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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目的

閱讀能力良窳是影響學生習得新知的關鍵，教師營造優質的閱

讀學習環境可促進學生閱讀勝任感與閱讀表現。本研究即探討教師

閱讀教學三要素：閱讀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閱讀教學自主支持

對學生閱讀勝任感及閱讀素養表現的影響。我國因教育分流制度，

學生於後期中等教育階段會在不同主課程環境下學習，了解修習不

同主課程之普通高中、技術高中學生的閱讀表現及其影響因素有其

必要性。是以，本研究探討教師閱讀教學三要素，對修習不同主課

程的學生閱讀表現的影響，並檢視學生閱讀勝任感之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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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本研究分析臺灣 PISA 2018中的普高與技高共 142所學校，4,901

名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分數、問卷資料及 1,103名國文教師的問卷資

料。研究方法是採用多層次中介效果模型分析教師層次與學生層次

各變項間的影響程度。

研究發現或結論

首先，本研究發現教師的閱讀教學活動量與班級經營影響普高

學生閱讀素養表現；教師的班級經營對技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也呈

正向影響。其次，教師的閱讀教學活動、班級經營正向影響普高學

生的閱讀勝任感；教師的班級經營對技高學生閱讀勝任感也呈正向

影響。第三，普高、技高學生閱讀勝任感對學生閱讀素養表現皆呈

正向影響。最後，普高學生的閱讀素養分數高於技高學生。教師的

閱讀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對普高學生的閱讀勝任感、閱讀素養表

現具正向影響，閱讀勝任感部分中介了教師閱讀教學、班級經營對

學生閱讀表現的影響。技高部分則是教師的班級經營對學生的閱讀

勝任感、閱讀素養表現具正向影響，閱讀勝任感部分中介了教師班

級經營對學生閱讀表現的影響。

研究原創性／價值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普高或技高，在教師的閱讀教學三要素中，

以班級經營對學生閱讀勝任感、閱讀素養表現的影響最大，顯示班

級經營在促進學生專注及參與課堂閱讀活動的重要性及對學生閱讀

能力的影響。此外，本研究也探討了教育分流下，修習不同主課程

學生閱讀素養的差異情形及學生閱讀勝任感對教師閱讀教學三要素

與學生閱讀素養表現的中介效果。

教育政策建議或實務意涵

本研究基於研究發現建議教師透過在職研習或社群交流精進班

級經營能力，以促進學生融入閱讀教學活動。此外，也依主課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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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分別建議普高、技高教師採用主題式跨領域閱讀活動、閱讀理

解策略教學融入國文課程，以增進學生的閱讀素養。

關鍵詞：班級經營、閱讀素養表現、閱讀教學自主支持、閱讀教學
活動量、閱讀勝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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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Reading skills are crucial for students to acquire knowledge. 
The excellent read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created by teachers 
can enhance student reading competency and reading performance. 
This study explored how three elements of reading education, 
namely the volume of reading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teachers, the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teachers’ reading autonomy supports, 
affected student reading competency and reading performance. In 
the educational tracking system of Taiwan, students undergo general 
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fter junior high school, and they receive 
different curricula.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reading performance 
of gene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reading performance is crucial. Accordingl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the three aforesaid element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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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in different curricula and review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tudent reading competency in these effects.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This study analyzed data collected from 142 Taiwanese 
general high schools and vocational schools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2018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which 
assessed the reading performance of 4,901 students and collected 
the questionnaire responses of these students and 1,103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 multilevel mediat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various variables pertaining to the teacher 
level and student level. 

Findings/results

First, reading activity volume conducted by teachers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affected the reading performance of the surveyed gene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ading performance of the surveyed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Second, reading activity volume conducted by teachers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ading competency of 
the gene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ading competency of the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Third, the reading competency of the gene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reading performance. Finally, for reading performance, the gene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outperformed the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Reading activity volume conducted by teachers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reading competency and 
reading performance of the gene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reading 
competency partially mediated the effects of reading activity volume 
conducted by teachers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on student 
reading performance. The classroom management of vocational 
school teacher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ading competency and 
reading performance of the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nd reading 
competency partiall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on 
student reading performance.

Originality/value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classroom management conducted by 
teachers had the most substantial effects on the reading competency 
and reading performance of both gene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highlighting the essential role of teachers 
in fostering student atten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class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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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and enhancing student reading skills. This study also 
explored the reading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who underwent distinct 
curricula in general education or vocational education, how their 
reading performance was affected by the three elements of reading 
educatio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student reading competency.

Implications for policy/practic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teachers should improve 
their classroom management through in-service training or the learning 
communities to increase student engagement in reading activities. 
Furthermore, general high school teachers and vocational school 
teachers should implement theme-based interdisciplinary reading 
activities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in their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to improve the reading performance of their students.

Keywords: classroom management, reading competence, reading 
literacy performance, reading teaching activity 
volume, teachers’ reading autonomy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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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閱讀是促進學生學習知識的基礎。培養學生閱讀素養是指增進學生

對文本的理解、運用、評鑑、省思、投入等能力。閱讀素養高的學生可

透過閱讀實現自己的目標，發展個人潛能（洪碧霞，2021）。這些能

力中，以閱讀理解能力為關鍵。過去研究發現教師若能掌握閱讀教學三

要素，有助於增進學生閱讀理解能力（OECD, 2019）。這三要素包含

（一）課程是否融入閱讀教學活動。教師在教學中若能安排合適且密集

的閱讀教學活動，可提升學生與閱讀相關的知能及概念，進而提升學生

閱讀理解能力（張毓仁等，2011；Guay et al., 2017）。（二）班級氣

氛的營造。有效的班級經營對學生融入閱讀活動有正向影響（Herman 

et al., 2020），當學生融入課堂閱讀活動愈頻繁，閱讀動機相對提升

（Zhao et al., 2019)，對文本內容理解與閱讀表現也會產生正向效果 (Ma 

et al., 2021)。（三）閱讀教學自主支持。係指教師會在課堂上聆聽學生

對閱讀任務的想法，並提供學生在課堂上選擇或主導閱讀任務及內容的

機會，其目的是為了增加學生感知自己是為了閱讀興趣及愛好的主動行

為，藉此提升學生投入閱讀課堂活動的程度（OECD, 2009），而頻繁的

閱讀教學自主支持活動對學生閱讀素養表現有正向的影響（Wang & Hu, 

2022）。

過去文獻支持教師的閱讀教學三要素能有效促進學生閱讀表現。張

毓仁等人（2011）發現教師閱讀教學活動愈豐富，可讓學生意識到閱

讀的重要，進而使他們對閱讀產生正向態度與評價。學生感知的閱讀態

度、評價與閱讀勝任感有關，勝任感是學生感知自己對知識或技能精熟

的程度， Ryan與 Deci（2020）建議促進學生勝任感的方法是教師在教

學環境中，提供學生適合的學習活動、給予學生正向回饋及提供學生選

擇學習內容的機會。研究發現學生閱讀勝任感會受到教師閱讀教學活動

（Ma et al., 2021; McCrudden et al., 2005）、班級經營與氣氛（黃建皓，

2012；Reyes et al., 2012）、教師閱讀教學自主支持的影響（Wang & 

Hu, 2022）。

前述的過去研究多以國小、國中學生為對象。我國學生進入後期中

等教育階段是依據國中會考分數分流至兩種不同主課程下學習，一是強



12 韓佩倫、邱皓政、蘇宜芬 :學生閱讀勝任感對教師閱讀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閱讀教學自主支持與學生閱讀表
現之多層次中介效果研究：兼論教育分流的影響

