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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跨受試多基線設計，旨在探討精緻化記憶策略對三位資源班識字困難學生

識字學習之成效，並將所得資料以目視分析與C統計進行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識字困難學生在課程本位評量中的「整體識字能力」、「

國字圈選能力」、「看字讀音能力」與「看字造詞能力」有良好的立即成效。  

二、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識字困難學生在課程本位評量中的「整體識字能力」、「

國字圈選能力」、「看字讀音能力」與「看字造詞能力」有良好的維持成效。  

據上述結果，本研究就精緻化記憶策略對識字困難學生識字學習之成效，提出日後

研究或教學之建議。  

 
關鍵詞：精緻化記憶策略、識字、識字困難 

 

緒 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人類透過文字傳達許多訊息，若將文字從

生活中完全抽離，勢必衍生許多窒礙難行的窘

境，然而，識字能力涵蓋了認讀、書寫及應用

等三個層面，而識字量多寡對閱讀產生直接的

影響，若無法識字，恐難以進行閱讀 (謝錫金，

2002；Kamhi & Catts, 1991)。因而對於識字困

難學生的識字教學，精緻化的記憶策略可使新

訊息與舊經驗間產生聯結，協助學習者記憶學

習材料，尤其是對抽象的文字或符號(如英文字

母、注音符號)之學習，此策略讓學習變得「有

意義」、「有畫面」，進而提升學生對抽象符號的

認識與理解(羅引宏，2008) ，如教導「花」這

個生字時，可從學生已知「艹」和「化」的部

件上融入精緻化記憶策略『小「艹」(ㄘㄠˇ)「

化」妝以後，變成一朵好美的「花」。』是故，

本研究於實驗教學期間針對每一目標字的造字

原理、字源演變、字詞意涵、字形結構或應用

情境等要素與語文或心像記憶策略相結合，以

產生有意義或趣味的聯想，並對本校資源班識

字困難學生進行教學介入，以瞭解精緻化記憶

策略應用在識字學習之成效。  

再者，精緻化記憶策略應用在識字教學的

情形似乎不這麼廣泛，雖有教學者將精緻化記

憶策略融入學生的識字歷程中，但少見系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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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教法，多為零星或自編教材，其品質尚

待考驗。此外，精緻化記憶策略應用在中文識

字之相關研究數量亦不多，僅見胡永崇 (2001a

、2003、2005)、史惠方 (2007)與張玲華 (2009)

對此進行探究。是故，本研究欲進行精緻化記

憶策略運用在識字困難學生字彙學習之實證研

究，以期在此方面進份心力，並能有拋轉引玉

之效。  

 

二、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基於研究背景與動機，衍生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經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對識字困難

學生在課程本位評量中識字學習之立即成效。 

(二)探討經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對識字困難

學生在課程本位評量中識字學習之維持成效。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欲瞭解之待答

問題如下：  

(一)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對識字困難學生

在課程本位評量中識字學習之立即成效為何? 

1.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對識字困難學生

在課程本位評量中「整體識字  

能力」的立即成效為何?  

2.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對識字困難學生

在課程本位評量中「國字圈選 

能力」的立即成效為何?   

3.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對識字困難學生

在課程本位評量中「看字讀音 

能力」的立即成效為何? 

4.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對識字困難學生

在課程本位評量中「看字造詞能力」的立即成

效為何? 

(二)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對識字困難學生

在課程本位評量中識字學習之維持成效為何? 

1.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對識字困難學生

在課程本位評量中「整體識字能力」的維持成

效為何?  

2.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對識字困難學生

在課程本位評量中「國字圈選能力」的維持成

效為何? 

3.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對識字困難學生

在課程本位評量中「看字讀音能力」的維持成

效為何? 

4.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對識字困難學生

在課程本位評量中「看字造詞能力」的維持成

效為何? 

文獻探討 

一、中文字之特性與識字困難者學習特徵 

(一)、中文字之特性  

中文字擁有著與拼音文字截然不同的獨

特性，以下就字形、字音、字義等三方面說明

其特性：  

1.字形的特性 

就形體來說：無論筆畫多寡或字形結構之

異同，每一個中文字看起來皆方正勻稱，係為

方塊文字。林尹 (2009)更表示每一完整的方塊

代表一個聲音或意義，此充分展現出「完形」

(Gestalt)的特性；就結構來說：大致可分為獨

體文與合體字，且其空間配置、筆畫順序、組

合方式有特定的規律可依循。此外，范家瑀

(2010)認為既可拆解又可組合的字形結構，富

有遊戲性(如：「扌」加「采」變成「採」，去掉

「扌」改加「艹」則是「菜」)；就意涵來說，

中文字屬意音文字，不但可由形標音，也能見

形知義。另外中文字也具有「孤立性」及「藝

術性」。  

2.字音的特性 

相較於拼音文字，每一中文字皆以單音節

的形式出現，且每一個音節表徵一個意念或事

物(如：「餓」以單音節「ㄜˋ」呈現其字音，但

英語中的「餓」是以多音節[ˋhʌŋgrɪ]呈現)；雖

說中文字係一字一音節，但因為具有可辨義的

聲調與平仄的不同，故運用排比、對仗的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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駢文…等文學作品，極富有音樂的律動感與節

奏性；此外，中文字也有一字多音或一音多字

的特色。  

3.字義的特性 

每一中文字表示一個觀念或意義 (除了記

錄連綿詞的文字之外，如：玻璃、恍惚等)，但

亦有一字多義的情形(如：「香」味與燒「香」字

義截然不同)；此外，中文字能大量地組詞，如

「開心」係由「開」與「心」所構成的詞彙，

但其意義卻不見得由兩個字義直接總合而成。 

由前述文獻可知中文字屬於形、音、義複

合體，故識字必涵括字形、字音、字義等基本

要素，缺一不可。另研究者整理多位研究者 (

巫玉文，2005；邱明秀，2004；柯華葳，2001

；黃怡芬，2009；賴惠鈴、黃秀霜，1999；謝

錫金，2002)之論述，也不外乎就字形、字音及

字義等層面來定義識字之成分。綜言之，學習

者必須能辨識字形、讀出音韻及理解字義或正

確應用之，才能稱得上是「識字」。  

(二)識字困難學生之學習特徵  

本研究者從學術界或機關單位對學習障

礙 (含識字困難 )之定義，歸納出識字困難發生

原因、學習表現及排他標準，參見表1：  

 

 

表1  學習障礙(含識字困難)之定義 

來源 定義 發生原因 學習表現 排他標準 

Rayner與

Pollatsek 

(1989) 

識 

字 

困 

難 

未說明 
識字能力低於所處兩個以上之

年級水準 

智力正常或中等以上；並非源

於感官缺陷、情緒困擾、文化

不利或教學不當 

美國學習障礙

全國聯合會 

(NJCLD，1998) 

學 

習 

障 

礙 

中樞神經系

統功能失調 

聽、說、讀、寫、推理、數學

等方面的獲得和使用上出現明

顯困難 

並非因感官缺陷、智能不足、

嚴重情緒困擾、文化差異、不

當教學等所導致 

美國聯邦法

(IDEA，2004) 

學 

習 

障 

礙 

了解或運用

語言的心理

基本過程有

障礙 

呈現在聽覺理解、口語表達、

基本閱讀技能及閱讀流暢度、

書寫、拼字、數學計算能力及

計算問題解決能力的不完整 

不包含由於視覺障礙、聽覺障

礙、情緒障礙、智力障礙、文

化因素、環境經濟條件不利以

及對英語不熟練所致 

身心障礙及資

賦優異學生鑑

定標準(2006) 

學 

習 

障 

礙 

神經心理功

能異常 

注意、記憶、理解、推理、表

達、知覺或知覺動作協調等能

力有顯著問題，以致於在聽、

說、讀、寫、算等學習上有顯

著困難 

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

因素或文化刺激不足、教學不

當等環境因素所造成 

資料來源：整理自王瀟浦，2011；林佳儀，2011；孟瑛如、張貽琇、丁郁音，2006；洪儷瑜，1996 

 

基於上述定義，可知識字困難者屬於學習

障礙群體中的一部分，主要源於神經或心理功

能異常，並且需排除因智力、感官、情緒等障

礙或文化、教學等環境不利因素所導致。而識

字困難者常見的學習特徵可分成書寫及閱讀兩

方面來說明：書寫時，常出現的情形有筆劃增



精緻化記憶策略對識字困難學生識字學習成效之研究 

 

．58．

減、部件錯誤、上下或左右顛倒、鏡形字、不

按照筆順書寫、抄寫困難、書寫緩慢且潦草、

相似字混淆、完全寫不出字、自行造字、別字

…等；閱讀時，則是常有閱讀緩慢費力、跳行

、漏字、語音混淆、字義混淆、認字困難或是

不記得學過的字等現象(王瀟浦，2011；李淑媛

，2000；孟瑛如，2000；孟瑛如、張淑蘋，2003

；劉欣惠，2009；蘇淑貞、宋維村、徐澄清，

1984)。  

 

