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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使用 SQ4R 學習策略及合作學習應用於網路教學系

統，對學生閱讀理解能力及閱讀動機之影響。研究對象為臺中市某高

職二年級兩班學生，一班為實驗組，在上課時使用教學系統學習；另

一班為控制組，在上課時自行閱讀，不使用教學系統學習。研究採準

實驗研究設計，教學科目為國文科，實驗時間共 3 個星期，每週安排

2 堂課，以實驗前後測及問卷進行評量並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兩組

學生之差異。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的閱讀理解能力與閱讀動機皆優

於控制組，學生對於網路教學系統使用於閱讀教學的滿意度良好，且

大多數的學生願意在家自己上網使用此系統進行閱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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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為迎接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社會的來臨，提昇國家競爭力與科技實力，教育

部推動中小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並規劃「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以勾勒出

未來資訊教育的願景。總藍圖的推動是以教師為起始點，藉由教師帶動學生、學

生影響家長，進而提昇全民運用資訊的能力與學習素養（教育部，2001）。隨著

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促使網際網路的普及，使得知識傳遞的速度更加快速，讓學

習不再僅限於教室，未來使用網路來學習將成為趨勢，許多研究更顯示網路學習

環境可以促進學生的批判思考（賴錦緣、陳勝美，2013）。

閱讀被視為重要的生活基本技能之一，因為閱讀能力是各學科領域學習的

基礎，若學生掌握了閱讀技巧、學會如何閱讀，即可掌握自學的方法（Griffin, 
Snow, & Burns. 1999）。聯合國自 1996 年起，將每年 4 月 23 日訂為「世界閱讀

與版權日」（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我國為響應「世界閱讀日」，

於 2008 年 4 月 23 日教育部和國家圖書館簽署「閱讀宣言」。然而，在 2006
年 PIRLS「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簡稱 PIRLS）公布的臺灣排名僅為第 22 名，達高分指標學生的比例明顯

較少，僅與國際平均相當，且學生的閱讀表現多集中在平均分數附近；由國際教

育評鑑協會（IEA）調查的學校，對閱讀相關目標與政策方面發現，幾乎有九成

的學校是鼓勵學生參加非正式的閱讀活動，學校在制訂如何整合教師之間閱讀

教學綱要或指引的比例較低，只有不到四成（柯華葳、詹益綾、張建妤、游婷

雅，2008）。另外由 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
ment）所發展的跨國調查研究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
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結果，於 PISA 2012 共 65 個國家／地區中，臺

灣的書面閱讀素養排名第 8，雖然 PISA 2006 與 PISA 2009 的排名相較之下呈現

明顯進步，但學生個別差異已微幅擴大；數位閱讀排名第 10，相對於書面閱讀

的表現，臺灣學生數位閱讀的平均數和排名也略低，且臺灣男學生的閱讀素養大

約落後女學生一學年左右。PISA 結果也表明，驅力、動機和自信是學生發揮其

潛力的必要條件 ( 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14）。

由 PISA 與 PIRLS 的評比成績分析，臺灣學生的閱讀及思考能力仍有進步空

間，教育相關人員應該就教師教學方式跟學習環境作檢討並改進，尤其是教師需

於閱讀教學中進行有策略的引導，才能跳脫以往學生被動思考的學習，因此「閱

讀策略教學」更顯重要。由於 SQ4R 學習策略效果良好，能有效促進良好的學習

成果並建立學習者信心與增強學習的興趣（戴維思，2001），因此本研究以系統

化的 SQ4R 學習策略步驟做為引導學生進行閱讀時的策略，利用其幫助主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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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期望能幫助學習者在閱讀時更容易掌握篇章內容要旨，提升閱讀的能力

