法化為具體文

字表示。 

 

6a 6b 

圖 6 閱讀策略的思考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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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介紹閱讀策略「預測」的教學活動過程。圖 7a 先引導學生就新聞標題和文章

標題進行內容預測，以具體文字呈現出，同時協助學生與自身既有知識作連結。圖 7b

和圖 7c 則是進行全班預測討論，先請學生在黑板上書寫其預測內容，隨後全班一同檢

視黑板上預測內容是否合理，口頭討論是否還有其他可發展的內容。 

 

7a 

7b 

7c 

圖 7 閱讀策略「預測」的口頭討論 

 

圖 8 介紹「文本性閱讀」的教學活動過程。透過兩人一組的閱讀週記，引導學生應

用所有高中生核心閱讀素養策略，並以具體文字表現。在閱讀週記中，學生必須摘要閱

讀的部分、預測後續可能內容、查詢不懂詞彙、還要嘗試以圖象表達閱讀過的部分。本

活動不同前面活動之處有二，第一點是本活動強調與英語寫作技巧的結合，故而要求學

生的產出需以英語表達，而之前的活動多強調思考的過程，故允許學生以中文表達思緒

的內容，減輕學生認知負擔；第二點則是為了促進學生與文本的理解和互動，特別設計

了問答單元，一位學生根據閱讀部分，提出兩題開放式問題，由另一位學生，就他對文



31 
 

本的理解，進行書面回答。由於閱讀週記的產出負擔較大，若學生無法於課堂間完成，

可以帶回家完成後再繳交。 

 

8a 8b 

圖 8 閱讀週記書寫 

 

第二節 閱讀策略運用的量化改變 

 

為瞭解本課程設計是否有增進學生閱讀策略使用上的改變，本研究改編 Mokhtari

和 Sheorey 於 2002 年設計的閱讀策略列表，調查學生 17 項具體閱讀行為，共分屬六大

高中生核心閱讀素養策略。表 16 呈現的描述性數據，為學生參與課程前後的閱讀策略

使用變化。 

就前測而言，五種核心閱讀策略的使用頻率，最高都落在「普通」，唯閱讀策略「支

持性閱讀」最高使用頻率落在「較少」；此外，表 16 中最後兩項的閱讀策略，最高使用

頻率和次高使用頻率相差不到十人次，而其他閱讀策略最高和次高使用頻率相差都超過

十人次。多數閱讀策略的最高使用頻率落在「普通」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專題課程教

學之前，學生們鮮少有閱讀策略使用的概念，故傾向在回答時選擇中間值。閱讀策略「支

持性閱讀」最高使用頻率不同於其他所有閱讀策略的最高使用頻率落點，亦符合課堂間

觀察；支持性閱讀可以是在文本上畫記、圈選關鍵字、或使用辭典查閱字義，然而課堂

間觀察時常發現學生只用眼睛閱讀，並未有動手畫記或尋求協助的習慣，故而「支持性



32 
 

閱讀策略」最高使用頻率落在「較少」。至於閱讀策略「支持性閱讀」和「具象化文本」

的最高和次高使用頻率相差不到十人次，這可能意味著學生對這兩種閱讀策略的概念皆

極不熟悉，故無法清楚區分自身的閱讀行為。 

就後測而言，閱讀策略「設定閱讀目的」和「預測與猜測」的最高使用頻率落在「較

常」，其他閱讀策略的最高使用頻率依舊落點在「普通」。前者表示學生們願意多使用該

閱讀策略，或許是因為這兩種閱讀策略是改變閱讀次序和與已知知識連結，較為簡單，

故學生接受度高。至於其他閱讀策略學生尚未完全養成習慣使用，所以在課程教學後，

最高使用頻率還落點在「普通」。 

 

表 16 高中生核心閱讀策略使用變化 

閱讀策略 施測時間 
使用頻率 

極少 較少 普通 較常 極常 

設定閱讀目的 
前測 5 11 63 7 7 

後測 2 7 11 57 16 

預測與猜測 
前測 9 16 50 12 6 

後測 2 12 21 36 22 

略讀 
前測 7 23 47 8 8 

後測 4 3 58 19 9 

掃讀 
前測 4 26 51 5 7 

後測 3 7 58 16 9 

支持性閱讀 
前測 8 37 32 7 9 

後測 7 12 50 16 8 

具象化文本 
前測 13 32 39 6 3 

後測 11 26 38 13 5 

註：前後測數據單位為人次。 

 

將前後測數據一起比較，可以觀察到各個閱讀策略的最高和次高使用頻率，從「較

少」和「普通」移動到「普通」和「較常」；再者，各個閱讀策略在「較少」、「普通」、

或「較常」的使用頻率項度，至少有一個項度前後測的表現，增加至少十人次，唯有閱

讀策略「具象化文本」在這三個項度中，未能表現出此增長。使用頻率從「較少」和「普

通」移動到「普通」和「較常」，這顯示在課程教學之後，學生皆願意採用閱讀策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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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他們進行閱讀活動，也就是說本研究設計的課程教學有達到預設目標，即是培養學

生運用策略的閱讀素養。閱讀策略「具象化文本」的使用頻率雖有增加，但幅度不大，

可能的部分原因是因為並非每一篇文本內容都能圖像化，故該策略使用頻率較少；然而

每一篇文本皆能透過篇章組織圖（graphic organizer）具象化，故建議於課程設計中加入

該組織圖介紹。 

 