化通識能力的普高課程（以下簡稱普高），修習科目以基本學科為主；

另一個是強化專門技術及職業能力的技高課程（以下簡稱技高），修習

科目以專業及實習學科為主。PISA 2006的施測結果顯示技高生的閱讀

素養顯著低於普高生（紀惠英、林煥祥，2009），而 PISA 2015的施測

結果也顯示同樣的結果（佘曉清、林煥祥，2017）。因此，在分流教育下，

教師的閱讀教學三要素對於修習不同主課程學生閱讀表現的各自影響為

何，以及普高、技高學生的閱讀勝任感在閱讀教學與學生閱讀表現的中

介效果量有無不同，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是以，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究

教師閱讀教學三要素（閱讀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閱讀教學自主支持）

對普高、技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的影響，並檢視學生閱讀勝任感的中介

效果。

本研究的分析資料是臺灣參加 2018 年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所舉辦「國際學生能力評量」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中普高、

技高學生的資料。PISA為每 3年進行一次的調查，對象為 15足歲學生，

其閱讀素養評量是指學生為達到特定閱讀目的情況下，專注於一個或多

個文本的文字訊息之表現。此外，PISA為瞭解影響學生閱讀素養的因

素，同時蒐集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生對自己能力與學習策略信念，及一

般教師與國文教師的背景資料、專業發展及教學相關等資料。在抽樣部

分，PISA採兩階段抽樣設計，先對學校進行抽樣，採「規模大小比率概

率」（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their size, PPS）抽樣方式，接著再對

參與學校的學生進行抽樣。臺灣 PISA 2018年正式施測樣本學校為 192

所，實際參與 PISA評量的學生為 7,243名。本研究以普高與技高 142

所學校，共 4,901名學生，1,103名國文教師作為分析對象。由於 PISA

的抽樣方式，其資料型態具巢套性質，即某群學生受到某教師教學方式

影響，某教師教學方式又會受到學校的影響，故在分析時，需以多層次

模型（Multilevel Model, MLM）進行，以避免因違反資料獨立性假設，

產生型一錯誤的機會。

綜合以上，為探究教師閱讀教學三要素對普高、技高學生閱讀素養

表現的影響及學生的閱讀勝任感之中介效果，本研究以多層次中介效果

模型分析教師層次的閱讀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閱讀教學自主支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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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高、技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的影響效果，並檢視學生層次的閱讀勝任

感在教師三項閱讀教學因素和學生閱讀表現的中介影響程度。希冀透過

本研究提供實質的教學建議供教師參考。本研究問題如下：

一、教師層次的閱讀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閱讀教學自主支持對

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是否具有直接效果？若有，普高與技高的教師層次

變項的效果分別為何？

二、教師層次的閱讀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閱讀教學自主支持對

學生的閱讀勝任感是否具有直接效果？若有，普高與技高的教師層次變

項效果分別為何？

三、學生閱讀勝任感對普高學生與技高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是否具

有直接效果？若有，普高與技高的效果分別為何？

四、學生閱讀勝任感是否中介了教師閱讀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

閱讀教學自主支持與學生閱讀素養表現？若是，普高與技高的效果分別

為何？

貳、文獻探討

ㄧ、教師的閱讀教學活動量對學生閱讀表現的影響

教師的閱讀教學活動為教師透過教學，引導學生從閱讀文本中建構

文本表徵。例如，帶領學生確定文本主旨、找出支持文本主旨的論點、

進行文本內容推論、確認作者觀點等。學生為了完成這些閱讀活動，需

由下而上從字詞、文句、段落到篇章進行理解，以及由上而下透過個人

生活經驗、對主題熟悉度等方式建構文本的心理表徵。

近年探究閱讀教學活動影響學生閱讀表現的研究，發現教師以認

知活動為基礎，帶著學生不斷練習閱讀理解策略，對學生閱讀表現有

顯著的正向效果（陳明蕾，2019；Cantrell et al., 2016）。McBreen與

Savage（2021）後設分析了 2007年到 2020年共 49篇閱讀教學介入的

研究，發現教師密集且長期的以認知為基礎進行閱讀教學可有效提升學

生閱讀表現。國內學者陳明蕾分析我國參加「國際閱讀素養調查研究」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2016年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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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發現教師進行歸納與統整策略愈頻繁，學生在閱讀說明文的表現

愈好。教師愈常讓學生進行口頭問題的回答，學生的閱讀表現愈好。

Cantrell等人（2016）採縱貫研究法，追踪小六至高一 4年共 1,128名

學生，結果發現經常接受閱讀策略教學的 593名學生，閱讀表現上有顯

著成長。前述研究顯示閱讀教學活動頻率對學生閱讀表現有正向影響。

因此，本研究關於教師的閱讀教學活動量對於學生閱讀表現的假設如下：

H1：教師的閱讀教學活動愈頻繁，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愈好。

二、教師的班級經營對學生閱讀表現的影響

班級經營是教師運用各種方式管理學生學習行為，營造良好的上課

氣氛，使教師可有效運用上課時間，順利進行教學活動。當學生專注於

教師教學並融入學習任務，學生可以掌握較完整的學習內容，在學業上

也會有好的表現（Freiberg et al., 2009）。Wang等人（2020）發現教師

班級經營與學生學習表現有關。研究者後設分析了 2000年至 2016年共

61篇探討班級經營與學生學業、學生行為及社會情緒之關係的研究。研

究對象包含幼稚園幼兒至高中生，方法包含縱貫研究法、橫斷研究法。

研究結果皆顯示班級經營與學生學業表現呈正相關，且不受年級的影

響。

關於班級經營對學生學習影響，Freiberg等人（2009）的研究發現

學生在有效班級經營的學習環境進行學習時，閱讀與數學的表現皆良

好。研究者以 350名國小高年級學生為對象，收集為期 2年，實施班

級經營方案前、中、後的閱讀與數學表現。結果發現，「實施班級經營

方案組」的學生其閱讀與數學表現皆高於「未實施班級經營方案組」的

學生。van Dijk等人（2019）以多層次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發現教師班

級經營對學生學習勝任感和數學學習表現有正向影響。該研究以 247名

小學四、五年級的教師，與 4,847名學生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教師班

級經營對學生學習勝任感有正向且直接的效果。Herman等人（2020）

以多層次模型分析教師班級經營對中學生英語科與數學科學業表現的影

響，研究對象為 102名教師及 1,450名六年級至八年級的學生，結果發

現班級經營對學生的英語學習表現有正向影響。

前述以不同年級學生為對象的研究，發現班級經營對於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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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等有正向影響，因此，本研究關於班級經營對學生閱讀表現的

