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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地區泰雅族與漢族中學生中文

識讀能力之分析

孔淑萱﹒ 白芸凌H 穌宜芬闢 吳E召:容e

摘要

識讀能力買主指理解與使用白面諂富的能力 ， 其主要成分包括閱讀理解 、

聽覺理解 ! 以及識字益 。 為了探討單一偏遠地區泰雅放與漢族學生在中艾識讀

能力的表現與差異 ， 並分析相關因素(例如族群 、 社經地位 、 性別 ，以及日常

閱讀經驗)對閱讀理解的預測力 ， 本研究以北部偏遠地區中學七年級的66名譽

雅放學生及76名漢放學生為對象 ， 受i彈性學生均屬世經地位最低等級 ， 兩族群沒

有顯著差異 。 測驗結果發現，泰雅族學生在經質理解的表現不僅低於全國常

蜓 ， 更顯著低於漢族學生，其閱讀理解表現HU僅低於全國常紋 ，而與背景相近

的偏遠漠族學生相詣 ， 其識字:@:不僅與偏遠漢跌學生相詣，也與常糢無差 。 細

究測驗的于成分顯示，泰雅族學生相較於漢族學生，其主要的困難在於高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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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與推理能力 。 在過師分析中 ， 識字量及聽覺理解表現能顯著預祖閱讀理解

能力 ， 至Iß族祥 、 背景因素與日常閱讀經驗等變現對閱讀理解多半不具預測

力 ， 顯示在選取區域鄰近的施測對象下 ， 降低了社經地位等因素的差異 ， 致做

族群對閱讀理解就不具預測力 ﹒ 此一結果指出 ， 以往識讀能力的族群差異可能

與社經地位有闕 ， 但直留意原住民學生較弱的聽覺型解對學習的影響，而偏遠

地區中學生中文識誦的教學重點 ， 應著眼在高層次的推理能力上 。

關鍵詞 社控地位、車雅旗學生、閱讀理解、識字量、聽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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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Reading Literacy in Atayal and 
Ha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 

Remote Area of Taiwan 

Shu-Hs uan Kung ' Yun-Ling Pai " YI-Fen Su--e 

Chao-Jung WUHH 

Abstract 

Litcracy typically Îo" 01"c5 thc ability to comprchcnd and mnnage text languagc 

This sludy invcsligatcd Chincsc rcading litcracy in Atayal and Han Sludc l1ts from a 

single rcmotc arca in TaÎwun by analyzing possiblc factors (i.e. , clhnicity, 

S自1凹conomic stalus, gcndcr, and daily rcading cxpcricnccs) associatcd with rcading 

comprehension. A lotal of 66 A lJyal and 76 Han scvcnlh grade studcnts,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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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remote,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a of northcm Taiwan. The results 

rcvcalcd that thc li stc l1ing cOl1lprchcnsio l1 pcrfonnancc of thc Atayal studc l1ts was 

S叩tificantly worsc than both thc l1atiol1al nonn al1d thc pcrfonnancc of Hal1 sludcnts 

who participatcd in this study. Rcgard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Atayal students 

pcrfonncd 到gnifical1t1y wo時c than thc national nonn but at 山c samc lcvcl as thcir 

Han pcers. Howcver, Atayal students rcmaincd highly similar to both thc national 

110nn al1d thcir Ha l1 pccrs 岫 tcnns of thc pcrfonnancc of Chincsc charactcr s凹 A

furthcr analysis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Han studcnts, the main difficulty of Atayal 

students was advanced reading tasks such as intcgrating and infcrring. Moreover, 

rcgrc目的n analysis r趴'calcd 由al Chi l1csc characlcr s自 zc al1d Ii s tc l1 i月 comprchcl1 sion

werc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tudent perfonnance in reading comprchension 

Aflcr controlling for sociocconomic status by cxal1l岫mg 山c pcr品nnancc of sludcnts 

from adjacent arcas, no associ泌的n was found bctween literacy and ethnici吟， family 

backgroul1d, and daily rcading cxpcricncc. Thc findings suggcst that 山c diffcrcncc in 

Iitcracy abilitics bctwcc l1 c山nicitics l1lay bc rclalcd to soαocconol1lJc status; yCl,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lso plays a vital role in Atayal studcnts' literacy lcaming 

Conscquc l1t1y, litcracy tcachi l1g of junior high school sludc l1ts il1 rcmotc arcas should 

cmphasize higher-level abilitics, for examplc, intcgration and inferencc 

Keywords: Atayal students, Chinese character s iz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reading comprehens自 on ， sOC10econom 自c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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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緒論

識讀能力( rcadi月 lilcracy ) 意指理解與使用會面諮富的能力 ， 透過識讀

能力的迎用 ， 個體得以建槽各觀型 flffi 艾本的意義 ， 進行學習與講過

( Campbcll, Kcll弘 Mull峙， Marti且， & Sa岫sbury， 200 1 ) 。 誠讀能力被視為廣義性

的閱讀能力 ， 不論是拼音系統 ( Aaron & Josh自 ， 1992; Conncrs & Olso且， 1 990 )

