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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比較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對聽覺障礙兒童閱讀理解能力之成效，研究方法

採用單一受試法比較介入之交替處理設計來進行研究。研究對象為二名聽覺障礙兒童，受試者

在基線階段各實施四次自編「閱讀理解測驗」，介入比較階段各實施十五次自編「閱讀理解測

驗」，最後階段實施五次自編「閱讀理解測驗」，測驗結果以視覺分析及 C 統計來分析比較使用

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教學的閱讀理解成效。此外，在教學前、後均施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

利用此一標準化測驗客觀的瞭解受試者閱讀理解能力進步的狀況。 

  本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一、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這兩種教學都對聽覺障礙兒童之閱讀理解能力具有教學成效。 

二、合作學習教學比自我教導教學對聽覺障礙兒童之閱讀理解能力更具有教學成效。 

三、聽覺障礙兒童對四種題型向度之自編閱讀理解測驗呈現進步的狀況。 

四、聽覺障礙兒童接受合作學習教學與自我教導教學後，在「中文閱讀理解測驗」上前、後測

的得分表現呈現進步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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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語言不僅是溝通的工具，也是人類生命的

基礎，凡是有組織、有系統的語音符號，和代

表這些聲音的視覺符號，用來作為人類交談的

工具皆稱為語言，包括口述的語言，書寫的語

言及手語（林寶貴，民 89）。閱讀是屬於視覺

性及接收性語言，人們藉著它可以吸取文字中

的訊息（張蓓莉，民 83）。因此，錡寶香（民 

85）提出閱讀是現代人必備的重要基本技能之

一，舉凡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娛樂

各層面都會用得上，是生活適應的工具；是人

類用以與人溝通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學習的

主要管道，閱讀能力的優劣也就成為決定學生

學習成果的關鍵要素之一。 

從認知心理學的理論觀點來看，或是從教

育學的實際觀點而言，閱讀理解無疑是求知的

重要手段之一；而就教學心理學而言，語文的

閱讀與理解不僅是學生所需學習的知識本身，

而且也是學生從事其他學習與知識吸收時所不

可或缺的主要工具與媒介（賴育民，民 83）。

然而，聽覺障礙者最大的困難，為其聽力損失 

 

 

 

 

 

 

 

 

 

 

 

 

 

 

 

 

 

 

 

 

 

 

 

 

 

影響正常的語言與社會行為的發展（何華國， 

民 88），經由國內外的文獻（Geers & Moog, 

 1989；Holt, 1993；張蓓莉，民 78；錡寶香，

民 89）得知聽覺障礙兒童閱讀理解能力普遍低

於同年齡兒童。在實際教學上，研究者發現五

年級的兩位聽覺障礙兒童確實也有閱讀理解困

難的情形，因此，在教學上如何提昇聽覺障礙

兒童的「閱讀理解總能力」、「理解文章基本事

實」、「推論」及「比較分析」等是研究者關注

的問題。 

    楊坤堂（民 82）指出合作學習符合特殊教

育的最少限制的環境和回歸主流的基本理念：

特殊兒童在一般的學校環境中，跟其同儕互

動，則學習的效果更佳，蒙受的教育利益更大。

Slavin（1995）指出合作學習可以增進學生的

學業成就，促進人際關係，接納有障礙的學生，

增加自尊，讓學生領悟到要思考和問題解決，

整合應用知識和技能。 

自我教導透過示範、公開式練習、內隱式

練習、回饋、增強等行為改變技術，對學習者

進行個別放聲思考策略的訓練，其目的是藉由

改變學習者的思考、信念與知覺等內隱行為，

進而促使其外顯行為的改變（林惠芬，民 86）。

綜合多位學者（江素鳳，民 87；胡雅各，民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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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瑋琛，民 80；Agran, 1997；Whitman, 1987）

的文獻發現自我教導策略是認知行為改變術所

使用的方法之一，認知行為改變術則是結合認

知觀點與行為改變技術所形成的一種理論，適

合用來幫助兒童發展自我控制的能力和解決問

題，不僅能促進工作技能的養成、類化，更能

促進工作表現。 

由上述可知，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適用於

普通兒童及特殊兒童，對學業及人際關係都有

正向的幫助。這兩種教學一種是小組討論另一

種是個別的學習，哪一種教學對聽覺障礙的閱

讀理解較有幫助？是研究者希望想了解的，也

希望藉由此實驗讓學生多學一些閱讀的方法或

技巧以幫助他們學習。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

下列二點： 

一、經由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教學的介入，對

聽覺障礙兒童依教學材料而編製的閱讀理

解測驗結果，比較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對

聽覺障礙兒童閱讀理解能力之影響。 

二、探討聽覺障礙兒童在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

教學介入前後，在「中文閱讀理解測驗」

上，學習前、後的表現情形。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以上之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的待答

問題： 

一、根據研究目的一，提出以下的待答問題： 

1-1 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教學，在自編「閱讀

理解測驗」總題數答對百分比上，何者較

能提昇聽覺障礙兒童之閱讀理解能力？ 

1-2 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教學，何者較能提昇

聽覺障礙兒童之「了解文章基本事實」的

學習？ 

1-3 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教學，何者較能提昇

聽覺障礙兒童之「比較分析」的學習？ 

1-4 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教學，何者較能提昇

聽覺障礙兒童之「文意統整」的學習？ 

1-5 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教學，何者較能提昇

聽覺障礙兒童之「抽取文章大意」的學習？ 

二、根據研究目的二，提出以下的待答問題： 

2-1 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教學後，聽覺障礙兒

童是否能類化到「中文閱讀理解測驗」上，

而增進其閱讀理解能力？ 

 
第四節、名詞釋義 
     茲將本研究所提及的重要變項與有關名

詞，作如下概念性及操作性定義： 

一、合作學習 

        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乃是一種有組織、有結構、有系統的教學

策略，教師依學生能力、性別、種族背景

等因素，將學生分配到一異質小組中進行

團隊的學習，鼓勵其彼此互相幫忙，融合

其知識起點之個別差異，統整自己與他人

之認知結構，以提高個人學習效果並達成

團體目的（林珮璇，民 82；陳淑絹，民 86；

黃光雄，民 85；黃政傑，民 86；黃榮真，

民 87；劉秀嫚，民 87；謝建全，82；Slavin, 

1995）。 

        本研究所指之合作學習係依據學生小

組成就區分法（STAD）之全班授課、小組

學習、測驗、計算個人進步分數、小組獎

勵，於分組時加入配對閱讀。 

二、自我教導 

        自我教導策略（self-instructional 

training）的目的在於利用改變當事人對

自己所說的話，協助受試者透過適當語言

媒 介 ， 由 教 導 者 的 自 我 陳 述

（self-statement），使受試者將其注意力

集中於所欲學習的技能上，進而教導受試

者產生適當的自我陳述，運用正向的自我

語言及自我增強等技術，改變或影響自我

的認知結構，以達到駕馭自己的行為或促

進學習效果（江素鳳，民 87；林玉華，民

84；張淑滿，民 90；藍瑋琛，民 80；Whitman, 

1987）。 

本研究所使用的實施步驟以林玉華

（民 84）所列的七個步驟修改後使用，包

括教導者示範公開、外在的自我教導，學

習者執行動作；受試者公開、外在的自我

教導；教導者示消退範公開、外在的自我

教導；受試者練習消退公開、外在的自我

教導；教導者示範內的隱的自我教導；受

試者練習內隱的自我教導。 

三、聽覺障礙兒童 

        依據教育部（民 91）「身心障礙及資

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聽覺障礙指由於先

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聽覺器官之構造缺

損，或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導致

對聲音之聽取或辨識有困難者。 

        本研究之「聽覺障礙兒童」係指基隆

市某國小五年級之聽覺障礙學生二名，其

中一名聽覺障礙程度為全聾，裸耳兩耳聽

力損失為 96dB，配戴助聽器後兩耳聽力損

失為 45dB；另外一名聽覺障礙程度亦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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聾，但裝人工電子耳後聽力損失為 35dB。 

四、閱讀理解能力 

        閱讀是一種建構文章意義的過程，獲

得理解是其最終目的（林昶菁，民 93）。

Lapp 和 Flood(1986)指出閱讀理解是從印

刷或書面上獲得訊息。本研究所指之閱讀

理解能力乃指聽覺障礙兒童在閱讀文章

時，能正確理解文章意義的能力。 

        閱讀歷程可分為四個階段：1.解碼 2.