假設如下：

H2：教師的班級經營愈好，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愈好。

三、教師的閱讀教學自主支持對學生閱讀表現的影響

教師的自主支持（autonomy support）是教師藉由教學活動讓學生

在行為時感受到自己對於學習任務是具選擇性的、自己是有意願去做和

且有意志去完成（Guey, 2022）。而本研究所指的教師閱讀教學自主支

持是指教師在進行閱讀教學過程，增加學生在課堂上對閱讀任務及內容

選擇或控制的機會，例如：提供學生閱讀文本選擇機會，請學生分享閱

讀後的個人想法，或是提供機會給學生參與閱讀任務的決策等，進而提

升學生課堂參與度（OECD, 2009）。

關於教師閱讀教學自主支持對閱讀表現的實徵研究皆發現有正向的

影響。例如，De Naeghel等人（2014）分析芬蘭 PISA 2009的資料，其

中在教師閱讀教學自主支持的題目為：我會就學生在我課程的強項給予

回饋、我會鼓勵學生對文章表達看法、我會幫助學生將讀過的故事與其

生活做連結、我會向學生指出文章的資訊是如何建立於他們已知的事物

上、我會提出能激勵學生主動參與的問題等。研究顯示教師閱讀教學自

主支持對學生閱讀興趣具正向直接效果。此外，Wang與 Hu（2022）以

序列中介模型分析中國大陸 PISA 2018的資料，在教師閱讀教學自主支

持採用與 De Naeghel等人相同的題目，研究結果發現教師閱讀教學自主

支持正向影響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基於前述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研

究假設三為：

H3：教師的閱讀教學自主支持愈頻繁，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愈好。

四、閱讀勝任感在教師教學相關因素與學生閱讀表現的中介效

果

學生感知的閱讀勝任感（reading competence）係指學生在閱讀領域

中，評估自己可完成學習任務的程度（Elliot & Dweck, 2017, p. 3），以

及對閱讀喜愛與感到有趣的程度。當學生感知自身對閱讀的興趣、喜愛

及評估閱讀效能的程度愈高，學生感知的閱讀勝任感就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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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rudden等人（2005）發現教師閱讀教學活動可提升學生的閱讀

效能與閱讀興趣，也就是教師在課堂中以認知技能為主的閱讀教學活動

（例如閱讀策略教學），可提高學生運用閱讀理解策略的自我效能感與

閱讀興趣。張毓仁等人（2011）以階層線性模型分析我國 2006年參加

PIRLS的資料。研究發現教師頻繁的進行閱讀教學活動，愈能提升學生

對閱讀的自我評價與態度，進而影響閱讀表現。Reyes等人（2012）以

多層次模型分析 1,399名小五及小六學生，研究者定義「學習融入」為

學生對自己學習效能、學習興趣、學習享受的評價，「班級氣氛」則是

關於教師教學時的情緒、班級組織。研究結果顯示班級氣氛對學生學習

融入具正向效果。黃建皓（2012）以階層線性模型分析 5,887位國小生，

結果發現教師班級經營對學生學習的自我效能有正向直接效果，解釋變

異量為 57.40 %。而在 Wang與 Hu（2022）的研究中則發現教師閱讀教

學自主支持對學生自我效能及閱讀愛好呈正向影響。基於前述研究，閱

讀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閱讀教學自主支持對學生閱讀勝任感具正向

影響效果，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4：教師閱讀教學活動愈頻繁，學生閱讀勝任感愈好。

H5：教師班級經營愈好，學生閱讀勝任感愈好。

H6：教師閱讀教學自主支持愈頻繁，學生閱讀勝任感愈好。

過去研究顯示閱讀勝任感對學生閱讀表現有正向影響（Yu & 

Levesque-Bristol, 2020; Olivier et al., 2020），同時也可作為觀察學生閱

讀表現的關鍵（張毓仁等人，2011）。Marshik等人（2017）以多層次

模型分析三年級學生與五年級學生閱讀勝任感對閱讀成就的影響。閱讀

勝任感問卷題目為：我在閱讀獲得好的成績、我喜愛閱讀、我對於閱讀

感到有興趣、我精通於閱讀、我享受完成閱讀的作業等。結果發現學生

閱讀勝任感愈高，閱讀成就愈好。van Dijk等人（2019）以 247名小學

四、五年級教師，4,847名學生為對象。研究發現教師班級經營透過學

生學習勝任感提升的中介，使學生的數學成績也上升。Olivier等人探討

七年級學生的閱讀勝任感在語文學習中扮演的角色，該研究以路徑分析

法分析教師的教學方法、課堂任務與學生閱讀勝任感對學生閱讀表現的

影響。結果發現學生閱讀勝任感對閱讀表現有直接效果，且學生閱讀勝

任感中介了教師閱讀教學自主支持及學生閱讀成就。Wang與Hu（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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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發現閱讀勝任感中介了教師閱讀教學自主支持與閱讀表現。本研究基

於檢視學生閱讀勝任感在教師教學相關因素與學生閱讀表現的中介變

項，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7：學生閱讀勝任感愈好，學生閱讀素養表現愈好。

H8：學生閱讀勝任感中介教師閱讀教學三要素與學生閱讀素養表

現。

H8-1：學生閱讀勝任感中介閱讀教學活動量與學生閱讀素養表

現。

H8-2：學生閱讀勝任感中介班級經營與學生閱讀素養表現。

H8-3：學生閱讀勝任感中介閱讀教學自主支持與學生閱讀素養

表現。

五、影響普高、技高學生閱讀表現因素的相關研究

過去研究曾指出學生在不同主課程的學習環境下（如，學術型高中、

技術型高中、職業高中），學生閱讀表現及其影響因素有差異（Rogiers 

et al., 2020; Schaffner et al., 2016）。Rogiers等人分析比利時佛蘭德地

區參與 PISA 2009的學生資料，發現學術型高中學生享受閱讀的程度及

閱讀素養表現皆高於技術型高中與職業高中的學生。該地區 15歲學生

從九年級開始可選學術型高中、技術型高中、藝術型高中及職業型高中

就讀，就讀學術型高中的學生是為了進入大學而作準備。技術型高中結

合技術理論及相關實作課程，即為技術專業作準備或是進入大學就讀。

職業型高中則提供普通課程與實作課程，就讀此課程的學生是要為進入

勞動市場而作準備。此研究控制學生社經背景與性別後，結果顯示學術

型高中學生、技術型高中學生的閱讀享受程度對閱讀表現呈正向影響；

但在職業高中學生則無此發現。Schaffner等人以交叉延宕模型分析就讀

學術型與非學術型學校，共 396名學生，發現就讀學術型學校的學生，

閱讀動機對閱讀表現有顯著影響，但在非學術型學校的學生則無影響。

因此，學生在不同主課程學習環境下，影響學生閱讀表現的因素尚未有

定論，故本研究基於前述研究發現提出以下假設：

H9：普高、技高學生的閱讀表現及其影響因素是不同的。

綜上所述，過去研究大多支持教師閱讀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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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教學自主支持與學生閱讀勝任感對學生閱讀表現有正向影響，然而，