二、精緻化記憶策略之內涵 

精緻化一詞係由「elaboration」翻譯而來

，其概念被廣泛應用在創造力、教學或記憶策

略等範疇。基於研究目的，本研究將精緻化定

位為一種記憶策略或方法，以下就意義、功用

及形式等向度逐一說明精緻化記憶策略之內涵

：  

(一)精緻化記憶策略的意義  

陳學志 (2004)認為記憶術 (mnemonics)的

設計須建構在不斷地重複練習、將記憶材料整

合至既存的記憶架構中以及提供個體極佳的意

義線索等三個原則之上。歸納相關研究(何東墀

、陳莉莉，1991；張新仁，1990；常雅珍，2008

；游自達，1996；羅引宏，2008；Gagné, 1985

；Gagné et al., 1993)發現：記憶術的設計可歸

類成「複誦」學習材料 (rehearsal)、「組織」學

習材料 (organization)、把學習內容「精緻化」  

(elaboration)等三大類的技巧或方法―當我們

手邊沒有紙筆，透過不斷複述來記憶電話號碼

，便是複誦；將雜亂訊息按照類別或屬性將之

重新整合或分類，便是組織，例如擬定文章之

綱要；而精緻化指的是設計一個有意義的聯想

使新的訊息或學習材料與舊有經驗相互結合，

舉例來說，有個孩子總是把「熊」下面的四點

不是寫成五點就是少了一點，於是研究者教導

孩子「小熊小熊，牠有四隻可愛的小腳」，此即

是一個結合語文口訣與圖像聯想的精緻化記憶

策略。  

(二)精緻化記憶策略的功用  

許多事物稍縱即逝，個體接收到的訊息也

是如此。但許多時候我們必須將重要訊息保留

下來，於是透過不斷地複述將訊息維持在短期

記憶中，但若要使訊息進入並穩固停留在長期

記憶庫中，一再機械式的複誦，果真有效嗎?

鄭麗玉 (2007)表示相對於簡單的複述或背誦，

精緻化係對訊息進行更深入的處理，其目的係

使訊息更有效能地儲存在長期記憶中，並活絡

與其他相關訊息之聯結，達到成功編碼並利於

日後檢索、應用之目的。  

簡言之，幫助個體記憶、學習係精緻化記

憶策略最大的之功用。  

(三)精緻化記憶策略的形式  

依據張新仁(1990)、羅引宏(2008)的分類，

精緻化可分成語文精緻化 (verbal elaboration)

與心像精緻化 (imaginal elaboration)兩種形式

，以下就其形式概述被廣泛應用之精緻化記憶

策略：  

1.語文精緻化記憶策略 

(1)找出文章的核心概念：可透過上下文

句的引申或從文章脈絡找出其欲傳達之概念或

事實。 

(2)舉例說明：學習新概念時，能聯想、

舉出相關的例子。 

(3)類推或比喻：透過既有知識去類推、

學習新事物，像是已會打籃球的人，則可透過

比較籃球與合球二者異同，幫助其學習合球。 

(4)找出規律性：學習英語字彙時，若要

將動詞變成名詞，字尾常加上 tion，如：

celebrate變成celebration，此即發現學習材

料之規律性。 

(5)重述：能重述學習內容以輔助記憶，

如：學習烹飪菜餚時，重述各流程之步驟以免

遺忘。 

(6)主觀組織(subjective organization 

method)：對訊息看法來輔助記憶。 

(7)用手勢或模型幫助記憶：如學習稻浪

「起伏」的概念，可透過手勢讓學習者更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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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起伏的意義。 

(8)諧音法(assonance)：將記憶材料依其

諧音編成口訣，使無意義的記憶內容變得有意

義。 

(9)敘述故事法(narrative story)：係將

記憶材料編成一個有意義的故事，黎珈伶

(2009)認為可用「諧音故事化」及「電影運鏡

法」兩種方式來編故事，前者係先在記憶材料

中圈出關鍵字，再透過關鍵字轉化成諧音編成

一則故事；後者則是將欲記憶之內容編成影像

豐富且誇張趣味的故事。 

(10)詩歌韻文法：將記憶材料編成能琅琅

上口的詩歌或韻文，透過旋律或節奏來加深記

憶。 

(11)字首法(acronym)：把記憶材料每一

句的第一個字，連成一個有意義的語句。 

2.心像精緻化記憶策略 

(1)位置法(method of loci)：將自己熟

悉場地(如:上學路線)劃分成數個具有序列性

的位置，然後將每一位置透過心像聯結一項記

憶事物，如此只要回想所有位置，便能一一喚 

起若干記憶事物。舉例來說，美勞課要準備色

紙、剪刀、膠水、顏料等材料，便可想像「走

到巷口時看見電線杆被顏料染成五顏六色，左

轉至馬路發現整個路面都是又黏又糊的膠水，

進校門時一張色紙飛來擋住我的視線，最後在

教室前還踩到門邊的剪刀而滑倒。」 

(2)字鉤法(peg word method)：此策略係

先將數字轉換成某心像(如：一是鉛筆盒、二是

書包、三是聯絡簿…)，再以此心像與欲記憶之

系列項目聯結成一幅生動的畫面。假如要記憶

的第一個項目是麵粉，可想像鉛筆盒一打開裡

面全都是麵粉；第二個項目是雞蛋，想成沉重

的書包把雞蛋壓碎了；第三個項目是奶油，則

想成聯絡簿塗滿奶油，再放在平頂鍋上煎一煎

等，以透過趣味、誇張聯想來記憶眾多項目。 

(3)關鍵字法(keyword method)：此源於

Atkinson與Paugh，常被應用於學習新的語言(

引自張新仁，1990)，係將新字彙聯結至發音相

似且熟悉的關鍵字，同時賦予有趣的圖像聯想

，以便快速學習、記憶之。 

4、心理地圖(mental walking)：將記憶材

料與個體熟悉之景物作一聯結，以加深印象。 

由上可知，精緻化記憶策略可透過語文或

心像等形式使新訊息或記憶材料變得更有意義

，從而協助學習者記憶之。張新仁 (1990)與常

雅珍 (2008)認為使用精緻化記憶策略須留意學

習者之年齡與能力，像是低年級學童尚無法自

行產生心像，必須由教師提供心像；而高年級

學童已有能力形成心像，但若係心理年齡較低

之特殊孩子，教師教學時便要考慮其個別需求

。由於本研究參與者皆為資源班低年級學生，

基於前述說法，本介入期間係由研究者設計精

緻化記憶策略以輔助記憶，但也從旁引導、鼓

勵學生進行天馬行空的想像，讓他們試著成為

主動、樂於探索的學習者。  

 

三、精緻化記憶策略應用在識字領域相關

研究之探討 

Ehri,Deffner和Wilce(1984)設計含語音與

字形雙重線索之圖像，探討圖像記憶術對看字

母讀音之成效為何。就實驗組來說，教導字母f

時，除了提供以f為字首的flower作為語音提示

之線索外，同時也將f之字形與花梗圖像作一聯

結；而兩組對照組中，其中一組僅提供語音線

索，但圖片無字形線索，另外一組則是未呈現

圖片。研究結果顯示使用實驗組看字母讀音之

表現優於兩組對照組，原因在於實驗組經由語

音與字形雙重管道，能加深學習之印象，即使

遺忘也能從更多路徑喚回記憶。  

Fulk,Lohman和Belfiore(1997)以三位一年

級特殊需求生為研究參與者，採單一受試之跨

受試多基線設計，探討圖像記憶術對辨認20個

小寫子音字母與說出以目標字母為首之物品的

學習成效。此研究所提供之精緻化記憶策略，

與Ehri等人 (1984)之研究一樣結合了語音與字

形之線索以輔助學習者記憶。研究結果顯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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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研究參與者皆呈進步趨勢，其中更有兩位在