或是中文系統(柯華葳 τ 1 999 徐靜爛 ， 2帥6 ) 的艾獻 ! 均將閱讀大致分為

「 識字」和 「理解 J 兩大層次 ， 且將理解視為閱讀的終極目標( Wrcn, 

20的 ) 。 正因為閱讀屬於復雜的認知腔程 ， 而 「理解J 涉及多個單耍的認知成

分 ， 因此 ! 閱讀理解 、 聽1~l理解 、 識字量和口言自能力成為探討誠讀能力的幾項

重點成分 。

在識，jï能力的影響因禁中，社經地位是經常被提及的因諜 。一般而言，

社經地位中上家庭的孩于 ， 可以透過較且富的生活經驗與刺激 ， 尤其是母親所

提供的高品質語言經驗 ( malemal speech ) ( Ho叮~ 2003 ) ' 前，在λ!;~前使累秘相

當的口語詞~及不同領域的背景知識，所以能在文本脈絡中掌握較少見的啟面

語的意義 ! 並lJ!梢控體文本所傳遞的訊息 。 而弱勢家庭的兒童卻因資源 、 文化

刺激的缺乏 ， 遠遠落後於同儕 ( Hart & Risley, 1 992 ) 。 從另一種觀點，

BemSlcin的符碼理論也解釋了社經地位對語言發展的影響 ， r 社會結梢決定溝

通原則，也塑造7意識形式」 仟 |自王瑞賢 2006 ; 264 ) 。 透過社會化的歷

程但社經地位家庭的兒童因為家庭角色的界線分明 、 溝通型態越於封閉 ， 所

以較易發展出具體且簡單的詞悅和語句 。

望灣原住民學生的學業成就普遍j!\;於漢族學生(巫有鐘 τ 1 999 巫有

鎔鼓毅志 ， 2009 李佩姆質毅志 ， 20 11 祖光蚓 、 劉美慧游美蔥 ，

2008 ) ， 常被提及的影響因素包括低社經地位 、 文化差異 、 諮E差異(陳淑



國 、 會世杰 、 洪儷瑜， 2的6 : Û也光照 ， 1 996 ) 。 學校課程呈現的是優勢民族或

中上階層的價值觀念與知識偏好 ， 社經地位弱勢的兒童進入學校，要學習新的

~ø'ti 、 新的人際游通及推理方式，而原住民兒童則更要面對艾化價值的衝突與

轉換。尤其居住在偏割的原住民學生，除7學習資酷的相對弱勢外，也因本身

母語之語言結紡與漢語不同 ， 及其母語語法 、 欠缺對應的語'* 以及木標哇l'的

口語習伯等語言差異 ，使得原住民學生運用中文進行學習與溝通的能力較差。

而此一誠讀能力的問題，可能進一步造成原住民學生學習成就普遍j1&於一般地

區澳族主社生的現象﹒

孔淑萱 、 洪儷瑜與吳昭容 ( 20 11 )以20 1名泰雅族與 1 32名偏遠地區漢族

的中學生為對象，比較兩群學生在中文誠讀能力上的差異 。結果指品，泰雅族

中學生在閱讀理解 聽按理解與識字等表現上都顯著位於偏遠地區的漢族學

生但以識字宜得分 、 聽覺理解得分 、 父親學腔 、 母親學歷 、 性別 ，以及族群

為預測變項 ， 對學生的閱讀理解得分進行迴師分析 ，則族群及母親學M因絮不

具預測力。由此顯示 ，偏遠地區不利的文化資源與社經地位 ， 可能產生較型的

識字亞 、 較差的聽按理解能力 進而使閱讀理解能力較弱，但族群並木是關鍵

的因素 。由於孔淑立等人 ( 20 11 ) 所比較的泰雅族與漢族中學生並非來自同

地區，也未確認兩族群學生社經地位的相似性，因此，前述泰雅直中學生三種

識讀能力較漠紋中學生低落的現象，有可能反映的是社經地位的差異 。是故 ?

為降低社經地位的影響 ， 因此本研究擬進步瞭解 ，從鄰近區域的中學取樣原

住民學生與漢朕學生 ，其中艾誠讀能力的差異是會降低或是更為明顯 9

因此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lï1 偏遠地區的泰雅族學生與漢族學生在

中文識讀能力的幾個車要成分上是否有差異。肢商 家庭背景 、 世i別或日常閱

讀經驗對閱讀理解有無預測力。基於上述研究目的 ，以下分別就「誠讀能力及

其成分J 及「背景因素與閱讀理解闊的關幸」進行文獻整理與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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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讀能力及其成分

識讀能力意指在不同型態的文本中 ， 理解與使用白面語言的能力 ， 此一

能力不僅是國民適Illi'ì.泊的基本素養 ， 同時 ， 也是國家競爭力的指標 ， 因此是

國際評比等重要測驗上關注的能力 ， 通常也被譯為閱讀能力 、 閱讀理解或閱讀

素養。根據何華葳 、 智益緩 、 張越好與游婷雅 ( 2008 )的定義 ， 識讀能力愈強

的人 ， 愈能蒐揖2 、 理解 、 判斷資訊 ， 以達成個人目標 、 增進知識 、 1m發潛能 ，

並有效地參與現代社會的複雜運作 。 而能夠持續地進行「游通」 與「探究 J '

必然需要建立在良好的誠讀能力上這也是為何識讀能力常常是許鑑一個國家

國民水平的一項重要指標 。

識讀能力之範鴨與類型 ， 正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 OrganÎsat Îon for 

EconomÎC Co-opcralÎon and Dcvc lopmc叫， OECD ) 在 1 999年公布的不僅包括傅

統的也籍雜誌 、 報章 、 文件也涵蓋數位呈現的信息(例如網路電于郵件

等多媒體信息) ， 而此從P I SA採用的閱讀測驗材料上也分為連續文本(以文字

為主)與非連續文本(含有符號 、 國 、 表)可得到呼應 ﹒ 在自J機層面上 ， 閱讀

繁接當然也觸及「直叫司運用怕境倡導激發動機 秘極參與閱讀國隊 J ' 因而學

校應設法安排在教室 、在學校固自館 ， 以及課後在社區國至1館迪機閱讀的環

境 、 資源 、 風氣 ， 以及風潮 ， 使學生不僅稍誦 ， 也能泛讀 、 迎讀 、 「持續不斷

地靜讀 J ( sustaÎned sîlent rcading ) ， 才能享受閱讀的樂趣(戴維惕 ， 2003 ) 。

由上可知，識，f!能力不只侷限在t!í箱 、 報紙等文本之理解 ， 甚而涵叢生

活上各層面的資哥缸里用 ， 進而包指聽說譜寫之理解與產出 。 閱讀的簡單觀點

( 山c simplc vicw of rcading ) 主張 ， 閱讀認知歷程可分成兩大成分 ， 即識字

(解碼 ， dccoding ) 和諾言理解 ( Gough & Tunmcr, 1986 ) . Pcrfctti ( 2007) 認

為 ， 若要達成閱讀理解 ， 識字不只要能接觸字音與字義 ， 而且還要有足夠的流



秘性 。 而Hoovcr與Gough ( 1 990 ) 則將「語言理解」 定義為「一種可以接收詞

梨訊息 ， 並且獲取句于及偽軍意義的能力r 通常可以使用聽覺芳式來取得對

於口話或當面艾草訊息認知的程度 。 因此 ， r聽l~l理解」 可作為祖tiLi r諾言理

解」的適當方式 。 在簡單閱讀觀點中，閱讀理解 、 識字解碼與語言理解之間的

關係 ， 通常以一個易於計算的方程式來表示 ， Øll閱讀理解=識字×語言理

解 ﹒ 由此公式可以得知 ，對於閱讀理解而言 ， 識字與語言理解兩者缺一不可

懊言之 ， 讀者必須具俯這兩項能力 才能從封面文本中瞭解意義，並且達到有

效的閱讀 。

本研究限於研究人力與工具，界定 「中文識讀能力 」 的範圍在中文的閱

讀理解 、 聽按理解及識字E評估等三部分 。 以下從單位最小的識字量開始 ， 討

論其內涵及相關研究 。

( - )識字能力與估計

識字能力是閱讀能力的基本技巧 ， 如果認字能力未錄自由川七 ， 閱讀過程

就會耗資過多的心力在認字上相對地 ， 就無法有充分的認真u資源來理解文句

或段落(吳直貞 、 黃秀霜 ， 1998; Samucls, 1 985 ) 。 在識字的標準上 ， 有些研

究以能唸出指定字的字音就算通過 ， 有些則以能同時Illi品字音並造詞 ， 或者是

能注音並造詞(王位珠 、 拱儷瑜 張郁雯做秀芬 ， 2008 ) 才算通過 ， 寬般不

。 不過 ? 若將識字能力1!;作是閱讀理解的基礎 ， fliJ評益方法中含括字義成

分 ， 可能較為適宜 。

在望灣學生中艾識字瑟的推估上 ， 1997年時 ， 李俊仁以造詞 、 進句或解

釋為標準 ，推佑小二 三 、 四 、 五年級學生的識字益為 1506. 1 9甜、 2334 、

2474字 ， 必超過課本的祟計生字章而2003年時 ， 胡志偉則以注音和解釋為標

準 ' 初估大學生的識字品介於5，500-5 ，900字之間 ， 並以受試者回溯自己答案

的來源作為調節 ， 估計其正的識字品約為5， 1 50字(哥 |自王理珠等， 2008 ) 。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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唆珠等九則以注音和進詞作為認字的標準 ， 推估臺灣一至九年級學生的中艾識