與動機。

在學習環境的安排上，自 1970 年開始逐漸盛行的合作學習方式，有越來

越多教學應用的趨勢。Johnson、Johnson 與 Holubec（1998）說明合作學習是

一種使用於小團體的教學，可以讓學生一同學習並發揮自己和同儕學習的最大

成效，且合作學習的方式有一套完善的措施以及高度結構化的學習方式（Ning, 
2011）。合作學習小組的學習方式，不僅能夠積極合作、行動分工，還要注意成

員的表現，因此小組討論的成效也較高。

本研究目的在建構一套網路教學系統，將 SQ4R 學習策略與合作學習方式用

於國文科的閱讀教學中，以促進學生在閱讀理解的學習並增進閱讀動機。探討的

問題有三：

1. 結合 SQ4R 學習策略與合作學習應用於網路教學系統對學生閱讀理解能力

之影響。

2. 結合 SQ4R 學習策略與合作學習應用於網路教學系統對學生閱讀動機之影響。

3. 暸解學生對於結合 SQ4R 學習策略與合作學習的網路教學系統用於閱讀學

習是否滿意。

貳、文獻探討

一、閱讀理解與閱讀動機

（一）閱讀理解

閱讀是一個有意義的過程，最終目的乃在於文章意義的獲得（Alexander ＆ 
Heathungton, 1988）。Gough 與 Tunmer（1986）認為閱讀則是複雜的認知處理歷

程，包含識字（Word Recognition）和理解（Comprehension）兩大核心能力，而

傳統上的閱讀是以文字為主，從心理處理歷程來看，識字、字 / 詞彙解碼與觸接、

整段文字及通篇文章的理解等，需使用不同層次的語言符號進行處理，包含語彙

的提取與組織、語意的整合、歸納與推理等歷程，才能成功地閱讀文字。

閱讀理解則是閱讀技能的一種表現，當讀者具備應有的閱讀技能後，理解就

會自動產生（Evans, Evans & Mercer, 1986；Swaby, 1989）。Mayer（林清山譯，

1990）認為要達到閱讀理解有三種必備知識。第一種是內容知識，包含具備及運

用先備知識；第二種是策略知識，是指在閱讀時做推論及運用文章結構來確定重

要的訊息；第三種是後設認知知識，是指自我監控是否充分理解文章內容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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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vans、Evans 與 Mercer（1986）以及 Swaby（1989）認為最終的理解會因讀

者程度的不同而產生出四種不同的層次：第一，讀者從字句的語意就能瞭解文章

的主題思想，即為字義的理解，包括回憶文章內容、順序、細節，並知道字的意

義等技能。第二，讀者能根據文章所描述的訊息，再以自己的經驗去推論其隱含

的意義，即為推論的理解，包括推測中心思想進行合理的解釋、預測、比較對照

因果等技能。第三，讀者依據文章所傳達的訊息而產生了自己的觀點，即為評鑑

的理解，包括價值判斷、決定主張、支持或拒絕某些意見等技能。第四，讀者能

分析閱讀材料的格式內容，即為批評的理解，包括瞭解文章思想的邏輯性和一致

性，並能區辨文章字句的形式和語態等技能。

許多學生在閱讀的時候，是亂無章法的閱讀，因此，本研究根據閱讀理解的

歷程：字義的理解、推論的理解、評鑑的理解及批判的理解四部份，引導學生閱

讀文章。

（二）、閱讀動機

教育工作者認為動機在讀寫能力的發展中位居核心，且是增進學習成績的中

介角色（Marinak & Gambrell, 2010）。Csikszentmihalyi 以「Flow」心流的概念

說明閱讀的動機，當讀者對自己所閱讀的材料滿意並樂在其中時，讀者即經歷了

「flow」，而閱讀經驗本身就是酬賞。有內在動機的讀者視閱讀為有意義的挑戰，

缺乏內在動機的讀者則將閱讀視為阻礙（趙維玲，2001）。

Deci 和 Ryan（1985）說明閱讀的內在動機是指被激勵、好奇，以及對自己

好（for its own sake）的活動的興趣，而不是外在的原因如工作的報酬或成績等。

當個體感受到對環境的自我決定權時，將引發其內在動機。

Wigfield 和 Guthrie（1997）將閱讀動機概念化成十一個不同的面向，Wig-
field（1997）並將動機進一步分成三個類別。第一個類別為能力與效能信念