對不同主課程學習的中學生之影響是否一樣，則有待探究。因此，本研

究以臺灣 PISA 2018普高、技高學生為分析對象，探討教師閱讀教學三

要素：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自主支持，影響學生閱讀素養表現的程

度及差異，並同時檢視學生的閱讀勝任感之中介效果。本研究之架構圖

如下：

圖 1

本研究架構圖

參、研究方法

一、多層次中介效果

PISA資料具巢套資料的性質，採 MLM分析可同時考量學生層次、

教師層次變項的資料特性，例如：本研究分析學生層次的閱讀勝任感、

閱讀素養表現，這些因素隨著學生而不同；而教師層次的閱讀教學活動

量、班級經營、閱讀教學自主支持等因素，不會隨著學生而變，而是受

到不同學校的影響。所以，此資料結構會產生屬於學生層次的一個迴歸

方程式，以及屬於教師層次的一個迴歸方程式。透過 MLM同時分析多

層次的截距及斜率，可正確估計多層次各變項間的影響程度（邱皓政，

教師的閱讀教學 (X)：
閱讀教學活動量 (X1)
班級經營 (X2)
閱讀教學自主支持 (X3)

閱讀升任感 (M) 閱讀素養表現 (Y)

H8

H7

H4、H5、H6

H1、H2、H3

教師層次

學生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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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本研究同時檢視中介變項，即學生閱讀勝任感的效果，依多層次中

介效果 2-1-1模式（Krull & Mackinnon, 2001）的檢驗程序進行分析。

2-1-1模式是基於 Baron與 Kenny（1986）提出的單層次中介效果檢驗

程序，擴展至檢驗多層次中介效果，3個數字描述多層次間的關係，對

照本研究架構圖觀之，數字 2表示教師層次閱讀教學相關因素（X），

第一個數字 1表示學生層次閱讀勝任感 (M)，第二個數字 1表示學生層

次閱讀素養表現 (Y)。分析步驟如下：

（一）檢驗教師層次自變項（X）對學生層次依變項（Y）的直接效

果（γc
01）是否達顯著；

（二）檢驗教師層次自變項（X）對學生層次自變項（M）的直接

效果（γa
01）是否達顯著；

（三）檢驗學生層次自變項（M）對學生層次依變項（Y）的直接

效果（γb
01）

（四）檢驗中介效果部分，納入了學生層次自變項（M）後，教師

層次自變項（X）對學生層次依變項（Y）的直接效果（γc'
01），是否從

顯著影響變成不顯著，再以 Sobel檢定檢驗中介效果的顯著性（溫福星、

邱皓政，2009）。

二、研究資料來源及對象

本研究分析臺灣 PISA 2018學生閱讀素養表現、學生與國文教師的

問卷資料。先以 SPSS 21整併學生與教師資料，依學校類型（變項名稱：

ISCEDO）選取分析樣本，普高（general）編碼為 1，技高（vocational）

編碼為 3。樣本分布如表 1，學生人數共 4,901名，普高生為 2,219名

（男學生佔 47.5%；女學生佔 52.5%），技高生為 2,682名，（男學生

佔 50.6%；女學生佔 49.4%）；國文教師人數共 1,119名，普高教師為

584名（男教師約佔 17.1%；女教師約佔 82.9%），平均年紀為 43歲；

技高教師為 535名，（男教師約佔 25%；女教師約佔 75%），平均年紀

為 4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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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普高、技高學生與教師樣本分布

學校

類型

學生樣本 教師樣本

男 % 女 % 合計 男 % 女 % 合計

普高 1054 47.5 1165 52.5 2219 99 17.1 480 82.9 579a

技高 1356 50.6 1326 49.4 2682 131 25 393 75 524b

合計 4901 1103

註：a普高國文教師 584名，有 5位未填性別；
b技高國文教師 535名，有 11位未填性別。

三、研究變項

（一）依變項—學生閱讀素養表現

本研究關注學生閱讀素養表現，故以整體閱讀素養表現的 PV為依

變項，變項名稱為 PV1READ~PV10READ。

（二）教師層次：教師的閱讀教學介入

教師層次自變項為閱讀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自主支持，資料取

自國文教師問卷，採 Likert四點量表，各題組的編號、題目內容、信度

與效度說明如下： 

1. 閱讀教學活動量

教師評估自己進行閱讀教學的次數。這部分資料取自問卷編號

TC157，題目為「1.確認學生讀過文本的主要想法，2.說明或支持學生

理解自己讀過的文本，3.依據學生讀過的文本做出推論，4.描述學生讀

過文本的風格或架構，5.確認作者的觀點或目的。」五題的 1代表不曾

或幾乎不曾，2代表一個月一次至兩次，3代表一週一次至兩次，4代

表每天或幾乎每天。五題的 Cronbach’s α值為 .931。驗證性因素分析

結果顯示， RMSEA = .087，90% CI = [.068, .106]，CFI = .990，TLI = 

.979，SRMR = .013。

2. 班級經營

教師運用各種方式管理課程活動進行，並對上課氣氛的主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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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分資料取自問卷編號 TC170，題目為「1.很多學生根本不聽我說的

話，2.吵雜和失序，3.我要等很長的時間學生才會安靜下來，4.學生不

能好好地學習，5.上課過了很久學生還沒進入學習狀態。」五題的 1代

表每一堂課，2代表大部份的課堂，3代表有些課堂，4代表沒有或幾

乎沒有。五題的 Cronbach’s α值為 .875。執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發現

第 4題與第 5題有殘留的相關，檢視題目發現內容陳述相近，皆泛指學

生不太能進入學習狀態，且從不同角度提問可擴大題目的信度，故將

4、5兩題在殘差間進行設定，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為 RMSEA = 

.080，90% CI = [.060, .103]，CFI = .992，TLI = .979，SRMR = .015。

3. 閱讀教學自主支持

教師評估自己提供給學生在課堂上選擇或主導閱讀任務的主觀感

受。這部分資料取自編號 TC202 中的第 6 題及編號 TC156，題目為

「1.我會就學生在我課程的強項給予回饋，2.我會鼓勵學生對一篇文章

表達看法，3.我會幫助學生將讀過的故事與其生活做連結，4.我會向學

生指出文章的資訊是如何建立於他們已知的事物上，5.我會提出能激勵

學生主動參與的問題。」五題的 1代表不曾或幾乎不曾，2代表在一些

課堂，3代表在大部分的課堂，4代表在每一堂課。五題的 Cronbach’s α

值為 .826。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RMSEA = .084，90% CI = [.066, 