介入後，學習表現之正確率高達90%以上。此

外，介入結束兩週與四週之後，仍具有維持成

效。  

Agramonte和Belfiore(2002)之研究則延續

Fulk等人 (1997)的研究方法，探討圖像記憶術

對三位學習高風險之幼稚園學生，在辨認20個

大寫子音字母與說出以目標字母為首之詞彙的

表現。二者不同處在於此研究之依變項由小寫

子音字母改成大寫子音字母，並且在說出以某

字母為首之字詞的測驗中，研究參與者須唸出

與圖卡不同之字詞始能得分。研究結果顯示：

經由心像精緻化記憶策略的教導，三位研究參

與者在依變項之表現皆有正向提昇，並且在介

入結束一週後與三週後仍具維持成效。  

胡永崇 (2001a、2001b、2003)針對精緻化

識字教學法、一般識字教學法、形聲字識字教

學法與基本字帶字識字教學法等四種中文識字

教學策略，進行實驗教學，除探討這謝策略對

國小閱讀障礙學童識字學習成效外，也比較各

策略成效知差異。研究結果皆顯示出：精緻化

識字教學法具有良好成效，且優於其他策略。  

史惠方(2007)採單一受試之A-B設計，探討

精緻化識字策略對三位國小五年級識字困難兒

童識字學習之成效。此研究結合語文與心像精

緻化，透過中文字的象形特性與意義進行識字

教學。研究結果顯示：精緻化識字策略對研究

參與者在整體成績、聽寫、看字讀音及造詞的

立即學習成效有正向提昇之趨勢；而在維持成

效部分，除聽寫僅有部分維持成效，在整體成

績、看字讀音與造詞皆具有學習維持成效。  

常雅珍 (2008)認為傳統的注音符號學習多

採「觀察」、「複誦」與「閃示」為主的綜合

教學法，但卻過於抽象難以引起學習者之興趣

，故常雅珍將三十七個注音符號分別就視覺心

像、聽覺心像、關鍵字、發音特色或動作表徵

等教學策略，設計個別的故事、動作與遊戲，

以加深學習者之記憶，此即其研究所指之精緻

化教學法。此研究採準實驗設計之等組前後測

設計，以探究精緻化教學法對幼稚園中班學生

注音符號學習之成效。研究結果發現：無論何

種教學策略，實驗組的後測成績皆優於控制組

，且後測成績在五種教學策略間有顯著差異，

發 音 特 色 (90%) 之 成 效 顯 著 優 於 聽 覺 心 像

(76.19%) 和 關 鍵 字 (70.83%) ， 而 動 作 表 徵

(28.83%)最低；此外，研究參與者對字音相似

產生之混淆高於字形相似之混淆。  

謝慧美 (2008) 針對一名安置於普通班二

年級之輕度智能障礙兒童進行個案研究，探討

精緻化教學方案對注音符號結合韻的學習成效

為何。透過質性與量化的資料顯示：精緻化教

學方案對研究參與者注音符號結合韻認讀的正

確性與流暢性有良好的成效。  

張玲華 (2009)採跨受試多基線實驗設計，

探討部件精緻化識字策略教學對國小五年級識

字低成就學生識字成效之影響，並透過正音、

瞭解字義、分析字形、分析部件、部件精緻化

與書寫練習等六步驟進行實驗教學。其中所謂

的「部件精緻化」主要係透過部件使學習者回

憶舊經驗並與新學習材料作聯結，聯結的方法

則依據漢字特徵設計了各部件之意義和字義聯

結、部首和字義聯結、偏旁聯結與造詞連結等

四種精緻化方法。研究結果顯示：研究參與者

能習得部件精緻化識字策略，並且其整體識字

測驗、國字聽寫、生字造詞、字義選擇等得分

皆有顯著增加的趨勢。  

綜觀上述精緻化相關研究，研究者從下列

向度作一統整：以自變項來說，胡永崇 (2001a

、2003、2005)、謝慧美 (2008)與張玲華 (2009)

進行之研究，係單獨探究語文精緻化對符號學

習之成效，而Ehri,Deffner和Wilce(1984)、Fulk, 

Lohman 和 Belfiore(1997) 、 Agramonte 和

Belfiore(2002)、胡永崇 (2001b)、史惠方 (2007)

與常雅珍 (2008)之研究，則結合了語文與心像

兩種形式的精緻化記憶策略；以依變項來說，

無論係英文字母(Agramonte & Belfiore, 2002；

Ehri et al., 1984；Fulk et al.,1997)、中國文字(

胡永崇，2001a、2003、2005；張玲華，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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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注音符號 (胡永崇，2001b；常雅珍，2008；

謝慧美，2008)，各研究皆強調研究參與者識讀

符號能力之習得，而部分研究更將應用符號之

能力也納入依變項中，像是造詞(史惠方，2007

；張玲華，2009；Agramonte & Belfiore, 2002

；Fulk et al., 1997)、拼音(胡永崇，2001b；謝

慧美，2008)、書寫 (史惠方，2007；胡永崇，

2001a、 2001b、 2003、 2005；張玲華， 2009)

等；以研究結果來說，整體研究皆發現使用精

緻化記憶策略之成效優於其他教學法，部分研

究(史惠方，2007；胡永崇，2001a；Agramonte 

& Belfiore, 2002；Fulk et al.,1997)也證實精緻

化記憶策略的介入具有維持成效。  

不難發現，精緻化記憶策略被廣泛應用在

英文字母或注音符號之學習，卻僅見胡永崇

(2001a、2003、2005)、史惠方 (2007)與張玲華

(2009)等人將之投入識字領域中。胡永崇(2001a

、2003、2005)多在比較精緻化與非精緻化教學

法之成效；史惠方 (2007)雖係探究精緻化記憶

策略成效，但僅採單一受試之A-B設計，難以

確切得到精緻化記憶策略之效用；張玲華

(2009)採跨受試多基線設計探究精緻化記憶策

略之成效，不過僅侷限於語文精緻化，並未納

入心像精緻化。基於前述原因，本研究採單一

受試之跨受試多基線實驗設計，結合語文與心

像兩種形式之精緻化記憶策略，探討其對資源

班識字困難學生識字學習之成效。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架構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跨受試多基線設計，待前一研究

參與者於介入期之識字成效已穩定提升之後

，下一研究參與者才進入介入期。但考量最後

一位研究參與者基線期可能過長，加上未教學

即不斷重複評量而產生不良反應的疑慮，故採

鈕文英、吳裕益(2011)建議，讓第一、二位研

究參與者同時進入介入期 (仍維持個別教學 )

，待此兩位研究參與者表現趨於穩定或呈現治

療趨向，第三位研究參與者始進入介入期。研

究設計如下圖2所示：

依變項 

整體識字能力學習成效 

國字圈選能力學習成效 

看字讀音能力學習成效 

看字造詞能力學習成效 

控制變項 

教學者兼評量者 

教學地點 

教學 

評量方式 

同時事件 

 

自變項 

精緻化記憶策略 
研究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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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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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參與者 

站在教育立場，研究者認為當學生識字表

現低於所屬年級常模，即有對其進行補救教學

的迫切性，故本研究並未排除因智能所導致識

字困難者，目的是盡可能降低因識字表現低落

而衍生出來的學習低落。故研究參與者係選自

研究者任教之資源班，須經台南市鑑定安置輔

導委員會鑑定為特殊需求生；  

在黃秀霜 (2001)編製之中文年級認字量表

的表現，其年級分數低於所屬年級一個或以上

者；其識字困難並非因感官、情緒等障礙因素

或教學不當、文化刺激不足等環境因素所直接

造成之結果。據前述標準篩選出三位國小二年

級識字困難學生，徵得家長同意後做為研究參

與者，參與者主要有認字困難(經重複教導仍難

以習得 )、書寫錯誤且緩慢 (筆畫缺漏、部件錯

置、運筆不流暢 )、相似字混淆 (形近字誤用或

難以辨別之 )、學習僵化 (如課文教導一「輪」

明月能認得該字，考試換成「輪」胎便認不得)

等學習困境，故研究者希望透過語文口訣與圖

像聯想等形式之精緻化記憶策略，讓生硬的識

字過程變得生動有趣，更重要的是使學習者「

印象深刻、難以忘懷」，享受學習的樂趣。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黃秀霜 (2001)編製之中文年級

認字量表以篩選出合適的研究參與者，另以研

究者自編識字測驗來進行教學成效之評量。自

編識字測驗乃指研究者依據每次教學內容所編

製的課程本位評量，目的在瞭解研究參與者於

精緻化識字教學前、介入時及介入後的學習成

效。基於中文字為形、音、義複合體，為了能

涵括識字的成分，故自編識字測驗(詳見附錄一

)包括「國字圈選」、「看字讀音」與「看字造詞

」等三個分測驗，為了避免研究參與者產生練

習效應，分測驗的編排係先進行國字圈選，之

後才進行看字讀音與看字造詞的施測。且每一

分測驗結束後，依序進行下一分測驗，不得倒

返施測，研究參與者亦不能返回填答前一分測

驗之題目。  

 

五、實驗教學設計 

以下分別就教材來源、教材編製、教具製

作、教學流程以及教學時間等進行說明：  

(一)教材來源  

本研究之教材取自於研究參與者原班級

使用之國語教科書，為一百學年度南一版國語

第四冊，如此一來，即使在研究期間，研究參

與者也不會與原班級課程脫鉤，而影響其受教

權益與學習進度。本研究並商請兩位國語文教

學經驗豐富且任教於低年級十年以上之資深教

師，就研究參與者學習適切性、難易程度以及

生活功能性等向度，於每課選出最適合學習的

十二個目標字；最後，依據兩位資深教師提供

之意見以及常用字頻序號，確定本研究目標字

的選用。  

(二)教材教具之編製  

本研究針對每一目標字設計能增添學習

的趣味性與動機的學習單，藉此呈現目標字之

讀音、精緻化記憶策略、造詞、部首字義、部

件結構、相似字以及筆順等資訊，使研究參與

者能從不同面向認識目標字，以過度學習之精

神建構一個豐富的學習情境。本研究參考吳蘇

儀(2011)、林西莉(2006)、南兆旭(2011)、唐諾

(2010)、羅秋昭(2010)等人的著作，設計精緻化

識字教材之內容，同時與協助繪製精緻化圖像

卡之林芳玫教師 (畢業於國立臺南大學美術學

系)討論繪製的構想與可行性，以針對每一目標

字之造字原理、字源演變、字詞意涵、字形結

構或應用情境等，融入語文口訣與圖像聯想兩

種形式之精緻化記憶策略，以使研究參與者編

碼之歷程更富有意義，利於訊息儲存與日後提

取。  

(三)教學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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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每一課教學皆分為篇章教學與識