字義理解 3.推論理解 4.監控理解（岳修平

譯，民 87）；本研究主要依據推論理解歷

程包括統整、摘要，而以「了解文章基本

事實」、「比較分析」、「文意統整」及「文

章大意」四個向度自編「閱讀理解測驗」

加以評量。本研究所指之閱讀理解能力乃

指聽覺障礙兒童在前、後測「中文閱讀理

解測驗」得分之差異及實驗教學時使用教

學教材所自編「閱讀理解測驗」之答對百

分比情形。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對

聽覺障礙兒童閱讀理解能力之研究。以下根據

此一主題進行相關文獻探討。文獻內容分為三

節：；第一節，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的理論與

實施；第二節，聽覺障礙兒童之學習；第三節，

合作學習、自我教導與聽覺障礙兒童閱讀理解

能力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的理論
與實施 

一、合作學習的理論與實施 

（一）合作學習的理論 

    黃政傑、林佩璇（民 85）提出現代的合 

作學習主張，主要奠基於社會學及心理學基礎 

上，其一為社會互賴論及接觸理論)，其二為認 

知發展論，其三為行為學習論。 

1.社會互賴論及接觸理論 

社會互賴理論強調合作目標，接觸理論重

點在於社會互動關係，作為達成學習的誘因。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Kurt Lewin 主張團體

的本質是其成員基於共同目標而形成的互賴，

此一互賴促使團體成為一個整體。 

    接觸理論著眼於社會互動關係，為了增進 

社會次級團體的和諧，在教育上，他不但適用 

於不同的種族，也適用於不同的年齡、性別、 

社經地位或能力的學生在一起學習(Farivar, 

 1985)。 

2.認知發展論 

    認知理論可進一步分成發展理論及認知 

精緻化理論兩大理論來探討(Slavin, 1995)。 

在發展理論方面，以 Vygotsky 的觀點來看，學 

生間的合作能促進成長，因為年齡相近的兒童 

最近發展區的運作相似，因此，小組合作的行 

為，較個別的表現為好。 

    在認知精緻化理論方面，乃是解釋教材給 

別人聽，在表達與傾聽的過程中，不僅利於被 

指導者，更有利於指導者。 

3.行為學習論 

行為學習論著眼於團體增強物和報酬對學

習的影響，假定學習行為若受到外在報酬和增

強便會反覆出現。 

    綜合上述得知，合作學習的理論基礎主要 

奠基於社會學及心理學基礎上，提供異質性小 

組成員合作的機會，藉由完成目標，以促進人 

際互動和工作互動，讓學生間的合作可以促進 

成長。並提供合適的刺激環境、增強、回饋及 

酬賞是建立學習行為的重要因素。 

（二）合作學習的方法 

    合作學習的教學實施，因應學生個別差 

異，分組進行課業討論的工作，期望能透過學 

生的相互協助，使所有的學生都能達到學習目 

標，並且透過合作學習的方式，促進學生的溝 

通、表達能力（陳麗如，民 91）。目前合作學 

習教學法已發展出許多方法，如學生小組成就 

區分法（STAD），小組遊戲競賽法（TGT），拼圖 

法（Jigsaw），拼圖法第二代（Jigsaw II），團 

體探究法（G-I），小組協力教學法或小組加速 

學習法（TAI），協同合作法（Co-op Co-op）， 

合作統整閱讀寫作法（CIRC），共同學習法（ 

L.T.），配對式合作學習（Dyadic  Cooperative  

Learning）等，教師可根據教材、年級或特殊 

需要採用不同的設計。 

二、自我教導的理論與實施 

（一）自我教導的理論 

    自我教導策略是認知行為改變術所使用 

的方法之一，認知行為改變術則是結合認知觀 

點，與行為改變技術所形成的一種理論（江素 

鳳，民 87；胡雅各，民 84；陳湘，民 89）。 

自我教導策略由一連串的自我教導語言所構成 

，以這些想像的內在語言為媒介，達到駕馭行 

為或促進學習效果的目的（藍瑋琛，民 80）。                 

（二）自我教導策略的實施 

    自我教導訓練的實施步驟，最早係由蘇聯 

的心理學家 Vygotsky(1962)和 Luria(1961)所 

發展出來的，他們認為教導兒童以口語控制的 

方法來控制自己的行為，必須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由他人（通常是成人）運用語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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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及控制兒童的行為；第二階段，兒童反覆 

唸出成人的指導語言以調節自己的行為；最後 

，兒童使用內隱的自我對話來自行引導自己的 

行為（Meichenbaum,1977；廖鳳池，民 78）。 

    綜合學者（江素鳳，民 87；胡雅各，民 84； 

廖鳳池，民 78；藍瑋琛，民 80；Billings & 

 Wasik,1985）之研究，可以發現自我教導策略 

之程序皆源自 Meichenbaum (1977)所提之基本 

步驟：1.認知示範。2.外顯的引導。3.外顯的 

自我引導。4.熟練外顯的自我引導。5.內隱的 

自我教導。 

    林玉華（民 84）將各家所用之自我教導的 

教學程序整理後分為下列七個步驟，分別是： 

研究者進行認知示範；研究者公開、外在的引 

導，受試者執行動作；受試者公開的自我引導； 

研究者示範消退公開、外在的引導；受試者練 

習消退公開的自我引導；研究者示範內隱的自 

我引導；受試者練習內隱的自我引導。 

 

第二節   聽覺障礙兒童的特徵與閱讀
教學 

一、聽覺障礙兒童的特徵 

        聽覺障礙對一個人最直接的影響應該

是在溝通方面，由於在語言接收方面受到

阻抑，對語言表達能力的發展也相對地產

生不利的影響。除此之外，聽覺障礙也會

對一個人的認知功能、社會適應、學業學

習與職業發展等產生間接的影響。 

二、聽覺障礙兒童的閱讀教學 

        為了能夠在社會中正常的運作，並且

為了要能充分鑑賞人生，閱讀乃是生活中

一項相當重要的技能；然而不幸的是，事

實上卻有很多人欠缺此一技能（岳修平

譯，民 87）。聽覺障礙兒童其閱讀能力比

同年級耳聰學生低落（張蓓莉，民 78），

因此，閱讀教學成為教導聽覺障礙兒童的

一個重要課題，故以下就閱讀的歷程、閱

讀教學、閱讀教學策略與閱讀理解表現的

評量四方面來論述： 

（一）閱讀的歷程 

閱讀是一項涉及多種認知歷程的複雜能

力，其中涵蓋了許多成分歷程以及廣泛的敘述

性知識。閱讀歷程分為下列四個階段（岳修平

譯，民 87）： 

    1.解碼（decoding），就是認字，破解書面 

文字符號並使其具有意義。 

    2.字義理解（literal comprehension）， 

它的功能是由書面文字來追朔推論每個 

字義，它是由字義取得和文法解析兩個 

歷程所構成。 

    3.推論理解（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 

），「推論理解」的歷程可以提供閱讀者 

對於他們所正在閱讀的事物，有更深層 

且較廣博的理解。推論理解包括統整、 

摘要與精緻化等三個歷程。 

    4.監控理解（comprehension monitoring 

），是讀者能有效的面對其目標，監控自 

己理解的歷程。 

由以上的文獻得知，閱讀的歷程乃在理解

文章。為了增進聽覺障礙兒童在閱讀方面的能

力，因此以閱讀理解為本研究之重點。 

（二）閱讀教學 

Stevens,Slavin 和 Farnish(1991)提出

有關閱讀之研究對於理解教學產生明顯的影響 

，特別在兩個領域：認知心理學和教室組織；

認知心理學是認知心理學的研究導致進一步的

了解成功閱讀者使用的理解策略，而教室組織

則是指教室組織的研究集中於教學方法的品質 

，特別是合作學習已發展成更有效的教學。 

（三）閱讀教學策略 

閱讀的目的乃在於理解—即自文字中獲得

意義。因此，閱讀方案須著重在理解技能方面。

閱讀理解與先前相關知識有關聯，閱讀材料提

供我們新知識，為了解這些新知，學生必須自

其記憶中找出不同的有關訊息，許多的教學策

略能促進預測與理解，這些預測的策略包括：

1.設定目的。2.克漏字。3.參與式指導法。4.