.104]，CFI = .985，TLI = .971，SRMR = .018。

（三）學生層次自變項：閱讀勝任感

學生評價自己完成閱讀任務的信心程度，及對閱讀喜愛的主觀感

受。資料取自學生問卷，採 Likert四點量表。題目編號為 ST160中的第

2題與第 3題，及 ST161的第 1題至第 3題，題目為「1.閱讀是我的嗜

好之一，2.我喜歡跟別人談論書籍，3.我是一位好的閱讀者，4.我能夠

理解高難度的文章，5.我可以流利的閱讀」。五題的 1代表非常不同意，

2代表不同意，3代表為同意，4代表非常同意。五題的 Cronbach’s α值

為 .859。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中，發現第 1題與第 2題有殘留的相關。

檢視此兩題，題意上有關連性，皆表示學生對閱讀的態度，且從不同

角度提問可擴大題目的信度，故將 1、2題在殘差間進行設定，藉以吸

收這兩題目殘差關連。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為 RMSEA =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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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CI = [.142, .166]，CFI = .962，TLI = .904，SRMR = .032。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 SPSS 21與 Mplus 8.8（Muthén & Muthén, 1998-2017）分

析。PISA為了估計學生的真實能力，考量學生作答反應，及測驗時間內

作答的題目數量，採似真值（Plausible Value, PV）作為估算學生能力區

間的估計值（OECD, 2019）。本研究利用 Mplus的 Imputation功能來

整合 10個整體閱讀素養的 PV數據，除了進行參數的整合分析，也進行

標準誤的調整。此外，PISA係依學校類型、城鄉的規模做比例機率抽樣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由於城市、鄉村的學校數量

以及不同學校類型的學生數量會有不同的權重，因此在使用 PISA調查

資料進行 MLM分析時，需設定兩個權重，一是在學校層次的加權變數

W_FSTUWT_SCH_SUM；二是在學生層次的加權變數 W_FSTUWT。

關於遺漏值，普高學生閱讀勝任感變項有 16筆，佔全部 2,219筆資料的

0.7%；技高的有 38筆，佔全部 2,682筆資料的 1.4%，皆低於 5%，尚在

可接受的隨機遺漏值範圍（Cohen & Cohen, 1983）。

關於學制效果對普高、技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的影響，本研究採多

群組分析，先檢驗教師與學生量表的測量恆等性，以確保兩群組之間的

可比較性。結果顯示教師及學生層次的自變項量表皆通過強恆等的檢

驗。

此外，為比較普高與技高學生在閱讀素養模型受到教師閱讀教學三

要素之影響，採 MIMIC分析，以學制為解釋變項，檢視學制對普高、

技高學生閱讀素養模型的影響。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表 1為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摘要表。在教師層次，關於閱讀教學活

動量，普高、技高教師自評的平均數分別為 2.983、2.748，接近一週一

次至兩次進行閱讀教學活動。關於班級經營，普高、技高教師自評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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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數為 3.502、3.360，表示在普高班級與技高班級中，學生在有些課堂

會有干擾上課的行為。在閱讀教學自主支持，普高、技高教師自評的平

均數為 2.997、2.982，表示普高與技高國文教師，會在大部分課堂進行

閱讀教學自主支持的活動。

在學生層次的閱讀勝任感，數字愈大，表示學生感知自己愈能掌握

閱讀。結果發現普高學生的平均數為 2.682，技高學生的平均數為 2.478，

普高學生與技高學生對於自己閱讀掌握程度的評估皆在「不同意」（2）

到「同意」（3）之間，表示無論是普高學生或是技高學生不完全認同

自己對閱讀的勝任程度。

依變項「學生閱讀素養表現」部分，分析結果顯示普高學生的閱讀

素養表現得分高於技高學生。普高學生的平均閱讀素養表現為 541.628

分，達到閱讀素養水準 3，表示學生在閱讀缺乏明確內容或組織線索的

中等長度文本時，仍能理解單一或多個文本的字面意義，並有能力整

合文本內容，產出基本與進階的推論。技高學生的平均閱讀素養表現為

464.296分，落在閱讀素養水準 2，表示學生能識別中等長度文本的主要

想法，當文本中的訊息不明顯，或有其他訊息干擾時，他們可藉由文本

中的有限內容產出基本推論（洪碧霞，2021）。

整體來說，各自變項間相關係數皆達顯著。在普高、技高教師層次

部分，各自變項間為低度相關至中度相關，閱讀教學活動量及自主支持

呈中度相關，而前述兩變項與班級經營則各自呈低度相關。在跨層次部

份，普高、技高教師的閱讀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閱讀教學自主支持

與學生閱讀勝任感皆呈低度相關；與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得分也呈低度

相關。在普高、技高學生層次部分，普高、技高學生閱讀勝任感與閱讀

素養表現得分呈中度相關。在常態分配部分，各自變項的偏態絕對值介

於 .158至 .616之間，小於 3，峰度絕對值介於 .015至 .792之間，小於

10（Kline, 2005），符合常態分配。關於教師層次、學生層次自變項之

間的相關是否會造成共線性，結果顯示 VIF介於 1.14 至 1.57之間皆小

於 2，所以變項間未有共線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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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普高、技高各層次變項之描述統計摘要表

普通型高中 技術型高中

1 2 3 4 5 1 2 3 4 5

教師層次

1.RA
2.CLA
3.AUT

1
.135**

1

.594**

.223**

1

-
-
-

-
-
-

1
.229**

1

.643**

.230**

1

-
-
-

-
-
-

學生層次

4.COM
5.PV_ave

.082**

.213**

.102**

.195**

.013**

.008*

1
.385**

-
1

.017**

.041**

.073**

.217**

.030**

.066**

1
.316**

-
1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2.983
0.285
0.496
0.792

3.502
0.174
-0.312
-0.172

2.997
0.194
0.158
0.631

2.682
0.643
-0.208
0.029

541.628
94.262
-0.616
0.407

2.748
0.312
0.137
0.118

3.360
0.189
-0.399
0.064

2.982
0.201
0.366
0.015

2.478
0.646
-0.155
0.061

464.296
91.014
-0.254
-0.294

註：本研究採加權後的樣本數進行分析，普高樣本人數 = 2,219，加權後有效樣本數 
= 70,242；技高樣本人數 = 2,682，加權後有效樣本數 = 73,826

教師層次自變項：RA = 閱讀教學活動量；CLA = 班級經營；AUT = 閱讀教學自主支
持。學生層次自變項：COM = 閱讀勝任感。學生層次依變項： PV_ave = 學生閱讀
素養表現得分，PISA 2018每位學生有 10個 PV，為呈現與各觀察變項關係程度，並
簡化表格，故採 PV平均數表示。
*p < .05, **p < .01。

二、多層次中介效果模型分析結果

本研究探討教師閱讀教學三要素：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閱讀教

學自主支持對普高與技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的影響，並檢視普、技高學

生閱讀勝任感的中介效果，以多層次中介效果模型分析臺灣 PISA 2018

普高與技高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問卷資料，以及其參與學校的國文

教師問卷資料。進行多層次中介效果模型分析前，需先以組內相關係

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確認組間差異強度。研究

問題一的依變項是學生閱讀素養表現，普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 ICC為

0.373；技高學生的是 0.256。研究問題二的依變項是學生閱讀勝任感，

普高學生閱讀勝任感的 ICC為 0.057；技高學生的是 0.030。

表 5為多層次中介效果模型分析結果摘要，結果顯示學制顯著影響

學生的閱讀素養模式。1. 全體教師層次自變項對全體學生的閱讀素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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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中，在納入學制變項後，其效果為 31.415（p < .01），學制消弱了全