字益 ， 分別為700 、 1200 、 2 1帥、 2600 、 3 1 00 、 3300 、 35的 (七和八年級) 、

3700字 ， 並於參考，文獻資料後指出，最低識字品約為小三的水準，才能脫離文

盲亦即無須他人的協助就能應付基本日常生活所需而約為小四的水準 9 方

能自學 ， 亦即能應付一般日常閱讀並從閱讀中學習 。

(二)聽覺理解能力

Conncrs與01 500 ( 1師的 指出 ， 閱讀理解亦受到 「聽覺理解」能力所影

響。聽和讀都屬於接收性語言( ，血cp叫 ive language ) , I1的接收性語言是表達性

語言 ( producüvc l anguagc ) 的基礎 ， 對學習而言極為關鍵 。 當學生在學習如

何閱讀時 ， 是薪由其所具俯之聽力詞'*來促進其閱讀字~時的問解狀況 ， 可見

學習閱讀並非重新學習一項全新的事物 ， 而是以所具俯的聽力調乘作為基礎的

(陳美芳 ， 1 997) 。

聽覺理解能力可區分為正式語言與非正式語言兩類 ( Wæn， 2000 ) ， 前者

指較為抽象或較不需考眩上下文的語言 ， 在班級教學中的語言學習多國此類

後者則是指日常生活的對話 ， 較依賴上下文的脈絡 ， 所談訊息、多半是怕境相關

或是較具體的事情 ， 例如朋友與家人間的對話 。 般而言 ，聽1~理解通常可以

依據對話訊息的明確性分為 「表面諮意」理解及 「推論」理解兩種層次(吳立

貞 、 戴鹿觀 ， 2007 陳英芳 、 吳愉潔 ， 2008 ) 。其中 ， 表面諮思是指對話或敘

述中已提供明顯線索 ， 聽者草還這些線索即可理解意義 推論則是較精緻的理

解 ， 敘述中未提供完整的線索 ， 聽者&，~JI自己推敲上下文才可理幣 。

dc 1oogb'î}，叩 dcr Lcij ( 2。但 )以141名荷蘭詣的兒童為對象 ， 研究語音能

力和經it理解對於兩年後識字與閱讀理解的影響 。 他們在兒童 年級末尾時施

測諾言理解(含詞梨知識與聽1~理解)語音能力(含話音質識干[快速唸名) 、

聽1~速度等測驗 ， 而在三年級末尾時施測識字和閱讀理解 。結果發現 ， 就長期



而盲 ， 語音能力對識字與閱讀理解的發展沒有影響 ， 但諾言理解與解碼速度則

有長期的影響 。 此一結果顯示 ， 在識字與閱讀理解的發展上 ， 聽覺理解有其長

期的效果。然圍內以聽1~理解為焦點的論艾但當少 ， 例如吳宜貞與戴鹿觀

( 2007) 以五年級學生為對象採完全受試者問設計 ， 探討重被聆聽(一次 、

二次 、 三次) 、 故事難度(雖 易)和識字能力(恆 、 中 、 高)對聽覺理解的

影響。結果發現 ， 三個自變項的主要效果在聽覺理解分數上均達顯茗，且故事

難易!血和聆聽次數有交互作用 ﹒ 其中，就簡單故事而言 ， 不同聆聽次數的學生

並無差異 ， 11的困難故事各組之間則兩兩互有差異 ， 聆聽愈多次的理解表現愈

好 ﹒ 此外 ， 孔淑笠等人 ( 20 11 )會比較泰雅族和偏遠地區漢族中學生包含聽覺

理解在內的中文識讀表現 ， 詳見後艾的回噸。

( 三)閱讀理解能力

閱讀理解是一種主動的心理運作歷程 ， 能以從自面文字上接收到的訊

息 ， 迎梢成自己所理解的想法 ﹒ 如前文所言，閱讀理解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理

解 字最層次與文章層次 ， 分別對應到識字和理解 ﹒ 而Hannon與Dancman

( 200 1 ) 則區分出閱讀坦白僻的四個認真]歷程 從長期記憶中觸接相闋的生I麟 、

將提取出來的知識與文本整合 、 以文本的訊患Uffi行推論 ， 以及記憶新習得的知

識 由此擇自見閱讀者也禎同時迎用由下往上和由上往下的歷程 ， 整合新苗訊息、

並進行推理 。 此觀看法也可胡 、 'an dcn 8rock與Krcmcr ( 2000 ) 所提出的做措個

互呼惚 。 、叩 dcn 8rock ~'îJKrcmcr的梨備將閱讀理解的影響因素分為讀者的個別

差異 、 艾萃的品質 ， 以及教學脈絡 。;其中 ， 就讀者方面的影響因素 ， 除了前文

IT提及之識字能力外 ， 也包括背景知識 、 推論能力 後設認知能力注意力與

動機等 。

國內有關閱讀理解的研究相較於識字和聽1~理解要來得塾 ， 包括對特殊

學生或般學生閱讀理解教學成效的研究(林清山程炯林、 1 996 曾產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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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昆巔 ， 2007 縣立芬 、 林清山 ， 1 992 ) ，或是探討閱讀理解的于成分(洪碧

偉 、 邱上其 ZE千綺 林素微， 2000 ) ， 其中(也有少數文獻以原住民學生為對

象 。 陳淑麗等人 ( 2006 )曾以盡東原住民低成成學堂為對象 ， 研究發現 ， 轉介

前的補救教學可以降低成本，及早協助其達到同儕71<準 。 孔淑笠等人 ( 20 11 ) 

則比較泰雅族和偏遠漢族中學生在包括閱讀理解等三個中文識，ïtil!IJ驗的差異 ，

詳見後艾 。

三、背景因素與閱讀理解間的關係

(-)家庭社經與其他背景因素

家庭社經地位廣泛地影響兒童的認生u 、 健康及社會悄緒，其在!IJ :üi:方法雖

然很多， {且多半包含父母教育程度 、 職業會i別或家庭收λ ﹒ Ho叮 ( 2003 )指

出 ， 木同最獄里地位的母親所提供的語言經驗對其兩歲幼兒語言發展的影響 ， 該

研究以高 、 中社經地位的母親各三+幾位 ， 以相隔 10週 、 有Íj後兩次的親于互動

來估計幼兒的語言表現及其語言經驗，結果發現 ， 高乖的聖地位家庭幼兒的語言

表現較佳 ， 且可由其母親的語言特徵加以預測 。 國內也有研究發現 ， 來自弱勢

家庭5歲幼兒的語文學習相關的認知能力 ， 包括~名 、 簡單識字及早保德國拉

詞~測驗 ， 都遠遠落後於社經背景優勢的同儕(簡淑其， 2010 ) 。 吳直貞

( 2002 )以38位在學業上資IIi!:優異的學童為研究對象，調查他們的閱讀習慣和

早期閱讀的經驗 ， 研究結果指出 ， 頭境因繁的確與早期閱讀息息相關，而取境

因素中文以家庭環境及父母的影響這兩個因繁對於致于早期閱讀的影響很犬 。

柯華葳等人 ( 2008 )也以P I RLS的資料指出，小凹學生的閱讀理解與父母的學

區 、 家區經濟狀況及親于互動程度呈現正相關 。

至於性別部分 ， 張春興 (1994 )依隙國內外的艾獻指出 ， 男生的數理推

理和空間能力比女生好 ， 但整體學業成制表現仍是女生優於男生 。 在國小低 、



中年級 ， 研究發現 ， 女生的閱讀成績顯若干優缺男生 ( Chiu & McBridc-Chan且，

20師 ) 。 到了中學階段 ， 女生在~li艾能力的優勢逐漸消失 ， 而男生在數理方面

的優勢則持續增強 。

母語影響閱讀學習的文獻亦有所見 ， 以外東移民比17IJR高的美國為例 ，

非英語為母語的學生 ( English Language Learne時， ELLs ) 在以英語為主的教學

環境中學習表現普通落後於本士學生 ， 此種現象經常反映在各種測驗上

( Artiles & Trcnt, 1994, 2000; Garcia, 199 1; Hagie , Gallipo, & Svien, 2003; 