直接閱讀/思考活動。5.自我提出問題。 

（四）閱讀理解表現的評量 

閱讀理解表現的評量的目的在於了解學生

的閱讀理解能力，常用於鑑定或教學效果之評

量，常見的閱讀理解表現評量包括選擇式閱讀

理解測驗、問答式閱讀理解測驗、自由回憶測

驗、文章偵錯測驗、克漏字測驗等（蔡銘津，

民 86）。 

依本研究採選擇式閱讀理解測驗由受試者

在閱讀一篇文章後，從閱理解題目中選擇最適

當的答案，計算受試者答對題數及得分為評量

工具，以了解學生之閱讀理解成效。 

 

第三節   合作學習、自我教導與聽覺
障礙兒童閱讀理解能力之相
關研究 

    本節就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的相關研究、

聽覺障礙兒童閱讀理解能力的相關研究作一說

明。 

一、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的相關研究 

（一）合作學習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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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1991)研究合作學習對閱讀理解的

效果，結果證明接受合作學習的學生，在閱讀

理解方面明顯高於控制組學生。 

Wood 等人(1993)綜合許多研究發現合作

學習的效果包括：促進較高的學業成就、改善

種族關係、增加學生的自尊及包容度、對一般

學生和障礙者在觀念上有正面的影響、激發學

生的學習動機、改善學生對教師和學校作業的

態度、培養獨立及幫助學生積極正向的看待同

學的意見。 

Caposey 和 Heider（2003）的報告指出中

小學的學生，透過合作學習教學，經由老師及

同儕的互動可以增進學生的詞彙精熟技巧與閱

讀理解能力。 

吳麗寬（民 89）所做的研究結果發現合作

學習能增進普通學生與學習障礙學生的閱讀理

解能力；亦能增進學習障礙學生在普通班中的

同儕接納程度及促進其社交技巧。 

由 Wilson(1991)及吳麗寬（民 89）的研究

發現合作學習可以增進學生閱讀理解能力，於

是本研究採用合作學習方式教學。 

（二）自我教導的相關研究 

自我教導策略剛發展出來時，首先被運用

在處理衝動兒童的行為方面，其成效相當顯

著，之後也被運用到技能養成與提昇學習成就

領域，同樣也獲得不錯的效果（鄭尚銘，民

92）。 

Miller(1985)以四年級 45 位普通閱讀理

解能力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增進他們的閱讀理

解能力。在立即效果方面，接受一般的自我教

導組及特定工作的自我教導組的受試者，在偵

測錯誤的能力上有明顯的改進，而一般的自我

教導組比特定工作的教誨式教學組更能促進閱

讀理解的表現。 

Smith 與 VanBiervliet（1986）採用跨個

人多基線研究設計模式，以 3位 11 歲閱讀理解

能力較差的兒童為研究對象，教導其自我教導

策略，結果發現這三位受試者的表現進步，並

且教學效果可以保留到自我管理的階段。 

林惠芬（民 86）針對中部地區六所國民中

學啟智班一年級的輕度智能障礙學生 33 人為

對象，進行自我教導問-答閱讀策略對國中輕度

智能不足學生閱讀理解效果之研究；由研究結

果得知，實驗組之輕度智能障礙學生的四次閱

讀測驗得分比提示組和控制組高且達統計顯著

水準，同時實驗組的受試者亦表示此種學習策

略對其閱讀理解有所幫助。 

由 Miller(1985)、Smith 和 VanBiervliet

（1986）及林惠芬（民 86）的研究發現自我教

導學習策略不論對閱讀理解能力差或一般閱讀

理解能力的學生，其結果皆肯定可以增進學生

閱讀理解能力，於是本研究採用自我教導方式

教學。 

二、聽覺障礙兒童閱讀理解能力的相關研究 

Holt(1993)由史丹佛成就測驗(SAT-8)對 

8-15 歲耳聰學生及 8-18 歲重度聽覺障礙的學

生做閱讀理解測驗，其比較結果發現 9 歲耳聰

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相當於四年級而重度聽覺

障礙的學生相當於二年級，13 歲耳聰學生的閱

讀理解能力相當於 8 年級而重度聽覺障礙的學

生則相當於三年級，17 歲重度聽覺障礙的學生

其閱讀理解能力則只相當於四至五年級之間。 

張蓓莉（民 78）所做的研究結果發現聽覺

障礙學生之語言能力比同年級耳聰學生低落，

低落的程度則隨其年級之增加而呈直線成長趨

勢。 

林寶貴、黃玉枝（民 86）所做的研究結果

發現國中階段啟聰學校或啟聰班的學生，其國

語文能力相當於國小普通班二、三年級學生的

程度，且在國小三年級以後進步漸趨緩慢；在

文意測驗方面，對從句子中摘要出其中存在的

主要內涵，往往有困難。 

錡寶香（民 89）所做的研究結果發現啟聰

學校與啟聰班國一生在閱讀時「理解文章基本

事實」、「推論」、「比較分析」、「閱讀理解總能

力」、「記敘文閱讀理解能力」、「說明文閱讀理

解能力」等項目皆顯著低於同年級的資源班聽

障學生與普通班聽常學生，甚至也顯著低於普

通班聽常小三學生。 

由上述相關研究得知，聽覺障礙兒童的閱

讀理解能力普遍低於一般聽常的學生(Holt, 

1993；錡寶香，民 89)。在閱讀理解次能力方

面「理解文章基本事實」、「推論」、「比較分析」

等項目皆顯著低於同年級的普通班聽常學生，

在文意測驗方面，對從句子中摘要出其中存在

的主要內涵，聽覺障礙兒童也往往有困難（林

寶貴、黃玉枝，民 86；錡寶香，民 89）。因此，

本研究的閱讀理解向度為「了解文章基本事實」 

、「比較分析」、「文意統整」及「抽取文章大意」。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就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設計、

研究工具、研究程序、資料處理等依序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合作學習教學及自我教

導教學對聽覺障礙兒童閱讀理解成效之研究。

研究的自變項為教學方法，依變項為「中文閱

讀理解測驗」之得分及自編「閱讀理解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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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百分比，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1.合作學習 

2.自我教導 

閱讀理解成效 

聽
覺
障
礙
兒
童

中文閱讀 

理解測驗 

1.音韻處理 
1.能力 
2.語意能力 
3.語法能力 
4.了解文章 
4.基本事實 
5.比較分析 
6.抽取文章 
6.大意 
7.推論 

自編閱讀 

理解測驗 

1.了解文章 
1.基本事實 
2.比較分析 
3.文意統整 
4.抽取文章 
4.大意 
 
 

圖  3-1    研究架構 

自變項 依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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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 

本實驗教學研究以基隆市某國小啟聰班五 

 

 

 

 

 

 

 

 

 

 

 

 

 

 

 

 

 

 

 

 

 

 

 

 

 

 

 

 

第三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單一受試法比較介入之交替處理

設計（Alternating Treatment Design,ATD）

（杜正治譯，民 83）。本研究共分為三個階段實

施，第一階段基線期各四節課不實施任何教

學，只閱讀教材後直接測驗；第二階段介入期

為十五節合作學習教學及十五節自我教導教

學，教學後才予以測驗；第三階段為五節實施

較有成效之教學，教學後也予以測驗。實驗教

學設計分為三個階段實施，包括基線階段（A）、

介入比較階段（B與 C）以及最後階段以單獨實

施最有效的介入教學法（B或 C）。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根據本研究之需要，所使用的評量工具分

