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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英語作為國際溝通的主要語言，對非母語學習者來說，

掌握有效的英語學習策略尤其重要。語言學習不僅要求理解單字和語法，還涉及

如何將語言實際應用於日常溝通。對母語人士或經驗豐富的外語學習者而言，不

論是口語溝通或文章閱讀時，會自然地將一個長句子分割為較短的短句作為表

達和理解的單位。這種以區塊為單位的處理方式，可以從口語表達中產生的細微

呼吸停頓所觀察到，通過適當的語調和間歇，使聽者更易於理解較長且複雜的句

子。這種可以將句子分割成有意義且適合停頓的區塊稱可以為「意群」(Thought

Groups)。相反地，如果缺乏對句子中意群的理解，可能會在口語表達上造成錯誤

的停頓，引起意思上的誤解，而在文字閱讀上則會導致理解上的困難（Oakhill &

Cain, 2007）。舉個例子，在分析這句話時「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to correct the

situation.」，缺乏句法知識的學生可能會對後半部「I can to correct the situation」的

用法感到困惑，無法理解其意義（誤以為是語法錯誤）。實際上，這句話應分為兩

個短句意群：「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短句一）/「to correct the situation」（短句

二）。這也解釋了為何許多學生雖能逐字讀懂每個字，卻無法理解整段文字的意

義，因為他們實際上是在字面上逐字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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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聽讀同步(Reading While Listening)是指在閱讀時同步聆聽相應的朗讀

，被視為一種有效的外語學習方法。這種方式下，學習者能通過視覺和聽覺的雙

重資訊連接，更容易理解內容，並學習到說話的速度、節奏和音調（Chang &

Millett, 2015）。一種常見的聽讀同步方式是提供文字內容與預先錄制的語音檔案

，例如有聲書。另一種方式是卡拉OK式聽讀同步，其中播放語音檔時會同步逐字

標示當前朗讀的文字，這不僅強化視覺引導，還能增強語音的同步效果，讓使用

者能更專注於每個字的發音。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以聽讀同步的方式，在文本上同步顯示當前句字的意群

，藉此幫助學習者在視覺和聽覺上觀察到意群的存在並強化其概念，並進一步評

估是否能對文章的閱讀理解和朗讀流暢有所改善。

貳、相關文獻

(一)、聽讀同步的意涵與效果

聽讀同步是一種同時訓練聽力、口語和閱讀的學習方法。根據Gerbier、 Bailly &

Bosse, M. L.(2018)對聽讀同步的定義，讓讀者能夠透過視覺和聽覺同時接收相同

訊息的閱讀行為即為聽讀同步。聽讀同步在很早以前就被嘗試投入於教育中，例

如Chomsky(1976)讓五個閱讀流暢度不佳的學生，透過錄音機慢速播放錄音檔案

，學生在聆聽錄音檔的同時閱讀紙本書，結合重覆閱讀，反覆聆聽和閱讀同一個

故事，以此來改善學生的閱讀流暢度和句子分析能力。

聽讀同步在日常生活中亦常見，例如父母為孩童朗讀紙本故事書時，會用手指指

向正被朗讀的文字，使孩童能跟隨手指的移動來閱讀並聆聽相同的文字。這不僅

促進了閱讀與聆聽的同步進行，亦增加了引導視線的行為，幫助讀者更專注於當

前的資訊。根據Kahneman與Tversky (1979) 提出的孤立效應，當人眼同時接收大

量資訊時易分心，若能突顯單一訊息，則能幫助使用者避免分心，從而提升專注

力。

過去的研究也顯示，聽讀同步對弱讀者有顯著效果，能提升理解力、詞彙識別、

字義習得（Carbo, 1978）、閱讀流暢度（van der Leij, 1981）、閱讀動機（Carbo,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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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by, 1983）以及學習閱讀的成果（van der Leij, 1981）。對於兒童而言，Steele等