Heward, 2003; Hosp & Reschley, 20帥; Sm恤， 200 1 ) . 除了社經地位測驗的文

化偏頗等可能因繁以外 ， 語文能力常是另一個討論議題 ﹒ 以英語為例，語文能

力影響學習表現的問題是根撮兩個主要假設提出 1 英語使用者學習英語技巧

的順序和非英語使用者有所不同 ( Mace-Matluck & Domingu凹， 198 1) ; 2 非英

語使用者在被母語影響的怕況下學習英語閱讀能力( Jimen間， Garc ia, & 

Pearson, 1 996 ) ' 亦即非英語使用者需要用母語來學習英文口語及文本文字的

意義。舉例而言 ， 非英語使用者的學生可能需經過一系列的動作，包括解讀文

本文字 、 將英文翻譯成母語的相對用語 ， 最後才越立意義來暸解英文文章的意

義 ( Jimcncz ct aL, 1996 ) 。 因此 ， 對非英話為母語的學生質施英語測驗時，特

別是閱讀理解測驗 ， 其建稱效度可能會因此類中介的翻譯步驟而有所影響 。

(三)原住民在識讀能力的表現

根據2001年加拿大普查結果顯示 ， 相對自吾有 69%具有高中學歷的加拿大

人 ， 印地安人只有41%取得高中學歷 ( Statis tics Canada, 2006 ) 。 而澳洲原住民

族群毛利人在該國相對弱勢的狀況 ， 也見於 1999 - 2005年間的弱勢報告

( Frccman & Bochncr, 2008 ) 。 澳洲原住民學生來達國家設定的閱讀 、 寫字和

算術指標的比例 ， 高!t:非原住民學生 。 在2005年的調查中 ， 三年級學生來達到

閱讀能力標單的原住民與非原住民比例為22%與7.3% 在寫字部分為26%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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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在算術部分為 19%與5.9% 。五年級學生在這三個向度上，分別是閱讀

為37%與 13% 在寫字部分為26%與7% 抖術部分為34%與9% 0 dc Borloli與

Crcswcll ( 2004 ) 也以PISA 2000年的資料來比較澳洲 1 5歲的原住民學生和非原

住民學生的表現，結果發現，原住民學生在閱讀 、 數學及科學三種識讀表現上

都較非原住民學生差男女生的表現在兩個族群上的型態相同，在閱讀識讀

上 同樣是女生較男生佳 ， 其餘兩種誠，JY表I賊。沒有差異商社經地位者的表

現高貴刊且最佳經地位的差異型態 在兩個族群上類似，但原住民學生不同社經地

位的落差不像非原住民學生的帽皮那麼六 。

原住民的學業成就表現常因語言差異影響閱讀訊息處理的歷程，母語與

主流語言不同的讀者 ，閱讀時必須進行額外的訊息轉換，因此會平擾閱讀的

理解(陳淑聞等， 2006 : LcMoÎ肘， 200 1 ) . 而孔淑萱等人 ( 20 11 ) 則比較泰雅

族與偏遠地區漢族的中學生在中文識讀能力上的差異 ， 結果指出，泰雅族中學

生在閱讀理解 、 聽覺理解與識字等表現(測驗T分數分別為43 、 38 、 42 )都顯

著位於偏遠地區的漠族學生 ( T分數為49 ' 44 ' 48 ) ， 而其中特月IJfM甘是聽覺

理解。但以識字宜得分 、 聽覺理解得分 、 父親學歷母親!&;，~f匠 、 性別及族群為

預測變頂 ，對學生的閱讀理解得分進行迴師分析 ，結果則發現族群及母親學座

因素不具預測力 。 上述結果顯示 ， 偏遠地區不利的文化資源與社經地位 ， 可能

產生較少的識字2 較差的聽1~理解能力，進而使閱讀理解能力較弱 ， 而肢群

並不是關鍵的因素。鑑於孔淑宜等人 ( 2011 )所比較的泰雅族與前」在中學生並

非來自向 地區，也未確認兩族群學生社經地位的相似性 ， 因此 ，本研究從鄰

近區域的中學取樣原住民學生與漢族學生，以探討中艾誠讀能力的差異在降低

社經地位之影響後會下除或是更為明顯 。

根據上述目的與文獻，本研究透過檢視中艾閱讀能力中的不同成分，期

能睞解偏遠地區學習資源相對弱勢的黎明f放與漢族中學生的表現與差異 ， 以及



造成差異的相關因素。研究間也包箔

泰雅族 、 漢族學生在「閱讀理解」 、 「聽1~理解」與 「識字品評估」

三項測驗與全國常般比較之結果為何 9 不同族群之間表現有無差異。

二 、 泰雅族 、 漢族學生在 「聽覺型解」 與 「 閱讀理解」二項測驗之于成

分的表現有無差異。

三 、 識字和聽覺理解等能力變項及性別 、父母親學腔 、 族群 、 101 常閱讀

經驗等背景變項對學生閱讀理解表現的解釋力為何?

貳、研究芳法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便利取樣選擇壹灣北部山區的一所部落中學為原住民學生的取

樣來源 ， 並依研究控制的目的 ， 立思取樣鄰近區域符合偏遠學校條件的平地中

學。所部偏遠學校 ， 是指該縣政府教育處依學校所處地域 、 交通狀況與數位學

習研斗等標準所認定之偏迫地區學校 。 上述部落中學與平地中學的泰雅族學生

比率 ， 分別約占兩校學生的95%及35% 。本研究以99學年度λ學的七年級學生

為對象 ， 所選取的泰雅族學生66人中 ， 有23人來自部落中學 ， 有的人來自平地

中學 ， 而偏lli澳跟學生76人， 全部來自平地中學，共計有效樣本 142名 。 學生

分布ft~ìJ~~口表 l所示。研究對象限定在同一縣市之鄰近鄉鎮的鄰近區域，以減

少社經環境的變異 ﹒

二 、施測主具

本研究以三個測驗分別檢測受試學生的識字能力 、 聽l~l理解能力及中文

閱讀理解能力 。 這三個社[IJ驗分別是國民小學閱讀理解篩選測驗(柯擎葳 、 詹益

綾 ， 2007)、聽覺型叫解測驗(巴拉美芳 ， 2007) ，以及識字量評估測驗(洪儷瑜 、



. 孔淑宜、自莒l!i、 øw芬、民閣會
"..:.u區巫通過昌盛祖國且還ul且噩噩噩盟軍

表 l 受試樣本族辭典性別分布

族群 男生人數 宜生人數

泰雅lfÆ 29 37 
偏遠漢旅 30 46 

總計 59 83 

玉瓊珠 、 張郁安 、 陳秀芬， 2006 ) 。 茲就各項測驗分別介紹如下

(一)國民小學閱讀理解篩選測驗

總計

66 

76 

142 

149 

本測驗目的在於檢測國小二至六年級學立之閱讀理解能力，以作為閱讀

困難學生的初步篩選工具。由於本研究對象為國中λ學新生 ， 所以使用國小六

年級的版本施測(複本B版) ， 並以小六常限為對照基推 。 本測驗具有全國性

常摸 ， 國小六年級B版本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 79 ' 再測信度係數為 9 1 在