為篩選工具：「聽覺障礙學生國語文能力測

驗」、「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中文閱讀理

解測驗」及自編「閱讀理解測驗」。分別說明如 

年級兩位聽覺障礙學生為對象，受試學生之資

料如表 3-1： 

 

 

 

 

 

 

 

 

 

 

 

 

 

 

 

 

 

 

 

 

 

 

 

 

 

 

 

 

 

下：  

一、 篩選工具 

（一）聽覺障礙學生國語文能力測驗 

    本測驗由林寶貴、何東墀和錡寶香（民 85）

所編製，適用於國小二年級至國中三年級之聽

障學生，是一套聽覺障礙學生國語文標準化能

力測驗，目的在了解兩位聽覺障礙學生目前之

國語文能力。 

（二）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 

    本測驗為柯華葳（民 88）為了找出閱讀理

解有困難的學童所編製的測驗。 

二、中文閱讀理解測驗 

    本測驗是實驗階段所使用的工具，目的是

前後測聽覺障礙兒童閱讀理解經兩種教學法後

教學後，以了解受試者閱讀理解之成效。本測

驗係由林寶貴、錡寶香（民 88）依據閱讀理解

組織成份、歷程，以及中文的語言結構特徵，

並參考國內外閱讀測驗的內涵編製而成。 

表 3-1  受試學生之資料 

           項目  
學生 

受試甲 受試乙 

 
基
本
資
料 

性別 男 男 

年齡 11 歲 11 歲 

殘障程度 聽障重度 聽障極重度 

聽力損失 左：96 dB   右：96 dB 左：90 dB   右：90 dB 

助聽器 目前使用 ALEX FM 團體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配戴助聽器後
聽力損失 

左：45dB   右：45dB 
配戴助聽器後聽力損失 
約 35 dB 左右 

2.學科能力 

在普通班數學科成績在中上。國語科
成績落後，尤其在造句方面明顯落
後。社會科、自然科比同年級學生
弱。 

國語科會造較長的句子但不通
順，在普通班其數學科、社會科
及自然科比同年級普通班學生
弱。 

3.溝通能力 

個性溫和、內向，很少與同學交談，
平常使用口語和手語溝通，但常常只
講關鍵字或重要語詞。語句常表達不
完整。 

個性活潑開朗，會主動與同學交
談，平常使用口語和手語溝通。
會說短句，日常用語的對話流
利，語調較弱。 

7.聽覺障礙學生國
語文能力測驗 

總分：77 分     
年齡百分等級：82  
T 分數：58 

總分：78 分     
年齡百分等級：83        
T 分數：59 

8.閱讀理解困難篩
選測驗 

.20 是低分組 
有閱讀理解困難的情形。 

.25 是低分組 
有閱讀理解困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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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編「閱讀理解測驗」 

    本測驗乃因教學評量之需要而自編選擇式

閱讀理解測驗，目的是蒐集受試者在不同教學

法中閱讀理解的表現資料。測驗編製的方法如

下： 

（一)參考依據：本研究參考現行國小國語文教 

科書、光田出版社出版國語文教學研究會 

編及世一出版社精編之閱讀測驗等作為測 

驗編製、命題之參考。 

（二）編擬測驗之初稿：依上述確定評量閱讀理 

解之測驗組型後，題目分為四個向度：「了 

解文章基本事實」、「比較分析」、「文意統 

整」及「抽取文章大意」。 

（三）進行預試與試題分析：測驗編擬完成後， 

請三位資深教師評估測驗題目的難度及文 

章的可讀性，並依教師的意見刪除更換文 

章及修改測驗內容，採專家審查之內容效 

度，然後確定題目。確定 39 篇閱讀教材及 

各篇文章的自編「閱讀理解測驗」，各單元 

教材名稱、出處，並建立信度資料及效標 

關聯效度。 

1.預試 

請基隆市一所國小之五年級學生共 36 名

進行自編「閱讀理解測驗」作答，所得的測驗

分數，利用余民寧（民 91）教育測驗與評量所

附 TESTER for windows 程式 2.0 版的光碟作試

題鑑別度及難度分析，並依以下標準選取測驗

題目。 

（1）鑑別度： 

一般來說，可接受的最低標準在鑑別度指 

數.25 以上，低於此標準之下，就視為鑑 

別力不佳試題（引自郭生玉，民 82）。選 

取鑑別度指數.25 以上的測驗題目。 

（2）難度指標： 

以.40 到.80 之間的難度指標值範圍作為 

選擇題的挑選標準（余民寧，民 91）。 

（3）去除每篇文章低於八題者。最後結果選出 

39 篇測驗文章，每一篇文章的測驗題目在 

8-10 題之間。 

2.重測信度 

    為瞭解在預試中所篩選出的 39 篇測驗文 

章的穩定性，以同樣一所國小五年級的學生共 

30 名為對象，進行施測，並在兩週後再重新施 

測一次，以兩次施測所得的分數，計算兩次得 

分間的相關係數（通常是以皮爾森的積差相關 

係數來表示）（余民寧，民 91），求得重測信度 

為.838。查表得知.463 以上即達.01 顯著水準。 

3.效標關聯效度 

    本測驗採同時效度，以同樣一所國小五年 

級的學生共 30 名為對象，進行施測所得的測驗 

分數與其五下第一次國語科成績考查的成績， 

求得的積差相關值。學生的樣本數為 30，查表 

得知.463 以上即達.01 顯著水準。 

 

第五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步驟如下，步驟流程如圖 3-2： 

一、蒐集文獻資料 

研究者於九十一年七月開始蒐集相關資

料。 

二、決定研究主題 

因為研究者是現任啟聰班教師，所以研究

對象以聽覺障礙兒童為主。因學生在閱讀理解

方面有困難，最後決定以「合作學習與自我教

導對聽覺障礙兒童閱讀理解成效之研究」為研

究主題。 

三、擬定研究計畫 

研究者從九十二年七月開始擬定研究計

畫，於九十三年三月提出計畫。 

四、行政協調 

於九十二年九月間進行行政協調，取得基

隆市某國小校長、輔導主任、教務主任、普通

班導師以及受試學生填寫家長的同意書後，選

定實驗教學的學生。 

五、設計實驗課程與教材 

研究者依據光田和世一兩家出版社出版之

閱讀測驗，請某國小五年級資深任教老師五

人，選出 42篇適合五年級閱讀之教材，作為實

驗教學之用。 

六、編製評量工具 

依據選出來之 42 篇教材，編製閱讀理解測

驗，每篇文章有十題選擇題。 

七、進行預試 

於基隆某一所國小五年級 36 位學生進行

預試，依難度及鑑別度篩選自編「閱讀理解測

驗」之題目，最後選出 39 篇教材及評量題目。 

 

八、擬定教學運作模式 

（一）合作學習教學運作模式 

1.STAD 教學模式之調整 

（1）教學程序為： 

教師分發教材之後，全班授課依各單元文

章之文體，由教師閱讀並採用故事結構分析法

或語意圖示法講解文章內容，使學生瞭解文章

內容約 10 分鐘，之後學生依既定之分組，小組

學習討論作業單之問題 15 分鐘，個別測驗 8

分鐘，計算個人進步分數 3 分鐘，最後小組獎

勵 4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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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組： 