（competence and efficacy beliefs），包含（1）因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而讀；（2）為挑戰（challenge）而讀；以及（3）為逃避（work avoidance）而

讀三個面向。第二個類別為閱讀的目標（goals for reading），包含（4）因好奇

（curiosity）而讀；（5）因投入（involvement）而讀；（6）因重要（important）
而讀；（7）因認可（recognition）而讀；（8）為成績（grades）而讀；以及（9）

為競爭（competition）而讀等六個面向。第三個類別為閱讀的社會目的（social 
purposes of reading），包含（10）為社交（social）而讀與（11）為順從（com-
pliance）而讀兩個面向。

Baker 與 Wigfield（1999）則基於參與的觀點（engagement perspective）和成

就動機（achievement motivation）兩大理論進行兒童的閱讀動機研究，其參與的

觀點理論著重在興趣的認知、動機以及社會性的閱讀。有參與感的讀者會因不同

的目的、從先前的經驗去整合新的理解以及為了參與有意義的社會性互動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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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成就動機理論指出個人的競爭和有效的信念、內在與外在動機，且學習成

績扮演重要的角色，會影響學生想要做哪些閱讀活動、要閱讀多久以及多認真閱

讀。有動機的讀者也會因此而更參與閱讀，並且對閱讀有正向的態度。

從文獻檢閱可知，如同 Wigfield 和 Guthrie（1997）所說明：學生對閱讀文

學的動機是多元且複雜的，會因為不同的原因，以不同的方式選擇或逃避閱讀，

不可被簡化為單一個因素。

Wigfield 和 Guthrie 發展了「閱讀動機問卷」（Motivation for Reading Ques-
tionnaire, MRQ）以評估其閱讀動機的 11 個面向，本研究的閱讀動機問卷即是以

趙維玲（1992）根據 MRQ 所發展之「國小學童閱讀動機問卷」加以修訂而成。

本研究將閱讀動機分為閱讀內在動機與閱讀外在動機兩個面向，閱讀外在動機包

含閱讀效能、閱讀好奇、閱讀投注、閱讀挑戰、閱讀重要性及為抒發情緒而讀等

六個向度；閱讀內在動機包含閱讀中的競爭、為認同而讀、為順從而讀、為成績

而讀及為社交理由而讀等五個向度。

三、SQ4R 學習策略

Robinson（1946）在其著作「有效的學習」（Effective study）中提出 SQ3R
閱讀理解策略，共有五個步驟：概覽（Survey）、發問（Question）、閱讀（Read）、

背誦（Recite）以及複習（Review），其名稱是由每個字的第一個字母所組合而成。

之後陸續有許多學者根據 SQ3R 閱讀理解策略發展出不同的學習方式（Chastain 
& Thurbor, 1989），其中一種常在許多心理學導論的課程中會教導的學習方式是

「SQ4R」（Gujjar, Bajwa, & Ramzan, 2011）。SQ4R 比 SQ3R 多一個關聯（relate）

的步驟，在經過前面四個步驟後，回頭思考文章所講述的內容，藉由這個步驟對

文章能夠更加了解，再次反思後能知道自己還不了解的地方，針對不熟的地方做

加強。為能引發學生思考，容易記住，且有效的複習，本研究依照 SQ4R 六個學

習步驟作為引導學生閱讀文章的學習方式。

本研究所使用 SQ4R 學習策略的步驟如下：

1. 概覽（Survey）：教師在學生瀏覽閱讀的課文之前，先將課文之關鍵字及

其大意列出，讓學生知道關鍵字的意義後，藉此引導學生快速瀏覽該文章，

概覽包括書名、前言、作者、目錄、索引等，讓學生預測該課文之主旨。

2. 發問（Question）：教師利用 6W 法（何人、何處、何時、為何、什麼、如何）

提出幾個與主題相關的問題，將這些問題做為學習標的，引導學生思考去了

解文章的內容。

3. 閱讀（Read）：學生在這個步驟，詳讀文章全文及翻譯，透過主動閱讀，

試著找出問題的答案。針對該課文內容詳細閱讀文章中某些細節或段落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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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概念，有助於解答問題。