效j且方面 ! 與聽覺型解社[IJ驗 、 識字宜評估測驗 、 常見字流暢性測驗的效標關聯

效j且分別為 5 1 ' . 5 3 、 54 . 皆屬顯著中j且相關 。 很據此測驗所提供的信 、 效皮

資料，本測驗能可銘且有效地區分不同年級學童的閱讀理解能力 。

此測驗承繼「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 J (柯華葳， 1 999 ) 的編製目的與架

梢 ， 洲驗內容分為部分處理和文本處理兩部分 。 其中 ， 部分處理是指處理0'ill

文本的理解歷程 1 涉及字是島嫂草草及命題的組合 ， 以超梢VJ級的意義單位 ﹒ 它包

括多義字題和命題組合兩個于成分 ， 前者主采用苦苦義詞為普[IJfJ標的，學生必須認

得此多諮詢的每一個字，且必且在文中找到正副主的字彙理解 後者必須處理不

同命題中重複出現的詞梨或概念 ，閱讀者要形成正確的命題，使需理解詞與詞

之間的關係與彼此形成的約束 ﹒ 文本處理是指對較長文本的理解歷程，涉及文

按理解與推論 。 它包括句于理解與坦文理解兩個于成分，前者是以句馮主的句

意理解，學生必須由上下文做推論 。若句于數達兩句話以上， ~IJ屬於後者

一一短文理解尬 。



( 二 )聽覺理解測驗

本測驗目的在檢測小三至國三學堂生活口語理解能力 ， 亦即艾獻中所說

的非正式諾言的理解 。 測驗分為國小中年級 ( G3-4 ) 、 高年級( G5-6 ) 及園中

( G7-9 ) 三版本，本研究7]採用高年級 ( G5-6 )的版本:進行施測 ， 並以小六

常模為對照基準 。 在信度分析方面 ， G5-6版本的內部一致性{Er皮係數為 76 ，

再測俏皮為 蹄 。 效度分析方面，與閱讀理解測驗(柯擎葳 、 詹益綾， 2007)、

識字測驗(洪儷瑜等 ， 2006 ) 看字造詞 、 識字測驗一識字盟的效棋關聯

效皮分別為 47 、 58 、抖 ， 皆為顯著中度相關 ﹒

本測驗測量的于成分包含表面理解與推論理解，表面理解涉及對話或短

文所提供的明顯線索，而推論則需由對話或短文推論而得 。

( 三 )識字量評估測驗

本測驗之目的在檢討州、一至國三學童的中文認字壘 ， 以作為訶佔識字能

力的工具 。 本語[II*，分A l 2 、 A39兩個版本 ， 分別適用於小一至小二 ，以及小三

至國三的學生 ， 本研究採用A39版本進行施測 ， 並以小六常模為對照基準 。 此

話[11驗主要利用教育部常用字庫資料 ， 分級取樣估計學生的識字盔，並以團體施

測的方式5萬學生看字寫出注音和造詞 ， 作為識字能力的評佔 。 測驗的信 、 效度

皆佳 ， 在信度方面 ， A39版本內部一致性α係數 ﹒ 折半信度與監測信度皆在的

以上 ， 在效度方面 ， 與常見字疏松位測驗之正確率與流暢性的效際關聯強度也

有顯著中高度相闕 ， 係蚊介於 50- . 78 。

(四) 基本資料問卷

基本資料問卷的目的在於蒐集學生基本背景資料及其日常閱讀相關經

驗 ， 內容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 ， 包括學生的父母親教育程度 、

族別與職業類別第二部分為平日學習狀況 ， 內容包括瞭解學生說外閱讀習

的 、 家中破22 、 喜愛科目等 ， 1月卷題目以選項方式由學生自行勾選作答 ，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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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研究目的僅分析其中三項開趣，包括家中長期擁有或擺設的課外會本起

(家中jii(\'}jj'() 、 平時閱讀課外自籍或報紙雜誌的頻率(課外閱讀) ， 以及是否

去過學校園告館或社區國告館伯也(國告館借告)。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於99學年度上學時l新生入學一至二週內進行三項中文識讀能力施

制IJ與相關資料蒐集，施話I'J人員為受過訓練的研究生 ﹒三項許量工具皆以班級為

單位進行固體施測，燈時約90分鐘測驗結束後，由研究人員進行資料登錄及

分析 ﹒ 另外 ， 在學生基本資料問卷方面 ，考立部分學生識字與閱讀能力的問

題 除7提供紙本之外，同時也由施測人民逐題唸出後，再由學生勾選答案，

歷時約2的?鐘 。

參、結果與討論

、研究對象的背景資料

本研究採用林生傳( 2005 )的社經地位指標來比較原漢兩朕群學生的家

庭ffd:經地位 。該指標將教育程度和職業I曲高至低 7 分為5至1分 ， 以學生父親或

母親教育程度較高者的得分乘以4 '以學生父親或母親職業得分較高者乘以7 ，

兩者加串串即為學生的家健壯經地位指標 ， 能圍J:tEl I -55分之間。林生傳進一步

依據指標將社經地位由高到位分為1 ( 52-55 ) 至V ( 11 一 1 8 )五個等級 ﹒ 由於學

生填寫父母親的學歷較為完整 ， 但職業類別則有不少缺漏(泰雅族的人， 占

22.7% 偏遠漢族3 1人 ! 占40.8% ) 。最後能算出社經地位指數的學生 ， 泰雅族

學生為引人，偏遠漢族為的人，兩族的指數最小值均為 11 '最犬他均為25 ' 泰

雅族平均指數 ( 1 7.7 )和偏遠漢族( 1 80 ) 未達顯著差異 ' ， ( 94 ) ~ 函 'p

> . 1 0 ' 2&以社經地位等級進行卡方槍定，結果同樣未達顯著差異 。這主要是



因為兩群體學生的等級絕大多數都在最低的V等級 ， 兩族分別只有一至兩名的

學生屬於次低的IV等級 。

由於能計算制會地位指標的學生不到總人數的七成 ， 故以學生填寫資料

較為完籃的父親教育程主(填寫率為89% ) 和母親教育程皮(填寫率為92% )