分組的方法為立意法，由實驗班級級任老 

師與研究者依學生國語文程度的高低排列分成

7 人一組，採 S 形分配方式將學生分到各小組

中，再調整各小組中男女學生的比例之異質性

小組，共分成五組，並安排自願與聽覺障礙兒

童同組的學生坐在他們的旁邊，使聽覺障礙兒

童較有參與討論的機會。學生配對閱讀並根據

已擬定之作業單進行小組討論，在討論進行

時，老師巡視各組間隨時提供指導，並於各組

討論完後抽一名學生回答問題。 

（3）分配組內角色： 

本研究設計共分成五組，每組七個小朋友 

，角色任務分別為：小組長一人負責掌控全組

的學習，小組討論時主持討論並分配發言的機

會；檢查員一人負責檢查小組組員的學習狀

況，檢查同組組員是否完成工作，學習有無困

難；服務員一人負責收發各種資料；觀察員一

人負責觀察小組成員的合作行為表現；紀錄員

二人負責進步分數之計算及學習成績之登錄；

獎勵員一名負責當小組合作行為表現良好時，

負責在獎勵卡上蓋章。組內角色任務的分派，

依學生不同的能力而定，是為了讓小組成員對

小組都有所貢獻。 

（4）計算進步分數： 

由學生與老師共同討論決定基本分數，然 

後每次小考分數減基本分數，再依所得分數按

表 3-2 之標準轉換成進步分數：計算進步分數

的目的是鼓勵學生積極的表現；個人進步分數

的計算，將作為小組表揚的積點之一，各組根

據積點的高低，選出分數最高的三組接受小組

表揚。 

（5）小組獎勵： 

根據小組分數，並將組員名單公佈在公佈 

欄上。 

2.合作技能訓練 

合作學習正式教學之前，訓練學生的合作

行為乃是一重要的步驟（吳麗寬，民 89）。為 

了使學生熟悉合作技能，先介紹合作學習的程

序和規則，說明觀察表的紀錄方法、進步分數

的計算方法、個人獎勵及小組表揚辦法。 

 

 

 

 

 

 

 

 

（二）自我教導之教學運作模式 

1.教學程序： 

自我教導的教學程序乃依 Meichenbaum 的

研究架構而來，本實驗採用林玉華（民 84）整

理後之七個步驟，分別是： 

（1）研究者進行認知示範。 

（2）研究者公開、外在的引導，受試者執行作。 

（3）受試者公開的自我引導。 

（4）研究者示範消退公開、外在的引導。 

（5）受試者練習消退公開的自我引導。 

（6）研究者示範內隱的自我引導。 

（7）受試者練習內隱的自我引導。 

2.自我教導技能訓練 

（1）自我教導教學活動說明： 

教師先說明自我教導的目的後，依序說明及示 

範自我教導之內容，讓學生清楚整個過程。 

（2）自我教導學習程序說明： 

為了讓受試者更清楚及熟悉這個程序，使用海 

報書面說明，以便於應用。 

自我教導之教學程序擬定之後，編擬自我

教導單元活動設計及自我教導策略使用評估表

作為教學之用。 

以上兩種教學法所測驗出來的閱讀理解成

績登錄在閱讀理解測驗成績登錄表中。 

九、前測 

於實驗教學前對聽覺障礙兒童作「中文閱

讀理解測驗」之前測，並於實驗教學前一週建

立基準線。 

十、進行實驗教學 

    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底前修正論文計畫，教

材及自編「閱讀理解測驗」經專家檢核後，於

民國九十三年四月至六月，利用每週一、二、

四、五早上 8：00-8：40 或中午 12：50-13：

30 實施，基線階段各四節，實施合作學習及自

我教導各十五節，五節實施較有成效之教學。 

十一、形成性評量 

    實驗教學期間，運用每一次教學所使用的

教材自編閱讀理解測驗，予以施測。測驗結果

答對百分比超過 50 即為通過，繼續進行下一篇

文章及測驗。 

 

 

 

 

 

 

 

 

 

表 3-2 進步分數換算表 
小考得分減基本分數 轉換進步分數 

退步 10 分以上 0 分 
進步 10 分 10 分 
進步 20 分 20 分 
進步 30 分以上 30 分 
表現優異（90 分以上）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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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蒐集文獻資料  

 

 決定研究主題  

 

 擬定研究計劃  

 

 行政協調    設計實驗課程與教材    編製評量工具  

 

 進行預試  

 

 擬定教學運作模式  

 

 前測  

 

 實施實驗教學            形成性評量  

 

 後測  

 

 資料整理  

 

圖 3-2  研究步驟流程圖 

十二、後測 

    於實驗教學之後對聽覺障礙兒童作「中文

閱讀理解測驗」之後測。 

 

 

 

 

 

 

 

 

 

 

 

 

 

 

 

 

 

 

 

 

 

 

 

 

 

 

 

 

 

 

 

 

 

 

 

 

 

 

 

 

 

 

 

 

 

 

十三、資料整理階段 

於民國九十三年七月開始整理各實驗階段

的實驗教學資料，依據資料分析結果，並撰寫

研究報告，並於民國九十四年七月提出研究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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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處理 
根據待答問題 1-1 至 1-5，本研究的資料

採用視覺分析及 C 統計的方法，針對受試者每

一次之自編「閱讀理解測驗」答對百分比的表

現繪出曲線圖，比較受試者在基線階段（A）、

介入比較階段（B與 C）及最後階段（B或 C）

的差異，以瞭解實驗研究的成效。同時針對受

試者經過兩種教學法後，自編「閱讀理解測驗」

的四個部分，作視覺分析及答對百分比的曲線

圖的比較。 

根據待答問題 2-1，以「中文閱讀理解能

力測驗」進行實驗教學之前測、後測，利用前

測、後測所得的分數來比較受試者在教學前、

教學後其閱讀理解能力表現的差異。同時，分

別針對受試者在「中文閱讀理解能力測驗」中

等七項閱讀理解次能力的表現作分析。 

以下就資料分析方法加以說明： 

一、視覺分析 

目的是了解受試者在各階段內的表現狀

況，並比較相鄰階段間的閱讀理解差異狀況。

二名受試者在基線階段（A）、介入比較階段（B

與 C）、最後階段（B或 C），接受自編「閱讀理

解測驗」的結果，計算出答對百分比，研究期

間所蒐集的資料，登錄在紀錄表中。 

依據 Tawney,Gast 所建議的資料分析方

式，進行目視分析（引自杜正治譯，民 83）。

將每位受試者的答對百分比點繪出曲線圖，並

整理出階段內與相鄰兩階段間的資料分析原

則： 

（一）階段內的變化分析：1.趨向預估。2.趨向 

穩定。3.表現水準。4.水準的範圍。5. 

水準的變動值。 

（二）相鄰兩階段間的變化分析：1.趨向變化。 

2.水準變動值。3.水準的重疊比率。 

二、C統計 

本研究以 C 統計輔助目視分析，以考驗階

段間資料點的變化走勢是否達到顯著水準。 

 

 

 

 

 

 

 

 

 

 

 

 

計算各階段和所要比較階段間的 C、 XS 、

Z 值，檢定不同時段合併後的 Z 值是否達到顯

著水準。如果不同階段合算的 Z 值達到顯著水

準，表示不同階段的趨向有顯著變化。 

（一） C 統計計算公式如下： 

 

 

 

 

    C 值為正，表示連續的觀察值之間有正相

關；反之則為負相關。 

（二）計算 C 統計值之平均數的標準誤公式如

下： 

 

 

 

 

        

（三）Z值為 C值與其平均數標準誤的比值： 

             

 

 

 

(公式來源：Krishef, C. H.著，蔡美華等譯，民 88) 
 

三、閱讀理解能力向度分析 

本研究除了以視覺分析來評量受試者在每

個階段的閱讀理解整體表現，為彌補此資料的

不足，另外輔以向度之分析。研究者將整個研

究進行過程中，受試者所接受之自編「閱讀理

解測驗」依答題結果，分別計算出在介入比較

階段受試者在四個題型向度的正確答對比例，

以進行整理分析。另外，記錄受試者在「中文

閱讀理解測驗」的前後測中，七項閱讀理解次

能力上正確答對題數，以進行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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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共分為四節：針對待答問題1-1至1-5

由第一、二節分別說明；針對待答問題 2-1 則 

 

 

 

 

 

 

 

 

 

 

 

 

 

 

 

 