字教學兩大部分，目的係融合分散識字與集中

識字之優點：營造學習脈絡，建立一個有意義

且具體的學習情境；接著於識字教學中融入精

緻化記憶策略，同時發揮集中識字法之精神，

由目標字帶出一系列的字以擴充研究參與者的

學習。圖3即為本實驗教學之流程：  

 

 

 

第一節 

篇章教學 
營造學習脈絡，理解課文。 

 

第二節 

識字教學(一) 

‧分析：第一與第二個目標字。 

‧複習：第一與第二個目標字。 

‧分析：第三與第四個目標字。 

‧複習：第三與第四個目標字。 

‧分析：第五與第六個目標字。 

‧總複習：第一至第六個目標字。 

‧立即評量：施以研究者自編識字測驗。 

‧釐清錯誤：訂正後再次複習。 

 

第三節 

識字教學(二) 

‧分析：第七與第八個目標字。 

‧複習：第七與第八個目標字。 

‧分析：第九與第十個目標字。 

‧複習：第九與第十個目標字。 

‧分析：第十一與第十二個目標字。 

‧總複習：第七至第十二個目標字。 

‧立即評量：施以研究者自編識字測驗。 

‧釐清錯誤：訂正後再次複習。 

 

圖3 實驗教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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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以南一版第四冊第一課《小河》為例，並製成表2說明本實驗教學流程：  

表2 精緻化記憶策略應用在識字教學之課程設計 

教 學 流 程 時間 教具 
第一節：篇章教學 
(一)引起動機 

1、學生閉眼聆聽流水聲，並幻想自己是一條小河。 
2、教師口語引導孩子想像，如：「你現在正流過森林，看見林 
   間開滿五顏六色的花朵，風輕輕地吹過你身旁，白雲在你頭 
   上飄過…」 

5 分鐘 
音響 

情境 CD 

(二)說話教學 
    1、學生透過看圖說話，回答教師問題。 
    2、透過問答，引導學生找出本課主旨。 

5 分鐘 
課文 

情境掛圖 

(三)課文教學 
    1、教師播放電子繪本，學生聆聽課文。 
    2、教師領唸課文，學生仿說。 
    3、師生輪唸課文。 

5 分鐘 
單槍 

投影機 
電子書 

(四)語句、語詞釋義 
1、教師解釋並分析語句。 
2、教師示範句型，學生練習照樣造句。 
3、教師解釋語詞並分享應用情境。 

15 分鐘 
單槍 

投影機 
電子書 

(五)辨認指定語詞 
    1、教師唸出某語詞，學生找出該語詞。 
    2、教師指出某語詞，學生讀出該語詞。 

5 分鐘 
單槍 

投影機 
電子書 

(六)綜合活動 
1、教師約略總結本節所學。 

    2、學生分享心得，作為日後教學依據。 
5 分鐘 

單槍 
投影機 
電子書 

第二節：識字教學(一) 
(一)分析：第一與第二個目標字 。 8 分鐘 

目標字卡 
精緻化圖像卡

教學簡報 
曼陀羅學習單 

(二)複習：第一與第二個目標字 。 3 分鐘 
(三)分析：第三與第四個目標字 。 8 分鐘 
(四)複習：第三與第四個目標字 。 3 分鐘 
(五)分析：第五與第六個目標字 。 8 分鐘 
(六)總複習：第一至第六個目標字 。 5 分鐘 
(七)立即評量：施以研究者自編識字測驗。 
(八)釐清錯誤：訂正後再次複習。 

5 分鐘 

第三節：識字教學(二) 
(一)分析：第七與第八個目標字 。 8 分鐘 

目標字卡 
精緻化圖像卡

教學簡報 
曼陀羅學習單 

(二)複習：第七與第八個目標字 。 3 分鐘 
(三)分析：第九與第十個目標字 。 8 分鐘 
(四)複習：第九與第十個目標字 。 3 分鐘 
(五)分析：第十一與第十二個目標字 。 8 分鐘 
(六)總複習：第七至第十二個目標字 。 5 分鐘 
(七)立即評量：施以研究者自編識字測驗。 
(八)釐清錯誤：訂正後再次複習。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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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為能瞭解精緻化識字教學的介入成效，本

研究收集參與者在基線期、介入期及維持期的

資料，繪製成曲線圖並進行目視分析，並藉由

C統計以獲得更客觀、可信之結果。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整體識字能力之學習成效 

本節旨在討論研究參與者經精緻化記憶

策略介入後，其整體識字能力之學習成效。整

體識字能力之學習成效，乃指研究參與者接受

研究者自編識字測驗之整體成績答對率，而自

編識字測驗包含「國字圈選」、「看字讀音」與

「看字造詞」等三個分測驗。  

基線期、介入期與維持期之自編識字測驗

形式完全相同，僅維持期係為了得到精緻化記

憶策略介入結束一週、兩週與三週後之維持成

效，故整體成績答對率為十次測驗(共計六十個

目標字)之平均值，而基線期與介入期僅當次測

驗(六個目標字)之得分。下圖4乃依據研究參與

者整體識字能力之學習成效所繪製而成，另表3

、表4與表5則分別係甲生、乙生與丙生整體識

字能力學習成效之目視分析摘要表，逐一說明

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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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研究參與者整體識字能力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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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生「整體識字能力」之學習成效  

由圖4可看出，甲生在基線期的整體識字

能力呈現不穩定的波動狀態，正確率介於0至17

；而正確率在進入介入期後提高至四到五倍，

介於78至89的範圍，有大幅度的上升趨勢；維

持期則穩定地維持在85至89之間。表3則詳列甲

生整體識字能力學習成效之階段內與階段間資

料分析：  

 

表3 甲生整體識字能力學習成效之目視分析摘要表 

階段內 基線期(A) 介入期(B) 維持期(M) 
階段長度 10 10 3 
趨向預估 ＼(－) ／(＋) ／(＋) 

趨向穩定性 0%(不穩定) 100%(穩定) 100%(穩定)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水準穩定性 0%(不穩定) 100%(穩定) 100%(穩定) 
水準範圍 0~17 78~89 85~89 
水準變化 0(0－0) 0(89－89) ＋4(89－85) 

階段平均值 5.1 85 87.3 
SC 0.28 0.28 NA 
C -0.43 -0.12 NA 
Z -1.51 -0.41 NA 

階段間 B/A M/B 
階段間比較 89 －4 
趨向方向 ＼(－) ／(＋) ／(＋) ／(＋) 
效果變化 正向 無變化 

趨向穩定性變化 不穩定-穩定 穩定-穩定 
水準變化 ＋79.9(85－5.1) ＋2.3(87.3－85) 

重疊百分比 0% 100% 
SC 0.21 NA 
C 0.85 NA 
Z 3.98** NA 

註：NA 表示「不適用」；**p＜.01。 

表3階段內的資料分析可知，甲生基線期

之趨向預估為下降趨勢，雖趨向穩定與水準穩

定皆處於變動狀態，但以C統計未達顯著水準(p

＞ .05)來看，此階段並無明顯趨勢存在；在介

入期與維持期階段，趨向預估皆呈現上升趨勢

，由C值與Z值之數據亦可見趨向穩定性與水準

穩定性已趨於穩定。階段平均值則在進入了介

入期之後，由原本基線期的5.1大幅提升至85，

維持期更微幅增加至87.3。  

就表3階段間的資料分析來看，基線期進

入介入期的趨向方向由下降至上升，水準變化

增加了79.9且兩階段的重疊百分比為0%，另C

統計達顯著水準(p＜ .01)，顯示策略的介入對甲

生整體識字能力有顯著的立即成效；而介入期

與維持期間的趨向方向皆呈上升趨勢，水準變

化並未因介入撤除而下降，反而略增2.3，同時

重疊百分比為100%，顯示介入策略之維持成效

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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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資料分析可以發現，甲生接受精緻

化識字教學之後，整體識字能力有顯著提升，

即使在撤除教學後仍具有良好的維持成效，此

結果驗證精緻化記憶策略對甲生整體識字能力

具有良好的立即與維持成效。  

(二)乙生「整體識字能力」之學習成效  

從圖4可以看出，乙生整體識字能力在基

線期呈現不穩定的波動狀態，正確率介於0至17

之間；但在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介入期的

正確率顯著提升到78至100間；介入撤除後的維

持期，正確率仍穩定地保持在88至95的水準。

以下便針對乙生整體識字能力學習成效進行階

段內與階段間的資料分析，並整理於表4：  

 