4. 背誦（Recite）：此步驟是指學生到「回答問答區」回答教師提出的問題，

試著回想並陳述該課文之重點，如果不是很熟悉，再回到閱讀區去找答案。

確定答案並在線上回答問題的時候，就是在背誦，因為學生必須回想剛剛看

到的文章，然後用自己的話去陳述文章內容。

5. 關聯（Relate）：用個人的定義去詮釋與理解文章內容，比較容易記住，

例如，可以利用諧音或是圖像等比較容易記的方式幫助自己學習與記憶。此

步驟是引導學生在讀某一個章節時，試著將之前已經得知資訊裡的知識和概

念連結在一起。

6. 複習（Review）：再返回看一次學習的內容，將課文內容、重點、筆記、

綱要與圖表再閱讀過一遍。學生從重讀標題開始，回憶章節重點，將記憶模

糊、不理解的部份，對照課文再重讀一次。此外，若學生有摘要或筆記也一

併複習。

四、合作學習

（一）合作學習理論

「合作」是人類生存的既定法則，自古就有合作的行為。孔子云：「獨學

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旨在強調人與人之間互相學習、交換心得，有助於提

高學習成效。合作學習被視為現代的教學方法之一，也是團隊合作的最初範例

（Slavin, 1995）。國內學者也將合作學習運用在不同年級與教育階段（幼稚園、

國中小學、高中職與專院校）、不同學科（如國語文、數學、第二外語、專業領

域課程等）、不同對象（一般生、特殊生、論調式建教合作及技藝班學生等），

且大多數的研究顯示，合作學習可以改善學生學習成效、增加學習動機、導正學

習態度、融洽班級氣氛及提升問題解決的能力（陳書筆，2005）。成功的合作學

習取決於所有的成員是否參與團體的活動且合作（Korkmaz, 2012），有許多的

關鍵要素可做為了解合作學習的環境是否有效，例如 Nam 和 Zellner（2011）所

提出正向的相互依存、個別責任以及確保平等的個人貢獻。

（二）合作學習模式

合作學習在應用上，可分為不同類型的合作學習模式，列出如下（陳慧珍，

2007）：

1.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udent Teams-Achievement Divisions，STAD）：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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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進行異質分組，每組人數為 4 至 5 人。每個單元教學時，教師先對全班