 

 

 

 

 

 

 

 

 

 

 

 

 

 

 

 

 

 

 

 

 

 

 

 

 

 

 

 

 

 

由第三節來說明；第四節則將學習結果作綜合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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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受試甲在不同實驗階段總題數之答對百分比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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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受試甲在不同實驗階段總題數之階段平均答對百分比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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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受試甲「了解文章基本事實」在不同實驗階段之平均答對百分比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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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受試甲自編「閱讀理解測驗」 
之結果分析 
本節的主要目的是針對受試甲，在合作學

習與自我教導的教學實驗過程中，於研究者之

自編「閱讀理解測驗」答對百分比做比較分析，

比較出較有成效的教學，繼續作為最後階段的

教學。 

一、自編「閱讀理解測驗」總題數答對百分比 

 

 

 

 

 

 

 

 

 

 

 

 

 

 

 

 

 

 

 

 

 

 

 

二、 自編「閱讀理解測驗」各類型題目 

答對百分比 

 

 

 

 

 

 

 

 

 

 

 

 

 

 

 

 

    受試甲基線階段的結果如圖 4-1 及表 4-1 

所示， 由目視分析可以瞭解其表現呈現穩定狀 

態，因此實施教學介入。在介入比較階段中兩 

種教學的比較上，由及圖 4-2 可看出在介入兩 

種教學之後，合作學習教學後的表現優於自我 

教導教學後的表現，最後階段為合作學習教學 

的實施。  

 

 

 

 

 

 

 

 

 

 

 

 

 

 

 

 

 

 

 

 

 

 

 

 

（一）了解文章基本事實 

 

 

 

 

 

表 4-1  受試甲在自編「閱讀理解測驗」階段內變化的資料分析表 

項目 合作學習 自我教導 

階段（依序）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B） 

最後階段
（B）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C） 

趨向走勢 ／（＋） ／（＋） ＼（－） ／（＋） ／（＋） 

趨向穩定性 穩定 穩定 變化 穩定 變化 

水準範圍（%） 30～33 56～89 67～88 30～40 50～89 

平均水準（%） 32.3 68.8 77.2 35 66.2 

水準變化（%） 
30～33 
（＋3） 

56～67 
（＋11） 

75～78 
（＋3） 

30～40 
（＋10） 

50～67 
（＋17） 

 
 

表 4-2  受試甲在自編「閱讀理解測驗」階段間變化的資料分析表 

項目 合作學習 自我教導 

階段比較 B／A 最後 B／B C／A 

趨勢方向 ／（＋） ／（＋） ／（＋） ＼（－） ／（＋） ／（＋）

水準變化（%） 33～56（＋23） 67～75（＋8） 40～50（＋10） 

重疊百分比 0% 100% 0% 

C 值 0.7619 0.0080 0.7195 

Z 值 3.5062** 0.0377 3.3111**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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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受試甲「比較分析」在不同實驗階段之平均答對百分比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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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較分析 

 

 

 

 

 

 

 

 

 

 

 

 

 

 

 

 

 

 

 

 

 

 

表 4-3  受試甲「了解文章基本事實」在不同實驗階段內變化的資料分析表 
項目 合作學習 自我教導 

階段（依序）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B） 

最後階段
（B）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C） 

趨向走勢 ＼（－） ／（＋） －（＝） ／（＋） ／（＋） 

趨向穩定性 穩定 變化 穩定 穩定 變化 

水準範圍（%） 0～50 50～100 100～100 25～50 67～100 

平均水準（%） 27 83.9 100 31.3 88.4 

水準變化（%） 
50～0 
（－50） 

50～100 
（＋50） 

100～100
（0） 

25～50 
（＋25） 

75～100 
（＋25） 

 

表 4-4  受試甲「比較分析」在不同實驗階段內變化的資料分析表 
項目 合作學習 自我教導 

階段（依序）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B） 

最後階段
（B）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C） 

趨向走勢 ／（＋） ＼（－） ＼（－） －（＝） ＼（－） 

趨向穩定性 變化 變化 變化 穩定 變化 

水準範圍（%） 0～50 50～100 50～100 50～50 0～100 

平均水準（%） 37.5 80 70 50 60 

水準變化（%） 
0～50 
（＋50） 

100～50 
（－50） 

100～50
（－50）

50～0 
（－50） 

75～1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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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受試甲「文意統整」在不同實驗階段之平均答對百分比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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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受試甲「抽取文章大意」在不同實驗階段之平均答對百分比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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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抽取文章大意 

 

 

 

 

 

表 4-5  受試甲「文意統整」在不同實驗階段內變化的資料分析表 
項目 合作學習 自我教導 

階段（依序）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B） 

最後階段
（B）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C）

趨向走勢 ／（＋） ／（＋） ＼（－） －（＝） ／（＋） 
趨向穩定性 穩定 變化 變化 穩定 變化 
水準範圍（%） 0～50 0～100 50～100 50～50 0～100 
平均水準（%） 25 66.7 80 50 50 

水準變化（%） 
0～50 
（＋50） 

100～100
（0） 

100～100
（0） 

50～50 
（0） 

100～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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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編「閱讀理解測驗」的四個題型向度

答對百分比方面，受試甲經合作學習與自我教

導教學之後，答對百分比依高低排序為「了解

文章基本事實」、「比較分析」、「文意統整」最

後為「抽取文章大意」，四個題型向度的答對率

都有進步，而進步幅度最大的也是題型向度一

「了解文章基本事實」，可見教學介入可增進對

於文章內容直接找到答案的能力。 

 

第二節  受試乙自編「閱讀理解測驗」
之結果分析 
本節的主要目的是針對受試乙，在合作學

習與自我教導的教學實驗過程中，於研究者之 

 

 

 

 

 

 

 

 

 

 

 

 

 

 

 

 

 

 

 

 

 

 

 

 

 

 

 

 

 

 

 

 

 

 

 

 

自編「閱讀理解測驗」答對百分比做比較分析， 

比較出較有成效的教學，繼續作為最後階段的

教學。 

一、自編「閱讀理解測驗」總題數答對百分比 

        如圖 4-7 及表 4-7 所示，受試乙由目

視分析可以瞭解在合作學習基線階段的 

表現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且無明顯的起

伏；在自我教導基線階段的表現呈現較平

穩的狀況，因此實施教學介入。在介入比

較階段中兩種教學的比較上，由圖 4-7 及

圖 4-8 可看出在介入兩種教學之後，合作

學習教學後的表現優於自我教導教學後的

表現，最後階段為合作學習教學的實施。 

 

 

表 4-6  受試甲「抽取文章大意」在不同實驗階段內變化的資料分析表 
項目 合作學習 自我教導 

階段（依序）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B） 

最後階段
（B）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C） 

趨向走勢 ＼（－） ＼（－） ／（＋） ／（＋） ／（＋） 

趨向穩定性 變化 變化 變化 變化 變化 

水準範圍（%） 0～50 0～100 50～100 0～50 0～100 

平均水準（%） 37.5 30 50 12.5 46.7 

水準變化（%） 
50～50 
（0） 

0～0 
（0） 

0～50 
（＋50）

0～0 
（0） 

0～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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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受試乙在不同實驗階段總題數之答對百分比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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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受試乙在自編「閱讀理解測驗」階段內變化的資料分析表 

項目 合作學習 自我教導 

階段（依序）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B） 

最後階段
（B）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C） 

趨向走勢 ＼（－） ＼（－） ／（＋） ／（＋） ／（＋） 

趨向穩定性 穩定 變化 變化 變化 變化 

水準範圍（%） 33～50 60～90 63～89 30～40 60～89 

平均水準（%） 40 73.1 79.2 32.5 69 

水準變化（%） 
50～33 
（－17） 

67～67 
（0） 

63～89 
（＋26）

30～40 
（＋10） 

60～67 
（＋7） 

 
 
 
 