表4 乙生整體識字能力學習成效之目視分析摘要表 

階段內 基線期(A) 介入期(B) 維持期(M) 
階段長度 10 10 3 
趨向預估 ／(＋) ／(＋) ／(＋) 

趨向穩定性 0%(不穩定) 100%(穩定) 100%(穩定)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水準穩定性 0%(不穩定) 70%(不穩定) 100%(穩定) 
水準範圍 0~17 78~100 88~95 
水準變化 ＋17(17－0) ＋17(100－83) ＋7(95－88) 

階段平均值 6.8 88.3 91.7 
SC 0.28 0.28 NA 
C -0.04 0.28 NA 
Z -0.15 0.97 NA 

階段間 B/A M/B 
階段間比較 66 －12 
趨向方向 ／(＋) ／(＋) ／(＋) ／(＋) 
效果變化 無變化 無變化 

趨向穩定性變化 不穩定-穩定 穩定-穩定 
水準變化 ＋81.5(88.3－6.8) ＋3.4(91.7－88.3) 

重疊百分比 0% 100% 
SC 0.21 NA 
C 0.91 NA 
Z 4.26** NA 

註：NA 表示「不適用」；**p＜.01。 

由表4階段內的資料分析可以發現，乙生

在基線期的趨向預估雖然呈現上升趨勢，但該

階段的正確率平均值僅6.8而已，顯示未介入前

其整體識字能力不佳。但在進入介入期之後，

階段平均值則明顯提升至88.3，維持期更並未

因介入撤除而下降，反而維持在91.7的高正確

率。  

而表4階段間的資料分析則顯示，乙生在

基線期進入介入期間，趨向方向維持上升趨勢

，不僅水準變化大幅增加81.5，二者間的重疊

百分比為0%，透過C統計之考驗亦達顯著水準

(p＜ .01)，足以驗證精緻化記憶策略的介入對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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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整體識字能力有立即且大幅進展之顯著成效

；而介入期與維持期間，趨向方向亦穩定維持

上升趨勢，重疊百分比為100%，水準變化更增

加了3.4，顯示即使撤除教學，精緻化記憶策略

仍能具有頗佳的維持成效。  

整體來說，精緻化記憶策略對乙生整體識

字能力有顯著的學習成效，甚至在介入撤除之

後，仍能具有良好的維持成效，此結果支持著

精緻化記憶策略對乙生整體識字能力有良好的

立即與維持成效。  

(三)丙生「整體識字能力」之學習成效  

由圖4可發現，丙生基線期整體表現為不

穩定的波動狀態，趨向預估呈現反治療趨勢，

整體正確率僅介於0至17；而進入介入期後，正

確率提升了五倍以上，水準範圍介於83至100

；撤除介入後的維持期，仍保持在94至95的水

準範圍。表5為丙生整體識字能力學習成效在階

段內與階段間之資料分析：  

 

表5 丙生整體識字能力學習成效之目視分析摘要表 

階段內 基線期(A) 介入期(B) 維持期(M) 
階段長度 20 10 3 
趨向預估 ＼(－) ／(＋) ／(＋) 

趨向穩定性 0%(不穩定) 100%(穩定) 100%(穩定)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水準穩定性 0%(不穩定) 80%(穩定) 100%(穩定) 
水準範圍 0~17 83~100 94~95 
水準變化 0(0－0) ＋11(94－83) ＋1(95－94) 

階段平均值 5.1 89.8 94.3 
SC 0.21 0.28* NA 
C -0.43 0.48 NA 
Z -2.02 1.69 NA 

階段間 B/A M/B 
階段間比較 83 0 
趨向方向 ＼(－)／(＋) ／(＋) ／(＋) 
效果變化 正向 無變化 

趨向穩定性變化 不穩定-穩定 穩定-穩定 
水準變化 ＋84.7(89.8－5.1) ＋4.53(94.33－89.8) 

重疊百分比 0% 100% 
SC 0.18 NA 
C 0.89 NA 
Z 5.05** NA 

註：NA 表示「不適用」；*p＜.05，**p＜.01。 

由表5階段內的分析來看，雖丙生在基線

期的趨向穩定性與水準穩定性都呈現變動、不

穩定的狀態，但由其下降的趨勢、階段平均值

僅5.1，且C統計未達顯著水準(p＞ .05)來看，丙

生在介入前整體識字能力確實不佳；相較於基

線期，介入期與維持期的趨向穩定性與水準穩

定性皆趨於穩定，更因為精緻化記憶策略的介

入，介入期的階段平均值提升至89.8，而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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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則保持在94.3的高正確率。  

而從表5階段間的分析來看，丙生由基線

期進入介入期的趨向方向由下降改為上升，水

準變化更增加84.7之多，重疊百分比為0%以及

C值與Z值等數據 (p＜ .01)，皆顯示介入之前原

本識字能力不佳的丙生，經精緻化記憶策略介

入後其整體識字能力有立即且正向之顯著成效

；在介入期與維持期間，二者的趨向方向皆呈

現上升趨勢且重疊百分比為100%，水準變化也

不因介入撤除而有所消減，更增加了4.53之多

，驗證精緻化記憶策略對丙生整體識字能力有

良好的維持成效。  

由上可知，精緻化記憶策略對三位研究參

與者的整體識字能力皆有良好的立即與維持成

效。  

 

二、國字圈選能力之學習成效 

本節旨在討論經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

，研究參與者在國字圈選能力之學習成效，乃

指研究參與者接受研究者自編識字測驗中「國

字圈選」分測驗之答對率。每一次測驗裡，此

分測驗皆有六題，一題一分，共計六分，而研

究者參與須在教師朗讀題目之後，由三個選項

中辨別正確字形並圈選出正確的國字，題型如

下：  
「你看起來( 蜻 / 清 / 精 )神很不好!」 

本研究三個階段之自編識字測驗形式完

全相同，僅維持期係欲得到精緻化記憶策略介

入結束一週、兩週與三週後之維持成效，故國

字圈選答對率為十次測驗 (共計六十個目標字 )

之平均值，而基線期與介入期僅當次測驗(六個

目標字 )之得分。圖5乃研究者依據研究參與者

在各階段國字圈選能力之學習成效逐點繪製而

成，並據此分別整理出甲生、乙生與丙生國字

圈選能力學習成效之目視分析摘要表，詳如表6

、表7與表8，一一分析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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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研究參與者國字圈選能力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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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生「國字圈選能力」之學習成效 

由圖5可見，甲生國字圈選能力於基線期

呈現不穩定的變動狀態，水準範圍介於0至17

之間；經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介入期的表

現漸趨穩定，水準範圍也大幅提升到83至100

間；維持期表現更未因介入撤除而產生波動，

仍穩定地維持在97至98的水準範圍。  

 

表6 甲生國字圈選能力學習成效之目視分析摘要表 

階段內 基線期(A) 介入期(B) 維持期(M) 
階段長度 10 10 3 
趨向預估 ＼(－) ＼(－) －(＝) 

趨向穩定性 0%(不穩定) 90%(穩定) 100%(穩定)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水準穩定性 0%(不穩定) 80%(穩定) 100%(穩定) 
水準範圍 0~17 83~100 97~98 
水準變化 0(0－0) －17(83－100) 0(98－98) 

階段平均值 5.1 96.6 97.7 
SC 0.28 0.28 NA 
C -0.43 0.06 NA 
Z -1.51 0.22 NA 

階段間 B/A M/B 
階段間比較 100 15 
趨向方向 ＼(－) ＼(－) ＼(－) －(＝) 
效果變化 無變化 正向 

趨向穩定性變化 不穩定-穩定 穩定-穩定 
水準變化 ＋91.5(96.6－5.1) ＋1.1(97.7－96.6) 

重疊百分比 0% 100% 
SC 0.21 NA 
C 0.85 NA 
Z 4.02** NA 

註：NA 表示「不適用」；**p＜.01。 

從表6階段內分析來看，甲生在基線期時

的表現尚未穩定，趨向預估呈現向下趨勢，但

由其階段平均值僅5.1的數據可以得知其國字

圈選能力並不佳；在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

階段平均值陡升至96.6，足以顯示精緻化記憶

策略對甲生國字圈選能力的正向助益；而維持

期的階段平均值亦穩定保持在97.7的高水準。  

就表6的階段間分析可發現，雖然基線期

與介入期因受極端值影響導致階段間無效果變

化，但從水準變化因介入而顯著提升了91.5及

重疊百分比為0%的資料，便足以顯示精緻化記

憶策略對甲生國字圈選能力有大幅提升之顯著

成效，另C統計達到顯著水準(p＜ .01)亦能驗證

之；而在介入期與維持期間，二者的趨向方向

為正向走勢、重疊率為100%之外，水準變化更

微幅增加1.1，顯示了精緻化記憶策略對甲生在

國字圈選能力有良好的維持成效。  

由前述的目視分析可知，精緻化記憶策略

對甲生的國字圈選能力有良好的立即與維持成

效。  

(二)乙生「國字圈選能力」之學習成效  

圖5顯示，乙生在基線期與介入期的表現

皆未達穩定狀態，但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

水準範圍由基線期的0至17提升到介入期的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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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0。進入維持期後則趨於穩定，連續三週正