人 (1996) 的研究顯示，聽讀同步對9至12歲的弱讀者在閱讀理解與記憶方面均有

成效，但對詞彙學習則無顯著影響。Shany與Biemiller (1995) 針對三、四年級學生

的實驗研究發現，聽讀同步的效果相當於尋求教師協助時在流暢性與閱讀理解

上的功效。然而，Reitsma (1988) 的研究則顯示，對7歲兒童來說，聽讀同步在提升

閱讀流暢度上的效益較少，當他們在閱讀文章遇到困難時，尋求教師或家長的協

助會更有效。

對於青少年，Verlaan與Ortlieb (2012) 的研究顯示對高中一年級學生而言，聽讀同

步的成效優於僅閱讀的方式。Torgesen等人 (1987) 的研究指出，對有閱讀障礙的

高中一至三年級讀者，使用聽讀同步的學習成效高於僅閱讀但不超過僅聆聽的

方式。Montali與Lewandowski (1996) 的研究則顯示，對國中一至三年級的弱讀者

來說，聽讀同步的效益大於僅閱讀與僅聆聽，但對英語能力優異的學習者則無顯

著影響。值得注意的是，Montali與Lewandowski的研究是唯一使用類似卡拉OK方

式的聽讀同步研究，即當文章中的句子被朗讀時，在屏幕上為該段文字加上標

示。對成人學習外語的聽讀同步研究顯示，結果與青少年的研究一致，聽讀同步

在詞彙學習（Webb and Chang, 2015）、理解與閱讀流暢度（Chang and Millett, 2015

）上均比僅閱讀更有效。

此外，研究指出聽讀同步與學習者的語言能力呈負相關，即語言水平越高，其效

益越低；語言水平越低，其效益越高（Verlaan & Ortlieb, 2012）。由於這種學習方法

利用視覺與聽覺兩種感官同時接收信息，學習者能更容易對單詞與發音產生聯

想，進而達到幫助記憶的功效（Montali & Lewandowski, 1996）。但對於已能精確

掌握發音的學習者來說，聲音的輔助甚至可能干擾到他們的自我閱讀和自我發

音（Bird & Williams, 2002）。因此，從過往聽讀同步對語文學習的研究顯示，其成

效可能受到學習者自身的年齡、語文程度及聽讀同步的呈現方式所影響(Gerbier,

Bailly & Bosse, 2018) 。

(二)、意群對閱讀理解及朗讀流暢的影響

學者Koda（2007）將能夠對詞彙信息進行逐步整合、將小單位如短語（Phrases）和

從句（Clauses）整合以理解段落或句子整體意義的知識，定義為「句法知識」。執行

此類技能稱為句法分析，其主要操作包括：（1）透過詞彙信息的整合建構短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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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文本內容拆解並建構短語。簡而言之，就是將最小單位的單詞（Word）組合

成短語，或將較大單位的句子分拆成數個短句。

一般認為，意群是句中語法關係相對密切、意義上相對完整且思路緊密連接，不

宜中斷的語言單位。意群可依據語法結構與意義內涵，從句子中劃分出各個小

段。這些部分可能是單一詞彙、詞組、短語，也可能是分句或簡短語句。用較通俗

的說法，一個意群就是一種「說法」或「表達法」，這種表達可以透過單一詞彙、詞

組或整句來實現。學習者對意群的掌握，實質上是對各種表達方式的積累。意群

具有顯著的語用特性，能在特定語境中被整體且直接地運用。因此，當學習者學

會了一個意群，即學會了一種表達思想的方式，並能直接應用這種「說法」或「表

達法」進行溝通（孫田, 2017）。

Oakhill與Cain（2007）的研究顯示，在語言學習中，此類句法知識和分析能力對非

母語學習者極為重要，缺乏句法知識是導致閱讀理解困難的重要因素之一，透過

對文章進行單詞分組（Grouping Words）和片語劃分，使學習者更易於理解和記憶

，研究結果顯示，此方法對弱讀者尤其有益，因為他們較不擅長組織句子以達到

有效理解。Cromer（1971）進一步研究發現，將優秀讀者分割過的文章提供給弱讀

者使用，能顯著提升弱讀者的水平，縮小與優秀讀者之間的差距。

實證研究顯示，閱讀流暢性與內容理解間存在高度相關（Hunley, Davies, & Miller,

2013），且流暢度可有效預測學生的閱讀理解測驗成績（Danne, Campbell, Grigg,

Goodman, & Oranje, 2005）。然而，「閱讀流暢」尚未有一廣泛接受的定義。通常，

閱讀流暢度被認為與閱讀速度和識字準確度直接相關（Fuchs, Fuchs, Hosp, &

Jenkins, 2001），常作為測量流暢度的主要因素。Posner和Snyder（1975）指出，閱讀

時大腦需處理兩項任務：一為辨識文本中的文字，即所謂的「自動─觸發過程」；二

為建構文句意義，即所謂的「意識─注意機制」。雖然這兩個任務可視為分開，但

成熟的文字解碼能力表示讀者能快速自動識字，從而增加投入於理解文句意義

的認知資源。

此外，一些學者認為「流暢」一詞不應僅限於文字辨識的速度和準確度（Zutell &

Rasinski, 1991）。Bowers與Young（1995）亦指出，讀者在朗讀時展現的分句方式和

表現力應包含在流暢的定義中。Danne, Campbell, Grigg, Goodman, & Oran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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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進一步解釋，所謂的分句方式指的是讀者在朗讀文本時，不僅要認得字，還