表 4-8  受試乙在自編「閱讀理解測驗」階段間變化的資料分析表 

項目 合作學習 自我教導 

階段比較 B／A 最後 B／B C／A 

趨勢方向 ＼（－） ＼（－） ＼（－） ／（＋） ／（＋） ／（＋）

水準變化（%） 33～67（＋34） 67～63（－4） 30～60（＋30） 

重疊百分比 0% 100% 0% 

C 值 0.7272 0.2019 0.7231 

Z 值 3.3463** 0.9506 3.3276** 

**p﹤.01 

 

 

圖 4-8  受試乙在不同實驗階段總題數之階段平均答對百分比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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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受試乙「了解文章基本事實」在不同實驗階段之平均答對百分比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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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受試乙「比較分析」在不同實驗階段之平均答對百分比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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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較分析 

 

 

 

 

 

 

 

 

 

 

 

 

 

 

 

 

(一)了解文章基本事實 

 

表 4-9  受試乙「了解文章基本事實」在不同實驗階段內變化的資料分析表 
項目 合作學習 自我教導 

階段（依序）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B） 

最後階段
（B）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C） 

趨向走勢 ／（＋） ＼（－） －（＝） ＼（－） ／（＋） 

趨向穩定性 變化 變化 穩定 變化 變化 

水準範圍（%） 50～67 67～100 100～100 0～50 33～100 

平均水準（%） 58.5 91.1 100 25 85.5 

水準變化（%） 
50～67 
（＋17） 

75～75 
（0） 

100～100
（0） 

25～0 
（－25） 

50～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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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受試乙「文意統整」在不同實驗階段之平均答對百分比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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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意統整 

 

 

 

 

 

 

 

 

 

 

 

 

 

 

 

 

 

 

 

 

 

 

 

 

 

 

表 4-10  受試乙「比較分析」在不同實驗階段內變化的資料分析表 

項目 合作學習 自我教導 

階段（依序）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B） 

最後階段
（B）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C） 

趨向走勢 ＼（－） ＼（－） ／（＋） －（＝） ＼（－） 

趨向穩定性 變化 變化 穩定 穩定 變化 
水準範圍（%） 0～50 0～100 50～100 50～50 0～100 

平均水準（%） 37.5 70 70 50 60 

水準變化（%） 
50～50 
（0） 

50～50 
（0） 

50～100
（＋50）

50～50 
（0） 

50～100 
（＋50） 

 

表 4-11  受試乙「文意統整」在不同實驗階段內變化的資料分析表 

項目 合作學習 自我教導 

階段（依序）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B） 

最後階段
（B）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C） 

趨向走勢 ＼（－） ＼（－） ＼（－） －（＝） ／（＋） 

趨向穩定性 穩定 變化 變化 穩定 變化 
水準範圍（%） 0～50 0～100 50～100 50～50 0～100 

平均水準（%） 37.5 60 90 50 66.7 

水準變化（%） 
50～0 
（－50） 

100～0 
（－100）

100～100
（0） 

50～50 
（0） 

5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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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受試乙「抽取文章大意」在不同實驗階段之平均答對百分比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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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編「閱讀理解測驗」的四個題型向度

答對百分比方面，受試乙經合作學習與自我教

導教學之後，答對百分比依高低排序為「了解

文章基本事實」、「比較分析」、「文意統整」最

後為「抽取文章大意」，四個題型向度的答對率

都有進步，而進步幅度最大的也是題型向度一

「了解文章基本事實」，可見教學介入可增進對

於文章內容直接找到答案的能力。 

 

第三節  受試者接受實驗教學前後在
「中文閱讀理解測驗」上的表現情形 

本研究為進一步瞭解教學介入對受試者閱

讀理解能力的改變，在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兩

種教學前後，分別施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

記錄受試者在實驗教學前、後的正確答對題

數，並進行整理分析如下： 

一、受試甲 

由表 4-13 可知，受試甲在接受合作學習與 

自我教導教學介入之後，進步了 9分，可見兩 

 

 

 

 

 

 

 

 

 

 

 

 

 

 

 

 

 

 

 

 

 

 

 

 

 

 

 

 

 

 

種教學法的介入可以增進受試甲的閱讀理解能

力。 

另外，在各項閱讀理解次能力的表現上（見

表 4-13 及圖 4-13），受試甲在每一項閱讀理解

次能力的答對題數上皆有進步，在「語意」及

「抽取文章大意」這兩項能力的進步分數較多一

些，由於教學活動的進行，連帶提升了受試甲

這兩項能力。 

二、受試乙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受試乙在接受合作學習

與自我教導教學介入之後進步了 10 分。雖然進

步幅度不是很大，兩種教學法的介入增進受試

乙的閱讀理解能力。 

此外，在各項閱讀理解次能力的表現上（見

表 4-13 及圖 4-14），受試乙在「理解文章基本

事實」這項能力的進步分數最多。由此可見，

這兩種教學對受試乙而言「理解文章基本事實」

的能力有提升的效果。 

表 4-12  受試乙「抽取文章大意」在不同實驗階段內變化的資料分析表 

項目 合作學習 自我教導 

階段（依序）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B） 

最後階段
（B） 

基線階段 
（A） 

介入階段 
（C） 

趨向走勢 ＼（－） ／（＋） ／（＋） －（＝） ／（＋） 

趨向穩定性 穩定 變化 變化 穩定 變化 
水準範圍（%） 0～50 0～100 0～100 0 0～100 

平均水準（%） 12.5 56.7 50 0 46.7 

水準變化（%） 
50～0 
（－50） 

50～100 
（＋50） 

0～50 
（＋50）

0～0 
（0） 

100～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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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前後測資料分析表 

受試甲 受試乙 
閱讀理解次能力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音韻處理能力（12 分） 6 7 6 8 

語意能力（13 分） 1 3 3 4 

語法能力（12 分） 2 3 4 5 

理解文章基本事實（23 分） 9 10 10 14 

比較分析（13 分） 6 7 6 6 

抽取文章大意（12 分） 1 3 2 2 

推論（15 分） 5 6 5 7 

總分 30 39 36 46 

百分等級 4 8 6 14 

T 分數 29 33 32 38 

 

        

圖 4-13  受試甲「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前後測資料直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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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結果可知，受試甲和受試乙在前後

測「中文閱讀理解測驗」閱讀理解次能力之答

對率都有正向的差異，其中差異較大的各為「抽

取文章大意」及「理解文章基本事實」。合作學

習與自我教導教學的介入對兩個聽覺障礙兒童

在「中文閱讀理解測驗」的百分等級上有正向

的進步，但是進步的幅度不大，此結果與

Alfassi（1998）及何嘉雯（民 92）的研究相

符，即教學介入後學生在自編測驗方面的進步

比標準化測驗多，亦即在標準化測驗上較不易

看出學生閱讀理解能力的進步。  

 

第四節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分為下列三方面： 

一、教材及自編「閱讀理解測驗」方面 

    本研究教材之取得及編製兩種教學所使用 

的文章，儘量採取相同性質之教材，在文字敘 

述難度、文章長短、內容深度上儘量篩選出具 

有同質性的文章。在自編「閱讀理解測驗」方 

面，是兩種教學在縱貫整個實驗期間的單元測 

驗，其難度都要相同，但難免無法要求到每一 

份測驗的難度完全相同，只能做到難度的一致 

性儘量縮小。 

二、閱讀理解成效方面 

    在閱讀理解成效上，兩位受試者經合作學 

習教學後，閱讀理解的表現都達顯著差異，顯 

示合作學習對受試者的閱讀理解成效具有進步 

的正向效果。 

    本研究使用調整後 Slavin（1995）所提出 

的 STAD 小組成就區分法，實施合作學習的閱讀 

 

 

 

 

 

 

 

 

 

 

 

 

 

 

 

 

 

 

 