授課，以講解或討論的方式把單元教材介紹給學生，然後由小組共同學習與

熟悉學習單及教材內容，採取方式可以是配對學習或相互問答、討論問題等

等。小組成員都學會了教材內容，才算是完成小組的學習工作。接著，學生

必須參加測驗，這個步驟中，小組的成員不可以互相協助，因為個別分數將

轉換為小組分數，代表小組整體的表現。最後一個步驟是小組表揚，針對最

高分的小組、進步最多的學生及表現優異的學生，給予獎賞鼓勵。

2. 小組遊戲競賽法（Team Games Tournament，TGT）：其設計非常近似

STAD，主要的差異在透過學習單的學習活動完成後，舉行小組之間成就測

驗的競賽。教師在課前先準備學業競賽題目單、題號卡、答案單、計分卡，

測驗時依每組學生能力高低分派至適合的競賽桌，比賽成績以小組個人得分

轉換的點數總和計算，成績高者給予表揚和獎勵。

3. 拼圖法（the Jigsaw Method）：Jigsaw 拼圖法是由 Aronson 等人於 1978 年

發展出來，且已成為現在最受歡迎的一種在學習社群中加速合作和討論的

方式之一（Pozzi, 2010）。拼圖法的方式是將學生先分為 4 至 6 人的異質小

組，每一小組分派相同的作業或任務，教師把學習的材料分成幾個不同的部

分，猶如每個整體拼圖中的一小塊拼圖，小組中的每一成員負責完成指定作

業或任務的一部份。各組負責相同部份的成員先一起學習，然後再回到小組

裡負責指導其他組員自己精通的部份。需特別注意的是，實施拼圖法學習之

前，教師必須先訓練小組成員溝通和指導的技巧才能促進合作學習的成功。

拼圖法後經過許多的學者改良，如 Slavin 加入 STAD 的「小組獎勵結構」和

「進步分數」等要素，以增強其結構的相互依賴，稱之為「拼圖法第二代」

（Jigsaw Ⅱ）。Jones 和 Steinbrink（1988）提出在「小考」階段前，加入「考

前合作複習」，即由小組成員共同複習學習內容，並互相提問，以精熟教材

內容，為小考作準備，即為「拼圖法第三代」（Jigsaw Ⅲ）。

4. 小組加速教學法（Team Accelerated Instruction，TAI）：其融合了個別化

教學和合作學習，適用於國小中高年級的數學教學。首先將學生進行異質分

組，然後根據安置測驗結果，指導學生學習適合自己程度的個別化教學材

料，但每個人依照自己的程度和速度學習，小組成員依照答案單交換計分。

小組表現是一每週小組學完的單元數和單元的正確性來判斷。合乎既定標準

者，即予以表揚或獎勵（Slavin, 1983）。

5. 團體探究法（Group Investigation）：Jalilifar（2010）引述 Kagan（1985）

的說明，認為團體探究法是以學生為導向和時常發生在外部獎勵的工具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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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不同，它是內在的獎勵，且團體探究法中的合作是為了學得更好並且能更

學習如何幫助他人。團體探究法的方式，是教師將全班分組，每組人數為 2
至 6 個人，以小組合作進行調查和討論等活動，每個小組在教師指定範圍內

選擇其學習內容，學習完成後由教師及成員進行評量，小組的學習結果特別

著重在小組成員的資料蒐集、互相討論和個人知識促進。

根據合作學習的相關文獻可了解，合作學習主要在提升學習的正向態度，並

在學習過程中獲得滿足。提升的學習成效更能增加學習的自信並肯定自我，讓學

生經由小組的合作與學習，積極地參與學習活動、配合同儕之間的合作、學習社

會的互動關係，刺激學生的學習動機。因此，本研究將應用 SQ4R 學習策略與合

作學習策略於網路教學系統，以了解此系統對學生閱讀理解能力與閱讀動機之影

響。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中市某高中的二年級兩班學生為研究對象，以班級為單位，接受

為期三週的實驗課程。一班為實驗組，樣本數為 30 人，進行應用 SQ4R 學習策

略和合作學習於網路教學系統的學習；一班為控制組，樣本數為 32 人，自己進

行閱讀。

實驗組需加以分組，分組的依據為依照閱讀理解測驗的前測分數，採取異質

性分組，平均分配 6 人一組，讓每一组皆有高分組員及低分組員，各組的平均分

數趨近一致，以確定實驗結果是否達到互相學習的效果。

二、實驗設計

表 1 應用 SQ4R 學習策略與合作學習於網路教學系統對學生閱讀理解能力與動機影響之研究變項表

自變項（教學法） 控制變項 依變項（學習結果）

實驗組（經由教師授課後使用網

路教學系統進行閱讀）

（1）教材內容

（2）學生年級

（3）教學師資

（4）教學時間

（5）測驗題目

（1）閱讀理解能力

（2）閱讀動機

（3）系統滿意度及閱讀動機問卷控制組（經由教師授課後讓學生

自行進行閱讀）

1. 自變項：教學法

實驗組：經由教師授課後使用此系統進行閱讀。

控制組：經由教師授課後讓學生自行進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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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控制變項