第三節 閱讀策略教學的質性回饋 

 

表 17 集結了學生每週上完課程的書面回饋，表達相同意涵的文句就省略不重複呈

現，盡量保留學生的回饋原文，有時因編輯緣故，對原文進行小幅度刪減。 

學生課程回饋，整體而言，每一項閱讀策略，都有人滿意，也有人不滿意。滿意的

人多數認為，這些閱讀策略能提升他們在「測驗性閱讀情境」中的閱讀效率；不滿意的

原因主要是因為學生還是有很多不會的單字，導致對於文本理解還是有很多不確定性。

學生的滿意回饋再次呼應量化數據的結論，也就是本研究設計的課程教學達到預設目標，

培養學生運用策略的閱讀素養。關於學生的不滿意回饋，根本原因是學生尚不理解外語

閱讀本質上就是充滿了不確定性，所有外語閱讀者都是一邊閱讀、一邊推敲、一邊擴充

識字量，儘管本課程強調閱讀策略的訓練，建議增加一小單元輔導學生建立正確的外語

閱讀概念。 

 

表 17 閱讀策略教學活動之學生回饋 

閱讀策略 學生回饋 

設定 

閱讀目的 

 我認為這些練習能幫助閱讀測驗，更快速理解內容，不用像以前一樣，把文章全部讀完。 

 因為先猜題後，在猜不會的單字時更加容易，也比較瞭解整篇的前後文在描述什麼。 

 這樣比較省時間，而且比較能看到真正的重點。 

預測與猜測 

 有理解更多，因為先預測，再繼續閱讀，可以增加速度，更容易理解，答題也更有效率。 

 感覺在我去預測它的內容物時，只要一讀到類似的關鍵詞或是句子，後面的題目都會寫

得很順，而且也不用一定要把全部文章都看完。 

 雖然有時候預測的跟下文不大一樣，這樣讀起來就不會那麼累，比什麼都不知道輕鬆。 



34 
 

 對我來說還有一點困難，自己許多英文字彙的不足，理解上需要更多幫助。 

 沒有比較順手，因為自己的字彙量不夠。 

 我覺得我沒有比較會預測下文，因為我沒有特別關心時事，看了標題和圖片，還是不懂。 

 我覺得我可能要有更多想像力和想法。 

略讀 

 我覺得這個技巧非常有效率，很有趣，能學到這個技巧十分幸運，我以後都要這麼做。 

 Skimming 加上上次教的閱讀技巧，我覺得我能夠更快速理解題目。而且用這些方法也

輕鬆許多，不用像以前，長篇文章都全部看完，但還是一片空白。 

 因為我不太會預測猜測，所以這個掃讀的方法可能比較適合我，因為大概知道答案在哪

裡，該從哪下手 

 我願意花時間練習這個技巧，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只有背單字，讓自己多看懂一些。 

 這技巧還好，因為還是要先分析，猜測那一大段大概在寫些什麼才能掌握到。 

掃讀 
 寫這樣的題目太簡單了，這種題目越多越好。 

 在文章裡找關鍵字，會找到眼花。 

支持性閱讀 

 有畫底線和圈圈真的回頭再找答案比較好找。 

 我喜歡畫圈圈，畫底線文章會變得很亂。 

 有時候也不知道要畫什麼，或圈什麼，有時候畫一堆也沒有用。 

具象化 

文本 

 我覺得這些圖很好看，讓我願意多讀一點。 

 有兩三個句子好像都可以對應到同一張圖。 

文本性 

閱讀 

 我最喜歡畫畫的部分了，超有趣，沒想到讀英文還可以這樣。 

 查完單字後自己造句，這樣單字記得比較熟，但是常常會害怕文法不對。 

 我不敢相信我看完一本英文書ㄟ，哈哈~。雖然書比較薄。 

 寫閱讀週記太辛苦了，每次都沒辦法在上課的時候寫完，但是寫完後很有成就感。 

 有些地方有看沒有懂，雖然老師說可以跳過不用理，就是會想查出來是什麼意思，可是

要花很多時間。 

 會看不懂 partner 問的問題，然後我就亂回答，還有我不會畫畫，所以我也亂畫。 

 雖然老師說學校的英文書都是簡化的，我還是有太多看不懂的生字了，所以我都問我的

組員什麼意思。 

 

就個別閱讀策略而言，閱讀策略「預測與猜測」所收到的回饋較為兩極，這是因為

該閱讀策略牽涉到學生自身的思考模式與資訊接收的廣度；越能進行思考批判與聯想，

資訊接收的廣度越大，學生與文本的互動連結越緊密，預測的廣度和準確度就越理想，

因此鼓勵學生多問問題和廣泛閱讀也應該納入閱讀策略教學的一部份。以新聞標題為例，

部分學生反映無法進行預測，這是因為無既有知識可作為預測的起始點，倘若學生養成

注意時事，則該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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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亦肯定，多元智能的應用與語言技巧的整合性使用，能增進學生對於

閱讀的動機。閱讀策略「具象化文本」和教學活動「文本性閱讀」中，凡牽涉到圖像的

部分，都廣受學生好評，讓文本閱讀生動有趣了起來。此外，閱讀結合寫作，雖然對學

生的負擔量較大，完成後學生會感受到強烈的成就感，進而強化學生持續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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