應深入了解並表現出組成句子的短語及作者想要表達的觀點，以便聽者理解內

容。

參、研究方法

為了探討顯示意群的聽讀同步文本是否能幫助學習者掌握意群概念，以及這種

學習方法對英文文本的「朗讀流暢性」和「閱讀理解」的影響，我們開發了一款聽

讀同步文本。在這些文本中，當使用者聆聽時，可以同時看到用對比色彩突出顯

示的當前意群字組，從而增強學習效果。

(一) 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選取北部某國民中學三年級學生為樣本，該班級為男女混合的常態編班，

參與學生共40名。

使用的研究工具為閱讀理解測驗卷。在前測和後測中採用測驗文章的長度範圍

設定為800至900字，選用自康軒文教集團出版的英語九年級參考書，以確保測驗

內容適合國中三年級學生的學習水平。問題是由研究人員與教師根據參考書提

供之問題共同討論而設定，以符合受試學生的認知水平。

(二) 實驗設計與執行

實驗採用單組前後測，說明如下：

圖一、實驗流程圖

1.流程及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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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實驗順利進行，實驗開始前進行詳細的說明與示範，向受試者解釋實驗流

程、實驗目的及聽讀同步文本的操作練習。

2.前測

說明結束後，向每位受試者發放紙本英文文本測驗卷進行閱讀理解測試，並請受

試者在認為應該斷句的位置作標記。閱讀理解測驗結束後，受試者需進行口語朗

讀錄音。

3.使用顯示意群的聽讀同步文本

前測完成後，受試者將使用電腦或手機搭配耳機，透過顯示意群的聽讀同步功能

學習英文文本。

4.後測

使用完聽讀同步文本後，受試者將再次進行閱讀理解測試，並進行第二次口語錄

音。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 、對學習意群概念的影響

為了探討學生在使用聽讀同步學習後，對文章中意群分句的理解是否有所進步，

本研究要求受測者在前後測時，依據自己對文章段落的理解，在需要停頓、換氣

或轉折的句子處標記停頓符號「/」。由英文教師對這些標記進行評分，評分結果顯

示於表一。此外，本研究使用成對樣本T檢定來比較學生實驗前後在分句能力上

的成績差異。

表一、字組能力統計資料

描述性統計資料

平均數 N

前測 60.21 34

後測 69.57 32

表二、意群概念成對樣本T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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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對樣本T檢定

平均數差 標準偏差 標準錯誤平均值 T df 顯著性(雙尾) 95%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9.35714 11.81659 3.15812 -2.963 31 0.011 -16.17984 -2.53445

如表二所示，受試者在實驗後的文章分句能力顯示出顯著差異（T = -2.963, P =

0.011 < 0.05），這表明學生在實驗後對於句子的分割和停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並能夠更精確地進行字組分句。

(二) 、對閱讀理解之影響

表三顯示了閱讀理解測驗的前測和後測的描述性統計資料。參與這兩次測驗的

受試者數量（N）均為38人。前測的平均分數為72.11分，而後測的平均分數則提升

至82.89分。

表三、閱讀理解統資料

描述性統計資料

N 平均數

前測 38 72.11

後測 38 82.89

表四、閱讀理解成對樣本T檢定

成對樣本T檢定

樣本數 平均數差 標準偏差 標準錯誤平均值 T 顯著性(雙尾) df 95%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前後測 38 -10.7894 13.23010 2.14621 -5.027 .000 37 -15.1381 -6244085

表四提供了閱讀理解測驗前後測的成對樣本T檢定結果。測驗結果顯示，受試者

在後測平均分數比前測高約10.7894分，在閱讀理解的成績上有顯著的差異

(T=-5.027,p=0.000<0.05)，進一步確認了後測分數的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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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朗讀流暢之影響