（1）教材內容：實驗組及控制組教授的課程內容一致。

（2）學生年級：實驗組及控制組均為同校高職二年級學生。

（3）教學師資：實驗組及控制組皆由同一位教師教授。

（4）教學時間：實驗組及控制組授課時間一致。

（5）測驗題目：實驗組及控制組以相同的閱讀理解試題進行測驗。

3. 依變項

（1）閱讀理解能力：學生以「閱讀理解測驗」的分數為依據，分數越高者

表示閱讀理解能力越好。

（2）閱讀動機：學生以「閱讀動機及系統滿意度問卷」的分數為依據，分

數越高者表示閱讀動機越好。

三、研究工具

（一）網路教學系統

網路教學系統是學生於教師授課後使用，學生登入網站後（如圖一）以

SQ4R 的學習策略依序進行六個步驟：步驟一為概覽，概覽畫面如圖二，表列出

文章的大意、作者、名詞解釋、文章類型等，讓學生可以先藉由此步驟了解本文

的大綱以及文章背景。

圖 1 登入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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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步驟一之概覽畫面

步驟二為問答，教師以 6W 針對本文提出問題（如圖 3），學生在問答區先

看過問題，在下個步驟閱讀全文的時候，找出問題的答案。步驟三為閱讀，學生

閱讀文章全文內容、學習文章的翻譯與文章相關知識，在這個步驟中可找到問答

區的答案（如圖 4）。第三步驟是將文章全部內容都表列出來，因學生經由前面

兩個步驟對本文已有一定的認識，所以在這個步驟裡面，可以更快速以及更有結

構性地去閱讀。

圖 3  步驟二之問答區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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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步驟三之閱讀區畫面

步驟四為背誦，學生根據第三個步驟閱讀的文章，在這個步驟中需要回想剛

剛看的文章，用自己的方式紀錄重點，自己先想想問題的答案，在下一個步驟就

由分組成員一起討論，將自己剛剛想的答案說出來，跟成員討論。

步驟五為產生關聯，教師將學生分組進行小組討論，並且將所討論出來的結

果回到問答區回答，如此一來，可以加深學生對文章的了解程度，還可以看到別

組討論的結果，藉此也相互學習。

第六步驟為複習，在這個步驟將會重複第三個步驟，讓他們在閱讀文章全文

後，最後藉由考題來測驗他們對文章是否真的有吸收及了解（如圖 5），測驗完

之後，學生可以馬上看到自己的成績。

圖 5  測驗題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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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文章

教學內容為配合教師教學進度，採國文科教科書中的「蓼莪」、「晚遊六橋

待月記」兩文章為教學內容。

（三）閱讀理解測驗

本研究編製之閱讀理解測驗，是根據字面理解、文意理解、批判性理解三面

向所編製之閱讀理解測驗，針對實驗課程範圍設計前、後測「閱讀理解測驗」，

設計內容為龍騰版高職國文科二年級教科書中「蓼莪」與「晚遊六橋待月記」之

課程內容、能力指標、學習目標編製而成 40 題選擇題，經由三位國文科教師審

核討論，修正及刪除不適當題目，再將之分為前、後測考卷，測驗時間為二十分

鐘，以探討應用 SQ4R 學習策略與合作學習於網路教學系統對學生閱讀理解之影

響。本測驗採取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完成 20 題閱讀理解測驗之前測其 Cron-
bach α 值為 .719，完成 20 題閱讀理解測驗之後測其 Cronbach α 值為 .814，且