確率皆為100。  

由表7的階段內分析來看，乙生在基線期

的表現呈波動狀態，趨向預估也因為表現不穩

定而呈現上升趨勢，但從僅6.8的階段平均值來

看，可窺見乙生的國字圈選能力確實不佳；在

使用精緻化記憶策略後，乙生在介入期的階段

平均值提升至94.9，其在維持期更是連續三週

測驗皆得滿分，可見精緻化記憶策略對乙生國

字圈選能力有良好的立即成效。  
 

表7 乙生國字圈選能力學習成效之目視分析摘要表 

階段內 基線期(A) 介入期(B) 維持期(M) 
階段長度 10 10 3 
趨向預估 ／(＋) ／(＋) －(＝) 

趨向穩定性 0%(不穩定) 70%(不穩定) 100%(穩定)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水準穩定性 0%(不穩定) 70%(不穩定) 100%(穩定) 
水準範圍 0~17 83~100 100~100 
水準變化 ＋17(17－0) 0(100－100) 0(100－100) 

階段平均值 6.8 94.9 100 
SC 0.28 0.28* NA 
C -0.04 0.52 NA 
Z -0.15 1.84 NA 

階段間 B/A M/B 
階段間比較 83 0 
趨向方向 ／(＋) ／(＋) ／(＋) －(＝) 
效果變化 無變化 正向 

趨向穩定性變化 不穩定-不穩定 不穩定-穩定 
水準變化 ＋88.1(94.9－6.8) ＋5.1(100－94.9) 

重疊百分比 0% 100% 
SC 0.21 NA 
C 0.89 NA 
Z 4.19** NA 

註：NA 表示「不適用」；*p＜.05，**p＜.01。 

就表7的階段間分析可發現，乙生由基線

期進入介入期後，水準變化顯著增加了88.1，

且二者間的重疊百分比為0%，另C統計亦達顯

著水準(p＜ .01)，表示精緻化記憶策略對乙生的

國字圈選能力有立即且顯著之學習成效；而由

介入期進入維持期後，學習成效並未隨著介入

的撤除而消失，反而持續保持正向趨勢，水準

變化更增加了5.1，顯示本研究欲探討的精緻化

記憶策略有良好的維持成效。  

(三)丙生「國字圈選能力」之學習成效  

由圖5可知，丙生在基線期呈現不穩定的

波動狀態，且水準範圍僅介於0至17間；但水準

範圍在進入介入期後有明顯的提升，介於83至

100，維持期亦穩定地保持在88至98的水準範圍

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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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丙生國字圈選能力學習成效之目視分析摘要表 

階段內 基線期(A) 介入期(B) 維持期(M) 
階段長度 20 10 3 
趨向預估 ＼(－) ／(＋) ＼(－) 

趨向穩定性 0%(不穩定) 80%(穩定) 100%(穩定)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水準穩定性 0%(不穩定) 60%(不穩定) 100%(穩定) 
水準範圍 0~17 83~100 88~98 
水準變化 0(0－0) 0(83－83) －1(97－98) 

階段平均值 5.1 89.8 94.3 
SC 0.21 0.28 NA 
C -0.43 0.17 NA 
Z -2.02 0.59 NA 

階段間 B/A M/B 
階段間比較 83 15 
趨向方向 ＼(－) ／(＋) ／(＋) ＼(－) 
效果變化 正向 負向 

趨向穩定性變化 不穩定-穩定 穩定-穩定 
水準變化 ＋84.7(89.8－5.1) ＋4.5(94.3－89.8) 

重疊百分比 0% 100% 
SC 0.18 NA 
C 0.88 NA 
Z 5.01** NA 

註：NA 表示「不適用」；**p＜.01。 

首先由表8的階段內分析來看，丙生在基

線期的趨向預估為下降趨勢，階段平均值僅5.1

，雖表現呈不穩定的波動狀態，但由C統計未

達顯著水準 (p＞ .05)可知此階段並無明顯趨勢

存在；而在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之後，介入期

表現不僅漸趨穩定，階段平均值更大幅爬升至

89.8；維持期的表現更略優於介入期，階段平

均值達94.3。  

接著就表8的階段間分析來看，在基線期

進入介入期的階段，除了整體的效果變化為正

向、水準變化增加了84.7、二者的重疊百分比

為0%之外，兩階段間的C統計達顯著水準 (p＜

.01)，顯見精緻化記憶策略的介入對丙生國字

圈選能力有立即且正面的顯著效果；而由介入

期進入維持期時，水準變化未因介入撤除而減

少，反而更增加了4.5，加上二者的重疊百分比

為100%，可見即使在未經任何教學或複習的情

況下，精緻化記憶策略仍有良好的維持成效。  

綜合甲生、乙生與丙生的目視分析摘要，

精緻化記憶策略對研究參與者的國字圈選能力

皆有良好的立即與維持成效。  

 

三、看字讀音能力之學習成效 

本節旨在討論經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

，研究參與者在看字讀音能力的學習成效，乃

指研究參與者接受研究者自編識字測驗中「看

字讀音」分測驗的答對率。此分測驗為每次測

驗中的第二大題，研究者須逐題讀出目標字的

字音，始能得分，每題一分，共計六題。  

本研究在基線期、介入期與維持期所使用

的自編識字測驗形式皆相同，但由於維持期為

了得到介入撤除一週、兩週與三週後的維持成

效，故看字讀音答對率為十次測驗(共計六十個

目標字)的平均值，而基線期與介入期則是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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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六個目標字)之得分。圖6則是依據研究參

與者在基線期、介入期與維持期之看字讀音能

力學習成效所繪製而成的折線圖，並據此整理

出甲生、乙生與丙生看字讀音能力學習成效之

目視分析摘要，分別如表9、表10與表11所示，

逐一說明於後。  

 

圖6 研究參與者看字讀音能力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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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生「看字讀音能力」之學習成效  

從圖6來看，甲生在基線期與介入期的表現皆不穩定，但水準範圍基線期的0至17提升到介入

期的50至83，可見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對其看字讀音能力有明顯的改變。而維持期表現已達

穩定狀態，並保持在75至82的水準範圍。

表9 甲生看字讀音能力學習成效之目視分析摘要表 

階段內 基線期(A) 介入期(B) 維持期(M) 
階段長度 10 10 3 
趨向預估 ＼(－) ／(＋) ／(＋) 

趨向穩定性 0%(不穩定) 60%(不穩定) 100%(穩定)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水準穩定性 0%(不穩定) 40%(不穩定) 100%(穩定) 
水準範圍 0~17 50~83 75~82 
水準變化 0(0－0) 0(83－83) ＋7(82－75) 

階段平均值 5.1 73.3 79.7 
SC 0.28 0.28 NA 
C -0.43 0.08 NA 
Z -1.51 0.30 NA 

階段間 B/A M/B 
階段間比較 83 －8 
趨向方向 ＼(－) ／(＋) ／(＋) ／(＋) 
效果變化 正向 無變化 

趨向穩定性變化 不穩定-不穩定 不穩定-穩定 
水準變化 ＋68.2(73.3－5.1) ＋6.4(79.7－73.3) 

重疊百分比 0% 100% 
SC 0.21 NA 
C 0.78 NA 
Z 3.70** NA 

註：NA 表示「不適用」；**p＜.01。 

從表9的階段內分析來說，甲生在基線期

的趨向預估為下降趨勢，階段平均值為5.1，雖

整體呈現不穩定的波動狀態，但C值與Z值的數

據(p＞ .05)顯示此階段並無明顯趨勢存在；在接

受精緻化記憶策略教學之後，甲生在介入期的

趨向預估呈上升趨勢，階段平均值更提升至

73.3；於介入撤除後的維持期，不僅表現趨於

穩定狀態，階段平均值79.9之表現亦略優於介

入期。  

接著就表9的階段間分析來看，基線期進

入介入期的階段間，雖趨向穩定性仍未達穩定

狀態，但由水準變化顯著增加了68.2、二者重

疊百分比為 0%且C統計達顯著水準來看 (p＜

.01)，仍足以見到精緻化記憶策略對甲生看字

讀音能力有立即並顯著的正面助益；而介入期

進入維持期後，趨向穩定性由原先不穩定的波

動漸趨於穩定，水準變化未因介入撤除而消減

，反而小幅增加6.4，二者重疊百分比亦為100%

，顯見策略有良好的維持成效。  

由上述分析可知，精緻化記憶策略對甲生

看字讀音能力有不錯的立即與維持成效。  

(二)乙生「看字讀音能力」之學習成效  

由圖6來看，乙生在基線期的表現為不穩定的

波動，且水準範圍僅介於0至17之間；介入期表現

仍未趨穩定，但水準範圍已提升至67至100之間；

維持期則穩定保持在77至85的水準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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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乙生看字讀音能力學習成效之目視分析摘要表 