分別進行兩族群的卡方檢定 。 結果發現 ， 兩族群學生父親的教育程度無顯著差

異 ， x' ( 4 , n ~ 127) ~ 2.38 ' 而兩族群學生母親的教育程度有差異 ， X2 ( 4, n = 

13 1) ~ IO 妙 'p 仙， 其主要差異在國中和高中職這兩類上的比例 ， 泰雅族

學生的母親在這悶類教育程度的比率為60%和2開兮， 而偏遠澳族學生的母親則

為35%和53% 。

從上述資料顯示，研究對象在父母親的職業類別的填寫率較伍，若從資

料較完整的父母親教育程皮來進行比較，兩族群學生父親的教育程度沒有差

異 ， 但偏遠漠放耳3生的母親教育程度多數在高中職 泰f住族學生的母親教育程

度多為國中， 兩者稍有差異 。 若同時考量學生父母親的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別 ，

則絕犬多數研究對象都屬於社經地位最低的V等級 其社經地位指標也非常相

近 。

三、偏遠地區原漠中學生在中文識讀能力測驗的表現

三種中文論讀能力話(1)驗的結果顯示 ， 若與全國常模 (M ~ 間， SD ~ IO ) 進

行一個母數的Z考驗(如表2 ) ， 偏遠漠族學生除閱讀理解的T分數顯著低於全

國常摸外 ， 其他兩測驗均與全國常棋接近而泰雅族學生之聽覺理解測驗與閱

讀理解ì!I!J驗顯著低於全國常眩，識字盈~'îJ全國情f~則真~顯著差異。 但若以低11:

常棋百分等級25以下的學生比率和理論值25%進行Z考驗(如表3 ) ' 則泰雅族

在三個ì!I!J撞車上的低分群學生比率都顯著高於理論值 ， 而偏溢漢族學生的比率都

與理論值相近 。 此結果顯示 ， 偏ffi地區中學的漢族學生只在閱讀理解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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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兩族群學生在三測驗 T 分數的平均數、標準差及其差異比較

族群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與常模的 z 考驗
, f直

(如果值 )

閱讀 泰雅族 66 42.44 9.45 - 6.50** 
理解 偏遠漢族

1.43 (0.24) 
76 44.87 10.58 - 4.23** 

聽覺 泰雅胺 66 42.78 11.22 - 5.23** 
3.37** (0.56) 

理解 偏遠漢族 76 48.29 8.59 1.73 

泰雅族 66 48.40 9 .33 - 1.40 
識字益偏i主ì!tih在 76 50.45 8.78 0.44 

。 92 (0.23) 

*p <.05 **p <.O I 

表 3 兩族群學生在=測驗得分土低分群比率及其差異比較

族群 < PR25 之比率(%) Z考蛤 χ2考蛤

泰雅胺 39.4 2.33.. 
閱讀型懈 偏遠漢族 。 23

35.5 1.81 

泰雅1在 53.0 4.56.. 
5.87. 聽覺型U解 偏遠漢族

32.9 1.48 

識字亟
泰雅胺 37.9 2.17 

1.27 
偏遠漢族 28.9 。 76

... p < .05 

T分數上顯著較全國常ftl:低 ， 其餘兩個測驗的平均T分數與三個測驗的低分群比

率都與全國常模1!!~明顯差異 。 而泰雅族學生相較於全國布，模則有較大的落差 ?

其在閱讀理解與聽1~理解的平均T分數較常模低 ， 且三個測驗的低分辨比率也

都比，吊紋的理論值繃著地高 ， 尤其以聽it理解低分群超過50%更值得關切 。

兩族群間的獨立樣本t'-"í驗則顯示 事雅族學生在識字:úl評估測驗及閱讀

理解篩選測驗上，與偏ffi漢族學生之平均表現大致相當，僅有單位世理解ì!!1J驗的

得分與激族學生這顯著差異(如表2 ) 。 進 步比較兩族群低分群學生比率，其



x'考驗的結果顯示 ，僅在聽至2理解上泰雅放低分群比率顯著高於偏遠漠放學生

(如表3 ) 。 換古之 ， 在三項測驗中 ， 泰雅放學生做在聽1~理解表現顯著低於鄰

近區域的偏遠激恢洋生 。

此外 ， 無論泰雅族或漢族學生的閱讀理解分數與識字宜 、 聽覺理解的相

關均達顯著相關 ﹒ 兩族群學生之閱讀理解與識字盔的相闕 ， 分別為r = .64 

平日 62 ， p < 帥， 而閱讀理解與聽覺型解的相闕 ， 則為r = .56和 50 ， p < 叭，

顯示三項閱讀成分闇具有一定的關聯性 ﹒ 只是一般中學生的閱讀理解與聽覺理

解的關連性會高於與識字E的關聯性，而本研究這群偏遠地區學生的閱讀理解

與識字量的相關比預期來得高 ， 顯示他們的閱讀理解表現仍與其識字宜的多算

有密切的關係 。

三 、聽覺理解測驗、閱讀理解測助于成分之差異比較

本研究的閱讀理解與聽覺理解測驗均分別有其子成分 ，針對悶族群學生

在于成分上的獨立樣本，考驗(見表的 顯示 ， 閱讀理解的四個子成分(苦苦義字

題 、 命題組合 、 句于理解 、 短文理解)僅在復雜皮最高li'J短文酬早上 ，泰雅族

學生顯著i!l'.於偏遠漢族學生的表現 ! 聽覺理解的兩個于成分(表面語意理解 、

推論) ， 則在對話無明顯線索 、 需要加以推論的推論題上 ， 泰雅族學生顯著位

於漢族學生 。 簡言之 ， 泰雅族學生與同校或鄰近區域的偏遠漢族學生比較起

來 ， 其基礎的閱讀理解與聽覺理解表現相當 ， 但在訊，息量較高 、 需要統整與推

理的文本與對話上 ， 會有較多的困難。

四、不同閱讀成分、背景因素與閱讀經助對閱讀理解的迴歸分析

為探討各種因絮ti閱讀理解表現的解釋力 ， 本研究先以學生的識字KI

分 、 聽覺理解得分等能力變項 ， 社經地位指標 、 性別 、 族群等背景變項 ， 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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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兩族群在聽覺理解與閱讀理解測離中于成分之差異比較

測驗 題型 題數
偏遠漢族 泰雅族 , i宜

平均答對題數 平掏答對題數

甚多義字題 12 6.49 6.17 0.79 

閱讀理懈
命題組合 6 3.24 3.24 一 0.02

句于理解 3 3. 17 3.02 0.67 

題文理解 7 4.75 3.98 2.96+ 

聽覺理解 表面EHtz 15 10.75 叩開 2.04 

推理 15 10.68 9.83 2.87" 

*p <.05 **p <.O I 

閱讀經驗為預測變項，並以學生的閱讀理解得分為效標變項 ， 進行逐步迴歸分

析另外，由於社極地位指標的有效樣本數較少 ， 故也以父親學歷 母親是~MM

取代社經地位指標進行相似的迴面布全析 。 結果兩者非常相似 ， 故報導有效樣本

較多的後者 ﹒

上述分析中 ， 有關三項日常閱讀經驗的問題 ， r 家中藏省宜」原選了助于為

。一 10 、 11 -25 -26一 1 00 、 10 1 -200 、 超過200本等五項 ， 因較高孺皆宜選項的人次

過少 ， 以及恨檬柯擎葳等人( 2008 ) r 2006促進國際閱讀緊接研究 J ( PIRLS ) 