前測與後測試卷之複本信度檢驗相關係數為 .689，顯示本閱讀理解測驗具有良好

信度。

（四）閱讀動機與系統滿意度問卷

本研究結合閱讀動機構面與系統滿意度構面為一份問卷，每個構面各 10 題，

共 20 題，以了解學生對於此網路教學系統的看法及建議。閱讀動機問卷根據趙

維玲（1992）所發展之閱讀動機問卷加以修正而成，將閱讀動機分為閱讀內在動

機與閱讀外在動機兩個面向，閱讀外在動機：包含閱讀效能、閱讀好奇、閱讀投

注、閱讀挑戰、閱讀重要性及為抒發情緒而讀等六個向度；閱讀內在動機：包含

閱讀中的競爭、為認同而讀、為順從而讀、為成績而讀及為社交理由而讀等五個

向度。問卷經由信度分析測試，施測後 Cronbach 的 α 值為 .777，顯示可信度高。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閱讀理解能力測驗分析

本研究首先針對實驗組和控制組學生進行閱讀理解能力的前測，前測結束

後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兩組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是否有差異。從表 2 兩組

學生閱讀理解能力獨立樣本 t 檢定之統計分析所示，在閱讀理解能力的前測中，

兩組實驗前 t 值為 -1.143，雙尾的 p 值為 .259>.05，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兩組學

生閱讀理解的起點行為沒有顯著差異。經教學實驗後，閱讀理解能力後測 t 值為

2.068，p 值為 .043<.05，兩組學生後測成績有顯著差異。由此得知，實驗後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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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SQ4R 學習策略與合作學習於網路教學系統的實驗組學生，其閱讀理解能力

明顯優於一般傳統學習上教師講授課程後自行學習的學生較好。

表 2  兩組學生閱讀理解能力獨立樣本 t 檢定之統計分析

量表 前後測 組別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雙尾）

閱讀

理解

能力

前測
實驗組 32 56.25 19.302

-1.143 259
控制組 29 60.69 9.975

後測
實驗組 32 68.13 18.039

2.068 .043*
控制組 29 58.97 16.550

* p ＜ .05

二、學生閱讀動機分析

本研究之閱讀動機題目共有 10 題，評分的方式為最高 5 分，最低 1 分。從

學生評分的統計與分析中發現，其給予系統的成績皆介於 5 分至 3 分之間，顯示

實驗組學生在使用本網路教學系統於國文課閱讀理解的學習後，所有填寫題目的

平均數皆高於 4，尤其第 13、15、16、18、與 20 題的平均成績最高（如表 3）。

從學生閱讀動機的分析可得知：學生在使用應用 SQ4R 學習策略與合作學習的網

路教學系統後有良好的閱讀動機，且大多數的學生也認為本課程的學習會提升他

們對閱讀的興趣。

表 3 實驗組學生兩組學生閱讀理解能力獨立樣本 t 檢定之統計分析

題項與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3. 在閱讀時會思考文中的意思及作者想表達的心情。 4.25 .718

15. 從閱讀中可以學到很多知識。 4.28 .729

16. 閱讀理解策略對於在閱讀時的理解與記憶方面，認為有幫助。 4.13 .751

18. 因為本課程的學習，會讓你增加對閱讀的興趣。 4.03 .782

20. 在本課程學習完之後，以後在閱讀其他文章會使用這種方式閱

讀。
4.19 .780

三、使用網路教學系統進行閱讀學習的滿意度分析

本研究之網路教學系統在設計時便以容易讓學生使用及理解為主要原則，系

統滿意度問卷題目以科技接受模式之「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為構面，

問卷共十題，每題以一分至五分表示「非常不同意」、「同意」、「沒有不同意」、

「同意」以及「非常同意」。在實驗後實驗組所填寫之滿意度問卷裡，無論是「認

知有用性」的構面或「認知易用性」之構面，其平均值皆大於 4，顯示大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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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學生對於網路教學系統大多持正面的看法。表 4 顯示實驗組在使用網路教