階段內 基線期(A) 介入期(B) 維持期(M) 
階段長度 10 10 3 
趨向預估 ／(＋) ／(＋) ／(＋) 

趨向穩定性 0%(不穩定) 50%(不穩定) 100%(穩定)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水準穩定性 0%(不穩定) 50%(不穩定) 100%(穩定) 
水準範圍 0~17 67~100 77~85 
水準變化 ＋17(17－0) ＋17(100－83) ＋8(85－77) 

階段平均值 6.8 81.6 81 
SC 0.28 0.28 NA 
C -0.04 0.3 NA 
Z -0.15 1.06 NA 

階段間 B/A M/B 
階段間比較 66 －23 
趨向方向 ／(＋) ／(＋) ／(＋) ／(＋) 
效果變化 無變化 無變化 

趨向穩定性變化 不穩定-不穩定 不穩定-穩定 
水準變化 ＋74.8(81.6－6.8) －0.6(81－81.6) 

重疊百分比 0% 100% 
SC 0.21 NA 
C 0.87 NA 
Z 4.11** NA 

註：NA 表示「不適用」；**p＜.01。 

從表10的階段內分析來看，乙生在基線期

與介入期的表現皆處於不穩定的波動狀態，但

因精緻化記憶策略的介入，階段平均值由原本

基線期的6.8，顯著提升至維持期的81.6；而進

入維持期後，表現已趨於穩定，階段平均值也

未因介入撤除而有大幅度的消減，僅略為下降

至81。  

而從表10的階段間分析來看，從基線期進

入介入期的階段間，整體表現仍處於不穩定的

波動，但由水準變化大幅增加74.8、重疊百分

比為0%以及C值與Z值的數據(p＜ .01)來判斷，

仍能肯定精緻化記憶策略對乙生看字讀音能力

立即並顯著的正面功效；而在介入期與維持期

二者間，乙生表現已趨於穩定，且水準變化僅

略降0.6、重疊百分比為100%，可見精緻化記

憶策略有良好的維持成效。  

綜合表10的目視分析摘要可發現，精緻化

記憶策略對乙生看字讀音能力有良好的立即與

維持成效。  

(三)丙生「看字讀音能力」之學習成效  

從圖6可看到，丙生在基線期的表現呈現

不穩定的起伏狀態，且水準範圍僅介於0至17

之間；進入介入期後，波動幅度變小，水準範

圍亦上升到83至100間；維持期的表現則趨於穩

定，水準範圍亦小幅上升到93至100的區間。  

接著，就表11的階段內分析來說，丙生在

基線期的表現呈現不穩定的起伏，趨向預估為

下降趨勢且階段平均值僅5.1；但在精緻化記憶

策略介入後，介入期的趨向預估呈上升趨勢，

且階段平均值顯著增加至91.5；而維持期的表

現不僅趨於穩定，階段平均值未消減反增加至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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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1的階段間分析來看，在基線期與介

入期間，趨向方向由下降變上升趨勢，水準變

化亦顯著增加86.4且重疊百分比為0%，加上C

統計達顯著水準(p＜ .01)，由此可見精緻化記憶

策略對丙生看字讀音能力有立即且顯著的正面

成效；在介入期與維持期間，水準變化並未因

介入撤除而下降，反而小幅增加了4.5，此外二

者的重疊百分比為100%，顯示精緻化記憶策略

有頗佳的維持成效。  
 

 

表11 丙生看字讀音能力學習成效之目視分析摘要表 

階段內 基線期(A) 介入期(B) 維持期(M) 
階段長度 20 10 3 
趨向預估 ＼(－) ／(＋) ＼(－) 

趨向穩定性 0%(不穩定) 70%(不穩定) 100%(穩定)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水準穩定性 0%(不穩定) 100%(穩定) 100%(穩定) 
水準範圍 0~17 83~100 93~100 
水準變化 0(0－0) ＋17(100－83) －2(93－95) 

階段平均值 5.1 91.5 96 
SC 0.2124 0.2843 NA 
C -0.4286 0.4 NA 
Z -2.0178 1.4071 NA 

階段間 B/A M/B 
階段間比較 83 －5 
趨向方向 ＼(－) ／(＋) ／(＋) ＼(－) 
效果變化 正向 負向 

趨向穩定性變化 不穩定-不穩定 不穩定-穩定 
水準變化 ＋86.4(91.5－5.1) ＋4.5(96－91.5) 

重疊百分比 0% 100% 
SC 0.1765 NA 
C 0.8915 NA 
Z 5.0513** NA 

註：NA 表示「不適用」；**p＜.01。 

統整前述研究參與者各階段的表現可發

現，精緻化記憶策略對其看字讀音能力有良好

的立即與維持成效。  

四、看字造詞能力之學習成效 

本節旨在討論經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

，研究參與者在看字造詞能力的學習成效，乃

指研究參與者接受研究者自編識字測驗中「看

字造詞」分測驗的答對率。此分測驗為每次測

驗中的第三大題，研究者須在認讀出目標字後

，造出正確的語詞才能得分，每題一分，共計

六題。  

本研究在各階段所使用的自編識字測驗

形式完全相同，僅維持期係為了得到介入撤除

後的維持成效，故看字造詞答對率為十次測驗(

共計六十個目標字)之平均，而基線期與維持期

則為當次測驗(六個目標字)之的得分。圖7係研

究參與者在各階段看字造詞能力的學習成效，

表12、表13與表14則分別係甲生、乙生與丙生

之看字造詞能力學習成效之目視分析摘要表，

以下逐一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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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研究參與者看字造詞能力的學習成效 



東臺灣特殊教育學報第十五期 

 

 

．81．

(一)甲生「看字造詞能力」之學習成效  

從圖7來看，甲生在基線期與介入期皆處

於不穩定的波動狀態，但因精緻化記憶策略的

介入，使得原來在基線期為0至17之間的水準範

圍，在介入期明顯提升至67至100之間；維持期

則穩定保持81至88的水準範圍。  

表12 甲生看字造詞能力學習成效之目視分析摘要表 

階段內 基線期(A) 介入期(B) 維持期(M) 
階段長度 10 10 3 
趨向預估 ＼(－) ／(＋) ／(＋) 

趨向穩定性 0%(不穩定) 60%(不穩定) 100%(穩定)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水準穩定性 0%(不穩定) 50%(不穩定) 100%(穩定) 
水準範圍 0~17 67~100 81~88 
水準變化 0(0－0) ＋17(100－83) ＋7(88－81) 

階段平均值 5.1 84.9 85.3 
SC 0.28 0.28 NA 
C -0.43 0.09 NA 
Z -1.51 0.33 NA 

階段間 B/A M/B 
階段間比較 83 －19 
趨向方向 ＼(－) ／(＋) ／(＋) ／(＋) 
效果變化 正向 無變化 

趨向穩定性變化 不穩定-不穩定 不穩定-穩定 
水準變化 ＋79.8(84.9－5.1) ＋0.4(85.3－84.9) 

重疊百分比 0% 100% 
SC 0.21 NA 
C 0.84 NA 
Z 3.94** NA 

註：NA 表示「不適用」；**p＜.01。 

首先從表12的階段內分析來看，甲生在基

線期的趨向預估為下降趨勢，階段平均值5.1且

表現呈不穩定的波動，但由C值與Z值的數據來

看，此階段並無明顯趨勢存在；進入介入期後

表現未如預期地趨於穩定，但趨向預估已轉為

上升趨勢，且階段平均值大幅提升至84.9，可

見精緻化記憶策略對甲生看字造詞能力的正面

功效；而維持期的表現已趨於穩定，階段平均

值更些微增加至85.3。  

接著就表12的階段間分析來看，基線期與

介入期間有正向的效果變化，不僅水準變化明

顯增加79.8、重疊百分比為0%，且C統計達顯

著水準(p＜ .01)，可見精緻化記憶策略對甲生看

字造詞能力有立即並顯著的教學成效；而在介

入期與維持期間，趨向方向持續保持上升趨勢

，二者重疊百分比為100%，水準變化也些微增

加了0.4，可知即使介入撤除後，精緻化記憶策

略仍有不錯的維持成效。  

依據表12的目視分析摘要可發現，精緻化

記憶策略對甲生看字造詞能力有良好的立即與

維持成效。  

(二)乙生「看字造詞能力」之學習成效  

由圖7來看，乙生在基線期的表現並不穩

定，且水準範圍僅介於0至17；精緻化記憶策略

介入後，水準範圍明顯提高到67至100的區間；

而維持期的水準範圍則又向上提升到87至100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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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乙生看字造詞能力學習成效之目視分析摘要表 

階段內 基線期(A) 介入期(B) 維持期(M) 
階段長度 10 10 3 
趨向預估 ／(＋) ／(＋) ／(＋) 