臺灣區計監報告 ， 經台併後以25本作為項j且戰切點(即> 26本和豆豆 25*) 。至

於「課外閱讀經驗」 與 「圓白倍(苦苦經驗」之間卷答題選項 ， 原選項分為「從

來沒有 J .r很少 ， 學期三次以下 J .r偶爾 ， 個月約次J .r經常 ， 每星期

次以上」等四個選頃 ， 同樣因較多閱讀或借\!)經驗選頂的人數很少， 經同質

性險驗分析 ， 合Ilf後區分為 r 1!~月相關經驗」和「有相關經驗」兩個項度。

結果顯示 ， 泰雅族學生在識字址 (β= .36 ) 、 聽l~l理解 (β= .3 3 ) 及性

別 (β= .2 1 )等三個因素對閱清理解有顯著解釋力(如恥6 ) ， 而其他變項來

具顯著影響 ， 整體解釋7J為56% 。 偏ffi漢族學生則是識字址 (β= .5 1 ) 、 聽覺



表 6 影響閱讀理解能力相關因葉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鑫時'" ("一 í...r: 、 4 偏遠萬族 ( n = 76 ) 
變項

識字益

聽覺理解

性別

家中藏也益

R' 

司"1個，~ 、 "

( f直
2.880

• 

2.74抖

2. 16+ 

47 

vv , 
β {直

0.36 

0.33 

0.2 1 

l'位{ 19. 19H 

*p <.05 **p <.O I 

t 值 β (直

5.3 1" 0.5 1 
2.89+拿 0.29 

2.26. 0.22 

50 
18.63" 

全部據本 (n= 142 ) 

( f直 β (直

6.23" 0.47 
4.09抖 0.3 1 

45 
50.06 .. 

理解 (β= .29 ) 及家中藏含量 (β= .22 ) 等三個因素對閱讀理解具顯著的

解釋力 ﹒ 換言之 τ 就泰雅族學生而言，影響閱讀理解能力的因絮除7誠字能力

及聽覺型解能力外，尚有性別因雪鞋 ， 即泰雅族女生的閱讀理解顯著優於男生。

就偏遠漢族學生而言，影響閱讀理解能力的因紫除7識字能力及聽按理解能力

外 ， 尚有家中藏在1壘，家中藏l'lfJ26本以上之學生其閱讀理解能力優於25本以

下者。

就全體樣本的迴歸分析結果 τ 僅識字能力與聽覺理解能力對閱讀理解具

有顯著解釋力 ， 所有背景因繁與日常閱讀經驗都未具顯著效果 其總解釋力占

45% , F ( 2, 139 ) = 50.06' p < .0 1 0 顯示在選擇7鄰近區域的兩所偏遠學校以

降低社經因繁的差異後，各種背直至因萍(包括族群因素)和閱讀經驗都對閱讀

理解沒有顯著的預測力 ﹒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偏遠地區泰雅族與漢族中學生的中文識讀能力，尤其關

心鄰近區域中學的問族學生在 「閱讀理解」 、 「聽覺型解」 與 「識字量評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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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測驗上的比較 ? 也進一步檢視視。勵之于成分!自差異的情形 最後 ， 透過逐步

迴歸檢驗識字益和聽覺理解等能力變頃 ， 性別 、 父親學麗 、 母親學腔 、 族群等

背直是雙頭 ! 以及家中藏告盔 、 哥拉外閱讀 、 國立;館借告等日常閱讀紹且在變頃，對

學生閱讀理解表現的解釋力 。

然因研究對象僅來自望灣北部偏遠地區的兩所學校，原住民族群也僅泰

雅一族，本文的結論與越誠向須後細研究加以檢視 ﹒

、本研究的泰雅族與偏遠漢族學生的社經地位相當

本研究以同時考量父母親的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別換算出研究對象的社經

地位指標，結果發現，兩族群沒有差異，且絕夫多數都屬於社經地位最低的第

V等級 。 由於研究對象在父母親職業類別的填寫率較位，若從資料較完整的父

母親教育程度來進行比較 ， 兩族群學生父親的教育程度沒有差異，但偏遠澳族

學生的母親教育程度多數在高中職而泰雅族學生的母親告為國中，兩者稍有

不同 。 顯見通過鄰近地區的取樣，的確降{且了泰雅族和偏遠漢族h學生社經地位

上的差異 。 因此，本研究受試者與常摸間的落差 ，是包府叫社串連地位的影響 ， 而

本研究悶族群間的差異，則因控制7社經地位 ， 較能排除社經地位的因絮 。

三、偏遠地區中學生中文識讀能力弱在較為高階的理解能力上

本研究以墨灣北部偏遠地區的泰雅族學生與漢族學生為對象，以其三項

中文誠讀測驗的表現和全國常模進行比較 。 結果發現 ， 識字量上 . 66名泰雅族

學生和76名偏遠漢族學生與全國常模無顯著差異 聽覺型解上 泰雅族學生顯

著低於常棋，漢族學生則與常棋無異 閱讀理解上 ，則兩群學生都顯著位於常

缺 ﹒ 若進一起三關注泰雅族學生或偏遠漢族學生低分群的比率，則顯示偏遠澳族

在三個中文識，f!測驗百分等級位於PR25的學生比率與常模無顯著一差異，但泰



雅族學生三個測驗的低分群比率則都高於理論值 。

上述結果顯示 ， 偏遠地區中學生中艾識讀能力的II:\J蹈 ， 主要是在涉及理

解的測驗上較差 7 基本的識字hl上並非其困難所在 。 不過，泰雅族學生三個測

驗的位分群比率偏高，包括識字E測驗，顯示正偏情況般重，使得欠缺基本識

字能力以及較高階的理解能力之泰雅族學生比率均偏高 ﹒ 以往文獻通常指出偏

遠地區學生的學科表現或認真I晴E力較差，本研究得到的結果則略有不同，原因

可能是樣本大小所致 ﹒ 以往研究取樣人數動輒數百人，即使平均T分數低於常

棋不到1分，或是位分群比率僅稍高 ， 其統計考驗也可能顯著 ﹒ 本研究因受試

學生人數不多 ， 結論仍待後續研究重複驗證 。

三 、泰雅族學生在聽覺理解與閱讀理解中涉及推論的題型表現較漢族同

儕弱

本研究以偏遠地區 、 鄰近的中學取樣泰雅族和波紋學生，在位經地位相

詣的怕況下 ， 三項中艾誠讀測驗的結果是，泰雅族學生僅在聽1:t理解測驗上顯

晶éj!lO於偏遠漠朕學生，識字益及關讀理解測驗得分則未有盟員若差異 低分群學

生比率的差異比較亦同 ， 泰雅族學生低於PR25的比率也僅在聽覺理解上顯茗

較偏遠激放多 ( 53%相對於33% ) ， 但在閱讀理解和識字品上的比率則與偏遠

ìlf1朕1!~顯著差異 。

故進一步就聽覺理解和閱讀理解的于成分進行兩族祥的比較，泰雅放學

生比漢峽學生表現弱的部分 ， 均顯現在較高層次的推理能力上 。 兩組學生在聽

覺理解測驗的整體表現有顯著差異，檢視其于成分發現 ， 兩族祥在「表面諂意

理解」 的表現相近 ， 而泰雅族學生在 「推論」 題型上顯著較差 ﹒ 兩族群學生在

閱讀理解測驗的整體平均數雖然沒有顯著差異 ， 但在閱讀理解四個于成分中發

現 ， 兩族群在各教字題 、 命題組合句于理解上表現相近 ， 而泰雅族學生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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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本處理鹿程的「短艾理解」姐型上之表現則顯著低於偏遠漢族學生 。由此