為評估受測者的口語朗讀能力是否提升。由專業英文教師依據NAEP的閱讀流暢

評分標準對錄音檔進行評分，再進行成對樣本T檢定，以比較受試學生在實驗前

後的口語流暢的成績差異。與計算朗讀速度和正確率不同，NAEP評估朗讀流暢

度的關鍵因素包括：(1) 讀者是否能明顯地展示字組或斷句，表現在語調、重音和

停頓的使用上，以及短語結尾和開頭之間的猶豫或停頓；(2) 讀者是否遵循作者的

語法和句子結構，這對流暢表達至關重要；(3) 表達能力對整體流暢度的影響，透

過加強表達能力提升說話的情感，使對話更加清晰和突出。

NAEP於2005年的報告中對朗讀流暢度進行了四個等級的分級，詳見表五：

表五、朗讀流暢度分級

等級1 逐個單詞閱讀，偶爾形成兩個或三個單詞的短句，但這些情況罕見或

短句組合無法形成有意義的語法結構。

等級2 主要以兩個單詞為閱讀單位，偶爾包含三個或四個單詞的單位，可能

存在逐字逐句的內容。單詞分組的斷句位置可能不恰當，與文章的句

子或段落背景無關。

等級3 主要以三個或四個單詞作為單詞分組，可能包含一些小分組。但大多

數短語適當且保留了作者的語法，很少或沒有表現性的解讀。

等級4 能一次閱讀較大的字組，並組合成有意義的分組。雖有些許偏離原文

，但不減損文章的整體結構，大部分文章以解釋性的解讀方式呈現，

並保留作者的語法。

如表六顯示，針對朗讀流暢度評估，樣本數量較少主要是因為並非所有學生都願

意配合進行口語錄音。大部分學生對於錄音表現出抗拒，許多學生甚至拒絕錄

音。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只能嘗試勸誘學生，而無法強迫他們參與錄音。此外，

有些學生在錄音時可能因害羞而用非常細小的聲音朗讀，導致錄音品質不佳，難

以對這些錄音檔進行有效的評分。

表六、朗讀流暢之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2024年數位學習與教育科技國際研討會 
舉辦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教育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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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統計資料

N 平均數

前測 24 2.5714

後測 14 2.7143

根據表七，學生使用聽讀同步學習法後，在口語閱讀流暢的學習上，儘管後測的

平均分數略有提升，但根據T檢定的結果(t=-.694, p=.500>0.050)，這種提升在統

計上並不顯著，意味著實驗介入可能對提升朗讀流暢度沒有顯著影響。

表七、朗讀流暢之成對樣本T檢定

成對樣本T檢定

平均數差 標準偏差 標準錯誤平均值 T df 顯著性(雙尾) 95%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14286 .77033 .20588 -.694 13 .500 -.58763 -3.0192

伍、結論與未來工作

本研究初步探討了顯示意群的聽讀同步文本對非母語學生在英文閱讀理解和朗

讀流暢性方面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透過聽讀同步學習方式，學生在理解和處

理英語文章中的意群上取得了顯著進步。這些進步不僅顯示在閱讀理解能力的

提高，也在朗讀流暢性的提升上有所體現，儘管後者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性。

實驗後，學生展現出更佳的分句能力和對文章結構的深入理解，這些都是閱讀理

解和口語表達中的關鍵技能。這些發現支持了Oakhill與Cain（2007）的研究，指出

句法知識的缺乏是導致閱讀理解困難的一個重要因素。聽讀同步策略透過視覺

和聽覺的同步信息處理，有效地強化了學生的句法知識和分析能力，從而改善了

他們的閱讀理解。

資料來源：2024年數位學習與教育科技國際研討會 
舉辦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教育管理中心

主辦單位：中華資訊與科技教育學會 
舉辦日期：2024年6月5日



然而，學生在口語表達方面的提升未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水平，這可能與部分學

生對錄音活動的抗拒有關。因此，未來的研究需要考慮如何降低學生的焦慮感，

提升他們對語音錄製活動的參與度，以期更有效地分析朗讀流暢度上的效果。

過去的研究已顯示聽讀同步尤其對弱讀者有顯著幫助（Carbo, 1978; Steele, 1996;

Oakhill & Cain, 2007）。因此，未來的研究將包括對不同學習成就學生的差異分析

，以更全面地評估聽讀同步策略對不同能力層級學生的具體影響，從而更精確地

評估和優化這種學習方法的應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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