教學，對聽覺障礙兒童的閱讀理解有明顯正向 

的效果，與 Slavin（1995）綜合許多研究發現 

的結果一致，STAD 對所有的學科都有正面的效 

果，對閱讀理解有明顯正向的效果。此結果也 

與 Wilson（1991）、吳麗寬（民 89）和謝順榮 

（民 87）所作的研究結果相近，合作學習對閱 

讀理解有明顯的成效。 

    在閱讀理解成效上，兩位受試者經自我教 

導教學後，閱讀理解的表現都達顯著差異，顯 

示自我教導對受試者的閱讀理解成效具有進步 

的正向效果。本研究結果與林惠芬（民 86）所 

作的結果一致，自我教導對閱讀理解有正向的 

幫助。而與林玉華（民 84）所作的研究結果不 

同，自我教導對閱讀理解效果不顯著，探究其 

原因可能是因為研究對象是注意力不足過動兒 

童所致，因他們容易受情緒及外界事件所干 

擾，而這兩位聽覺障礙兒童並無此現象。 

三、學習成效方面 

    二位受試者在自編「閱讀理解測驗」總題 

數答對百分比方面，合作學習的表現優於自我 

教導教學。所以在最後階段都實施合作學習教 

學，最後階段平均值都比介入階段高，因此， 

肯定合作學習的教學成效。 

    在自編「閱讀理解測驗」的四個題型向度 

答對百分比方面，「了解文章基本事實」這個題 

型二位受試者的答對率都最高，對於聽覺障礙 

兒童來說有視覺線索的學習或作答對他們較有 

利。 

受試甲在後測「中文閱讀理解測驗」中「理 

解文章基本事實」的答對題數增加了四題，肯 

圖 4-14  受試乙「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前後測資料直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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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教學成效。各題型的表現上，受試甲在「比 

較分析」及「文意統整」的題型合作學習的表 

現優於自我教導教學，經過小組討論後，對於 

對、錯、異、同的問題較能選出正確的答案， 

表示對文章的了解更有辨別力。「了解文章基本 

事實」及「抽取文章大意」則自我教導的表現 

優於合作學習教學，經自我教導教學後，對在 

文章中可以找到答案的問題較能選出正確的答 

案，受試甲的個性較內向，所以習得此能力後

可以靜下來從文章內容中找到答案。 

然而，受試乙在「了解文章基本事實」、「比 

較分析」及「抽取文章大意」的題型合作學習 

的表現優於自我教導教學，「文意統整」則自我

教導的表現優於合作學習教學。根據教師的觀

察發現，合作學習教學會受到受試者的個性、

平常口語的表達能力以及同組同學的影響，此

與 O’Connor 和 Jenkins (1993)的觀察結果一

致，也就是說同儕支持和障礙學生參與的程

度，是影響合作學習效率的主要因素。受試乙

口語表達能力較佳，個性較活潑，與同儕討論

的參與度較高，有助於閱讀理解能力的表現，

所以三個題型在合作學習表現上優於自我教導

教學。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合作學習與自

我教導教學對聽覺障礙兒童閱讀理解成效之研

究。以下分別說明本研究之結論，並根據研究

結果提出建議，供教學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由前述的研究結果與討論，結果發現如下： 

一、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這兩種教學都對聽覺

障礙兒童之閱讀理解能力具有教學成效 

由研究結果發現二位受試者在合作學習教 

學尚未介入的基線階段，閱讀理解能力偏低。

當合作學習教學介入後，二位受試者之自編「閱

讀理解測驗」答對百分比在兩個階段重疊百分

比為 0，Z 值達顯著差異（**p＜.01），顯示合

作學習教學對其閱讀理解能力具有教學的成

效。最後階段平均值都比介入階段高，因此，

肯定合作學習的教學成效。 

二位受試者在自我教導教學尚未介入的基 

線階段，閱讀理解能力偏低。當自我教導教學

介入後，二位受試者之自編「閱讀理解測驗」

答對百分比在兩個階段重疊百分比為 0，Z值達

顯著差異（**p＜.01），顯示自我教導教學對其

閱讀理解能力具有教學的成效。 

二、合作學習教學比自我教導教學對聽覺障礙

兒童之閱讀理解能力更具有教學成效 

    整體而言，由研究結果發現二位受試者在 

介入階段，經由合作學習教學介入後，在自編 

閱讀理解測驗的階段平均答對百分比高於自我 

教導教學，在最後階段中二位受試者也都維持 

了合作學習教學介入階段的表現。 

三、聽覺障礙兒童對四種題型向度之自編閱讀

理解測驗呈現進步的狀況 

    二位受試者在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教學後 

對自編「閱讀理解測驗」之四個題型向度的閱 

讀理解測驗皆有進步的現象，在合作學習與自 

我教導教學後二位受試者答對率最高的是「了 

解文章基本事實」。各題型的表現上，受試甲在 

「比較分析」及「文意統整」的題型合作學習的 

表現優於自我教導教學；受試乙在「了解文章 

基本事實」、「比較分析」及「抽取文章大意」 

的題型合作學習的表現優於自我教導教學。 

四、聽覺障礙兒童接受合作學習教學與自我教

導教學後，在「中文閱讀理解測驗」上前、

後測的得分表現呈現進步的狀況 

    二位受試者接受「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前、 

後測的得分表現都有進步，增加 9至 10 分，只 

是進步幅度不大。 

 

第二節  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下列之建議： 

一、在教學上的建議 

(一)本研究實證合作學習教學更可增進聽覺障

礙兒童之閱讀理解能力，建議回歸主流之

聽覺障礙班級教師在閱讀教學時可採用合

作學習，透過小組的討論，增進其理解文

章的能力。 

(二)本研究實證自我教導教學可增進聽覺障礙

兒童之閱讀理解能力，建議啟聰班教師在

閱讀教學時，使用自我教導教學加上閱讀

理解策略及視覺提示，以增進學生的閱讀

理解能力。 

二、在行政上的建議 

(一)辦理合作學習研習：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組

織、有結構、有系統的教學策略，經過本

研究及許多學者驗證過，所以建議辦理合

作學習研習並鼓勵特教班及普通班教師參

加，使異質小組學習應用在普通班上，讓

更多學生受惠。 

(二)辦理自我教導研習：自我教導策略是認知

行為改變術所使用的方法之一，適合用來

幫助兒童發展自我控制的能力和解決問

題，在行為控制及學業表現上，具有良好

的成效。本研究也證實自我教導教學對聽

覺障礙兒童的閱讀理解能力有立即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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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因此，建議學校辦理自我教導策略研

習，鼓勵特教班教師參加，以增進身心障

礙學生好的行為能力，提昇學習成就。 

(三)推動閱讀小組：配合學校的閱讀活動，鼓

勵小組閱讀分享並予以獎勵，若小組成員

中有身心障礙的小朋友，予以更優厚的獎

勵。 

三、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本研究採用自編之閱讀教學材料來進行合

作學習與自我教導之教學，但是閱讀理解

能力的習得主要還是希望學生能應用到其

他的學習情境，所以建議未來選擇不同科

目的教學，結束後進行其他情境之類化並

追蹤觀察。 

(二)本研究只能被視為以單一受試實驗研究的

方法，針對兩種教學進行比較研究的依據

之一，建議未來的研究仍需繼續比較各種

不同的教學策略，針對各種不同障礙類別

的受試者，進行實驗教學，以瞭解其在各

領域的教學成效及其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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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self-instruction 

on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This study used the alternative treatment 
design of the single subject design. The subjects were two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and received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developed by this study for four times at the baseline stage, fifteen 
times at the comparison stage, and five times at the final stage. The test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visual analysis and C statistics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self-instruction on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inese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was appli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eaching, thus, to use the standardized test to underst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on the subjects objectively. 

The results are as the following: 
1. Both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self-instruction have positive teaching effects on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2. Cooperative learning has better effect than self-instruction on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3. The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showed improvements on all four item vectors of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developed by this study. 
4. The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showed improvements on the “Chinese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after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self-instruction. 
 
Keywords: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self-instruction, hearing impairment, reading 
Keywords: comprehension 

 

 



合作學習與自我教導對聽覺障礙兒童閱讀理解成效之研究 

 

 - 120 -

 