可見 ， 泰雅族學生在基本能力上和同在偏遠學校的漢族同儕相當 ， 但在理解材

料(不論聽質的對話或是視覺的文本)上 ， fm需要較長的處理程序與較高層次

的統控能力 ， 這是其相較於漢族同儕表現較差的部分 。不過 ， 由於于成分欠缺

常棋資料 ， 本:研究無法得知泰雅族學生是否在表面語意理解與你論上都較常模

差 ， 但以有超過5的色的泰雅族學生其聽覺理解表現恆於PR25缸片白況來推論 ，

兩者都偏恆的可能性相也高 。

以往有關原住民中文識謂的研究多半以小學生為主 ， 而少數探討中學生

識讀能力的研究也未控制取樣的區域。本研究顯示 ， 盡灣北部鄰近區域的泰雅

族和偏遠漢族中學生 ， 其中文論讀能力的差異 ， 整體而言不在識字文本訊息

或組語句的基本歷程上 ， 而是涉及較為繁梭的苦苦語句的理解與你論 ， 且聽覺理

解是泰''iff族學生相對更弱的能力 。 此一發現若重被出現在其他地區或後績的論

文將利於指出改苦偏遠地區中學生 ， 尤其是原住民學生的識讀能力應著力的

焦點。

四、背景因素與閱讀經驗的影響

本研究以學生的識字昆 、 聽~理解為能力變項 ， 父親教育程度 、 母親教

育程度 、 性別 、 族群為背景變項 ， 三項閱讀經驗為預測變項 ， 並以學生的閱讀

理解得分為效標變項 ， 進行逐步過歸分析 。 結果發現 ， 具有預測力的指標主要

是聽覺理解與識字亞兩項認真I晴E力 而閱讀經驗與背景因素多半木具預測力 ，

其中之族群亦不具顯著預測力。此結果顯示 ， 父親或母親的學血性別或

族群 ， 甚至個人的閱讀經驗 ， 主要是透過影響個人的識字草或諂盲理解等能

力 ，而影響較晚發展的閱讀理解能力 。

上述結果與dc Borloli 與Crcswcll ( 2004 ) 有相似之處 ， 該研究從PISA



20帥的資料發現 ? 澳洲的歲原住民學生中 ! 高制經地位者的誠讀表現高於低社

經地位 ， 但其落差相較於非原住民學生高低社經地位者之落差來得小，且原住

民學生社經地位的差異也比較小，整體而言 ， 制經地位較悅。該研究與本艾的

結果均顯示，社經地位的確會影響學生的識讀表現，但在同屬也;;Ji:士經地位的原

住民或偏遠地區非原住民學生的群體中，社經地位對識讀表現的影響會降恆 。

此外與BcrnSlcin (2003 ) 的主張一致， Pan 、 Rowc 、 Singer與 Sno\V

(2005 )發現 ， 位收入家庭幼兒一 二 、 三歲等三個時間點的詞彙產出品質與

其母親所提供的語言瑕境有關 ﹒ 結果顯示 ， 隨著幼兒的成長，幼兒闇語言產出

的品質差異變犬，且此變異與母親所提供的詞'*品質及戰前技巧有明顯的正相

關 但與母親是否健談並無相關。顯見環境所提供的語言經驗對位証經背景幼

兒語言發展有明顯的影響 。 如果{師在經背景幼兒的家庭lí'l境無法提供高品質的

語言經驗，則透過其他代理人例如公立幼兒園教師，來提升幼兒階段的語

言經驗 ， 可能是個必要的措施 ﹒不過，高品質的語言經驗對提升值吐經地位中

學生的識讀表現上有多大的效用，仍有待確認 。

五、提升偏遠地區中學生中文識讀能力的教學重點

閱讀理解歷程通常可區分為「識字」 與 「理解 J ' 或是恨據處理單位的大

小 區分為識字 、命題 、 單句 、 短文。過去提升閱讀素養的策略常以提供六E

閱讀文本: 充質閱讀經驗為主要方式，但本研究結果顯示 ， 偏遠地區中學生不

論泰雅族或漢族，整體而言，識字益都不是主要問題 ， 涉及理解歷程的口語與

艾本理解才是關鍵 。 此外，以來自鄰近地區 、 社經地位相近的泰雅族中學生與

前」在中學生進行比較，泰雅族中學生在基本的識字與短詣旬的涅斯能力與其漢

族同儕相當 ， 他們需要的教學指導主要是涉及深度理解與推論，必須同時處理

數個諮旬的統合能力。但值得留意的是 ， 原住民中學生在三個EEE世測驗的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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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比率都顯著地高於常跤，顯示其個別差異的情況較偏遠漢族中學生嚴重 ， 教

師在教學策略與提升方案的挑戰上會更為嚴峻 。

本研究雖然顯示偏遠地區中學生 ， 尤其是泰雅族中學生在中文誠讀表現

上的弱勢現狀 ， 但研究結果卻破除7偏遠地區學生整體位成就的刻板印象 ， 指

出關注的教學重點應該在高層次的識讀能力上。如果此一結論可被重複驗證 ，

則文獻中討論t韌用識字或建立故事基換等教學法 ， 便有可能不是提升偏遠地區

中學生誠讀能力的有效策略 ， 而過去運用文章結晶叫幫示和附加悶句提升國小學

童閱讀理解(柯擊葳 睬冠銘 '2004 ) ，以及採概念楷國策略提升犬學英文閱

讀理解(劉沛琳 ， 2008 ) 等發現 ， 能否運用到中學生的中文識讀能力之提升 ，

還有待進一起三探究﹒

教師協助位閱讀能力的學生理解文本的策略 ， 採取口語解說是常用的方

式﹒但此一方式對原住民中學生而言，可能不是個好策略 。 本研究和孔淑萱等

人 ( 20 11 )的研究都指出 ， 泰雅族中學生在三個中文識讀話。l驗上 ， 非正式語言

的聽覺理解表現是最弱的一項不論是與常棋比較與不同地區的偏遠漢族中

學生比較 ， 或是與鄰近地區的偏遠ilfj族中學生比較 ， 原住民學生在聽覺理解的

落差都被閱讀理解的落差來得大 。至於此現象反映的是測驗內容的經驗與原

住民學生距離較遠 ， 還是語音編碼不夠自動化 ， 則尚待進步探究 。 若原住民

學生聽it理解表現差 ， 主要是因為測驗工具選材不符合原住民學生的經驗 ， 這

方面可能反映的是測驗公平性的問題 ， 未來研究可參考原住民學生口語習慣

及生活經驗 ， 設計適性的聽覺理解測驗試題 ， 以發掘可能潛在的閑地 男方

而也值得留意這些內容是否與學校學習有關 ， 亦即測驗材料反映的芷是學校學

習瑕境的特徵 ， 那麼原住民學生聽1~理解測驗的表現較差，正指出他們透過聽

fl管道來學習的困難 。 若原住民學生聽izt理解表現差是話音編喝不夠自由~1t ' 

HU教師故骰口諮速度 、 簡化詣句收雜度 ， 或許可以降低此 困難 ， 提供較為有



效的學習環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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