體教師層次自變項對全體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的效果，全體教師層次自

變項對普高學生的效果顯著高於對技高學生。2. 在全體教師層次自變項

對全體學生的自變項，學制效果為 0.087 （p < .01），學制同樣消弱了

全體教師層次自變項對全體學生自變項的效果，全體教師層次自變項對

普高學生的效果顯著高於對技高學生。3. 在全體學生層次自變項對全體

學生依變項的部分，學制效果為 25.979（p < .01），納入學制後，全體

學生層次自變項對全體學生依變項效果也被消弱了。因此，本研究進一

步進行分組分析，分別就普高、技高學生受到教師教學三要素的影響，

結果說明如下：

（一）教師層次自變項對學生層次依變項的直接效果

教師層次自變項為閱讀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閱讀教學自主支持。

首先，教師的閱讀教學活動變項對普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為正向影響

（γc
01 = 97.946，p < .001），對技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無影響，故普高學

生分析結果符合研究假設 H1。其次，教師的班級經營對普高學生與技

高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皆呈正向影響（普高：γc
02 = 107.639，p < .01；技

高：γc
02= 116.096，p < .001），符合研究假設 H2。最後，教師的閱讀教

學自主支持對於普高學生及技高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皆無影響，研究假

設 H3未獲得支持。

（二）教師層次自變項對學生層次自變項的直接效果

教師的閱讀教學活動量對普高學生閱讀勝任感為正向影響（γa
01 = 

.267，p < .01），對技高學生閱讀勝任感無影響，因此，普高學生分析

結果符合研究假設 H4。接著，教師的班級經營變項對普高學生與技高

學生閱讀勝任感的影響皆呈正向影響（普高：γa
02 = .381，p < .01；技高：

γa
02= .236，p < .01），符合研究假設 H5。最後，教師的閱讀教學自主支

持對普高學生及技高學生的閱讀勝任感皆無影響，研究假設 H6未獲得

支持。

（三）學生層次自變項對學生層次依變項的直接效果

不論普高學生或技高學生，學生的閱讀勝任感對閱讀素養表現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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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正向影響（普高：γb
10 = 41.513，p < .001；技高：γb

10= 37.432，p < 

.001），符合研究假設 H7。

（四）跨層次的中介效果

在檢驗學生閱讀勝任感是否中介了三個教師層次自變項對學生閱讀

素養表現的影響，普高學生與技高學生有不同的結果。

普高學生閱讀勝任感中介了教師的閱讀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與學

生的閱讀素養表現，普高學生的分析結果支持研究假設 H8-1、H8-2，

由於教師的閱讀教學自主支持對學生閱讀素養表現的影響未達顯著，故

不需檢驗跨層次中介效果，普高學生的分析結果未支持研究假設 H8-3。

另一方面，技高學生閱讀勝任感中介了教師層次的班級經營與學生層次

的閱讀素養表現，技高學生的分析結果支持研究假設 H8-2，但教師的

閱讀教學活動量、閱讀教學自主支持未對技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有顯著

影響，所以不需檢驗其中介效果，技高學生的分析結果未支持研究假設

H8-1、H8-3。茲將分析結果進一步說明如下：

1. 普高學生閱讀勝任感的跨層次中介效果

教師層次閱讀教學活動量對普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在加入普高學生

閱讀勝任感後，影響效果從 97.946降至 85.491達顯著，表示普高學生

閱讀勝任感部份中介了教師閱讀教學活動量與學生閱讀素養表現，中介

效果量為 15.952，Sobel檢定量為 3.256（p < .01）。教師班級經營對

普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在加入學生閱讀勝任感後，影響效果從 107.639

降至 92.921達顯著，表示學生閱讀勝任感部份中介了教師班級經營與

學生閱讀素養表現，中介效果量為 10.989， Sobel檢定量為 2.711（p < 

.01）。

2. 技高學生閱讀勝任感的跨層次中介效果

教師層次班級經營對技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在加入了技高學生閱讀

勝任感後，影響效果從 116.096降至 107.207，仍具顯著性，表示技高學

生閱讀勝任感部份中介了教師班級經營與技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中介

效果量為 8.904，Sobel檢定量為 2.851（p < .01） 。

3. 普高、技高學生的閱讀表現及其影響因素

本研究發現普高學生閱讀表現平均分數（541.628分）高於技高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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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464.296分）。此外，教師的閱讀教學三要素對普高、技高學生閱

讀表現的影響因素是不同的。對修習普高主課程的學生而言，教師的閱

讀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會直接影響學生閱讀表現；但對修習技高主課

程的學生來說，只有教師的班級經營會直接影響學生閱讀表現，此結果

支持研究假設 H9。不過，學生的閱讀勝任感對於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

都具顯著影響。

表 5 

多層次中介效果模型分析結果摘要

全樣本分析 分組分析

未納入學制 納入學制 普通型高中 技術型高中

固定效果

教師總體層次→閱讀表現 (γc
01～ γc

03)

學制效果 -
31.415**

(9.799)
- -

閱讀教學活動
71.792***

(19.540)
53.914**

(19.886)
97.946***

(27.206)
-1.120

(20.028)

班級經營
132.091***

(23.973)
109.830***

(24.973)
107.639**

(37.803)
116.096***

(28.911)

閱讀教學自主支持
-65.562*

(31.949)
-48.216
(31.564)

-87.932
(45.671)

4.029
(31.876)

教師總體層次→學生個體層次 (γa
01～ γa

03)

學制效果 -
0.087**

(0.033)
- -

班級經營→閱讀勝任感
0.326***

(0.081)
0.270**

(0.080)
0.381**

(0.111)
0.236**

(0.084)

閱讀教學活動→閱讀勝任感
0.231**

(0.071)
0.186*

(0.076)
0.267**

(0.097)
-0.027
(0.088)

閱讀教學自主支持→閱讀勝任感
-0.181
(0.100)

-0.138
(0.100)

-0.253
(0.138)

0.076
(0.097)

個體學生層次→閱讀表現 (γb
10～ γb

20)

學制效果 -
25.979**

(8.544)
- -

閱讀勝任感→閱讀表現
39.795***

(2.272)
39.695***

(2.252)
41.513***

(3.463)
37.432***

(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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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樣本分析 分組分析

未納入學制 納入學制 普通型高中 技術型高中

教師總體層次→閱讀表現 (γc'
01～ γc'

03)

學制效果 -
25.979**

(8.544)
- -

閱讀教學活動
55.498***

(16.388)
40.875*

(16.522)
85.491***

(24.830)
-.976

(18.719)

班級經營
104.288***

(20.758)
85.739***

(22.105)
92.921**

(35.367)
107.207***

(27.789)

閱讀教學自主支持
-50.755
(26.873)