學系統後，於「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兩個面向中成績最高分的各三個

題目。

表 4  網路教學系統滿意度摘要

面向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認知

有用性

我認為此系統對於國文閱讀學習活動有幫助。 4.25 .672

我覺得使用此系統輔助閱讀學習，比只有傳統的教師教學方

式要容易瞭解。
4.38 .707

使用此系統後，在閱讀文章時不會再雜亂無章，沒頭沒尾地

讀，系統引導閱讀的方式，讓我慢慢地抓到閱讀文章的技巧。
4.19 .821

認知

易用性

此系統的操作介面簡單且容易。 4.03 .647

此系統的功能容易點選使用。 3.94 .814

此系統的功能標示明確，讓人一目了然。 4.19 .821

伍、結論與建議

一、學習者使用以 SQ4R 學習策略和合作學習的網路教學系統

後，對閱讀理解能力有顯著正向提升

實驗組在使用以 SQ4R 學習策略和合作學習搭配應用的網路教學系統後，其

閱讀理解能力顯著優於傳統學習的學生。研究顯示透過此網路教學系統能夠讓學

生對於閱讀文章的理解更容易掌握，且學習時主動形成合作學習的方式，更可讓

學生們藉由討論的過程增進互動及相互學習的機會。教師的角色已不再成為學習

的中心，因為教師需在教學前完成文章的分析與整理及問題的準備，並在文章教

學後，引導學生使用網路教學系統進行自主和小組合作的學習，顯示此網路教學

系統也實踐了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方式。

二、學習者使用以 SQ4R 學習策略和合作學習的網路教學系統

後，對閱讀動機有顯著正向提升

學習的動機貫穿整個學習過程，並會影響學習者是否願意繼續主動學習，但

傳統閱讀教學或國文科的講述教學方式，常會造成語文程度不是很好的學生在閱

讀文章時的自信心低落而失去學習動機。因此，本研究設計之網路教學系統包含

完整的架構，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引導學生學習與合作，對於抓重點能力較弱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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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除了不必擔心遺漏重點，更可以照著 SQ4R 學習策略步驟，一步一步地讓學

習者了解文章的內容，降低學習壓力。除了提升學習者的閱讀動機，還能夠在潛

移默化中引導學生「學習有效的學習策略」。從實驗的結果分析，實驗組學生在

使用網路教學系統學習後，對於這樣的學習方式有正面的肯定，且在閱讀的動機

上優於傳統學習的控制組學生。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在設計教學時，教師於擬

定教學計畫時，除了需考量學生的能力與教材的難易度，以減低學習負擔，更可

以增加應用學習策略與合作學習模式的網路教學系統，達到學習自主、多元，但

仍保有合作學習的優點。

三、學習者使用以 SQ4R 學習策略和合作學習的網路教學系統

後，對系統的滿意度良好

如前列所述，學生對於使用網路教學系統進行學習，能夠讓他們感覺更自

在，學習成效也更能夠提升，並增加學習的自信心。因此實驗組對於本研究所設

計之網路教學系統感到滿意。此外，由於本網路教學系統結合了合作學習的模

式，重視每一位小組成員的學習歷程，學生不再成為教室裡的客人，而能自然地

參與學習活動，成為課室的中心。因此，實驗組大多數的學生認為使用此系統學

習閱讀，國文課不再枯燥乏味；增加此網路教學系統輔助學習，比只聽教師講解

要更容易瞭解文章，不僅提升學習國文的興趣，大多數的學生也願意在家自己上

網使用此系統進行閱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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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SQ4R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used in online teaching system of studen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reading mo--

tivation. The object is a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second year of two classes of 

students, a group of experimental class, the number of 32,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and us--

ing online teaching system; the other w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mber of 30 people in the 

classroom but didn’t using online teaching system. The study adopts a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 research for two classes. Experimental time for three weeks, a week for 2 

less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after previous measurements and questionnaires as 

assessment, t test for independent samples were compared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assess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better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motivation 

than the control group. Students are satisfi ed with the online teaching system and most of them 

are willing to access to the web site on learning to read a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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