趨向穩定性 0%(不穩定) 80%(穩定) 100%(穩定)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水準穩定性 0%(不穩定) 50%(不穩定) 100%(穩定) 
水準範圍 0~17 67~100 87~100 
水準變化 ＋17(17－0) ＋33(100－67) ＋13(100－87) 

階段平均值 6.8 88.2 94 
SC 0.28 0.28 NA 
C -0.04 0.26 NA 
Z -0.15 0.90 NA 

階段間 B/A M/B 
階段間比較 50 －13 
趨向方向 ／(＋) ／(＋) ／(＋) ／(＋) 
效果變化 無變化 無變化 

趨向穩定性變化 不穩定-穩定 穩定-穩定 
水準變化 ＋81.4(88.2－6.8) ＋5.8(94－88.2) 

重疊百分比 0% 100% 
SC 0.21 NA 
C 0.92 NA 
Z 4.33** NA 

註：NA 表示「不適用」；**p＜.01。 

從表13的階段內分析來看，乙生在基線期

的表現呈不穩定的波動狀態且趨向預估呈上升

趨勢。但由C統計未達顯著水準(p＞ .05)與階段

平均值僅6.8的資料看來，介入前乙生的看字造

詞能力並不佳；在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介

入期的階段平均值大幅增加至88.2，且趨向預

估呈上升趨勢；維持期的表現亦保持上升趨勢

，階段平均值更攀升至94，並未因精緻化記憶

策略的撤除而使成效消減。  

而表13的階段間分析顯示，在基線期進入

介入期後，乙生看字造詞能力的水準變化大幅

增加了81.4，且兩階段間的重疊百分比為0%，

由此可見精緻化記憶策略立即且顯著的正面成

效，C統計所得之數據(p＜ .01)亦驗證之；在介

入期與維持期間，整體的趨向變化持續保持上

升趨勢，二者重疊百分比為100%，水準變化更

向上增加6.8，沒有因為介入撤除而產生成效有

所消弱的情形出現。  

如同甲生一樣，精緻化記憶策略對乙生的

看字造詞能力也有良好的立即與維持之成效。  

(三)丙生「看字造詞能力」之學習成效  

從圖7看來，丙生在基線期與介入期的表

現皆處於不穩定之狀態，但精緻化記憶策略介

入之前與之後有明顯的改變，即水準範圍由基

線期的0至17大幅提升到介入期的67至100；而

維持期的表現始趨於穩定，其水準範圍則保持

在90至97間。  

首先，就表14的階段內分析來看，丙生在

基線期的趨向預估為下降趨勢，階段平均值僅

5.1，且表現處於不甚穩定之狀態；在進入介入

期之後，水準穩定性雖因極端值而未達穩定，

但整體的趨向預估為上升趨勢，階段平均值也

大幅攀升至88.2，可見精緻化記憶策略發揮了

正面功效；而維持期的表現已達穩定，且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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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沒有出現預期的消減，反而還增加至94

。  

 

表14 丙生看字造詞能力學習成效之目視分析摘要表 

階段內 基線期(A) 介入期(B) 維持期(M) 
階段長度 20 10 3 
趨向預估 ＼(－) ／(＋) ／(＋) 

趨向穩定性 0%(不穩定) 80%(穩定) 100%(穩定)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水準穩定性 0%(不穩定) 50%(不穩定) 100%(穩定) 
水準範圍 0~17 67~100 90~97 
水準變化 0(0－0) ＋17(100－83) ＋7(97－90) 

階段平均值 5.1 88.2 94 
SC 0.21 0.28 NA 
C -0.43 0.16 NA 
Z -2.02 0.56 NA 

階段間 B/A M/B 
階段間比較 83 －10 
趨向方向 ＼(－) ／(＋) ／(＋) ／(＋) 
效果變化 正向 無變化 

趨向穩定性變化 不穩定-穩定 穩定-穩定 
水準變化 ＋83.1(88.2－5.1) ＋5.8(94－88.2) 

重疊百分比 0% 100% 
SC 0.18 NA 
C 0.87 NA 
Z 4.95** NA 

註：NA 表示「不適用」；**p＜.01。 

接著，說明表14的階段間分析，基線期與

介入期兩階段間呈現正向的效果變化，此外水

準變化提升83.1且二者重疊百分比為0%，C統

計所得之數據 (p＜ .01)亦驗證了本研究欲探討

的精緻化記憶策略對丙生看字造詞能力有顯著

的立即成效；而在介入期與維持期二者之間，

水準變化持續增加了5.8且重疊百分比為100%

，所以即使在介入撤除的情境之下，精緻化記

憶策略的維持成效仍有良好的效果。  

綜觀三位研究參與者在各階段的看字造

詞能力，不難發現精緻化記憶策略確實有良好

的立即與維持成效。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識字困難學生在

課程本位評量中的「整體識字能力」、「國字

圈選能力」、「看字讀音能力」與「看字造詞

能力」有良好的立即成效。  

(二)精緻化記憶策略介入後，識字困難學生在

課程本位評量中的「整體識字能力」、「國字

圈選能力」、「看字讀音能力」與「看字造詞

能力」有良好的維持成效。  

 

一、建議 

(一)對教學的建議  

1.採用精緻化記憶策略，有助於識字困難學

生識字成效之提升 

實驗教學期間，研究參與者皆非常期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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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每一次欲呈現的的精緻化內容。原本看似靜

態平凡的文字，因精緻化記憶策略賦予其生命

力，學習內容變得生動有趣，也因為提供多元

管道的編碼方式，使得研究參與者識字成效有

大幅之提升。但由於本研究僅就教師提供語文

與心像兩種形式之精緻化記憶策略做系統化的

探究，未來相關研究亦可加入其他形式(如手勢

)的精緻化記憶策略或改由學生自行創造出精

緻化記憶策略，並進一步探究其對識字學習是

否會有不同之成效。  

2.編製能提升學習動機與趣味性之學習單 

研究參與者對於研究介入期間所使用的

圖像與語文融合為一的學習單有高度之興趣，

不僅其學習態度與執行效率有大幅之提升，教

材內容也因為擺脫過往制式的編製方式，增添

了許多新鮮感。此外，由於本研究所編製之學

習單可同時呈現多項資訊，亦使得研究參與者

能從不同面向認識目標字，學習因此變得更豐

富、更有統整性。  

(二)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1.研究對象可採同質性之團體或比較不同

障別間的學習成效 

研究者基於教育立場，認為學生識字表現

低於所屬年級常模，即有對其進行補救教學的

迫切性，故並未排除因智能所導致識字困難者

。建議未來相關研究可篩選同質性較高的團體

進行教學，或是比較不同障別間的學習成效，

以明確瞭解精緻化記憶策略對識字學習之成效

。  

2.研究設計改採多試探設計，以盡可能降低

不良的評量反應 

研究者為了能明確比較研究參與者於介

入之前與之後的錯誤類型，捨棄了多試探設計

(Multiple Probe Designs)而採用跨受試多基線

設計，但此舉卻冒著因基線過長而可能產生不

良評量反應的風險。故參酌杜正治 (2010)之建

議，未來相關研究可在最後一條基線的前期改

採點狀試探，而在基線將要結束進入介入前以

及前一基線進入介入後採線段試探，使得在獲

取有效資料的同時，亦盡可能降低研究參與者

的不良反應。   

3.教學改採班級或小組教學，以評估此策略

在普通班之適用性 

本研究為盡可能降低其它因素的干擾而

採取一對一的教學方式，故在充裕的時間下能

滿足每一位研究參與者之需求，但當情境改為

班級或小組教學時，精緻化記憶策略對識字學

習能否仍有良好之成效?因此建議未來相關研

究可採班級或小組的教學方式進行介入，探討

精緻化記憶策略對識字學習之成效有否差異，

以進一步評估此策略在普通班的適用性。  

4.教材選定改以字頻作為依據，以擴大適用

對象 

基於考量研究參與者受教權益與學習進

度等因素，本研究教材取自於研究參與者原班

之國語教科書，但相對的卻限制了此套精緻化

識字教材使用的普及性。故研究者認為未來後

續相關研究可以常用字頻作為教材編製的依據

，例如選定前一百個常用字作為精緻化識字教

材，如此一來將能擴大適用對象，而非侷限於

特定之研究參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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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rning Effects of Elaboration strategies on 
Word Recognition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Word Recognition Difficulties 
 

Shing-Ting Lai     Ming-Sung Liu 
Special Education of Nation Tai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multiple baseline design across subject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laboration strategies on thre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word recognition difficulties. 

Two main findings were concluded as the results of the visual analysis and the C statistic. 

1. The elaboration strategies had immediate effects on improving the curriculum-based 

assessment of “the word recognition performance”, “choosing the correct Chinese charac-

ters”, “read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on dispaly” and“making up lexicons” for three partici-

pators of this study. 

2. In the post test，all three participators maintained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curricu-

lum-based assessment of “the word recognition performance”, “choosing the correct Chinese 

characters” ,“read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on dispaly” and“making up lexicons”. 

 
Keywords：elaboration strategies, word recognition, word recognition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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