-36.416
(26.619)

-76.340
(42.059)

2.037
(30.382)

教師總體層次 ×個體學生層次→閱讀表現 (γd
11～ γd

13)

閱讀教學活動 ×閱讀勝任感
9.211**

(2.852)
7.367*

(3.012)
10.989**

(4.053)
2.667

(3.667)

班級經營 ×閱讀勝任感
12.974***

(3.328)
10.709**

(3.225)
15.952**

(4.899)
8.904**

(3.123)

閱讀教學自主支持 ×閱讀勝任感
-7.216
(3.935)

-5.486
(3.929)

-10.532
(5.627)

-0.871
(3.311)

隨機效果

截距 (σ2)
6456.176***

(238.739)
6461.454***

(239.055)
5629.284***

(375.272)
6105.849***

(248.037)

學生閱讀表現 (τ2
00)

2787.286***

(386.448)
2524.861***

(355.200)
2360.412***

(413.003)
1643.937***

(408.882)

閱讀勝任感 (τ2
11)

0.026***

(0.005)
0.026***

(0.005)
0.012**

(0.004)
0.010*

(0.004)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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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討論

本研究發現教師的閱讀教學三要素、學生閱讀勝任感對於普高、技

高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有不同影響，茲就其結果討論如下。

（一）教師的閱讀教學三要素對普高、技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的影
響情況

1. 閱讀教學活動量對普高、技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的影響

「閱讀教學活動量」是教師帶領學生找出文章主旨、支持論點，或

進行文本推論、確認作者觀點等活動的次數。本研究發現教師閱讀教

學活動量對普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呈正向影響，此結果與 Cantrell等人

（2016）的發現相似，即教師長期且密集的閱讀教學活動，有助於提升

學生閱讀素養表現。

對於技高學生而言，教師閱讀教學活動量對技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

沒有影響，推測原因可能與技高學生的閱讀理解策略運用能力較弱有

關。根據本研究的分析，技高學生閱讀表現平均分數（464.296分）比

普高學生弱（541.628分），因此當技高教師在課堂上進行「找出文章

主旨、支持論點，或進行文本推論、確認作者觀點」等教學活動，對技

高學生而言可能頗具挑戰性，因而無法回應老師的問題，使他們不易

融入閱讀學習活動。根據國內、外研究發現技高學生在摘要、統整、評

鑑與省思等閱讀理解策略能力皆顯不足（許尤美，2020；Van Ammel, 

2021）。

2. 班級經營對普高、技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的影響

「班級經營」是教師管理或引起學生專注於課堂活動，營造良好上

課氣氛的方式。本研究發現教師班級經營得愈好，普高、技高學生閱讀

素養表現愈好。也發現大部份教師在班級經營的掌握度頗一致，即任教

於普高與任教於技高的教師，在「很多學生根本不聽我說的話；吵雜和

失序；我要等很長的時間學生才會安靜下來；學生不能好好地學習；上

課過了很久學生還沒進入學習狀態。」等班級經營的評估皆落在 3與 4

之間。本研究結果與 Herman等人（2020）及 van Dijk等人（2019）以

國中、小學生為對象的發現一致。

3. 閱讀教學自主支持對普高、技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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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教學自主支持」是教師進行閱讀教學時，提供回饋以鼓勵學

生參與、鼓勵學生提出對文章的看法、連結學生的生活經驗或先備知識

與文章內容；運用提問激勵學生參與課堂活動。本研究發現教師的閱讀

教學自主支持對普高與技高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皆無影響，推測原因可

能是教師在進行閱讀教學自主支持時，教材以教科書的文章為主，未能

考量學生有興趣的閱讀主題。依 De Naeghel等人（2014）研究發現，教

師進行教學時，若能同時考量學生感興趣的閱讀主題，則教師的閱讀教

學自主支持對學生閱讀動機有正向效果。換言之，閱讀主題是否讓學生

感興趣或覺得有意義，可能左右閱讀教學自主支持是否對學生閱讀表現

有所影響。

（二）教師的閱讀教學三要素對普高、技高學生閱讀勝任感的影響

1. 閱讀教學活動量對普高、技高學生閱讀勝任感的影響

閱讀勝任感是學生感知自己對閱讀文本的興趣及完成閱讀活動的效

能。本研究發現教師閱讀教學活動量對普高學生閱讀勝任感有正向直接

效果；但對於技高學生閱讀勝任感則無影響。教師閱讀教學活動量對普

高學生閱讀勝任感的影響與 McCrudden等人（2005）的發現相似，即以

認知為基礎的閱讀教學活動量，如：確定文本主旨、推論等，有助於學

生理解文章，因此增加了學生的閱讀勝任感。教師閱讀策略運用的示範

及閱讀教學活動量有助於學生學習並運用閱讀理解策略，提升閱讀的自

我效能感及興趣。

然而，教師的閱讀教學活動量對於技高學生閱讀勝任感無效果，推

測其原因可能是技高學生的平均閱讀素養表現相當於閱讀素養水準 2，

意謂學生雖可讀出中等長度文本的主旨，但當文章中有干擾訊息或是不

明確的訊息時，學生宥於閱讀理解能力，雖可進行基本推論，理解文句

關係或意義，不過，當文本較長時，學生對於文章主旨，段落中細微差

別的含義，或省思作者欲傳達的觀點，或許較為挑戰。因此，教師進行

閱讀教學活動中的第 3-5項「依據學生讀過的文本做出推論，描述學生

讀過文本的風格或架構，確認作者的觀點或目的」對技高的學生難度高，

導致無法引起技高學生的興趣，技高學生的閱讀勝任感也就不會受到教

師閱讀教學活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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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班級經營對普高、技高學生閱讀勝任感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班級經營對普高學生、技高學生的閱讀勝任感有正向直

接效果。此發現與 Reyes等人（2012）、黃建皓（2012）以國小學生為

對象的研究相似。Yu等人（2020）的研究也發現班級氣氛有助於學生意

識到自己的學習成效。因此，良好的班級經營有助於學生提升上課注意

力、正向學習行為、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學生對於教師安排的閱讀任

務或是作業也可順利完成，因此，學生的閱讀勝任感也提升。

3. 閱讀教學自主支持對普高、技高學生閱讀勝任感的影響

閱讀教學自主支持對普高學生與技高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皆無影

響。雖然 Chang與 Bansgri（2020）的研究曾發現教師閱讀教學自主支

持可提高學生的自我效能，有助於提升自信心，Olivier等人（2020）也

有相似的發現；不過，Olivier等人也發現當學生認為該活動具意義且有

價值時，教師的閱讀教學自主支持對學生閱讀勝任感才有影響。因此，

推測本研究教師的閱讀教學自主支持未影響普高與技高學生閱讀勝任感

的原因，也許是教師閱讀教學自主支持活動未能引起學生的興趣，或是

學生未能知覺到閱讀教學自主支持對他們的意義與價值。

（三）普高、技高學生閱讀勝任感對其閱讀素養表現的影響

學生的閱讀勝任感是對閱讀活動喜愛與完成程度的評估，本研究發

現普高與技高學生的閱讀勝任感對閱讀素養表現呈正向效果。此發現也

與過去以不同年級學生為對象所進行的研究結果相似（Zhao et al., 2019; 

Høigaard et al., 2015）。因此，學生的勝任感可預測學生學習表現，且

學生閱讀勝任感是閱讀素養表現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四）普高、技高學生閱讀勝任感對教師閱讀教學三要素與學生閱
讀素養表現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發現普高學生閱讀勝任感部分中介了教師閱讀教學活動量與

學生閱讀素養表現，但技高學生閱讀勝任感則無此中介效果。教師的閱

讀教學活動愈頻繁，可提升普高學生閱讀勝任感，進而增進普高學生的

閱讀素養表現。此發現與 Chen等人（2021）以加拿大 18,624名小四生

為研究對象參加 PIRLS評比的結果類似，學生閱讀勝任感中介了教師教

學活動及學生閱讀表現，類似的發現也從 Høigaard等人（2015）以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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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十年級學生為對象的研究結果獲得支持。

另外，本研究也發現普高、技高學生的閱讀勝任感部分中介了班級

經營與學生閱讀素養表現。無論是普高或是技高，教師班級經營，促進

學生專注於課堂閱讀教學活動，所以，教師班級經營愈好，學生閱讀勝

任感愈高，因此提升了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此發現與 van Dijk等人

（2019）以小學生為對象的結果類似，學生學習勝任感中介了教師班級

經營與學業成就。

（五）教師閱讀教學三要素與普高、技高學生閱讀勝任感對學生閱
讀素養表現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教師的閱讀教學三要素與學生閱讀勝任感對普高、技

高學生有不同的影響。就修習普高主課程的學生來說，教師的閱讀教學

活動量、班級經營直接影響了普高學生的閱讀勝任感及閱讀素養表現，

學生的閱讀勝任感直接影響了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且學生閱讀勝任感

部分中介了教師閱讀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與學生閱讀素養表現。對修

習技高主課程學生而言則有不同的情況，教師的班級經營直接影響學生

的閱讀勝任感及閱讀素養表現，學生的閱讀勝任感直接影響了學生的閱

讀素養表現，學生的閱讀勝任感部分中介了教師班級經營與學生閱讀素

養表現。此發現與 Rogiers等人（2020）以比利時中學生為對象的結果

類似，修習不同主課程的學生，其對閱讀喜愛的程度及閱讀素養表現是

不同的。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探討教師閱讀教學三要素：閱讀教學活動量、班級經營、閱

讀教學自主支持對普高、技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的影響，並以學生閱讀

勝任感為中介變項，採多層次中介效果分析臺灣 PISA 2018普高、技高

學生閱讀素養表現、問卷資料，及參與學校之國文教師的問卷資料。本

研究發現，教師閱讀教學活動和班級經營正向影響普高學生閱讀素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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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而技高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僅受教師班級經營正向影響。其次，

教師閱讀教學活動、班級經營正向影響普高學生閱讀勝任感；而技高學

生的閱讀勝任感，僅受教師班級經營的正向影響。第三，普高與技高學

生的閱讀勝任感均正向影響他們的閱讀素養表現。第四，普高學生的閱

讀勝任感部分中介了教師閱讀教學活動、班級經營與學生閱讀素養表現；

技高學生的閱讀勝任感部分中介了教師班級經營與學生閱讀素養表現。

最後，修習普高主課程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高於修習技高主課程學生。

綜合言之，對普高學生而言，教師閱讀教學活動、班級經營有效影響學

生閱讀表現，學生閱讀勝任感部分中介了教師閱讀教學、班級經營與學

生的閱讀素養表現；對技高學生來說，教師班級經營有效影響學生閱讀

表現，學生閱讀勝任感部分中介了教師班級經營與學生閱讀素養表現。

二、建議與研究限制

（一）教學實務上的建議

1.透過閱讀策略教學，提升技高學生深度閱讀理解能力。

本研究發現，技高學生閱讀表現平均分數（464.296分）比普高學

生弱（541.628分），且教師的閱讀教學活動對技高學生的閱讀素養表

現無影響，推測原因可能是技高學生有些基本閱讀理解策略未達精熟

（如：摘取文章重點，統整歸納…等）。因此，建議技高教師將閱讀理

解策略教學融入國文課程中，待學生熟悉摘取文章重點、統整歸納等基

本閱讀策略後，再帶入「找出支持文本主旨的論點、進行文本內容推論、

確認作者觀點」等較具挑戰性的閱讀教學活動。

2.透過問題導向學習法，增進師生對話，提升學生閱讀自主性。

本研究發現，教師閱讀教學自主支持活動對普高、技高學生的閱讀

勝任感、閱讀素養表現皆無影響，原因也許是教師的閱讀教學自主支持

活動未能引起學生的興趣，或是學生沒能感受到學習活動的意義。是以，

建議教師可考慮採取「問題導向學習法」，透過與學生對話，引導出以

學生為出發的學習問題，提升學生對學習問題的意義感，再透過小組合

作學習，建立學生之間的歸屬感及安全感，進而提升學生閱讀自主性。

3.發展主題式的跨領域閱讀活動，增進普高學生的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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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普高學生能從教師的閱讀教學活動量提升自身的閱讀

勝任感、閱讀素養表現。因此，建議國文教師可進一步拓展普高學生的

閱讀廣度，例如，進行主題式多文本閱讀活動，結合「主題式教學」及

「多文本閱讀」，以主題設計學習內容，引導學生閱讀相同主題，但不

同學科領域的文本，促進學生理解、整合不同文本之間與主題相關的概

念。根據唐淑華（2021）的研究發現，採取主題式的跨領域閱讀活動，

除了提升學生的學習主動性，也會加深學生閱讀單一主題的深度。

4.透過增能課程或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優化在職教師班級經營知

能。

本研究發現教師班級經營對普高、技高學生閱讀素養表現呈現正向

影響，且是閱讀教學三要素中影響程度最大，顯示班級經營對於學生閱

讀素養表現的重要性。班級經營是教師運用各種方式營造良好的課室內

學習氣氛，因此，在職教師可透過增能課程或教師專業成長社群，交換

班級經營的方式與心得，優化班級經營的知能。

（二）研究上的建議

教師閱讀教學自主支持活動對普高、技高學生的閱讀勝任感、閱讀

素養表現皆無影響。建議未來可進一步探究閱讀教材或閱讀教學活動能

否引起學生興趣對於閱讀教學自主支持教學成效的調節效果。此外，「學

生是否知覺到教師閱讀教學自主支持」會不會影響教學效果，也值得進

一步探究。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限制有以下兩點：1. 本研究以臺灣參加 PISA 2018之普高、

技高的高一生為研究對象，故若要推論本研究發現至其他年級時需謹慎

保留。2. 本研究分析普高、技高國文教師與學生的自陳量表，教師與學

生的作答反應或有可能為了符合社會期待而產生社會期許偏誤，因此在

運用本研究結果時，需考量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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